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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種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第四年 第—號 

第三百九十七次會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星期五午後三時在扭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O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 

大、中國、i^a 、埃及、法蘭面、那威、烏克蘭蘇 

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0 

―.臨時議事曰程 
(S/Agenda 397) 

( 一 ) 通過議事日稃 

( 二 ) 印度尼西亜問題 

主席：本人恭爲安全理事會一月份之主 

席，謹代表理事散迎新任理事國出席參與會 

議0埃及與那威代表對將來會務貢獻必多，定 

可預見0 

本人同時深信安全理事會對退任理事國 

比利時、哥侖比亜及敍利5&過去之;勛勞，必願 

由本人代致謝意0退任理事國 IS聯合國利益 

之維蘧確盡心力，茲特代表理事會道謝，理 

事會承翁利36之Mr. FansEl-Khoun,哥侖比 

亜 之 M r . Lopez及Mr. Urdaneta Arbekez襄 

理會務，誠属欣幸，前主席比利時 M r . van 

Langenhove之政治家風度對理事會之貢獻尤 

匪淺鮮，本人尤願特表欽佩之意。 

Mr. ARCH (阿根廷）：對於敍利亜、哥侖 

比亜及比利時代表與H事會精誠合作，適閎 

推 崇 之 言 、 本 人 謹 M 心 贊 助 。 

Mr. ALVAREZ (古B〉：本人謹先向理事 

會主席General McNaughton及各理事國代表 

致敬。大會最近在巴黎1舉行届會,本國辱 

1見大會第三届會正式記錄，第一期會議,第 

一四九次全體會議0 

承一致選食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不勝 

榮幸，謹以古a共和國代表資格，向聯合國 

各會員國致謝。 

吾 人 深 知 此 一 使 命 錯 縱 複 雜 而 责 任 彌 

重。古巴恪守聯合國憲章，矢志勿渝，茲敢 

奉吿各位,本國在憲章起草時即竭衋棉薄，自 

金01會議以來，致力於加強聯合國工作,未 

嘗稍獬0敢信古巴代表圑秉承本國元首依據 

具正民主原則授予之訓示，服務理事會，必圖 

克蹇厥職，務期理事會以大公無私之態度,排 

難解紛。 

本人忝爲首席代表,謹代表古巴共和國， 

本國元首及代表圑，苒向理爭會主席曁各理 

事敬表謝忱0辱承美利堅合衆國厚待及各方 

歡迎，尤爲感荷。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辱承安全 

理事會主席曁各同人熱忱歡迎，非常感荷0各 

退任理事费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勞績卓著， 

茲特表示敬意0 

吾人在理事會內固代表整個世界，但在 

某種限度內，亦代表所屬地域，.是以本人之 

接任理事，亦可謂接替在理事會及聯合國卓 

著勛勞之敍利ffi代表MrFarisEl-Khourio 

埃 及 在 聯 合 國 成 立 以 來 之 短 時 期 中 ， B 

對於本國之信任，曷膝榮幸C 

大家庭中，仍當勉力從公，克麄厥職。 

Mr. MOB (那威）：承理事會主席谷同仁 

mm,謹代表那威代表圑致謝。那威之人民 

與政府，深或安全理事會理事之職資重大,尤 

益且代 

那 

不 

膝榮幸， 



同人等謹當勸勉從公以報厚意。聯合國 

目前所感主要困難,嬷爲苴相猜忌之風氣，依 

然 存 在 。 同 人 等 當 以 涫 除 此 種 情 食 至 耍 任 

務0本代表圑願本此種精砷，力求聯合國憲 

章奉爲各會員國政府處理國際繭係之圭臬與 

最高法律0 

三.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稃通過） 

主席：在請前此依照憲章第三十一條參 

加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之各國政府代表列席 

前，茲擬先行處理比利時常任代表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1192J所提起之問題0該函之 

日期爲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其副本茱已分 

在該函中比利時政府荽求參加安全理事 

食It論印度尼西亜問題之權利，蓋因比利時 

轮旋委員會及巴達維S之領事委員會中均 

任委員之職，此二機髑俱經安全理事會給以 

重要任務，當爲各理事所深悉,是以如能得比 

利時代表參加理事會之討論實頗妥善。比利 

時政府之要求諒可爲各理事所贊同，除非有 

所反對，擬即認爲理事會已同意比利時代表 

(經主席邀請，澳大利SE代表Mr. Makm, 

比 利 時 代 表 M r Niso t ,印度代表Si r Benegal 

RamaRau,荷蘭代表Mr. van Roijen,菲律賓 

代表General Romulo,及印度尼西15共和國 

代表Mr. Palar就安全理事會幽席0) 

主席：吾人在開始審議印度尼西SS問題 

卜 步 

行 

理事食所通通之決議案，尤其去年十二月理 

事會在巴黎集食時於二十四曰[S/1150】及二 

十八日[S/1164】所通過之決議案。但在聽荷 

蘭代表報吿之前，本人擬請各理事國代表注 

意今晨收到之斡旋委員會 Â領事委員會報吿 

眷，此等報吿書承祕書處特別努力已分別辗 

成文件S/1189及S/1190，吾人在今日下午均 

篚 閱 鑌 。 各 同 仁 對 於 此 項 文 件 à 尙 未 獾 研 究 

桷會，似應俟各同亡研究之後，於下星期續 

加I寸論，茲請荷鼷代表報吿。 

^言人， 

譁C 

Mr VAN ROIJEN (荷蘭）：安全理事会苜 

前次會議(第三九六次會議)討論印度尼西亜 

問題以來，迄今已逾一週。其間已有若干重 

耍發展，且安全理事會三個新任理事國就職 

伊始，似應先將此項事實約略報吿0 

本人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第三九六次會 

議）曾代表本國政府對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之 

三決議案，有所陳述。1^便利當時未在座之 

代表起見，茲特重加陳述0 

" (一）敵對行爲行將結束，就荷蘭軍隊 

而論，在爪哇之敵對行爲無論如何至遲將於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時停止0 

在蘇門答臘則以特殊緊急情勢關係須俟二三 

日後方克停止敵對行爲。至於搗亂份子個人 

或糾衆危害公共安全，干涉或阻携平民所需 

食糧及其他必需商品之供應者，自仍須採取 

對付行動0 

" (二）至於對若干重要人士行動自由之 

限制確係不可避免之軍事措施，惟不久亦將 

終止。荷蘭政府即將解决此項限制，但以髑 

係人等不再有危害公共安全之活動爲條件。 

"(三）；â促進建設性之合作以復典氇個 

印度尼西亞起見,荷蘭政府已決定由首相Mr. 

Drees於日內前赴印度;g西ggo 

" (四）食協助履行安全理事會之要求， 

充 分 報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以 來 之 情 勢 起 見 ， 荷 ' 

蘭政府巳宣怖對軍事視察員及其所屬職員一 

律儘量予以便利，對領事委員會之各委員亦 

將 予 以 必 耍 便 利 。 " 。 

以上係本人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所作之睐 

述。髑於其中所荆各熙之發展情形如次： 

在前共和國境內有荷蘭軍隊方面現巳停 

止敵S行爲，m爲向安全理事會提供詳蹇情 

報起見，特宣讀荷軍總司令宣吿在爪哇停止 

敵街行;S之命令英夂本譁文如次： 

" ( - ) 在 爪 哇 之 軍 事 行 動 以 及 敵 對 行 

a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停止0 

" (二）自是曰以後，部隊任務僅限於街 

付意圔搗亂之游兵散勇之行勸，正如本國代 

表向安全理事會所睐，、其行動係對付個人或 

糾衆危害公共安全，干涉或a摸貧民所需糧 

'(三）着即督飭所部在其防區內厳格並 

努力執行此項任務0" 

在蘇P3答臘方面，宣吿停止敵對行;s之 

命令，文字內容除第一句外完全相同，第一 

句 如 次 : 

" (一〉在蘇 R 答醮，一切軍事行勒 £ 1 及 

歒對行«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中午十二時 

停止o" 



命 令 中 所 提 爲 " 對 付 意 圖 搗 亂 之 游 兵 散 

勇"之可能行勖，係依據本人十二月二十九 

H所作陳述之第一黠,僅字面略有不同而已0 

是 以 就 荷 軍 而 論 所 有 敵 對 行 爲 業 已 終 

止。但願前共和政府之潰軍，亦能遵安全理 

事會之請而停止敵對行爲。惟就對方之表示 

視之，前共和軍殘部遵令停戰一事殊難期其 

實現，誠屬不幸0 Mr Pakr於安全理事會上 

次在巴黎舉行會議之後，曾立即招待新閱記 

者，宣稱共和國人員將繼續對荷蘭作戰，直 

至荷蘭之經濟政治與軍事資源枯竭而後巳0 

且據報紙所載，自稱爲非常時期共和政 

庥者迄目前爲止已有三個，亦採取同樣態度0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曰紐約時報合衆瓧報稱， 

其 中 由 M r Sjaffruddm Prawiranegara所領導 

之一政府在蘇P3答臘某地，發表公吿，宣稱 

其 停 戰 命 令 之 頒 發 必 須 以 荷 蘭 方 面 接 受 其 

五項條件爲前提0蘇門答臘方面所餘武装部 

隊或個人究有若干尙遵從Mr.Sia f fmddm 

Prawiranegara之命令，停戰命令究能發生何 

種效力，本人殊感茫然，但必須聲明，此項 

號召繼續作戰之公吿如眞引起散處各地之部 

隊再有街突，則吾人不能負责。所謂共和軍 

司令Colonel Hidajat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亦發 

佈命令，宣稱在荷蘭方面未履行Mr. Sjaffrud-

din Prawiranegara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所提條件 

前，仍將繼績作戰，本人所作蘀明，對之亦 

同樣適用0 

截至一月三日止荷軍陣亡總數凡六十六 

人。共和軍方面之死[1'人數現尙不知，但縱 

使推定其數字較我方爲大，亦可作下列結論0 

如許生命之犧牲至堪遗蜮。吾人在將近 

三年之談判中如能党得和半解決辦法則其結 

果遠可欣幸0吾人充分重視此種生命之犧牲， 

且須着重指出，並請理事會注意，此項死[：： 

數字遠較印度尼西15卒民遭共和黨徒暗殺之 

人數爲低，此等黨徒在吾人開始行If前數月 

早已泯入。吾人兩星期之行勒中，荷軍死亡 

者 凡 六 十 六 人 ； 而 在 行 動 前 一 星 期 內 ， 方 

"停戰"尙稱有效之際，贊助聯邦制之印度尼 

西亞官吏被預先泯入之共和黨徒暗殺者凡六 

十七人。在荷蘭統轄區內自一九四八年八月 

二十五B起至十二月十八日止印度尼西Sg官 

吏之遒共和政府恐怖份子暗殺者總數達四百 

人以上，請注意此:^印度尼西亞官吏遭暗殺 

者之人數0此項數字並不包括被殺或被綁之 

印度尼西亜平民在內，其人數，在過去數月 

內每星期平均達五十人0此項數字與日俱增， 

共和軍首領且擬以其一月一日之行勸衋其殘 

葺之能事。 

此坎軍事掃蕩中雖有死亡誠可遺槭，惟 

其人數尙遠較è牲於共和政府恐怖主義下者 

鈔 也 0 

本人請再申述，倘同樣目的，能以和平 

方法而不以暗殺綁架之流血手段達成，其結 

果必較妥善。吾人抱此目的，月復一月，要 

求共和政府終止其谮伏黨徒所從事之組織恐 

怖活動0伹其結果則徒 i此種活動與日俱增0 

茲爲證明此項數字之不斷壻加起見，已將一 

九 四 八 年 度 每 週 違 犯 停 戰 協 定 之 統 計 圖 表 

[S/1136/Add.l ]分送理事會新任理事及各代 

表備供參考。共和政府實不願亦不能終止此 

種不容存在之局面0 

月復一月，吾人斡旋委員會所提翻於暴 

徒泯入肆虐情事之控訴何止數十次0而結果， 

委員會徒以一紙公文勸令雙方恪遵停戰協定 

[S /649附件十一]其在共和軍方面所收成效 

不難於上述數字中見之0 

荷蘭政府實以共,和政府及斡旋委員會均 

未能採行制止流傘之有效辦法，迫不得已,終 

於行使其主權而以武力淸除共和軍區域，實 

行除暴戡亂0荷蘭爲達此目的，巳付六十六生 

命之代價。而共和軍方面亦償付同樣代價0此 

種慘痛代價，以其原可避免，故尤可悲憫0惟 

共和國政府旣不能亦不願共同重建治安，期 

所付代價，較諸數月來逐曰犧牲於恐怖活動 

之人數似尤不爲過甚。且此種恐怖活動，吾 

人如不加干涉，勢必變本加厲也0 

本人深願理事會，尤其對吾人此次掃蕩 

及 流 血 指 斥 最 力 之 理 事 國 爲 吾 人 之 處 境 設 

想。 

茲申述所陳第二熙，即共和政府若干政 

治人物之釋放鬨題。 

當 爪 哇 及 蘇 答 臘 兩 地 之 敵 對 行 爲 停 止 

之時，荷蘭當局於一月五日——即前日，對 

過去實施限制住居者一律停止執行0是以在 

日惹一地，下列政治領釉均獲開釋： 

Mr Leimena,十二月十八日時任共和政 

府衞生部部長， ' 

Mr Djuanda,交通部部長, 

Mr.Laoh,運輸曁建設部部長， 

Mr. Kusnan,靑年部部長》 

Mr. Kiai Hadji Dewantoro,敎育界耍人。 

此 外 尙 有 其 他 領 釉 四 人 M r . Soekamo, 

Mr. Hatta ， Mr. Sjahrir及Mr. Agus Salim均自其 

住所釋放o此時如在印度尼西35全境任其完 

全自由行動，對公共安全仍有危險,故其自由 

行動目前仍以在邦加島内爲限0該島面積凡 

四千五百方哩，彼等在該島境內完全自由0 



'街突停止茲方兩日，在前共和國境內,情 

勢尙極泯亂，但願理事會體察此種措施應可 

表示荷蘭政府宽大與放任之態度。 

茲申述荷蘭政府十二月二十九日陳述書 

之、第四黑，即髑於給與軍事視察員及領事委 

員會以種種便利以査報情勢之若干眞相。 

本人謹向理事會報吿關於斡m委員會， 

領事委員會及軍事¥家執行安全理事會各決 

鼷案所定任務[S/1142,S/1150，及S/1165]業 

已出必要指示着予協助，並巳同時通知斡旋 

委員會及領事委fl會。在目前愤51下可供幹 

旋委員會差道之交通設備至爲缺乏，故巳請 

其儘量利用自備飛機C 

荷蘭當局爲安全及軍事原因，對於視察 

若干地區暫定有！^制辦法，是以上述機彌之 

行動自由，亦勢必受有限制。茲須I？明前赴 

若干地區視察或有相當危險，荷蘭政府恕難 

負责，凡此南項限制，本人應向理事會聲明 

實不1：視爲對視察員執《1蹶務作無謂阻徺。 

凡此種種均爲本代表圑提供安全理事會 

有關十二月二十四日及二十八日决議案之情 

報。惟此種情報類皆就過去而言。敵對行爲 

業巳終止，故除本人所保留各熙外，軍事時 

期巳吿結束。惟本國深感任何問題均未能由 

武力澈底解決，是以吾人今後究應如何處理 

赏爲更重耍之問題。 

在 衞 生 營 養 及 公 用 事 業 方 面 ， 巳 作 建 ^ 

之最初部署。救濟物资如食米及紡織品巳運 

入前共和國地區者其價値 l i"達二千萬荷幣。 

衞生工作紫巳照常進行，在日惹一地現由前 

印度尼西亜共和國衞生部長Dr. Leunena主 

持,郵^事務正在恢復中，鐵路亦已通車。 

政治建設之部署較諸物贺方面者尤爲重 

耍 o 此 項 部 S 首 以 一 九 四 二 年 十 二 月 七 曰 威 

廉女皇陛下演辭之主旨爲規範。此項主旨自 

發表以來迭經阚釋並正式列入與印度尼西 

共和國所IT之Lmggad)ati i 及 R e i m l l e 協 定 

[S /649]附件十一。本國政府仍堅守此兩協 

定所载之原則並願付諸實行，且將出於自動， 

無須安全理事會再加督促0 

茲再槪述關於政治建"設方面擬採之步驟 

以 供 理 事 會 中 未 出 席 巴 黎 會 議 之 各 代 表 參 

考。 

第一，吾人巳在印度尼西亜恢復眞正和 

平0期在該地確保治安與秩序，並以此爲建 

立一健全共和國之基礎。 

吾人已着手爲印度尼西亜全境建立全印 

1 見 紐 鈞 荷 蘭 新 聞 處 出 版 之 " 印 度 B 西 亞 共 

和 國 之 政 治 發 展 " 第 三 四 頁 。 

度尼西3è聯邦酶時政府。在關於建立政府之 

協商中，印度尼西亜^境各地均將有代表參 

加 ， 絕 無 例 外 0 進 行 此 項 協 商 之 最 ; 步 驟 係 

荷蘭首相 M r . D r e e s 之 前 赴 印 度 尼 西 S , 首 

相於昨日方抵達該地。 

全印度尼西3&政府之使命爲遵照一九四 

八年十二月十八日閼於印度尼西 IS過渡時期 

行政問題所頒勅令規定接管該地之行政 0 聯 

邦臨時政府同時負有籌備^^立獨立印度尼西 

5S合衆國並與荷蘭合作制定荷蘭印;S聯盟憲 

法之责任0 

爲達此目的，其步驟之一爲舉行自由選 

舉，以選出一民主之代譲機關0關於此翳,吾 

人毫無隱諱，而將以至誠執行此一計劃，此事 

當可爲世人所共鑒。 

在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成立之時，荷蘭在 

該地之主權即移交與此新國家。吾人提議該 

新國家屆時即可根據其本身之權利成爲聯合 

國會員國。 

此即吾人在亞洲東南部成立一新家國之 

計割，該國非特應能獨立，——蓋僅僅獨立 

稱展不足——且必須能兀然自存，不受過激 

圑體影響,而在該處其他若干獨立國家中，此 

種過激勢力固極囂張也0 

歲 序 更 新 ， 吾 人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係 亦 

進入一新階段，將爲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以卒 

等地位自動合作之肇端。茲或有人對此有所 

懷疑，本人則敢預言，在不久將來，將見荷 

蘭與印度;g西亞之結合非特爲東西世界合作 

之證明抑亦爲遠東安定之砥柱焉。 

吾人所能表示之意誠無過於女皇Juliana 

陛下所云。昨日女皇有言曰： 

" 余 願 在 數 星 期 內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邦 政 府 

即吿成立，並立即担承K主政府固有之職赍0 

該聯邦政府應即行使其正當職權辯籌過渡事 

宜,從而成立一新聯盟0其另一任務爲與欽差 

大 臣 通 力 合 作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舉 行 自 由 選 舉 。 

佘 願 印 度 西 5 5 之 自 主 a 速 見 諸 資 現 。 印 度 

尼西亚與荷蘭從而結成聯盟，通力合作，以 

求兩國健全發展促進世界繁榮，並奠定一後 

幸繭之基礎，一如皇母所昭示者0" 

Mr Palar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茲有重 

要三勲爲吾人所必須注意者：第一，荷鬭頒 

怖之所謂"停戰命令"；第二，荷蘭迄未釋放 

吾國之總統及若干政府官員之事實；第三，荷 

蘭 首 相 M r Drees之訪問印度尼西亜。 

吾人欲瞭解此數羝之本質。必須追溯荷 

蘭對印度尼西亜共和國開始軍事行動後事锥 

之演變0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 S / 

1129 Add. 1]如次： 

''荷蘭廢棄Renville協定，因而並未履行 

停戰協定第十條所載之條件0" 

該條規定兩造均有向對方及斡旋 委員會 

通知其終止停戰協定之義務。荷蘭之能俘獲 

吾總統並佔領吾政府者實係未充分屐行此一 

義務之結果。十二月二十一日斡旋委員會在 

文件S/1138內之報吿如次： 

' '荷蘭政府於十二月十九日開始軍事行 

Wu其行爲實達犯Reimlle停戰協定所截之 

義 務 。 " 

茲再援引該文件如次： 

"在委員會協助下進行磋商之可能，並 

未 澈 底 利 用 ， 且 未 充 分 計 , 及 之 0 " 

由此可見荷顚之違反及廢棄停戰協定而 

重開戰端贲在該談判尙有可能之時。安全理 

事會在巴黎視荷蘭之軍事行勸爲緊急項目而 

加以審議，並通過決議案 [S /U50]促請雙方 

立即停戰並令荷蘭即時釋放吾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之總統及所有被俘政治領釉0但事實如 

何 ' 荷 蘭 竟 不 顧 此 項 決 議 案 ， 繼 續 作 戰 並 佔 

領吾人之城鎭0我軍則遂行其戰術，化蘼爲 

零，發衝游擊戰爭，復按照計劃，並不株守城 

市而轉入山林，作必耍之自衞，且實行焦土抗 

戰 政 策 0 在 山 林 中 仍 繼 續 從 事 其 自 衞 戰 爭 0 

其 卓 絕 之 自 衞 戰 術 一 游 擊 戰 爭 業 已 開 始 0 

荷蘭茲已宣佈蕖已對其軍隊司令官發佈 

停戰命令。荷蘭之軍事目的旣達，自不妨如 

此行事。但荷蘭在其技術性之停戰命令公吿 

中仍稱所佔城鐄之四週難免發生騷擾，是以 

荷蘭軍隊仍須繼續射擊0事實上在爪哇及蘇 

re答臘全境確已展開全面抗戰0 

茲請宣讀昨日所收吾政府來電，電文如 

次： 

" 在 爪 哇 及 蘇 門 答 臘 之 共 和 軍 依 然 完 

整，南婆羅洲對荷蘭之抗戰槳已開始0' 

資產所受厳重捐失，華文報紙已加證實，而荷 

文報偶亦承認。在Bogor之樹膠園業迭經攻 

攀，颇受捐失，現已不能生產0萬隆方面之 

情形略同0萬隆東北兩方之公路夜夜被切斷， 

自井里欲至監加得拉之火車常在炮火螌擊之 

下，榇糅均已炸0由井里钕至Ban】umas之 

鐵路已不能通車。爪哇東部與中部之產案均 

化爲廢墟。Mageknd鎮巳硖壊無餘o所有公 

路均常在游擊隊威脅之下0 Bagden,日惹山 

谷，Seraju山谷,及Solo山谷之產業均已全部 

破 壤 o 鐵 路 公 路 全 爲 我 軍 " T N r ' i 控 制 o 

1 Tentara National Indoaesiao 

"荷軍在三〗 

擊。焦土戰術à織铤良。華人及印度尼西s 

人之財產槪無損失。已遭破壤者僅以政府倉 

庫大工廠及煤油中心T〗epu爲限。在文里粉 

方面劇戰鑤發。Kediri, Bhtar, Wlingi, Dam-

pit各區之產柒俱被硖壤。在Malang, Pasuru-

han, Probolinggo, Djatiroto, Djember及Bon-

dowoso被襲擊破壤之情景略同。 

"荷蘭方面報稱南婆羅洲之騷動集中在 

Hoeloe Soengai附近。荷蘭正從爪眭方面海 

陸 雙 方 增 拨 ， 在 南 蘇 門 答 臘 軍 事 總 督 A . K . 

Gam已令在各地實行焦土政策，凡重耍產蕖 

及工廠一律破壤。並無劇戰，'淮交通線及前 

線啃位時受狙撃。 

"西蘇門答臘戰事方殷，尤其在巴唐方 

面。共和軍S見堅強。荷蘭高地時遭游?S隊 

攻撃。在Tapanoeli及東蘇答臘Kawilarang 

揩.揮下之我軍避免與荷軍正'面銜突已移入東 

蘇門答臘富庶農區，僅留若干游隳部隊鹩擾 

敵後陣地o我軍自Atjet進撃Tandpengpoera 

之荷軍猹勝。已佔領該域並向棉蘭挺進。整 

個At)et仍在共和軍手中。最後報吿，在西 

蘇門答臘Bond】ol上g擊落敵機一架o在監 

比方面荷軍進駐已經化爲焦土之油田，及東 

蘇門答臘低地之港口 0" 

本人每日均收到此種^報。吾人之自衞 

戰爭茲方開始，一如荷蘭比利時及法蘭西在 

德軍佔領下之閡名自衞戰。本人S安全理事 

會從不諱言吾人之實力在於游黎戰爭，我軍 

曾受此種戰爭之特殊訓練,荷蘭人知之甚稔。 

吾人現有之情勢如此。荷蘭在其未完成 

軍事目的前，一向蔑視安全理事會之停戰耍 

求o目前荷蘭一面正式命令停止敵對行爲，― 

我軍開火。荷蘭之停戰命令並非遵照安全理 

事會之'命令，誠屬故弄玄虛o此項命令係苒 

度認許殘暴軍事侵略之命令o而目前情形實 

使吾人處於極不合理之境地，侵略者佯言正 

式停戰，而繼績開火，印度尼西SS軍隊被迫 

從事自衞，反將被斥爲違犯安全理事會之停 

戰耍求，如安全理事會能容忍此種情勢，實 

不眢犧牲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安全理事會之各理事國均深知印度;g西 

35共和國向來恪守理事會之決議與建議，且 

向來遵守安全理事會及斡旋委員會之建議與 

勸導o吾人其將再度淪爲信任安全理事會政 

策之犧牲品耶？ 

停戰情勢實搔不合理，或直可稱爲並不 

停火之結束軍事進攻，其所以發生，實因安 

全理事會尙未能將進攻部隊撖囘原定之停戰 

五 



綠耳。安全s事會所通過之停戰決議案事實 

上無可實行,蓋該決議案並未包括撒兵一事0 

巴 勒 斯 坦 之 發 à 顯 示 安 全 理 事 會 以 確 能 着 

令將部隊撒至停戰線。本人敢請理事會對於 

幹旋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七日致理事會報吿書 

[S/1156]內所提及之一翳加以注意： 

"(乙）在政治上，其一造人民，若不擁 

護，任何協定縱使成立亦難實行，若就一造因 

他造訴諸武力而喪失之所轄地區再事談判， 

則其人民恐亦不願視此種談判爲出諸善意0 

" (丙)實際上，界線旣不苒存在,尤其因 

荷軍之佔領共和軍總指撣部，欲勘定共和軍 

之都位實不可能。結果勢必對爪哇，蘇円答 

臘及馬都拉各島軍事事態逐一視察，此固非 

常困難，且視察員欲對荷蘭 f t部之安全^£施 

及兩造之敵對行爲分析鑒別亦難期切實0" 

斡旋委員會此種報吿已將安全理事會命 

令在印度尼西亚所造成之現有困難問題陳諸 

理事會之前。本人不得不鄭重申述，此項問 

題實有待理事會立刻解決。本人認爲所待决 

定者厥爲重新審議將軍隊撒至印度;ê西 IS舊 

有停戰線之問題0 

安全理事會所遭遇之第二問題則爲荷蘭 

惮然違反理事會立即釋放吾總統及政府人員 

之決議案[S/1150]迄未'遵照辦理。荷蘭代表 

曾向安全理事會稱共和政府人員業已釋放， 

但 其 中 若 干 人 員 爲 維 持 法 律 秩 序 I h 仍 受 某 

種限制0 

此實說明荷蘭方面並無意釋放吾總統及 

政府人員及給、以行動遷徙自由以便其接近民 

衆0事實上即吾政府領釉不能如在荷軍進攻 

之前ft使其職權0 

決議案關於釋放吾政治領釉之原意 [S / -

1150]無可置疑且在理事會各理事之心目中 

毫無疑問。 

總統及其他政治犯之釋放即指恢復其遷 

徙自由，行動自由及因荷蘭違反正式停戰協 

定而受禁止之行使政府職權之自由。是以如 

果荷蘭一旦決定釋放吾總統及其他政治犯， 

則其決定並非遵照安全理事會命令之原意， 

亦非遵守安全理事會關於該問題之兩項' 决議 

案0荷蘭之決定實爲違抗安全理事會命令之 

又 一 行 爲 0 吾 人 期 安 全 理 事 會 對 於 此 種 事 

實加以適當之注意且毅然貴令荷蘭遵守其命 

令0 

第三黠擬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者即荷蘭首 

相 M r . Drees之訪問印度尼西亜。據稱其目 

的在與印度尼西3S訂尊協定並成立一臨時聯 

邦政府。本人願將對其此次訪問應有之看法 

爲安全理事會陳之。此次訪問在於兩次玩忽 

安全a事會所發命令之後，此即停戰命令及 

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之命令0 訪問目 

的在造成印度尼西S共和國在軍事上桊已失 

敗之印象。此種印象之錯ift，已由前此宣讀 

之電文證明0其另一企圖即欲造成建立所謂 

臨時政府之時機業已成熟之印象。 

荷蘭首相擬與印度尼西亞領釉談判以成 

立臨時政府者果何如耶？其所欲成立之臨時 

政府並非Renvil le停戰協定中所預期者o斡 

旋委 f i會之報吿俱在足以充分證明荷蘭確曾 

盡力防止經由斡旋委員會成立臨時政府。荷 

蘭之整個政策在於規避斡旋委員會而依照荷 

蘭之條件由其一手製造臨時政府。斡旋委員 

會之報吿耆已明白認明荷蘭規避該委員會之 

企圖已如何成功o 

荷蘭憑其軍事行勒並鑒於安全理事會之 

未能執行對荷蘭政府所發之命令，現已認爲 

其 政 府 不 必 苒 與 故 意 爲 難 之 第 三 者 進 行 談 

剩，無論其爲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會所成 

立之其他機關。對荷蘭首相之訪問應作如是 

觀。此實再度證明在荷蘭心目中並無亦向無 

與印度尼西亞舉行,善意談判之誠意。荷蘭之 

軍事進攻旣未受譴贵，茲復欲強以某種政府 

組織加諸印;g人民，此即其所欲竭力促成者 

所謂談剩不外對印度;ê西亞人民頒佈一 

組熾臨時政府之勅令，以保證荷蘭對印度尼 

西亞之完成統治而已。此項勅令之頒佈決非 

與共和國談判之結果亦非經由斡旋委員會所 

作之决定，，而純係荷蘭片面行動之產物。 

斡旋委員會在其最近報吿書內[S/1085】 

曾云此項政策之施行勢必引起印度尼KSS全 

境人民之反抗，不僅在共和國領域內爲然。 

印度尼西亜目前之情勢證明該委員會所見極 

是 。 

荷蘭首相欲與印度 j ê西亞領釉進行之談 

判，其性®又將如何？渠正擬與久與人民隔 

絕之俘廣會談。荷蘭對於此種談判實有一種 

祕密期望，即盼其代表能勸誘被俘領釉對各 

項耍求有所讓步。本人茲欲明言此項希望必 

成泡影。蓋非特被俘領釉無人願在此種情勢 

下作任何談判，即印度尼西亞人K對於在脅 

下舉行之任何談判亦不願接受o 、 

荷蘭雖欲粉飾此種談判，以示其欲接受 

印度尼西亞人民合法耍求之誠意，伹幹旋委 

員會之報吿書明白證明荷蘭方面無論過去現 

在從無舉行善意談判之誠意。 

荷蘭鑒於全世界人士對於其軍事進攻之 

憤慨己感不得不重申其對世界及印度尼西 s 

人民所作之保證。吾人三年來與荷蘭週旋之 



苦痛經驗頗足證明此項之價値，吾人認爲荷 

蘭女皇昨日重申保證之公吿並未啟示任何新 

期望或改變吾人對於荷蘭所作保證喪失信心 

之根據o此項公吿提及本人前述勅令之頒佈 

荷方作此表示顯係利用時機意圖涫彌安全理 

並使理 

討論方向。 

是以本人希望吾人充分明瞭此項公吿對 

於印度尼西亜問題之解決毫無裨盆，而僅證 

明荷蘭抱有決心繼鑕進行其終於恢愎殖民戰 

爭之政策而巳。 

且揆諸公吿中闢於M. Dress訪問印度尼 

西亞目的之措辭，除荷蘭無意承認吾總統及 

其他政治倥廣爲印度尼西亜共和國政府之官 

吏外,殊無其他結論可得o事實上，公吿各節 

證 明 荷 蘭 之 政 策 赏 以 解 散 及 本 消 滅 印 度 ; S 

西亞共和國爲基礎。然則豈可謂此係善意之 

表示乎？ 

果有任何善意，自應立即完全釋放吾總 

統及其他政治俘房立即撒退荷蘭軍隊並依據 

Renville協定，在斡，委員會協贊下與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政府重開談判。斡旋委員會報吿 

書所稱除非由第三者執行國際闢係上公允合 

鱧之規則，絕不能與荷蘭成立任何公平而光 

榮之協定一節，復證明吾人之見解正確。 

吾人認爲僅於此種條件赏現之後，印度 

尼西亞共和國方能在斡旋委員會或安全理事 

會爲謀印度尼西IS問題永久而穩固之解決所 

成立之其他機關協助下，重開談判o 

此外尙有一黠本人IS加申述。在目前政 

治情勢下，尤其鎏於世界舆論界一般之觀感， 

荷蘭首相返國前，必須達成若干肯定之成果， 

俾爲荷蘭之殖 R 戰爭政策有所辯逮 o 蕖旣知 

吾領釉及人民均不願在目前情勢下屈服於荷 

蘭之耍求，則勢必求諸其他人士以完成其建 

立由荷蘭控制之聯邦臨時政府之計劃。 

就此灝而論，此種政府機構決難穏固蓋 

政府之穏固莫不利賴人民之擁護o本人擬請 

安全堙事會各理事注意，任何此種政府機構 

決不能改鐽目前之情勢，徒使游擊戰爭在爪 

哇與蘇門答臘繼M進行而在其他島嶼之人民 

亦 必 羣 反 抗 o 

印度尼西亚問題尙有一類日益重要，且 

在整理間題上頗具決定作用o本人曾向安全 

理事會迭次指出，印度尼西亞問題不僅係荷 

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間之問題。吾人所遭 

遇此一 I周題巳不僅係如何應付荷蘭所發動之 

殖民戰爭,及如何應付其繼銃褪民之政策,吾 

人所面臨者不僅爲譴責荷蘭此種殖民政策之 

問題o亞洲各鄰國人民均深知荷蘭在印度尼 

西亜破鳆和平,危害東南亞之和平,抑且危害 

亜洲與世界其他各地之關係，絕不同意印度 

尼西亞共和國之覆dio本人應鄭重申言，印 

度尼西亜問題之解決實將决定於東南35各國 

正義和平之公意。 

荷軍撒囘原定停戰線之問題必須以此種 

觀黠重加審議o荷軍之撤退、將證明其與世界 

上該部份人民之意願一致 

General RÔMULÔ (菲律賓）：菲律賓代表 

圑由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安全理 

事會^內所陳之情形未克參加理事會爲印度 

；ê西亞問題在巴黎所舉行之緊急會議。茲承 

主席給以自印度尼西亞武装街突再度開始以 

來對該問題初次面陳吾人見解之機會，本人 

甚爲感荷。 

吾人意見之要旨載於上述一'甚，該^業 

巳作爲文件S/1140印發。茲擬引述此書面陳 

述中之一節，該節不獨與本人所欲申述者有 

m,即與安全理事會當前問題之現5i亦相關 

聯： ' 

" 理事會現正面臨聯合國會員國之 

一構成破壤和平及侵略之行爲。而理事會所 

遛遇者並非一需耍從詳審査與討論之新行爲 

而係理事會在一年以前曾經命令停止之軍事 

行動之重演o 

"荷蘭之行動方式旣依然如故，則理事 

會處理此種情勢，其方式亦應與其以前决定 

先後一貧。吾人認爲理事會之首要责任係命 

令立即停戰。理事會1：促請荷蘭當局從此停 

止對印度尼西S5共和國之敵對行動，將其軍 

隊撤至其重作軍事行動前所佔據之部位，並 

釋放其幽禁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之人員 

"菲律賓代表圃並請理事會考盧如果再 

有玩忽停戰命令情事，依據憲章第四十一條 

應採取之確切辦法。 " 

菲 律 賓 陳 述 書 全 文 在 任 何 決 , 案 提 交 理 

事會前二十四小時送達巴黎。 

本人申言此項陳述書提出後十七日以來 

未有任何演變足以減少其對於理事會當前問 

題之適切程鹰0理事會業已頒發停戰命令，荷 

蘭當局雖稱a予遵守,但係隨意就便奉行，而 

同時達成其軍事t主耍目的，本人認爲除非 

荷軍確實撤至其破壤停戰線前之部位無人能 

信在此不幸之國家中戰鬭業巳停止或即將停 

止o 

、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決議案[SA150 ]中促請釋放被荷蘭當局拘禁 

之印度;s西珏共和國總統及其他官吏部份亦 

未完全遵行，其總統係一著名之大政治家目 

七 



前在邦加島上所享之自由據稱與在St. Helena 

或 A l c a t r a z 可 享 者 同 。 此 項 決 定 在 理 事 會 

十二月二十八日所核准之譲案中 [ S / 1 1 6 4 】 

曾經重加申述。椎停戰命令之充分遵守在共 

和國當局對現正從事游擊戰爭之印度尼西亞 

部隊無法加以有效統率之前，顚難得有保證。 

是後，安全理事會如欲容忍以武力解決 

印度尼西S間題之無恥企圖，則任何和平談 

判亦無從期其再度舉行o 

吾人如翻閱理事會巴黎會議關於印度尼 

西亞'問題之紀銶，見其在決策上之猶豫矛盾 

及不切當，誠不勝驚愕惶恐，是實聯合國之 

慘史。大都由於此種缺乏決斷，理事會今曰 

舉行新年首次會蕺而面臨之問題較諸十七天 

以前更形複雑抑且危櫟四伏o 

全 世 界 S 於 巴 黎 會 譲 過 稃 中 之 複 雜 問 

題，模糊態度及其紛紜之說均以驚疑R 光視 

之.。此實悲慘之事，其詳盡如何，外人或永 

不能得知，惟本人認爲其中經過必須披露,雄 

約略述之亦可，蓋詳述經過仍無補於其固有 

之悲慘性質也。 

此事開)始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印 

度尼西亞代表阁圃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之公 

i S [ S / U 2 0 ] , 時 理 事 會 主 席 係 比 利 時 代 表 。 

該函警吿理事會戰事再起之危機，該函稱： 

"委員會——按即斡旋委員會——已斷 

言，目前之情勢勢必爲助長經濟續趨衰頹人 

心 馇 惶 及 社 會 鐽 之 因 素 ， 大 規 模 武 装 龃 織 

之銜突，戰鬭之蔓延殆將爲其必然結果。 

"是以情勢至爲厳重，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政府在此情勢下促請安全理事會立即召開 

會譲加以審議o " 

此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之事o此 

項 赘 吿 並 未 引 起 注 意 ， 所 請 召 開 之 會 , 亦 未 

舉行。 

果不出印度;ë西亞代表信中之預料，荷 

軍於四天以後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即 

開始攻1：共和國之行動。幸而次日=美國及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1 ® 耍 求 理 事 會 舉 行 緊 急 會 ^ 

[S /1128JO吾人鑒於美國代表圑過去對於幹 

旋委員會歷次報吿螯所取態度略欠肯定—— 

此項報吿書對於其後所發生之悲慘演鐽已有 

明顯之預吿——是以吾人對於美國之新政策 

甚感警喜，至期能有更積極之表示證明美國 

代表國已最後決定充分支持斡旋委員會中类 

^ 員 所 採 之 自 由 觀 勲 。 

此項表示見於哥侖比亞、敍利亞及美國 

所提出之聯合決議案[5/1142】確認街突再起 

爲違反一九123七年八月一日之停戰決議案， 

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依據R e i m l l e停戰協定 

[S/649附件十一】所割定非武装區之雙方界 

線。澳大利亞代表圃對於此問題之態度始終 

光明正直値得愛好自由人士之赞佩，該代表 

國曾提出一修正案[S/1145]着即釋放自十二 

月十八日以來被捕之總統及其他政治犯並令 

斡旋委員會保證不對任何個人有報復或懲罰 

處 分 。 

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國均譴责荷蘭爲 

" 失 當 " " 殘 忍 " 及 " 可 惡 " — — 本 人 引 用 理 事 

會 速 ' 紀 錄 所 載 各 代 表 陳 述 之 原 文 o 理 事 國 

中有因特殊原因而表示最爲温和者皆瞠目而 

表示造铖。本入固不必追究理事會任何同人 

對於決譲案或其任何部份之表、决究竟如何表 

示。本人僅注意比利時、法蘭、西烏克蘭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社會主義^和國 

聯盟在翻於停戰一段之表决即曾棄楹但幸亦 

終於通過；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法蘭 

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埃 

f t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鬮於撒兵一段亦曾棄 

權 ， 該 段 因 而 被 否 決 ； 又 比 利 時 、 法 蘭 西 、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及蘇維埃冗±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對 於 該 決 議 案 全 部 均 曾 棄 

權 。 

吾人必須誠實而曰法蘭西雖指荷蘭之行 

爲"殘忍而可惡"但其所以棄權仍不難瞭解， 

至以比利時而論，該國派有代表於斡旋委員 

會，且任委員會主席，並任簽 S 該委員會之 

各項報吿書指斥荷蘭之軍事行動爲違反一九 

四七年八月一日之停戰命令及 R e i m l l e 停戰 

定之規定，是則殊難明瞭其棄權之理由矣o 

阿根廷及加傘大11於撒兵一款之棄權同 

樣難於解釋，而最難解釋者蛾爲蘇維埃瓧會 

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自命爲全世界弱小& 

族之保譴者，曾乘機X事宣《每得有極大收狻， 

而對該決 i i i案逐段逐款之表決則一律棄權即 

對撤兵一款亦因該款未能指明荷蘭爲本案唯 

一罪犯而竟未參加表決。蘇聯對於此種猶豫 

'姦斷似猶以爲未足，而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單 

獨提出一決議案 [S/1148]载有專以對付荷蘭 

爲目的之撤兵條款，此次类國英聯王國則以 

贊 助 三 國 聯 合 決 議 案 中 , 於 撤 兵 之 規 定 而 棄 

權，結果該段終遭否決o此誠蘇聯之一誤再 

蘇聯對美國所提決 là案之棄權本人表示 

遺铖o美國旣未作迂迴之宣傅，其代表在理 

事會所作之陳述[第三八九次會議]且曾指荷 

蘭爲停戰之破壊者，吾人原期此種依見解而 

投票o荬聯王國則表示重新考盧其立場，此 

, 待 以 後 再 論 。 



本人敍述印度尼西亚問題處理經過躭誤 

s事會之時間至感歉仄。茲謹向理事會各理 

事保證決無因任何理事國凿本問題取游移態 

度而加以譏嘲之意。吾人深知他人視爲技巧、 

名詞或甚至作者自尊心之小事者往往有極強 

動機爲之推動而不便公開承認且難以瞭解 o 

本人之目的在窮究理事會對印度尼西亞問題 

所作各種決定之曲折經過並說明已往雖錯過 

採取公正而有效行動之機會，但目前仍不乏 

此種可能，俾理事會對於巳往經過或其中任 

何一階段可重加反省，並重新鼓起其熱忱以 

檢討其忽略之機會。 

本 人 所 指 者 當 然 在 本 質 上 即 係 哥 侖 比 

亞、敍利亞及荬國原提聯合決議案萆案及蘇 

聯所提決議案草案共同包括之一翳，即命令 

將軍隊撒至軍事行勸苒起前所佔據之部位 o 

該段之所以未獲通過徒因上述兩草案在搢辭 

上無躍宏旨之出入。作如是觀者實不僅本代 

表阒而已也o 

蘇 聯 代 表 圑 因 反 凿 三 國 原 ] 案 中 該 段 之 

措 辭 [ 第 三 九 二 次 會 , ] ， 曾 指 出 根 據 所 有 報 

吿明明撒兵命令僅應對荷蘭頒發而該段竟稱 

命令#方撖兵o從論理厳格而言，其觀翳或羼 

正確，但自實際遵行命令論，則並無眞正差 

別。在表面上，此項命令可對雙方適用o如 

杲誠如吾人所堅信,越界前進者唯荷蘭軍隊， 

共和軍且曾被迫退却，則撤兵命令自觫能適 

用於前者，若令退却之部隊撖至非武装區外 

原守之防錢——目前此種部隊已離此而深入 

內地——自非合理。換言之，籠統之撒兵命 

令僅表示無所偏颇，但就理解與常識而論,仍 

祇能適用於所能適用之部隊。 

印度尼西亞代表圑本身對於三國之共同 

決議案草案該段措辭曾表示願意接受，此實 

颇堪注意，蓋彼等無愧於心，明知此項命令 

正如剃裁殺人犯之法律，與無罪者無闕而僅 

適用於犯人也。印度尼西亜代表HI之態度旣 

然如此,若徒堅持撤兵命令之邏輯與措辭，對 

眞正之目的與利益，又何濟於事o此於印度 

尼西亚之人民與政府倶無補益。 

撖 兵 間 題 目 前 至 , 重 耍 o 正 如 理 事 會 所 

洞察，具有游擊戰爭特镦之軍事活動在羣島 

各地業已開始o此種戰爭今後勢必加劇，m 

譎而殘忍之敵人旣有一再破壤蔑視停戰命令 

之紀錄，人民旣遭兩度偸襲，吾人登仍望其 

束手待斃耶》 

今後徵兆亦復明顯o荷軍總司令Lieute-

nant-General Spoor逕於兩天以前，即一月五 

曰，宣佈——荷蘭代表今日當理事會且曾傲 

然引用其文——其部隊之任務茲限於對付意 

圖搗亂之遊兵散勇。據稱其對部隊所發之命 

令 云 -

"着即督飭所部在其防區內厳格並努力 

執行此項任務，" 

即使荷軍之努力僅當荷方視察員報吿十 

二 月 十 八 日 前 共 和 國 分 子 之 凑 入 與 違 反 停 

戰協定情形之勤奮之半，則理事會亦能想像 

Lieutenant-General Spoor對其所部官兵所發命 

令之效果爲如何矣。當地必有事件發生，荷 

蘭當局亦必據以爲繼錕軍事行動之藉口。 

第二次停戰決議案之未能有效施行爲明 

顯事實o除非軍隊撒囘至戰事再起前所據之 

部位，即無從保證停戰命令之遵行。 

本人認爲理事會原有'决不足阻止撖軍問 

題之複議。十二月二十A日理事會所通過之 

決議案[S/1165J着令在巴達維ffi之領事代表 

提 具 翻 於 印 度 尼 西 亞 情 勢 之 報 吿 書 " a 括 遵 

行停戰命令之情形，軍事佔領區或可使佔領 

軍隊撤退之區域之現^ " o 

本 人 請 重 祓 其 辭 句 " 或 可 使 佔 領 軍 隊 撖 

^ 之 區 域 " 0 

此乃理事會十二月二十八日之命令o其 

最 後 一 款 — — " . 或 可 使 佔 領 軍 隊 撒 退 之 

區 域 " — — 似 使 重 要 之 一 翳 仍 可 重 行 審 議 ， 

該 之 所 以 未 能 通 過 ， 據 本 代 表 圃 觀 察 由 於 

無闢緊要之爭執。 

本人業已說明茲再申述停戰命令除非附 

以撒兵命令即無法耱續忠實執行o此勲如證 

明屬實，進一步之行動即有必荽。此^皁經 

美 國 代 表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二 十 二 日 [ 第 一 

九 三 次 會 議 ] 明 白 提 出 ， 蕖 曾 對 理 事 會 稱 -

"當事國之未能遵行理事會停戰命令， 

本國政府所見之厳重性無須本人申述"0 m 

國 代 表 鄭 重 聲 言 " 遇 此 情 形 依 據 第 四 十 條 ， 

理事會對於此種不遵行命令自,;予以考盧， 

以備探取進一步之行勸"0 

此項重耍聲明Mr.Jessup於一九四A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第三八九次會議]向安全理 

事會之陳述中亦曾再度提及。本人之所以認 

此項陳述爲重要，不僅因其拔引第四十條， 

且因其稱遇有不遵行命令情事時IK即採取進 

一步之行動，蓋第四十條本身僅僅籠統規定 

" 安 全 理 事 會 翳 於 不 遵 行 此 項 臨 時 辦 法 之 情 

形，應予適當注意"o 

美 國 代 表 於 第 四 十 條 之 文 句 內 加 以 " 進 

一步行動"數字,殊堪重視，蓋此實顯然合理 

指 出 次 條 所 稱 武 力 以 外 之 辦 法 . " 

而用以實施安全理事會之決定者也o 

美 國 本 身 已 有 探 取 此 " 進 一 步 行 動 " 之 

實例，本人認爲當爲世界所讚許，此雖係美 



國之片面之行動，但確屬美國代表陳述中所 

設想之方式，此即停止馬歇爾計劃之援助適 

用於荷印是也o 

集 體 性 之 " 進 一 步 行 動 ' ' ， 目 前 雖 尙 在 

安全理事會範圍以外，但仍不出聯合國之範 

疇，不久將於東方各國在新德里舉行會議時 

提出討論o 

本人於結束評論時，謹向安全理事會各 

理事國逭切呼顥萬勿將此種緊耍工作置之木 

理。若干國家在堙事會態度之變更，誠属镌 

朔 迷 離 ， 據 稱 此 種 變 更 ， 係 " 再 à 思 考 " 後 

之結果o此種再度思考，或係智舉，惟因此 

而生之態度改變確使印度尼西亞人K之利益 

及，聯合國之威信遭受嚴重之損失，如其果係 

由於此種再度思考所造成，則本人謹提議請 

立即三思而糾正之o 

無論偏狹私利之耍求如何，一時權宜之 

利害何在，以及宣傳之如何何焴染，欲挽救 

亞洲之民主僅有一途即袷與佔世界人類半數' 

以上之 f f i洲各國及各民族，以自由，且以卒 

等待之，俾共同創造更自由而类満之世界。 

菲 律 賓 呻 吟 於 西 班 牙 虐 政 之 下 凡 三 百 

年，革命初期頗受民族英雄Dr JoséRizal之 

啟示，蕖於一八九六年不幸爲西班牙人槍殺。 

茲請錄其著述之一節： 

" 此 殖 民 地 在 洛 血 飮 淚 痛 心 疾 首 之 中 ， 

苟一息尙存，當能從而體驗其應如何奮鬭及 

如何在戰鬭中力求改善，其母國之殖民生涯 

利賴承平無事，臣民馴服，故其國力經常在 

削弱之中，雖尙作困戬之鬮，而日螽式微,其 

存在虛有其名，不f&終於稷[：：，彷狒驕奢淫 

佚之匹夫，雖侍役如雲，爲其耕作勞IN旣不 

能自食其力，如奴輋一旦揭竿而起，則唯有 

束手待斃耳。"1 

Rizal爲具有卓見之歷史家，亦爲卓絕之 

預言家。 

安全理事會如需更近之證言，則本人可 

引據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H幹旋委員會美 

國代表 M r Cochran致荷蘭政府之呼灝[S/1 

129]，蕖誠足爲其偉大之祖國堦光，其言曰-

" 當 前 問 題 誠 属 髑 係 重 大 ， 而 人 命 尤 可 

珍 惜 ， 吾 人 當 此 千 鈞 一 髮 之 際 允 宜 努 力 不 

稱o，， 
此項意見係在荷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開 

始軍事行勸之前夕所提出，Mr Cochran身爲 

美國人而主耍實爲印度尼西亜;£想也o本人 

̶至祈安全理事會念及目前之問題，及該問題 

對整個55洲甚至整個世界人類之意義。 

1見Rizal's Life and Minor Writings,菲律賓 

敎育書局，馬尼剌，一九二七年版o 

承安全理事會主席允予'發言,謹此申謝o 

Mr. MARIN ( 澳 大 利 3 S ) : 本 人 願 竭 力 鄭 

重進言本人認爲安全理事會決不能對印度尼 

西亜情勢不採所需最低限度之緊急步驟而率 

爾散會。茲請略陳澳大利亚政府對於此種情 

勢所抱之觀感o 

安全a事會在兩星期前於十二月二十四 

曰[第三九二次會議]曾以七票對零，棄權者 

四之表決促請荷蘭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 

立即停止敵對行爲[S/1150】，並促請當事國 

釋放自十二月十八日以來所拘禁之總統及其 

他政治領釉。不幸类國所提着令荷軍撤退之 

提議未獲通過。此項缺陷，容稍緩苒論，茲 

先談理事會所正式決定者。 

安全理事會鑒於荷蘭政府迄未釋放印度 

jê西亜共和國之總統及其他政治領釉，於十 

二月二十八日[第三九五次會議】復通過一決 

議案[S/1164)促請荷蘭立即釋放政治犯並於 

二十四小時內向安全理事會具報c 繭於爪哇 

情勢之若干方面颇難取得直接情報。照文件 

S八166內所载報吿，，斡旋委員會之軍事視察 

員尙"集中於巴達維亞" 0無論荷蘭代表於十 

二月二十七日[第三九三次會議]及本日向安 

全理事會之陳述如何，依據幹旋委員會一月 

七曰之報吿書[5/1189】似尙無關於軍事視察 

員囘返前方之具體發展。 

軍事視察員中迄無一人囘返前方 o 總司 

令早應有所決定，伹迄今未有所閡。凡此情 

形均列入斡旋委員會於一月六日致荷蘭代表 

圑 之 公 函 內 ， 並 見 於 斡 旋 委 員 會 之 報 吿 書 

[S/1189],此項報吿書業於本曰分發理事會 

各堙事o 

或謂此二委員會之並存及其職權之未明 

顯割分易滋泯亂，並以此爲阻撓軍事視察員 

工作之藉口。惟該委員會認爲並無足以便其 

從緩行使緊耍報吿職務之舍混情形。茲引述 

斡旋委員會報吿鲁中所載上述公函之原文： 

"軍事視察員自戰事再起後即備受荷蘭 

軍官留難，茲尙如本委員會十二月二十三日 

函所陳，迄無一人準備返囘前錢。本委員會 

必須鄭重申述如果長此蹉跎則軍事行勒之發 

展,將使軍事視察員之實地視察，對本委員會 

及安全理事會均喪失其功用，因在大部份情 

形下本委員會取得編制安全理事會十二月二 

十四日決議案所需報吿之直接情報，惟此等 

視察人員是賴也"0 

惟主要事實均可在荷蘭之陳述及新簡報 

導中窺見之o荷軍並未停止敵對行爲，共和國 

之總統及其重要同僚亦均未釋放o而荷軍猶 

在前進o目前荷蘭政府雖稱其在爪哇蘇ra答 



臘之行勸茱已完成而其軍隊則猶在Renville 

停戰協定指定爲共和軍轄區內圍殲共和軍之 

抗戰部隊。被限制住居之共和政府份子十三 

人巳於十二月二十四日開釋。但共和國之總 

統，內閣總理及其他領釉在最近以前尙被監 

禁在爪桂境外離共和國首都日惹數百里之深 

山別墅o巴達維亞荷蘭代表圑副主席一九四 

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函[S/1166]及斡旋委員 

會之報吿書[S/1189]均明白表示共和國之總 

統及其他領釉至今尙在監禁中。 

Mr van Roijen聲稱渠等在邦加島上享有 

完全自由，而自詡其人道立場，惟此事殊不 

足粉飾蕖等尙屬政'治囚徒之事實o 

荷蘭政府除繼續其警衞辦法，及施放食 

米與布疋外，其唯一行動即係派逭其首相前 

赴巴達維亞，此行諒與其成立內定之臨時政 

府有關，以及向理事會及全世界作必與印度 

尼西亞善處之籠統諾言。惟荷蘭之作此諾言 

並非第一次。 

理事會對此情勢究將如何處理？總不能 

如駝鳥之埋頭沙堆，側身成功湖而置其職贵 

於不顧並坐視和卒威脅之繼續存在也。對於 

聯合國各會員國包括荷蘭在內，所保證接受 

並依據第二十五條予以實施之諾言，决不能 

漠然束之高閣。窮兵黷武斷難容忍，且不能 

默然置之，徒託g言之保證，於事無補，必 

須有具體之行動，誠信之證明，並創造自由 

談判之條件o 

數曰前在巴黎之決定，其根據如何7本 

人認爲此項'决定實'因理事會確認使用武力係 

違反憲章，印度尼西亞問題之解決斷不能出 

諸武力o決無自重之政府願在威脅之下，從 

事锬判o何5i武力脅逼乎 > 澳大利亞政府深信 

荷観軍隊包園共和國並實施經濟封鎖之際， 

印度西尼 S 人民合法願望之實現巳多困難， 

在荷軍侵佔其領土俘廣其領釉之'I t况下，更 

成爲不可能o是以必須恢復足資信任之條件， 

以利自由商談解決，而印度尼西SÊ人民之志 

願亦得以自由表示。此則至少應具三種最低 

限度之條件：第一，與共和政府領釉以完全 

自由，第二，荷軍撖出其所佔地區，第三,一 

切談判均由斡旋委員會參加o 

至於斡旋委員會與領事委員會職務兩者 

之混淆，彼此職權必須按照兩者本日報吿窨 

所提意見[S/119
8

,S/1190]劃分淸楚。其最妥 

善辦法或係以領事委員會之職權移交幹旋委 

員會而同時擴充後者之名額o 

澳大利35政府認爲此外尙有南種步驟爲 

求最後解決之必要辦法：第一，由斡旋委員 

會監督舉行公民投票及選舉，第二，選舉時 

序及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最後取得主權之日期 

由斡旋委員會確定。 

凡此種種原非新提案。在斡旋委員會主 

持下所成立之Renville協定中早含有此項原 

則且經荷蘭同意接受，理事會當時亦眷最後 

解决之實際基磋，並曾經共和國接受，此共 

和國固爲數千萬印度尼西亞人民所擁譃。理 

事會對於此項原則應負责注意，毋使在違反 

憲章原則發勒軍事行働之後，徒因片面虛僞 

之保證而即予廢棄o荷蘭之行動無可容許,而 

篛視即爲容許，称延亦然。理事會不應率爾 

散會，必須立即考盧方策，就其權力所及，使 

印度西尼35得享和卒並與東南亞以保證。 

Sir Benegal Rama RAU (印度）：本人不願 

在現階段中作宂長睐述。事實上，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代表曾慨切陳詞，M律賓代表對此 

情勢亦曾竭力據理分析闢於本案之是非曲直 

殆已無須赘述。 

本人在論及該案之前擬教亞洲若干演變 

之意義曾引起歐美之矚目者加以解釋 o正如 

理事會各理事所熟知，印度總理尼赫魯氏繫 

巳邀請十五個國家包括澳大利亜及紐西蘭討 

論印度尼西亞問題：其中：^：多數均巳接受邀 

請，且迄無一國表示拒絕。此次會議範園至 

應加以闡明，藉以避免誤會。是以本人擬宣 

讀;S赫魯氏彌於召開此次會議演辭之節錄一 

段o其言曰： 

"吾人目撃露骨而無恥之侵略與以武力 

壓服一民族一政府之企圖。垂危之帝國主義 

及殖民主義試欲捲土重來。此帝國主義之終 

將滅亡驩無可疑，但目前之危機爲在其崩潰 

過稃中或可予吾人以巨禍。" 

尼赫魯氏於是申述蘭係各國必須會商， 

愛好自由之國家必須協力防止此種攻擊，以 

保衞自由o渠稱否則其結果必使全世界遭殃o 

渠 主 張 此 種 合 作 應 在 聯 合 國 之 範 疇 內 進 行 

之0本人之欲申述者即此最後一黑。若干方面 

對於該會St是否係故意規避聯合國一節曾表 

疑盧o其實絕無此意。印度向來熱烈擁護聯合 

國，印度立志與安全理事會充分合作商討有 

效辦法以達成圓滿解決此項難題之目的。 

本人曾聲明不願凿理事會前此通過之決 

^ 案 所 取 ^ 立 場 费 時 解 釋 ， 蓋 先 發 言 者 如 澳 

大利35,菲律賓及印度尼西SE共和國之代表 

茱已衋其能事o 

荷 蘭 政 府 之 未 遵 行 決 議 案 實 屬 毫 無 疑 

義o本人似可斷言若不將軍隊撖囘原錢，則 

無法實行停戰命令。印度尼西亞之事實果如 

何？荷蘭政府曾攻襲許多城市。印度尼西35 

部隊未加,抵抗，而改編爲若干遊擊小隊e本 



―人曾注意荷蘭代表頃間之陳述，據稱其政府 

願 意 實 行 停 戰 命 令 ， 但 將 保 留 " 粛 淸 " 游 擊 

部隊之自由。其實際之舍義安在？就所關停 

戰命令而論，孰能謂荷蘭政府業已遵行該決 

議 案 》 此 種 " 肅 淸 " 即 釺 對 印 度 j S 西 亞 軍 隊 

進行，蓋此種部隊因環境所迨業a改耱也o 

此乃就遵行停戰命令之情形而論。 

至於釋放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領釉一節誠 

無 須 本 人 赘 a , 蓋 即 以 荷 蘭 代 表 之 陳 述 而 論 

亦明知此項命令並未遵行，其重要領釉旣被 

幽禁在一小島，並不准與外界接餽，若以苜 

由一詞加諸此種情勢，實爲不偷不類。荷蘭 

代 表 妄 稱 其 政 府 紫 已 遵 行 , 於 此 事 之 决 議 案 

實係對安理事會之一種侮辱。 

荷蘭代表在其陳述之結語中，終於吐露 

其 政 府 之 用 心 。 蕖 稱 荷 蘭 政 府 期 望 於 " 數 星 

期 內 能 成 立 一 印 度 尼 西 « 邦 政 府 ， 以 擔 當 

民 主 政 府 固 有 之 職 责 " o 

吾人能信賴荷蘭政府之誠意耶》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之領釉現均被禁在一小島，其與 

部屬之往來均被阻斷，而各島喷人口之大多 

數均係服從此等領釉者。荷蘭政府稱行將成 

立以民主爲墓礎之政府。椎在荷蘭政府所定 

條件之下究如何而能實現，本人殊感茫然o 

本 人 關 於 該 決 , 案 不 欲 多 t o 蓋 無 論 何 

人均不能強辯其業已遵行也。惟願就該問題 

對放歐洲之影響約略言之。其對55洲之影趣 

則無須本人赘陳矣o 
理事會各理事均知亞洲各國及其他若干 

國家行將在新德里舉行會議，對此整個問題 

加以討論。吾人觀諸各國接受邀請之踴躍當 

知問題性質之厳重 o 吾國總理之言如不採行 

有 效 對 策 ， 則 其 結 果 必 使 整 個 洲 甚 至 整 個 

世界遭殃者，並非故意危言聳聽也o 

茲請就該問題對歐洲之影想，約略言之o 

該侵略國爲西歐聯盟或所謂北大西洋公約參 

與 國 之 一 。 亞 洲 此 種 演 變 不 免 引 起 疑 間 - 即 

該 公 約 之 命 意 究 竟 何 在 ' 吾 人 不 免 懐 疑 ， 公 

約旣予該國安全保障，登復准其在其他地域 

危害安全而搔亂世界和平耶》該國必將設法 

爭取聯盟內其他各國之支持，本人認爲此等 

國家在決定支助聯盟前，對該問題之此一方 

面定能詳加考盧o 

第二難在於馬歇爾計劃給與西方各國綞 

濟建;£之援助。此 i§並非利用馬歇爾計劃或 

-其拨助作爲政治)K力之工具問題。現代戰爭 

絕不能無充分之經濟資源o印度尼西35及其 

他國家受此項演變之厳重影響者誠得請求美 

國考盧對於利用其所給與之資源以謀在東55 

恢復帝國主義之國家是否應繼鑕予以接濟o 

無 非 k 對 

世界和平有所貢《0îi，此一國家旣接受援助而 

在世界之另一角製造拿端在國際上發生極嚴 

重之影響，是， 

意< 

必要o 

本人在現階段中鬮於該間題之如何解決 

不欲提議任何具è辦法。此事必須先在會外 

商討，然後方能提出建議。本人至願理事會 

注意此一情勢性賀之嚴重，蓋本人所閡之若 

干非正式表示不禁使人悲觀。有主張任其自 

然由時間解決一切者，據謂若放任事物自然 

發展,最後必有解決之一途。側簡此種論調， 

本人不禁億及大經濟學家Lord Keynes遺著 

之一節。渠於一九三〇年後世界經濟恐慌高 

潮中論及當時經濟學家之態度。佘a不復Id 

及其原文，僅憑gd億所及而已，其言有云： 

吾儕經濟學者當此厳重經濟?S條時期，如所 

能 爲 世 界 吿 者 仍 不 外 一 切 事 物 終 必 趨 於 好 

轉，所謂否極泰來，則吾人之任務未免過於 

輕 易 而 無 靄 。 舟 行 大 海 中 遇 巨 浪 襲 擊 行 將 

沉 沒 而 吾 > \ 慰 其 水 手 曰 耐 之 ， 海 面 終 必 年 

靜，是何言歟7吾人早已滅頂，何待曠日待 

久o 

吾人今日如因任何原因而致行勸有所遲 

疑，或安全理事會因故不起而應付局勢，則 

必有厳重後果o非特印度尼西亚可喪失獨立， 

即安全理事會及整個聯合國之效能，亦必因 

此種不行爲而受致命打擊。 

余希望安全理事會對於荷蘭政府之挑釁 

能作迅速有效之應付，以爲未來侵略者之难。 

Mahmoud FAWZI Bey (埃及）：茲擬就安 

全理事會當前問題，作一初步陳述o 

埃及對於印度尼西亞問題無論在會內或 

會外均非常闢注o此實有鬮和平與自由之問 

題 o 世界茲方由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及勢力範 

圜種種束縛或野心之中脫穎而出，經由聯合 

國依據憲章組成新天地，而此一 K族則食求 

保 全 其 特 性 並 生 活 於 此 新 世 界 中 而 從 事 奮 

闘o 

當前問題實爲一種惡疾之撖兆，吾人創 

造和平世界之努力備受此種惡疾之影響。此 

一 疾 患 得 名 之 曰 " 旣 成 事 實 " 之 症 。 吾 人 目 

擊 遷 就 因 循 " 旣 成 事 實 " 之 事 例 已 不 一 而 足 。 

而其遷就也竟不問其是否好歹，且往往遷就 

極 壊 之 " 旣 成 事 實 ' ' 0 

吾 人 深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蹦 於 印 度 尼 西 S 問 

題曾幾度誠意努力麄责 o 但其努力也若非失 

之不足，耍皆涫極、猶豫，對於此種情勢之厳 

重牲即局部而論，亦未能應付o 



十二月二十二日哥侖比55、敍利西及美 

國 代 表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聯 合 決 議 案 草 案 

[S / l l42 ]o該草案並不十分有力量，而仍未 

猹安全理事會通過，結果削弱而成十二H二 

十四日所通過之決議案 [5 /1150〗其中,於 

將軍隊撒囘原據部位一分段未獲通過。由於 

此^删削修改之結果，吾人僅得十二月二十 

四日脃弱無力之決議案，其中僅云停止敵對 

行爲及立即釋放總統及十二月二十八日以來 

所拘禁之政治犯。即此軟弱決議案亦未能É 

施。此實任何人所不能否認者，即荷蘭代表 

亦不能否認之o 

停止敵對行爲一事之處理非常奇特。余 

誠不忍言之，荷蘭政府已盡其挑選取捨之能 

事,在其願意停止攻襲之地方即停止攻襲,其 

不願停戰之地方則依然攻擊。即釋放政治犯 

一事亦成爲一種笑柄。此種事態余誠不知其 

將伊於胡底。但願其能不久，至盼其能不久。 

吾人現有兩種辦法可供選擇：屈服於武 

而力遷就旣成事實或由聯合國及其會員國， 

尤其安全理事會及各理事國擔當聯合國憲章 

規定之责任o本人並非提議遽作任何決定,惟 

本案經安全理事會之討論與審議已塍多月， 

究竟再欲討論幾久》吾人究欲何待2對於此 

種情勢之事實，憲章之條文，安全理事會全 

體 及 各 理 事 國 之 賁 任 豈 尙 有 含 糊 不 解 之 處 

耶> 本人認爲對任何一勲均不能再有疑義o 

本人擬更率直言之，論者或謂聯合國無 

軍隊或他種力量可供調道以應付此種情勢。 

翻於軍隊一層o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國及聯合 

國 各 會 員 國 所 負 责 任 非 特 載 於 第 四 十 三 條 

即在第四十三條未能付諸實行之前，在第一 

〇六條內亦有規定。余固不願事態演變至於 

引用此項條文之境地,余虔誠求其倖免o但余 

認爲安全理事會至少應採取較過去爲更堅決 

之立場，此非特爲印度尼西亞人民利益所關， 

余敢斷言，-亦且爲荷蘭本身利益之所繋焉。 

,荷蘭政府欲從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之舊 

時代進入吾人現所賴以生存之聯合國與自由 

之新時代，此即使各民族均有發展之均等機 

會與權利——不受壓制而得自由生存發展之 

新時代，惟其在過渡之中似乎颇費醻躇。余 

再進言，安全理事會如能毅然以種種自由原 

素灌注於荷蘭與此不幸印度尼西36之相互讕 

係，即於荷蘭本身亦大有裨益o 

吾人其能期望箏隊撖囘原駐部位，政治 

犯一律睜放，印度；ê西35共和國得有生存發 

展之環焴與機會，且不再以任何軍事援助給 

與荷蘭政府以免荷蘭用以對印度尼西亞人民 

繼績作戰乎？吾人能否希望今後談判均受聯 

合國監督協助，俾排除各種懕力與不良影糠 

而免談判變質不認真進行乎？ 

本 人 今 日 不 欲 多 談 此 事 但 願 爲 吾 代 表 

圑保留今後發言之機會。 

主席:除非,理事會尙有其他理事或依搛 

第三十一條參加討論者尙欲發言，擬即宣布 

散會。吾人巳聽取許多重要陳述並B收到理 

事會派駐當地之代表所具報吿書，即斡旋委 

員會及領事委員會之報吿書。理事會各理事 

似需時間研究。印度代表亦正確表示吾人在 

理事會繼縝審議此重要印度尼西亞問題前， 

須先自商討o 

是以本人提議理事會散會至一月十一日 

星期二午後三時再繼績討論o如無人反對,理 

事會即散會，下次會 i lL照本人提議之時間舉 

行o 

Mr. MAKIN (澳大利亞）：本人在此時發 

言，甚感躊躇，按本案事關緊要，理事會可 

否提早在一月十日星期一舉行。各同仁當能 

體察時日 K,徒使情勢益趨困難，本日頃方 

申述吾人對於此項情勢必須儘速採取行動， 

是以至朌理事會會議及早舉行 o 謹將星期一 

集會一節，請主席裁示。 

主席：本人曾與理事會各同仁商談，有 

人主張以星期一一天留供諮商査詢，吾人如 

先事諮商，再於星期二開會，則會議進行可 

更順利。本人悉懑理事會決定，且與谷同仁 

抱有同感，深知此事緊要,不應延誤時曰，但 

本人必須指出，如此辦法並非躭誤時間，蓋 

如照本人提議在星期二開會，則吾人旣有更 

詳衋之情報,會議進行亦有比較順利之機會o 

理事會各同仁對此問題,現旣無人發言， 

則决定於一月十一日星期二午後三時重行集 

會o 

(午後六時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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