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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E9九年三月十0至期89千後三時在约成功湖舉行 

主席：Mr. A. ALVAREZ -(古巴）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阿根廷、加拿大、 

中國、古巴、埃及、法蘭西、那威、烏克覷蘇 

維埃社會主義，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英皲T阖、美利堅合衆國。 

— 、 臨 時 議 事 B 程 

(S/Agenda 416/Corr.l) 

一. 麯 譏 事 日 程 o 

二. 印度尼西亞問題： 

( a ) —九四九牟三月一日聯合阈印度尼 

西5&問題委,會OTs^全理事會一 

九四九年一S 二 十 八 H 决 , 向 安 

全理事會所提報吿書(S/1270及S/ 

1270/Corr.l)。 

( b ) —九四九年三月二 H荷蘭代表就理 

事會一九四九牟一月二十八日關於 

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决議案致安全理 

事會主席函(SA274)o 

U ) ̶九 四九年三月七 £ 1 聯合國印度尼 

西亞間題委員會遵照安全理事會一 

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决議案提交 

安全理事會的補充報 « ( S / 1 2 7 ( V 

Add.l及S八270/Add.l/Corr.l)o 

二 、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主席:議事日稃[S/Agenda/416]分舰 

後，我們收到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補 

充報吿書一份[S/1270/Add.2]o我,理事會 

將其？!1入議程。 

若無反對意見，我們就她决定。 

•ift事9径通5&。 

三 、 繼 續 討 論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經主库&請,*大利JL代表•Mr Eood;比利 

時代象Mr'van Langenhove; *»甸代泉U Ba 

Maung-,印度代泉Sir Senegal Bama Ban;荷蘭 

代象Mr. van Bmjeni 1^#^f^General Romulo 

及印度尼西亚共和ffl代表Mr. Palar就安全理 

事 ^ 席 0 

* J ^ : 我 們 仍 照 慣 例 > 理 事 會 理 事 的 諭 

在我們開議議程内各項目•Ki前，我顦 

向理事會報吿我收到印度尼西51，國 

九四九年三月七H來函.說該代表團有代 

人擬到印度尼西亞訪晤铍拘萤於邦卡島的共和 

國領袖，請主席予以便利和通行譖。現把 



胡 : ^ c 雏 託 w 助 理 赚 長 ) ： m m 

信原文如下： 

.敬啓者：印度尼西亞代表圑前於一九四九 

年二月十七曰曾有一函致安全理事會主席0 

該函述及印度尼西亞派駐成功湖出席聯合 

國之代表面因與耶嘉達共和國政府消息隔絕， 

執 行 歸 至 或 困 難 。 

當時印度尼西s代表K曾請對印T O西亞 

共 和 國 政 府 所 指 派 官 員 予 交 通 便 利 及 通 行 

證J JSI便求成功湖向其代表圃報吿印度尼西亞 

境内最近倚形及共和®玫府及人民的情緒。 

上述請求因後來情勢變遷未能！g現。印度 

尼 西 5 5 駐 成 翩 代 表 圑 認 鰣 目 前 情 勢 對 印 度 

尼i?5g埴內演變愔形仍以狻得直接而詳麄的消 

息 爲 宜 ， 皿 此 事 並 非 耜 對 M o 

因此印度尼西ffif^»現請閣下以戋全理 

事會主席地位設法使印度尼西S代表圃代表一 

人能爲上述自的立卽前往印度尼西亞0 

印度尼西5§代表圃茲##請閣下《Kt安，理 

導 會 主 席 地 位 M 予 可 能 助 俾 使 印 度 尼 西 è 代 

表圃圃員兼新閒參贊Mr. Sudarpo Sastrosa-

tomo獲得通行證前往印度尼西亞訪晤現铍荷 

蘭拘留於邦卡島的共和政庥頜釉。 

在現時情e«下,印度尼西s代表圃並懇求 

對 M r . Sudarpo Sastrosatomo囘返美;fij堅合 

汆鲺予以便利，保證^完成使命後得離開邱 

度尼西亞。 

根據上述理由，印度尼西亞代表S1懇求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發給Mr Sudarpo Sastrosa-

tomo 聯合S通行證一份，使能於最短期内前 

往邦卡島訪唔敝阈領釉並於完成使命後離開印 

度尼西亞囘返成功湖，不受任何P且礙。 

5f#n ：關於;a—點,我高與向理事會報吿： 

我 f r ' 昨 天 ¥ - 5 1 曾 與 荷 # i 代 表 通 m 話 印 尼 

Wffi代表的5§求，常天隨後3C送去正式公函。 

荷es代表吿訴我說，他將立卽將這清求呈荷 

[!S政府考®o今B屮牛荷g&代3è吿訴我說他窣 

荷坟肝之命5!é吿，t於印度尼西亞的請求並無 

而 之 t T o 

在我們進行工作‧PJl前，ft願;代锂:'II會 

歡迎法ffii西新代表Mr. Jean C h a u v e l , 並 , 

望他與 :ft們共事會^ î'}順意。 

Mr. CHAUVTXC法 l ï iJ西）：謝謝席的跃 

迎詞。我很高典參加理?!；會今天的會！^ ， #. 

S r ^我對於我們共阆目標的 f l è能作有用的, 

Mo 

Mr. VAN ROUEN (荷ffii ) ： 我 們 今 B 再 

®_集會希S?從討論中求最後it到15國與本理Uî 

會所共有的目標,就是《Kl有秩序的民主方法使 

印度尼ST亞得到《1立 

荷蘭政庥所宜佈蘭於印度尼西亞的目的輿 

本理事會的目的並無不同。我們都同以自由爲 

目標。我們的唯一爭點是達到自由的方法。荷 

闞政)ffs^sm重的考盧以後，曾提出它認爲 

達到印度尼西亜«立的最民主的方法。爲達同 

一 9 的 本 理 事 # ^ 出 了 不 同 的 方 法 。 

荷 蘭 人 民 铘 深 信 & 實 施 理 事 會 决 議 

案[S/1234]不能達到印度尼西亞的永久自由 

與和平，而且在所提出的方法中有些因素只會 

可是，我可向理事會證：各理事對於我 

們的提案所作任何建議，必得到我們極仔細的 

研究與注意。我們希望各趣^同樣客觀地考 

盧我15的理由以便達到我們共同的目標。 

ms^y我擬暫不討諭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 

題委員會三月一日的報吿書[s/1,270] 0 我 n 

對這報吿書當然有許多意見要提îi，伹我們相 

信爲印度尼西亞利訐，安全理事會的討諭現 

應集屮於求得貌搔解决辦法以打破一月二十八 

H 决 , 通 通 後 所 發 生 的 傻 局 0 

這决譏案使荷fâ'政府極感困難。荷蘭爲聯 

合國會員國,且一赏擁護聯合國的原則:》自 

然 i S願^執行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任何决譏 

案。可是荷蘭在未將主權移交以前旣仍須單筠 

爲印苽m西亞負责，自不願採取理事0决議案 

所 建 鼷 的 若 千 辦 J 因 ; 認 爲 這 些 辦 法 砥 

會引起災禍與混亂。 

荷顥政府高典見到'S對於印度尼西亞的阖 

立所錢示的目的正與安5^理事會决議案所；《?| 

目的完全相同。我們很滿S理事會爲!^現這些 

目的，己採取了我在一月十四日[第四00次 

^mi所槪:的工作日程。另一方面，在逮决 

^案所建議的各項方法中，我在一月二十八H 

[第W 0六次會譏]巳表 >，對於有些辦法根本反 

m>敝國政jfr鸫極愼-翁考！s以後仍登應該保持 

â 種 反 對 ^ 見 0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通 過 道 决 前 ， 我 曾 特 

js im到聯合國的 t t s r t祓了荷政 j f f î }印度尼 

西i5镯立的計劃，《是以稍爲不同的方法求xi 

同一目的,結果*使印度尼西^的情勢铕雜， 

使許多人或到迷惑，加强共和 à內不g協的 

因素並且耽^問題的解决。 

%有這些預測都巳不幸而言屮。現在立卽 

就 發 生 1 — 個 問 題 ： 荷 政 府 是 擬 保 抒 自 己 

的計劃呢,還是擬全部或局部採钠安全瑰事會 

决,案的？呢？因爲盧個問題，整個印度尼 



西55螢生了惶惑不安的現象。聯邦臨政府的 

設立本来進展得很順利，現在只好突然停頓 

了。三位主要共和國錢之一，前總理Sjahrir 

在敝國首相到巴達維亞時:》酋應邀;《?5， 一月至 

該 地 會 晤 , 並 已 同 意 與 其 合 作 求 解 决 ； 可 是 

他一旦知道這决講案草案的内容後，就猶豫起 

來了。這草案公布以後不久，另一位被邀的頜 

袖 M r . Hatta就拒綞參與討諭了。因此在所 

有各方包括安全理事會本身在内:》都希望3 

逑求得解决的時候，安全81事會的决議案却造 

成了一 種僵局。 

到了執行這决,案各項規定的時候,又發 

生同樣不能解决的間題。閼於荷蘭在第一段規 

定下所應履行的義務現暫不誘以後再提，荷 

蘭根據這决,案第二段及第三段應採的初步行 

動如下： 

第一:》凡共和阈頜釉行動自由仍受限制者 

應 無 條 件 地 颇 其 自 由 ； 

第二，侬復共和國政府俾在耶嘉達及其 

郊行使職權； 

第三，共和國政府與印度尼西亞境內一切 

人士之通m及諮商予以便利； 

第四與共和阖政府進行談判。 

闢於第一點:> 荷蘭政府曾一再明白表示其 

對共和國餌釉行動自由所加之限制，純以公共 

安 垒 所 必 霱 者 爲 度 J 决 無 遒 分 嚴 格 ^ 分 延 : g 

之意。所以我向安全理事會允諾S些領釉所受 

限制在，行勒锆束，以後當卽取消，但；^不致 

因此危及公共秩序爲條件。我早在十二月二十 

七 H C I S 三 九 3 次 會 議 ] 就 曾 宣 佈 ≪ 請 共 和 

國頜袖參加關於印度尼西亞的前途的討論âfcfc 

其於垒加討論時享受完全自由0 

荷蘭政府趣與印M西亞當局會商後認爲 

爪哇;syiR答臘境内許多地方秩序的恢復愔形 

已可使荷覷，實行其諾言。因此上遝內巳下 

令取涫對印度尼西亞餌釉所加之限制。所以他 

們都可自由離開埸時伴所囘到爪哇或蘇門答 

m ； AI果願意時,也可到圃外去0他們所仍赉 

湛守者只是若千旅行與居住限制；這些限制是 

在受軍事管制的若千區域内對印度尼西ffi境内 

人\都適用的。他們的釋放是無條件的:》而且 

也 不 以 » 受 遨 請 參 加 圓 桌 會 瀵 爲 條 件 。 所 

决 議 案 第 二 段 跑 的 且 經 理 事 會 一 再 詧 

促 我 們 照 辦 的 第 一 步 驟 就 是 件 釋 放 共 和 

國領釉,現在巳經實行了。 

關於第三點會商的自由，在過去幾星期内 

於聯舍，印度尼西亞問萼季員會，其他共和 

a代 表 及 邦 派 代 表 巳 + 充 分 機 會 訪 晤 邦 卡 島 

和ffl餌袖36£«有完全自由與他們諛話。 

關於第四點,與共和圃政庥重開談判問题, 

我以前說過早已與共和國fig釉開始個別W論， 

商談聯邦IS時政;^的建立,一切進行順利，m 

到了理事會决議案草案佈露的時候，這種討論 

就因而屮斷了。荷闞爲求恢復這種討論，曾宜 

佈 願 和 國 政 府 談 判 ， 實 際 上 已 一 再 鹰 代 表 

到邦卡島去恢復非正式的會談<> 再 者 , 荷 蘭 巳 

請[S/1274,附錄二]共和國總铳派一代表圃 

â 加 圓 桌 會 議 。 關 於 這 一 點 我 卽 擬 說 明 。 

所 以 我 們 認 爲 f f 我 們 這 方 面 , 爲 求 ， 一 有 共 

和國餌釉垒加的聯邦臨時TOJii及與共和國政 

府進行談判，業已遨了最：fc*量0我們深成遺 

慽 的 是 共 和 國 至 今 未 表 示 願 參 加 臨 時 政 府 

5 ^ 加 談 

共和國方面所JSI這樣不願韋者,就我們所 

知，是因爲第二點J就是讓共和國政Iff在耶嘉 

達城及其近郊侬復&使職權的間龃。我將力求 

表明我們鄭重反對這種辦法的理由0荷蘭旣有 

—新提棻擬早曰移交主權,現時in果譲共和國 

政府在耶嘉達恢復行使職權J就難免分人恐懼 

共和國政府會成爲印_g[尼西亞全境的弒治勢力 

而違反Renville協定的各項JilW [S/649附錄 

十三>SA] o這種情形的反iP是很可怕而且不 

可收拾的。許多信頼我們的聯邦派人士，不論 

其看法是對的還是錯的，就會認爲這是出賈他 

們 的 利 恢 復 共 和 圃 政 府 不 但 不 能 有 助 於 卓 

日停止銜突,而且在現時會是珑召攻擊的表示 

一攻擊我們的軍隊S攻擊前共和國IS域中所 

有歡迎過我們的軍隊闳來和我們的政府的人 

們，並且攻擊那些耱績任職而且與我們合作的 

幾千共和國公務員。再者,這種行動是钹召共 

和,人士内各派系相互作全面鬥爭。這會是一 

種可怕的絲治人民要付出可驚的代mo法律 

與 秩 序 的 « ( 理 事 食 决 議 案 所 述 目 標 之 一 ） 

會成爲實際上不町能的事。 

共相國領釉對於他們現在是否受人擁戴尙 

無把提，對於復職一事亦無充分準備和有效保 

證,iln何能立卽掌握政權樹立威信呢？現時讓 

共和圃在耶嘉達恢復職權所引起的種種問超， 

由誰負最後的資任呢？我鄭重請求理事會注意 

現赏而勿堅#a事會在荷蘭新提案提出以前所 

通遜的不切實旨勢的刻板辦法。 

若爲聯合國委員會用少數的人員分派於 

幾百萬人民之間就可阻止這種報復情形，乃 

是一種錯覺。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事。這個^ 

員 會 在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以 前 , 連 共 和 阖 部 隊 

— 萬 一 千 人 偷 趑 ^ 狳 的 行 動 都 不 能 阻 止 , i a 

何能阻 i h夜間綁褢,割頸、從後剌殺、偈僻 



道 上 伏 搫 、 河 屮 斷 屍 ^ 形 呢 ？ 我 f f W C 棰 

淸楚道是一些共麵武装部隊的作爲，因而使 

我們不得不採取十二月十九曰的那種箪事行 

動。如杲我對共和國的觀點暸解正確的話，讓 

共 糊 政 府 在 耶 嘉 達 侬 碰 權 就 必 然 合 有 在 境 

內茧建共和國軍Pfi之意，令人尤鼍危險。s 

年 來 與 共 和 國 舉 行 談 判 的 主 要 礙 及 共 和 阖 

政府所不能或不願終止35^奥暴動行爲就是 

S爲這批翳武與過激份子的存在；童建共和國 

政府就會饫復這些份子的勢力。再者，這種决 

定可說是對Tan Makkka Â ^ j t 黨 大 

援助，他fPJ̶定會加倍活動。 

我Eg爲南亞洲一-事實上，整個亞洲̶̶ 

最近的發展充分證明全亞洲各國政府之懍於共 

產主義的危險是稼有道理的。 

共和國政府有m内閣閣員十二月十九 

B軍事行動Pi後:》行動自由未受限制且均可留 

居耶嘉達城内，他們M對於恐怖fJFf活1*曾 

予指示與支持，我們由此卽可預測共和國政 

府若在耶嘉達侬復職權，今後會成如何一個局 

面。最近調査中就發現一文件，其中載有一閣 

員對違些恐怖《HF所給予的指示，不僅要韉績 

遊黎戰，而且要"涫滅"一些著名的公務人員， 

因爲他們尙耱镜爲荷sa服務0 

ifh時把共和國m'建起來，無諭頜土範圔是 

如何的小,就必须擬具一新的沐戰gfr定,劃定 

新的埸狀線；對於運和人K過境也須重定辦 

法；而且會引起無數的、一定要發生的、關於 

遠反休戰定的互控。總而言之，近三年來我 

們所遇到的永無休止天天發生的種種困難與銜 

突，就會因此重新發生。這也是對將來談亇IJ不 

利 的 0 我 們 在 這 會 » 席 上 極 容 易 談 ^ 定 新 界 

線，可是觥有曾身腠;R事的人才知道"界線"二 

字的â"義，我們不能预料道些人會醭意再來從 

敝國政府仍6=爲m些問题;求妥#解决辦 

法的時候,某些共和國當^所採態度忽然使這 

努力失去了 g 義。所謂共和國非坟府是根 

據Mr. Soekamo在十二月十九n J^flû所予今 

梗在蘇門答鹰成立的。它聲稱現仍進行遊擊戰 

的絲隊，受其措揮。該政#二月六11及十H 

廣播詞屮有如下一段： 

"現爲免除任何可能的懷疑起見,非常政呀 

必 ; 明 它 不 能 接 受 3 e 全 3 ? ^ 食 决 ' 案 ， â 决 

議案遠^'及新德里决議案徹底"；說："現官 

耱賴戰直至荷閬^：得不〖ê受我們的要求Bif爲 

止 。 ' " 

Tâtigarj Kationtl Indonesia. 

這個聲明是在二月六日及十B發表的J m 

此在二月的第二週內遊黎戰就曾一度地加緊。 

̶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IS約時報登表的新 

德里涫息誇明了共和國這S«ê度，該報說非常 

政府宣佈荷if若不接受某些條件，當in耱親ft: 

戰；而這些條件却îêiiM^垒理事會决議案的 

規定。 

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聯合圃委員會的報吿 

耆毫未提及共îB®的這種態度，而;a種旌度是 

直接違s决議案第一段，而且也是我們的軍球 

不得不耱鎮防鹬遊Si隊攻黎的理由之一0 

那麽，理事會决M剛通過£1後，整個的 

愔勢是怎钛呢？在共和國方面,有些自稱！•：« 

的绻明已經&開拒絕這决讓案而令其黨徒饞摄 

作戰。荷覷政府刖已執行s决議案的某些重要 

规定，伹^於此時讓共和國政在耶嘉達恢復 

職權與荷蘭政府的職食不合0與共和國颌釉會 

商a m臨時政事因受該决譏案的影憨而致停 

頓0 

共和國餌釉因有該决議案爲後盾,現在乃 

提出他們應在耶嘉達忮復職權爲初歩條件，因 

而 就 陷 完 垒 的 僵 局 。 可 是 ， 人 人 都 認 爲 迅 

速解决赏铤重要；人人都承認共同的目標是應 

在穏定與和平的檑下及早成立獨立的印度尼 

©亞合衆國。大家目標相同,但因所採方法不 

同而造成這不幸IS笱，過去及當前的最要事務 

就在打破這傻局,iflî)^有用完全新辦法似乎才 

能打破ii種馁局。 

道種情形下，荷蘭政府迄在謀求解决， 

—面可達安全理事會决讓案所定目標J阆時對 

已造成現時傻局的方法避免使用。達到道一目 

的唯―方法似乎是加速辦理主權的移交，藉 

此把過去巳證明是&大阻礙的遇渡時期减至最 

短。荷政(^本此精iPÏ"與:ftSt印度尼西亞特派 

代表諮商結果擬具了一個根本不同的新針割， 

若stï行:》可使印度尼西亜在饯侗月內就成爲 

—個圑汆。道個提sfe的要點巳載於聯合阈印度 

尼西亞問卷員會三月一H報吿寄 [S/1270] 

内，安全Ï1事會谷理事當巳知其容，而8_我 

可ay說，荷sa代表一九四九牟三月二ÏJ致聯合 

國函[S/1274]屮對違計割說得更有條理。所 

以我對這;叶劃可 W 不加詳釋而裏 j » f # 點。 

我們的新提案的特是應立卽召集印芨 

丙亞問有闢各方在 ï f*牙舉行圆桌會^ ( 原 定 

H期;ï%三月十二n ) f i 於 今 後 數 月 內 移 交 主 

權，同成立荷Kl印;îUè西51"聯邦,擬具閽於聯 

邦的協定，代表印苽m西亞全境的聯邦政fflf的 

組锒等M，擬具一切必要辦法；âfeS^E^^g時 



醚 槿 短 的 雌 期 簡 辦 法 。 邀 綈 加 圓 桌 會 議 

的通知已於二月二十六日向有關各方發出，首 

rJfeJl印度尼西55共和國、聯邦諮商會讒一就 

是聯邦派——以及聯合圃印度尼西55問題委員 

- 會 。 

聯邦首頜會議巳於三月一日一致接受邀 

請。可惜共和國政庥至今尙不能决定接受邀 

請。現在就要看聯合國印度尼西5S問題委員會 

的答覆如何0 

闉 請 出 席 會 讖 一 事 , 我 潁 意 對 於 顯 巳 

引起誤解的一點加以說明。三月四日有幾家鈕 

約 報 紙 了 一 項 涫 息 ， 令 入 荷 蘭 政 府 已 

承認一新圃體來f^;^近被佔餌的共和阖頜土 

出席擬開的圓桌會璣。這項滑息所造成的印象 

使幾個代表颶咸蹙不3?,自]SS樯理中事。有些 

曾向我們詢間，我們曾一答覆，現在 

我願意向安全理事會再把這項答覆申明一遍； 

就是這項涫息的推讒是完全不對的而且是誤解 

的 0 爪 哇 中 部 某 地 有 一 臨 時 代 ^ 議 â i S l l î ^ 

承認，伹這會議祗代^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 

日以前巳豳荷蘭管制的餌土人民:》而且這組緣 

的設立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以來就一直拫據民主 

原則在簿備中。 

再談新的荷蘭訐劃,我可說明其實行所需 

的時間。我們希望ilB果有鬮各方一致作最大努 

力，這個會aiM能在六週左右對於我"前, 

的各問皿若干3£；*：原刖達成協議。然後在荷 

豳方面或另須六週批准協定然後卽可,主權 

的移交。自此以後印度尼西亞的事務就由印 

度尼西亞人負責；他們負3舉、維持^#11秩 

序等責任。我們願意在短期内對他們予以at 

助J伹紙在他們明白請求時才這樣傲。 

ihi果這個提議經接受K行,較之安全锂事 

會 决 , 所 舰 的 訐 劃 有 兩 倔 烛 處 ： 第 - " 

理 事 會 决 M 的 目 的 , 就 是 主 權 移 交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 比 决 譏 案 所 預 訐 的 期 間 # ^ 早 一 整 年 , 

第 二 遏 渡 期 間 及 皿 種 困 難 差 不 多 可 以 完 垒 

避免。 

我相ft安全理事會完全明暸這個提讒是荷 

覷方面搔大的厲正的譲步和犧牲。荷闉政府認 

爲應孩作這提幾，祗是因爲荷覿深信急厲求得 

現時IS局的解决，而â種解决紙能以é的果决 

的 辦 法 求 得 , 現 所 提 出 的 就 是 2 樣 的 一 個 辦 

法。所H我必賴再籲請'安全理事會盡力使這訐 

剷能見SîK行，妆3^再說一遍，這訐劃可以逢 

到安全理îjî會的目的，而且時間要早得多。我 

們的提案與;^全理事會决議案二者間唯一不间 

處只在方法上，其屮最要的一點是：在圓桌會 

議舉行前在耶嘉违侬復共和國政府。安全狸事 

會 不 會 碰 解 道 一 點 與 求 印 度 尼 西 5 * 5 ^ 期 

内撣立的大問JSifcM來M要的；道是一個 

方法問題J對於最後目的並非茧要。同時，在 

荷覷政庥看来，共和圃政疳的重»造成我前 

已說過的不可容忍的情勢0 

A I 果 新 ^ 見 ^ 行 ， 立 卽 侬 復 共 和 阖 政 

府就會因下列幾種理由而無多大意義。 

第 一 、 主 權 移 交 前 的 雌 嗍 會 縮 短 到 圓 

桌#il開始後的數週或數月。 

第二、共和國領釉在聯員)^成立時將立 

卽垒加冶理整個印度尼西S的政府,包括Jem 

的共和國餌土在内。 

第 三 、 主 權 移 交 以 後 , m m m m m j m 

由印度尼西亞人自3决定,他fflilD願意時，可 

1 ^ 原 来 的 共 和 國 ， 或 另 抹 他 , 式 。 到 了 那 

時，共和國的侬復巳不復有現時恢復的種種有 

害耪果J ilD果厲希望予a侬復時J終可照原來 

形 式 侠 復 ， 有 了 這 一 保 證 , 安 M 事 會 還 鎮 有 

什麽更好的保證？ 

nmrnmrn^mim——鹏仍相信雌 

時期較長會對印度尼西亞較爲有利一所•Kl能 

在現在作這種遠大讓步者，乃因十二月十九B 

的 行 動 巳 涫 滅 那 時 阻 礙 與 悚 復 秩 序 的 那 些 

捣 亂 的 有 組 滅 的 共 產 黨 的 影 镄 。 共 和 阈 

政府現時若在耶嘉達重建,且容其重建軍隊, 

這種彭響就難免再有機會螢生，且隨之而生一 

切惡果。 

荷蘭fijy&^/fim*的一個好處ëiiaAiii 
在 耶 嘉 達 侬 復 共 和 國 政 府 個 爭 議 紛 紜 的 問 

題。關於這一點,荷覷的提,倒是不符合安全 

理 事 會 决 , 的 j s s 。 但 請 容 我 提 醒 理 事 會 , 

就巴勒斯坦與什米爾兩案而言，安全理事會 

都 曾 任 其 在 當 地 之 在 認 爲 有 M i ^ ^ 

達到理事會所期目的時不遵照其决議案。聯会 

國巴勒斯坦問題代理調解專員與聯合國印廑巴 

基MS問題委員會之採取此種行動是很有見地 

的 ， 而 理 事 會 亦 容 其 抹 此 途 徑 , 因 爲 對 於 兩 

種案件所希桀的目的都巳達到J並不一定要厳 

格 遵 照 理 事 會 决 , 的 規 定 0 這 就 是 我 要 黼 

事 會 對 於 本 棻 繊 的 魑 度 。 我 們 祗 繊 事 會 准 

許聯合圃印度尼西51問題委員會垒與圓桌會璣 

助其成功0 

最 後 我 願 說 的 是 理 事 會 希 J ^ ^ S ë ^ 的 垒 

部規定均被遵守，自羼人之常倩0可县我不能 

相信理事會各理事不顦對於敏國政府的提lB;!ni 

以搔鄭童的考盧;》在我們看来J這提棄比理事 

會决讒案徹底得多，而且實械來困難較少J 

便 於 â 速 達 阖 旨 與 理 事 食 共 同 期 望 的 锆 

果0 



ftfflîi道問題最關切的不是锒格s施理事 

會决譏案而是儘;^it到'g的H楞。世期淨:Pô 

fil辦到這一TO不能謂爲過分。我不能想像我 

們之屮有任何一>\會以爲這决杀案案文比印苽 

mwa的前途51爲萆:要0 

我深信;3?全理事會各理事有政冶家皿和 

注â現實的精祌，會和我們共同*開閼這條直 

it印苽尼西亞獨立的新道路。 

General ROMULO ( 非 律 S )：安全琿事 

會;^有閽於這問題的事赏雖不多,却很明白；"^ 

楚。一切有關文件卷,在本次會議開會 

前數13我們都已收到了0我們m於想像理事會 

處理過的政冶情勢或^端屮會有一#Ê大家對 

事«和根據事實所得結論能有H 少的意見不同 

̶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决讒案規定屮 

有下列事項：第一、荷蘭政府應立卽停止一切 

軍,于動，同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擁護者也i!i 

立卽停止遊擊戰；第二、荷政府應立卽無條 

件釋放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H Ĵ Jl來在印度 

尼西3埴内逮捕的一切政治犯；第^、印JtJâ 

西亞共和國的官員應立卽囘到耶嘉達便完全 

自由屐行其對停戰所負的責任並行使正常職 

務；第四、荷蘭與印度尼西5?共和國兩方代表 

在聯合國印度m西55問題委員會主flrr犟行談 

中 j ja求完成下列»^ ：設立臨時聯員府至遲 

不得過一九四九年s月十 i日；選舉印度尼西 

55阖民大會至遲不得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 M 政 府 儘 早 將 印 度 尼 西 亞 主 , 交 與 印 度 尼 

西55合衆國至遲不得通一九五0#^月一日0 

各項文件，无其是聯会國印度尼西亞問題 

委具會三月一日報吿寄 :S/1270:巳表明爭端 

雙方對這决議案巳^什麽=î^動。就停戰言， 

荷龃當局確曾遲運對其軍隊下令停火，但立卽 

聲明仍填採某種軍事行動以維待和平與秩序, 

因此卽係宣佈停火令無效。共和國赏局若未能 

依决譏案的規定實睽囘到首都，且更重要者 

若無機會執行政府權力並有完全自由fWî職移 

的 必 县 便 利 ， 共 和 國 政 府 顯 《 法 負 責 其 

附 從 者 停 職 。 

就 释 放 《 ： 治 犯 而 言 ， 各 理 道 是 用 怎 

il^彎的方法至今未遵從理事會對此事三次頒 

發的命令。六個多-星期前[第三九七次會議] 

我們都曾在理事會中齄到荷蘭代表鄭電代表 

荷豳政府確言共和圃頜釉棻已释放。各理事赏 

記得很淸楚0但是聯合國印度尼西問題委員 

會 發 皿 個 潸 息 不 確 ， 乃 向 理 事 會 《 * 。 m& 

荷騮代表於三月二日函[s/1274]中叉向理事 

會保證說«荷蘭政府業a取消對於共和國領釉 

行動自由仍;R"的限制，• 在旅行與居汴方 

面尙厲遒守對M人民都適用的一般规程"0我 

們都知遨他們仍在邦卡島丄享"^形同Alcatraz 

牢內犯人在休,&時IS的行動自由。 

我們剛齄到報吿說共和國的官員現均能力 • 

行勐自由。因•Kl前對於同^報吿的Sfê驗，我ffl 

仍 個 涫 息 是 否 正 確 的 證 明 ， 如 果 是 舆 

的，：>1要看荷當局這種遲緩的舉勅究已邀行 

理事會决;H案至in何程度；因爲共和國領袖若 

辆完全的行動自由,若無行使政府ffi力的完全 

自由，若不照一月二十八日的决議案規定有不 

受限制的能力去履行職責,若無權考©其囘到 

首都J>_1*示恢復印苽尼西亞共和國的完^權 

力 ， 那 末 這 種 行 動 自 由 卽 無 笪 , , ^ 0 

荷闞對於m决議案内其他規定的<i度,一 

言蔽之，不是陽奉^遠就是公然不理。自一 

九四七年八月来，安全理事會就a承認印度 

尼西亞共和國，一九W九年一3二十八H决議 

棻且規定該共和國應侬復完全梗力。在另一方 

面荷蘭常局對共和國所予的承認，實際上就 

等於完全未予承IS 。 在 聯 邦 商 ^ 請 共 和 

餌铀參加會溪的: i知中,荷皇特派代表曾說共 

和國《5袖"爲一共和國的當局，該共和阈的地 

位與形式將由人民依照印度尼西亞合衆共和國 

內各邦芊等原則自由决定之"易言之，荷,常 

局在Unggadiati 2及Renville協定中正式 

承認的共和阈，經與該國官員談半iffi#J>义後， 

現時却聲言共和國的5fî式與地位仍待决定。 

荷蘭當局曾拒絕將耶嘉逹1^交還共和國。 

他們聲苢，且於今日下午尙ff此蘆祓遏一逼， 

如果這樣做就難維待該區域内的和平與秩序， 

同 時 又 在 此 提 到 " 從 後 刺 殺 " 筝 語 。 又 說 共 

和國就會操在不能控制的遇激份子的箪'撺中。 

可是事實證明恰與此相反。去年共和國僦了 

通激份子的叛亂並未霱#蘭的協助。我們都 

知道â件事。更近的事:S已表明：芷R荷蘭軍 

隊 驻 在 耶 嘉 綠 引 起 接 亂 ， 和 平 與 秩 序 攙 

铍破壞。事實是：荷蘭不顔放棄耶嘉達，爲 

他們現正在進行將逮區域耝成爪哇中部的另--

個傀儡國。他們顯然相信他們iln果在這共和國 

勢力强大的區域内達到目的，他們就能完全控 

制爪哇全境。這是具正的原因，铯不是欺人之 

談，隱瞞得了的0 

委員會爲履行職寊曾多次請荷覷常^予‧Kt 

援助,佴荷闞赏局一直趲之不理。委員會各軍 

事旨員的地位已降低到與新聞記者相等 J 而 

3參閱asnsffi新聞sffiiEtt印s;&西3£共和國政治大事 
IE»第三十zaso 



且也像新閗12者一樣J至今不准察看赏地倚 

形。 

产戋全理事會主锒設立—聯邦的8立自主的 

印'度尼西58合衆國之議也铍完全置之不理。事 

實上，荷蘭是想片面進行自己的訐劃来代替這 

一 , , 這 計 割 是 在 海 牙 舉 行 圓 桌 由 荷 蘭 

邀請各方â加，會議的目的表面上是爲了"從 

速 " 組 綠 印 度 尼 西 亞 ^ 國 。 大 加 渲 染 的 一 點 

就是荷闞竄在安全理事會所定H期前一整年， 

就將主權移交與印度尼西亞合乘國,今a下午 

我們齄到荷蘭代表又在此把這一點肴重一逼。 

可是閛會通知却和過去一榇使人一看就洞悉其 

內情，透露了荷覷政府的正意旨。這開會通 

知 有 一 部 分 說 ： " 荷 闞 雌 擬 就 每 " 讒 解 决 

辨 法 的 本 身 舰 加 研 究 ' . - m 研 免 道 些 提 

議的解决辦法與其職責究竟杵合到AI何程度"0 

換句話說，海3f的圓桌會譏不會自由,考墩 

各方提出的任何及全，案，而®考盧荷豳耽 

( ^ 能 同 意 的 提 案 。 事 實 上 等 於 一 ( 1 棵 

皮章，使荷闞的最後計劃在2*律上生效而已。 

、 這個代替辦法或對案in與荷蘭憲法最近的 

修正條款一倂考€就更令人懷疑。這些修正條 

款明白地對尙待成立的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的 

地位、梗利及權力都規定好了。而,Renville 

^ Linggadjati 議及一月二十八日决識案規 

定，這個櫞設的聯邦的地位及聯邦內印度尼西 

5?共和國的使利fl,力都項由荷§3與印度尼西 

亞共和國談判决定。荷闆在未舉行ffi何阒滿談 

判之先卽修正其憲法，具是所謂"卓前^後'、 

而fl不顧印度尼西亞人的龆m片面地照他們的 

希 規 定 了 聯 邦 的 。 ' 甚 郴 載 荷 瞄 : Ê 法 屮 。 

我所敍述的事货»地表明理事會的决議 

和^如何铍人•PJ巧妙的欺人之談5^開的抗 

命或衆所共知的et成?!VFf的伎fîfi企阖規，资、不 

理或違? ï T o 

今ni、午fr'此雖:ff相K論調,fB̶們一研 

究?im卽知共和阈方而如何!iS格tTifi及;S守安 

+ 理 : 會 的 决 案 。 共 和 國 時 B ï i m ïïmB命jï，安 
全理事fî。共和國的s>i雖fr'理寧會中未替îy= 

到 : ; s 全 的 支 打 - , f B ̶ ' t 總 是 忠 地 會 的 

v^mu^mo印庹尼西亞共國不是聯合國會 

阈 ， 我 ≫ 成 ； & 慽 ， 該 國 " 方 面 的 行 勐 可 

fi爲各國的《5*Ùo 

大家是否知共fil®餌础卽介fr贲際爲荷 

m俘it的極困fMiFJd屮,仍然以fiiu导欽佩的方 

式表示願與荷isa誘'H解决辦法？他們在二月六 

H及七n廿fr拘fis地邦卡1：5上抟待聯邦商會 

議的氏-表舉行商^，且於三月四日宣布他們在 

原刖上【5〗.S所提,的海牙會讅的目的一我再 

說一s，他們在原則上同意所提議的海牙食議 

的目的0可是共和阈的官員和代表ÎE兩次都審 

愼聲明：正式談判必先得聯合圃委具會的^ 

可•»將來共和國參加圓桌會譏應不妨礙委員會 

的地位。他們又Ift,雙方若明白宜佈接受一月 

二十/人曰决讓案卽可達成迅逑圓满解决爭端的 

聯合國印度尼西亞間題委員會在這種情形 

下於三月一日報吿書[S/1270]第六段稱"m 

經對荷覷政府給予更多時間俾其在政治方面及 

其他方面可實施該决議案的^，不但雙方對 

於臨時聯邦政庥:s達溢議,且未依照决議案規 

定進行談判"。 

且極ffi要者，這報吿書櫬謂"委員會認爲 

荷爾政庥迄未港照决譏案的規定把進一步行動 

鹏 先 件 先 f i ^ 到 。 

這是聯合國委具會的報吿。這文件的第二 

十五段是委員會的拮論，其中又載有同樣的聲 

明‧‧ 

"委員會寧赏報吿印度尼西亞問題赏 

事 雙 ^ H 月 一 日 J t 對 皿 時 聯 邦 政 府 的 

設s尙未遽成協幾"0 

我願請各理事特別注鸯該段下文： 

"這種',是由於荷sa政府未能接受 

—月二十八曰决譏案所規定的稃r？，而不 

k係對政府組被與職權方面ffji節上《a點 

不同"0 

這都是對本理事會所提出的s正無偏的報 

吿書屮所講的話 'Hem F:簽名的報吿 

這>^事«厲象，而且是理事會本身的ft表It他 

調査 所得的结論。 

或有人會âf爲所^荷I^的對案爲；a問題開 

闢了一倜新局面。誠然，荷es代表 î iffff幾^ 

以前以及在三月二日函[S/1274]屮郤付錄苢 

"安全g事會的H的和荷isi政府對於印度尼西 

亞的目的完全相IS] X 說 " 《 是 對 M ^ ^ t 到 

所期ifê果的方法s見不同而已"0 

這個聲明的原g、顚在安大家的心，佴是， 

赏際上是很合久不安的:》我們應該特別心。 

f^î?就,簋問題而;H的不能與方法完全分開， 

而且目的與方法是&相爲條件的。荷擬舉fr 

M桌mîfe的fôSfe不f^'iift把地點由/Ruta:爲^ if 

而已。談判的全部根據邡將改^， ^mm-^jMi 

g的地位也將改铋。荷fia常诗，保if立31"?«止 

' 贫 事 行 勅 ， 末 保 證 印 苽 西 《 5 共 和 P 5 的 

完全權力。：，他們，巳聲明不擬恢fkifi; 

惠逢。我們應該注s共和國頜袖不是《lU印苽尼 

西亞共和國官員資格出席會;a而îiiR是地位尙待 

决定的一個共和國的代表而已。從安全理事會 



看* ， 

國 委 員 食 ^ 談 判 , 委 員 會 將 降 處 於 不 明 

的諮詢地位，而非一月二十八日决議案所鉞 

的 鶴 ^ 動 地 位 0 

荷 翳 提 案 完 全 改 變 了 理 事 會 决 璣 ^ 確 保 

當 事 平 等 自 由 達 成 旨 列 的 整 個 程 序 與 

目的，：此理事會IP不能遇問這問題而由荷蘭 

政庥依其旣定計割與目的一手包辦。 

共和阖頜釉已明暸荷蘭當皿近這種 IH» 

棚明地拒絕了邀請。我相信安垒锂事會本身 

也 不 會 接 受 這 個 訐 劃 ， 而 且 也 决 不 授 , 合 國 

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â與擬議的海牙會議。 

我以爲所謂荷閼對若須視爲本問題的另一 

因素,考盧，就應P义此觀點考慮之。這是一 

個新的，，但荷蘭的目的却始終未變，S就 

是推翻安全锂事會的職權 J 不承認，威，規 

避其决議，且最後如可能時勸誘印度尼西亞入 

狠 從 其 意 志 , ^ 必 要 時 以 武 力 强 其 服 從 。 

聯合國委員會於H月一B報吿書[S/1270] 

中 « 理 事 會 注 意 "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樯 势 日 益 厳 

S"及"其對世界穩定必然產生的危險"0這是 

有 見 識 的 言 。 荷 蘭 常 局 對 於 西 S 的 軍 

事愔勢不«^̃言。可是,安全理事會不是不明 

瞭印度尼西亞境内因印度尼西亞遊擊隊增加活 

動而日有變動的軍事情eJio這决議案的規定未 

提到撤軍或頜土疆界的劃分，猓在决讒案的各 

項規定也許不久就不復能表^際的軍事愔eJt 

或共和國的力鼉。理事會若不採取齄隨事赏演 

採决譏的力暈J 

迫港從這些决議0 

委員會報吿窨提到印度尼西亞問題不得解 

决"對於世界穏定必然產生危險"。此項爭端饞 

接不已，尤其影#iïi:國的利j®。我前曾代表敝 

國參加印度尼2?亞問題新德里會，o我應向安 

全理事會^所有â加" tm的亞k十九國代表 

他們向锂事會 

措辭雄皿辩酌，但其內心的憤慨 

實麟於jft：。 

我們求對印度ja西亞問題得一5b王妥善解 

决 所 盡 棉 薄 能 得 注 意 ， 新 德 里 代 表 與 

我都间表或謝。安全理事會當然知道一月二十 

H 日 新 德 里 决 議 案 所 載 請 求 卽 " 爭 端 之 任 何 

— 造 若 不 , 垒 理 雜 的 建 羲 安 全 理 事 會 

應 ( ^ 照 憲 章 所 0 廣 " : ^ 權 i 採 取 有 效 行 動 " y 

並謂"凡出席會譏的聯合國各會員國都保證完 

全 支 ^ M 事 施 所 有 這 些 " 0 

最後我認爲仍有時間一雖然時間已極短 

促——挽救亞洲的和年與自由，並在西歐民主 

各國與55洲新典民主圃間建立共同信仰與共同 

目的J而免除過去的憤怒、暴動及惽恨等現象 

—道種種是在世界這一地帶强 f i ^ 復殛民主 

義所必然產生的。 

Mr. PALAU ( 印 茂 西 亞 共 和 國 ） ： M 

文#中所表明的印芨尼西S問題的現時情况可 

簡述如下:荷蘭政府保持其不港從理事會一 

月二十八日决議桊的能度。荷蘭政庥非但不遵 

從,而且提出了一個計割，據稱比一月二十八 

日決議棄所規定的時間提早一年將主,移交與 

印度尼西S合衆國0 

我們若能忘記——如果能讓我們忘記的話 

— 我 們 以 前 颠 蘭 交 涉 的 慘 痛 纖 ， 我 們 也 

許會不覺得我們是在全理事會雜下與荷§a 

作 國 際 交 涉 , 我 們 對 於 ; ^ 擬 於 本 年 七 月 將 全 

部主權移交與印度尼西亞合衆國一事會成覺慰 

薪 而 高 興 。 如 此 , 僅 較 我 們 與 荷 蘭 前 訂 定 原 

定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的13期連了六個月J ― 

個自由的,自主的,筠立的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就會建立迤來。 

荷蘭向已對其失去耐心的ft人，向安全理 

事會並向我fl-J提出如下誘人的計劃：他們吿訴 

我們說安全理事會和荷蘭政府的目的是完全一 

樣的；就是將主權移交與印度尼西亞合衆國。 

安全理事會要照一月二十八日决31案所規定的 

程 序 辦 理 ； 而 • 却 皿 改 變 其 一 貫 堅 持 的 立 

場 ， 現 在 認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程 序 太 慢 , 所 他 

ffl提出他們自己的計劃採用一個較速的程序。 

荷闞提出他們的計劃好像這計釗能早約一牟實 

現希望的拮果。荷蘭 in«出這H "割就令人蹙 

得安全理事 會和共和國兩方面若不熱忱接受就 

是極:^的錯誤0 

im^我若能忘記過去與荷覷的慘痛經 

験，我們 l i i i地#^忱接受這項荷蘭計劃。可 

是 我 們 赏 在 不 能 忘 記 這 些 ； 事 赏 上 亦 不 容 

許 我 r r 忘 記 這 些 繊 。 我 們 認 爲 一 而 且 s s r 

已證明一對於荷豳的任何行動唯一應抹的旗 

度是間我們自已：荷蘭對於這些好遒的言辭作 

何解釋,其動機何在？ 

我 們 並 不 是 不 和 善 的 態 度 。 我 們 實 無 

不和善的必要，Mr. van Roijen勇於爲荷蘭 

辯讒,很有才幹,我們對他更不持此態度。我們 

赋在表露事實的厲象而已。我們知道在歷史上 

這個®要時期內，荷蘭雖佯稱仍可操縱全局， 

佴在良心上深威施行殖民政策之不安，而且自 

身 亦 疑 懼 其 對 印 度 尼 西 5 ， 的 歩 驟 是 否 合 

理。因此，荷繮對於可因這種步驟而生的任何 

縦 都 想 預 先 找 到 掩 護 。 



委 員 會 三 月 一 日 報 吿 《 所 載 荷 皇 # ^ 表 

Mr. Bed致聯合國印戾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備忘 

• " 荷 閽 政 深 信 有 鬭 各 方 應 該 首 先 力 求 根 

據相m解與信心恢復討論",我鹅到S話就 

要 想 到 我 國 的 現 時 情 我 們 被 燒 掉 的 村 莊 。 

受荷蘭軍事行動蹂躏的我國婦女與兒鼋，我ffl 

的勇躭遊撃戰士,他們受荷蘭兵士野蠻虐待的 

情形:》連荷闞報章和荷蘭國會本身都認是可恥 

的。 

我要在此世界講台上指控荷蘭軍隊在印度 

尼西亞境内使用鈉粹方法0請容我引;荷蘭報 

章 最 所 載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内 荷 覷 兵 士 的 幾 封 

信-' 

"對方現在已經沒有受傷的人,因爲他 

們都被殺死了⋯‧‧我們已不苒宽恕了。我 

們巳對他們宽怒兩年而情efi並未改善.‧‧ 

現在一切巳成過去。凡抹錯誤步驟的人都 

已槍斃。.‧我們虜了一些俘虜，他們都 

憑可蘭經薆誓不發一言，也不說他們把武 

器 藏 在 何 處 。 在 這 種 情 形 應 當 怎 樣 辦 

呢？厥有打得他們非招供不可0 51些先 

生ff!具令我佩服。堅如鐵石，就是不發一 

言0伹是最後他ff!被打得不醒人事不知多 

少 次 " 後 ， 也 就 說 出 一 點 來 " 。 

在第二封信中J我們讀到關於一個疑爲印 

度國民軍士兵的人所受的待遇： 

"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他受到殘酷的待 

遇，我親眼見到他的部被踢數次：他的â :指 

與中指之間中指與無名指之間都放着一個槍 

彈;》然後收拶，我看見這種愔形不能忍受就跑 

開了。我知道有時甚至用燃眷的烟顼。這個人 

痛叫不止,伹用刑的特務荷ga人，印苽歐洲\ 

和安倍那人郴若無J3P。最後他招供了,還有 

他提到的其他留下來當間p:的H個人。第二天 

早s他想搶一個水兵的武；&，可是三個人把他 

抓着綁得不能動彈。他這樣躺fr:地上一整天沒 

有進一點物或水，我共至石見一侗水兵從他 

的頗背後踢他。昨天早g—悃特務把他帶到樹 

林 ^ 拾 斃 了 " 0 

最後我引4第三封信。 

" F r y Nederland報裁有一篇文草講到/t 

待土著.俘隳的情形。這If是極常發生的?ii僭。 

把他們扔在河JÏ ；把7JCS，到他們的肚子；還 

有其他種種情形0 個俘虜並不知道什麽 

而且一直說他不知JS,可是把他從脚跄倒吊了 

一會以後，他就招出各種文件蒇在什麽地方相 

匪首ff!將在何處開會,你對Jlfc有何或想"？ 

,荷閬今B在爪哇用納粹方法,我爲那地方 

的:ft國人民擔憂，不僅因爲荷il兵士本身的這 

些證言，而且因爲我知道不久前荷蘭軍隊如 

何對待南西里伯境内我國人民的情形。 

我希镇任何具有必要權力的國際錄閽對於 

荷蘭軍隊現在爪哇、藓門答躐和馬都拉所用方 

法加《RI調査。我希望作Jit調査县爲我知道在 

南西里佰發生的事情。荷139官方有一谰關於南 

西n伯的報吿書，荷isg政府îi^敢把它常作最密 

件 蘭 國 # m 員 看 而 不 許 公 布 。 南 西 虽 伯 境 

內每一侗人都知道兩年义前«在該地槍斃或 

酷刑致死的男女及兒量共有pg萬入。-荷方聲言 

這樣弄死的人不過五千入，；储蘭政府布南 

西里伯境内事件的正式報告害吧，他們是怕這 

個報吿書爲世人知道的！ 

Mr. B e e l 談 起 " 相 百 晚 解 與 信 心 " 就 令 

我想到我所收到的報吿敘;^荷es軍在其最近 

佔颌區內有計劑地謀殺印茂尼西亞知識份子的 

情形。 

荷§3不配希望我們"根據相互瞭解與信心" 

來愤復談，】。我們對於荷阑毫無信'ù"斡旋委 

員會的報吿書完全證明我們的不信任是有理 

的0 

我們希0_恢復談半"不過這談半1】須由安全 

Ï1事會來主持0我們希望恢復談判，佴不是根 

據"相s暸解與M心"0我們希-萆-恢復訣判， 

其根據 tË爲談判經常的根抜：根據鎩證的事 

赏，根據我阈内，束南亞洲間及世界上權力的 

牛衡。^是事齊，荷as不應設法用花言巧語求 

掩蔽，他ff3;>Ë種花苜巧5#在荷對印度尼西亞 

共和國兩次軍事攻撃後巳徑太勉强,太不自 

然了。 

敝代农圃已根據我們的辛酸蓰始從各方面 

考堪荷蘭爲加速移交主梗的提案。我認爲â樣 

宣布加速明明是-個引誘安全理事W及印度尼 

西?5共和國揞受荷^訐^的阁套。荷liffi發勐 

第二次攻搫n後，赏,上 f } ^安全理事會的è 

求 無 一 命 辦 理 的 ， 現 存 . 宜 布 加 速 就 在 掩 

蔽 M 。 -

荷 鋭 - 把 迅 速 移 交 主 , 與 同 建 立 荷 ^ 印 度 

尼西?5聯邦聯在一起。荷蹈官方對這劐的解 

mm " 义前協商的結果都巳列人荷srâïA內， 

荷isa所受的唯一限制就是要邀從¥ï力內這幾節 

的規定"。 一 

所措的幾節都载在荷 i sm法的修正條款 

中 ， 這 條 款 是 騮 於 0 卞 荷 f i a 王 阈 各 部 ^ ~ 荷 

m>印苽尼西亞、^Ait及庫拉薩俄——彼此 

間的斩關係,並特別論及荷S3印度尼西e聯邦 

的 繊 0 

這個官方的解釋說到荷isî憲法中這幾節內 

列人了有關各方以前協商的ifë果。這是有意的 



mm*我想荷蘭政府並不否認^。事實上, 

憲 法 的 修 正 條 款 草 案 先 與 印 度 萆 島 ， 蘇 

立 南 及 庫 拉 薩 俄 等 所 謂 海 外 頜 士 自 i ï S ^ 了 

荷蘭國會。事實上，當#龃與印度尼西s代表 

囿在印度尼西亞仍在談判聯邦親耩的時侯，荷 

闆就;1過這些修芷條簌，自己决定了荷覷印度 

尼 西 亞 嚇 的 繊 大 辋 。 這 大 槪 就 是 荷 蘭 所 謂 

的具正談判0 

這是荷闞向我們提出的又—旣成事實,伹 

我們從未接《荷蘭對於聯邦的這種片面的觀 

念。 

荷覷憲法的修正條款規定了些什麽呢？第 

二 0 八 節 第 三 和 第 四 分 節 中 , 邦 共 戴 荷 , 國 

君 , • 使 印 ^ 西 亞 埴 内 享 受 法 律 保 障 並 有 

―良好麟。我 Î 1並不"^爲與荷蘭同享主權的 

特權値得珍g，而HJhi^ë說要由這樣的一個 

聯 邦 來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作 法 律 保 障 及 良 好 ! 的 

保證，我們的確不認爲値得珍貴。道個聯g 

行 使 這 些 有 關 主 權 的 某 務 ， 那 麽 印 度 尼 西 

亞還有什麽主權可言？我們從未接受，也7lC不 

接受荷蘭憲法中所槪述的聯邦，就是爲了這原 

Ho我們認爲荷蘭在圓桌會議中要受道樣憲法 

規定的限制,就决不會逢到這問題的解决,其 

理由也在此0 

荷蘭二月二十六日提案提議加速主權的移 

交，但-:S同時依據荷雜憲法建立荷敏印度尼西 

亞 聯 邦 , 道 樣 的 主 權 移 交 就 不 會 有 實 現 的 可 

能 i主權的具正移交尙被保證,:何能談加速。 

主權移交的唯一保證就是荷鬮政府的一紙萆 

明，而斡旋委員會報告書淸楚表明我們應如何 

估計荷,政府聲明中所提出的保證0 

荷皇特派印度尼西亞代表公署主任Mr. 

Koets曾通知我ff!在邦卡!^的領釉說圓桌#m 

的目的是促進萬正的、全部的和無條件的主權 

的移交。荷§3如何能使這種與正的全部的主權 

移 交 與 其 茧 法 第 二 〇 八 節 第 三 四 分 節 兩 相 

—致？荷蘭代表是否擬說明道一點？我要請他 

加說明，因Al不得說明，我科想荷餛這個片 

面解釋的專家就要對"主權"一詞jïn̶新解釋 

而把它解釋得正適合其審法上的限制。可是他 

ffl如果這樣撖，我具認爲荷鬮至少這一次除了 

他們自已以外就不能使任何人相信他們向世人 

提出的所謂主權就是具正的主權。 

這些保證如何與Mr. Gieben向一英國記 

者的聲明相合呢？把圓桌會議通知送與Mr. 

Soekarno就是他。Mr. Gieben囘答"你怎樣 

解釋主權"—問超吟說： 

"這只是我個人的意見，但我認爲情形會 

是這樣的。印度m西55合衆HJirt^主權， 

但最初有一些限制。例in，圃防、外交、財攻 

‧as其他一 二件小事將由我們代管一些時侯。 

我不能說多久。然後,這些權力移交JH後，就 

有荷蘭與當地各郡王的閧係間題，這都是有特 

雕 約 規 定 的 " 0 

荷龃爲什麽^^皿誘人的虛僞形式提出這 

個計劃呢？這不垦因爲荷蘭切琪將與正、完全 

與 ^ 件 的 主 權 移 交 與 印 度 尼 西 S , 也 不 是 因 

爲荷忽然决定印度尼西®人民已達到筠立的 

時候，而誕是因爲荷蘭想不赏施安全锂事會决 

講 案 ， ^ m m y 不 释 放 共 ? n 國 領 釉 和 侬 復 

共和國，而且不18®在安全理事會主持下舉行 

對於荷顚的具正目的加考臛*以後,就 ÎC 

研究荷罈如何訐劐達其目èo荷蘭爲實現其目 

的 起 見 é 邀 請 其 所 認 爲 的 " 有 閽 各 方 " 參 與 

在海牙舉行的圓桌#^， Jjstt諭"最早的主權 

移交並同時建立荷蘭印度尼西亞聯邦"等等。 

這個圓桌會議舉行時將由荷蘭海外頜土部部長 

任 主 席 ， 我 現 在 引 ; 會 的 報 ： 

" 荷 蘭 政 ; ^ 與 有 鬭 各 方 考 盧 《 M — 方 向 

#m提出的任何解决辦法的本身傻値，並且⋯ 

一"並且研 

究 與 ^ J S m 究 竟 符 合 到 如 何 程 度 " 0 

我謹請各理*â意這一段的語調和內容。 

È 樣 低 麟 了 ； 

'；荷 

鼯在印度尼西亞已不能再仰仗其聯，的M S 

支待，且丙我們游》隊的抵抗，其軍事地位已 

B漸惡劣J這樣的一個荷蘭在上述聲明屮還自 

* 老 大 哥 , 自 信 甚 深 而 B . 自 爲 是 , 不 受 铩 

毫困難就能把像印度尼西亜這樣一個一年半多 

未得解决的國際問題，一變而化爲簡軍的內政 

問 題 ， 同 時 又 宣 布 擬 " 决 定 這 種 辦 法 與 ， 責 

究竟符合到如何程度"，就自己僭取了最後决 

定之權。 

根據這個荷繭訐割，聯合國印度尼西亞間 

題 委 員 會 負 的 是 什 麽 呢 ？ 我 現 在 引 : 委 員 

會三月一B的報吿書： 

"荷覷政庥願像與斡旋委員會^"作一樣的 

與聯合圃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合作，W利討 

論而儘速達到各方所共求的目標"0 ' 

如果這不是ftl此厳重的問題，我食懐疑荷 

闞 ^ 在 開 玩 笑 。 斡 旋 委 員 會 經 報 吿 在 M 

在的大部分時期内不能履 行幹旋的職責就是因 

爲荷龃在施計略，用盡方法使斡旋委員會不能 

過問諛判0我要請理事會注意斡旋委員食報吿 

書[S/1156] 0 



其主待談f!b因而荷fêi卽麵理由發勤第二次軍 

事行動。荷蘭tf待斡旋委員會的1旨苽頫然使委 

il會本身成到；if堪。現荷^:i無愧色地宣布 

鼷與聯國印度尼西ffi間題委i4會採同榇的 

作態度。 

安全理事會决定慷大幹旋委员會的權力, 

是K爲理m#t?、爲這榇寸能逢到印度m西亞問 

題的解决，可是如上述荷對於印度尼西亞問 

題娄貝會^"作的聲明所表示,荷閼的目的顯然 

在把這娄員會的權力減爲僅負斡旋之責而已0 

事實上，依據所建議的圓桌會議的條件:》這些 

權力將m爲減少,因爲委員會對圓桌會,的職 

责不是給予助，而是參加荷Si主持的會籮， 

由荷蘭作最後决定。 

從荷龅的聲明中所謂荷蘭在a桌會議屮 

"擬决定所提議的辦法與其職责究相合到如何 

程度"一句話石-來,我們就明見荷覷是想自己 

保留最後决定權。 

我們印度尼西亞人齄到荷蘭談到其職責 

時，我們就或到憤慨。當荷蘭與共和國訂立莊 

嚴協^認對於Linggadjati協定有任何意見 

不同卽交付公斷時,荷蘭卽覺其職責所在要螢 

剷軍事行動來破壤這協定。荷蘭發動第二次軍 

事行動違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Renville 

協定時也認爲這是職責所在，而斡旋委員會却 

爲當時並不是完全沒有談《的可能0同時， 

荷鼴爲自私目的危及東南亞洲與歐洲的全部閼 

係 ， 也 算 是 它 的 M 所 在 。 ^ 個 例 證 卽 足 以 

表明我們印度尼西亞人對於荷蘭這種自命的職 

責,已經不能再忍受了。 

現在譲我們看看誰铍邀請â加這個圜桌會 

議。荷蘭甚至已邀請蘇立和荷趣安的列斯， 

皿 比 荷 蘭 知 道 淸 楚 得 多 ， 它 業 已 拒 綞 M 屬 

M-wmio它已决定只派觀察員去。 

蘇立甫與庫拉薩俄若jyi自由美洲各國的 

合乎美洲各阈精神得多而且也較自然得多< 

會或到惶惑不安，尤其因爲聯合國印度尼西亞 

問題委員會最後報 [ S / 1 2 7 0 / A d d . l ]中曾 

說： 

[邦卡島上的共和國領铀]與聯邦協 

爲要共和國政對參與圓桌會議間題作正當决 

定，其必要條件首須依a^J?全理事含决識案 

恢 復 共 和 國 及 ^ 呀 0 " 

mj代«訴安全理拿會各理事說現« 

復 共 和 國 許 多 完 全 信 親 理 事 會 的 聯 邦 派 人 

士 ， 不 論 其 想 法 是 對 ^ ， 就 爲 這 是 出 H 

他們的利i&，這與上段所講的完全不同。根據 

委員會報吿書看來，現在道些聯邦派人士認爲 

恢復共和國爲他們自己以;a*和國參與圆桌會 

鼷的必要條件。荷皇驻印度ja西亞專員Mr. 

Beel對聯邦派人士施ja極大/^力以防這一步， 

聯 邦 商 會 議 終 於 表 示 了 這 一 態 荷 § 3 — 定 

是大鼍鹜奇的0可是，聯邦和共相國雖有如 

此一致意見,而且從荷蘭的觀酤看來這就一定 

是代表印度尼西亞全國的意見可是荷Êèî依然 

拒綞恢復共和國0 ― 

荷蘭宜布釋放我們的頜袖並不是H施安全 

無諭如何，荷蘭是面臨着印度M西亞的聯 

合陣緣,這一點現在已經很顚明了，因此我就 

駁斥荷蘭在世界各地傲到有些人相信的宜傳口 

號。荷鍋一直故意想造成一印象J令人以爲共 

和 國 詆 受 到 印 ^ 西 亞 人 民 三 分 之 一 & 擁 護 ， 

而其餘以所謂聯邦派爲代表的三分之二人民都 

典 荷 繮 一 致 反 對 共 和 國 0 我 在 安 垒 锂 會 前 

—次會議[第三八九次]屮就曾指明這種宜傳是 

故意曲解事實。現在已有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 

題委員會報吿書爲證。 

荷蘭並巳邀請印度尼西亞臨時聯邦政苻代 

^ 與 這 圓 桌 會 議 ， 就 是 劇 & Renville協定顷 

設立的那個臨時聯邦政府。達個臨時聯邦政府 

代 表 印 ^ 西 亞 的 那 一 部 分 ？ 决 ^ 所 謂 聯 邦 

領土的區域或入民，更不是印度尼西55共和國 

的 餌 土 或 人 民 0 這 些 人 在 頜 士 上 ^ 治 上 都 完 

全不能視爲印度尼西S的f^。可是正式地講 

和從法律上看來，他們確有所代表；他們和荷 

皇專員都是在印度尼西亞境内代表荷蘭。 

最 後 : 》 荷 蘭 請 印 ^ 西 亞 共 和 阖 摁 指 派 

圑參加這個會籙。荷蘭拒絡侬復印M 

西亞共相國；ffi目印度尼西ffi總袜與内閣懊 

復行使其合法職權，使敝Sii^E與人民失去正 

常聯絡而這種民主聯絡乃是其總铳職位的某 

礎、根摅和保證。可是荷豳請這位總雌派一 

3 Byzônder Federalist Ovatleg 

荷 躕 認 爲 容 許 我 們 的 總 铳 Â « 政 治 領 釉 

在耶嘉達侬復其合法地位是與荷S3的職資不 

"相合"的，且列舉種種原因,其一J i^耶嘉達 

的情efi仍不能對他ffl的安全加保證。試問骨 

有任何人爲掩钸 其具意提出有 ifca更顯明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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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樣不可能，這個聲明就更表明了 ， 政 府 

的:8正璲度0事實上,荷皇特派專員和 

閣閣員若到耶嘉達 J 他們的安全才是有危險 

的。沒有人比我們的總铳及其內閣更安全的 

了 0 

荷闞槿顯明地企阖把我們的總铳，我們的 

內閣和我們的政治領釉與我們的英勇軍隊和遊 

擊隊分開,道些軍隊和游撃隊都冒着生命危險 

在保護我ffl認識的自由。他ffl都在作戰反對荷 

蘭牌的預定BB^條件的自由,我們都是和他們 

站在一條戰線上的。這些游黎戰士是這問題的 

新因素,，而且我敢說在現時是荷餾印度尼西亞 

問題的'决定因素。自印度尼西ffi來的報吿業巳 

, 地 證 S 荷 蘭 在 印 度 尼 西 亞 境 ^ 軍 事 上 是 處 

於險境，且因其愔况危險，他們現巳對人民發 

動 最 惡 毒 、 無 人 道 和 殘 酷 的 報 復 ; î î ; ® , 盡 

恐嚇之能事,"^人R不敢再支持我們的軍隊。 

較大城市尙在荷闞掌握中,伹四郊在軍事J:與 

行政丄都璩我介1。不僅十二月十八日‧Pi前在我 

們管制下的爪哇與蘇re答臘各地是如此，而a 

荷,在發動第二次軍事攻撃以前所佔領的區域 

5fr«o這種情形將*i îfc難免對印度尼西亞問 

題的任何解决有m耍關係,我請安全理事會分 

其萆事觀察員對愔勢提具報吿。 

我願在道時提醒安全81事會，根據委R會 

報吿書，軍事觐察員在履行職責上至今尙未得 

到荷覷的6"作，而且他們屢次-@求軍事愔勢地 

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對â事的報吿說得很明 

白0 

最近我們的箄隊曾攻黎耶嘉達：》並在二 

" 底 t f 一 度 佔 瓴 該 地 ， 這 一 點 就 足 明 ^ 際 

的軍fl*;情势。我們的遊骤戰略並不求永久佔摅 

城市，因爲那樣就祗是使們受到敵人装甲部 

P家的攻搫。所W我們的軍隊攻聲耶嘉達於 

逢到了政治目《^1^後:》就又徹退了。可是如果 

荷00繼镄用軍艦和踩炸機爲掩讅來進行其所謂 

掐 ^ 戰 ， 我 就 能 隊 將 ^ 人 : ! Ç 他 城 市 如 

iW冰及巴達雑亞。這都表明我們的'求隊完全卓 

備與荷闞在戰場上打到底。 

這些常勝的遊搫隊乃是一個新的决定W 

素:》荷覷想在軍事上把他們消滅；爲未做到 

這一*，現ff就用計想把我們的總铳弄到竭ft 

资涫滅遊轚隊的地位。荷飽的目的在把這些遊 

撃隊變成反抗印Jt尼西亞政府的叛徒。可是J^A 

爲某礎的其正印度尼西55政府决不願攻打 

自己的軍隊。赋有一偭荷蘭製造的所謂印度 

西ffi政庥才會這樣撖,荷蘭爲求達到;t—目的 

所以現在邀請我們的總祙\>可是，荷蘭只荽 

Soekarno總铳的名義和他的威萤,他們想破 

壤 他 的 權 Â , 人 民 和 遊 搫 隊 忠 們 的 自 由 而 

拫深蒂面的權力。荷繮想取消我們的總铳在入 

民心.目屮所佔的地位,而造成我們内部的分 

裂0 

同 S m * S ^ 直 在 掙 扎 要 擺 儡 身 的 聯 

邦 派 人 士 , 荷 闞 M 在 强 迫 他 f f i l i 去 接 受 荷 覷 

原来指派給他們的傀儡身份。聯合國印度;&西 

亞問題委員會一九四九年三月七a補充報吿窨 

中 # 提 到 聯 邦 脑 鵷 認 爲 要 共 和 圃 政 府 對 參 

與圓桌^問題作正常决定,其 f È J J i 條件卽酋 

須依照je全理事會决饑案侬復共和圃及其政 

庥。苒者,聯邦協商會議也認爲印度厄西亞共 

議案所規定的聯合國印HJa西間題委員會的 

地 位 0 可 是 聯 邦 協 商 #m — 致 通 通 一 抨 案 表 

示這s見以後的愔形是怎樣呢？幾假'鐘頭以 

後 , 荷 皇 特 派 專 員 就 去 找 聯 邦 商 ， 的 一 些 

委員說：荷鐳政府不同意這决議案，因爲ait 

表 示 荷 蘭 ， 戋 全 理 事 會 的 决 譏 案 。 因 此 ， 

Mr. B e e l 建議聯邦商會議撤銪其决議案 o 

由於 M r . Beel出面干涉，聯邦協商#11未有 

任何結果> 因爲十四位委員中就有九位反對撤 

銪决議案。道是荷蘭皿一次企阖思造成印度 

尼西亞内部的分裂。 

荷蘭提議召開圓桌會議表面上在求加速'—主 

梗的移交。實際J:荷蘭想用這會瀵達到的目的 

是：第一、擱S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曰决譏 

案，削减聯合國印苽尼西亞問題委員會的m 

力，避不撤退荷軍隊和不侬復共和國,第二 、 

把印;I尼西亞問題由一國際問題化爲一內政 

問題，如此荷閬卽可有最後决定權；第s、避 

免像安全理亊會所承認的，視共和M爲-1?端的 

對方；第pg、把我們的英勇箪士降低爲叛姥;^ 

流。對於荷蘭的道些目的,我們是盡仝力反 

可是，我們對於主權可能加速移交與印度 

尼西亞合衆國一點，並非不願接受，如果這事 

須 用 一 圓 桌 會 議 來 現 ， 我 < 5 也 很 考 盧 這 

種可能性。但我們赋在得到下列保證昨J 願 

考盧，就是：這圓桌會i£不推翻安全理事會一 

月二十八13决;S案，不削减聯会國印度尼西亞 

間題:è貝會的職務和地位，不改變印度尼西^ 

共和阈和荷sa兩年等對方談判的地位。我ffî還 

要得到的保證是：不將印度尼西亞間題視爲荷 

m内政問題来處理，我們戰士在爲自由作戰的 

行動须相當顧到而視爲談申J的决定因素之一。 



î篓員會 

S:督下在耶嘉達侬復，我們的政府IP在該地執 

行印度尼西55共和國政府職權,當召集雑內 

微 府 

定其意見。這樣由，内閣食議所作的 

决定不但是唯一合法政莳的决定,而a^^rr列 

保證：這樣的决定將拫據印度尼西5&境内實際 

倚勢；這樣的决定是可實行的,因爲垒加内閣 

# ^ 者 不 僅 有 我 f f î 雞 拘 留 的 頜 釉 , 而 且 還 有 

那些現在主持我們的緊M府的閣員以及其他 

現在統率我軍對荷蘭作戦的五位閣員。 

但是安全理事，當前的首要問題不在對論 

任 何 荷 蘭 訐 劃 而 至 今 尙 未 實 施 安 全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譏 案 所 ^ 的 條 件 。 聯 会 國 

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報吿書對J8:點巳淸楚表 

明。 

顯 明 的 ,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 的 赏 施 仍 爲 我 

政府茧今尙未能對這問題作一决定,因爲荷蘭 

未予我們的政府以蹇職的機會。 

還有一點我要着重翻】，就是聯合國印度 

尼 西 s 間 題 委 員 會 的 並 非 到 主 權 在 理 論 上 

移 交 過 員 算 ^ ， 而 是 一 直 目 到 一 個 自 

由、獨立和不受佔頜的印度尼西亞合衆國業巳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我願聲 

明美HJS^SS^認爲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日 

^案是求印度尼西亞問題公平而永久解决的 

妥善而切實的基礎，我們仍然支持這决議 

案。 

戋全理事會通過道决議案巳有五個星期 

了。我ffî要承認在這五墓期內，在理事會决譏 

案規定的實施：^,可算是一無進展。印度尼 

西55境?^戦，未實際停Jh亦未完全停止,國 

內 各 地 或 游 颦 戰 ^ 規 戰 , 規 模 有 大 有 小 都 

正在激戰屮。這都是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 

員贫三月一日報吿書中委員會軍事執行處向我 

們報吿過的。 

荷蘭巳决定取消對印度尼西亜共和國各頜 

釉行勸自由的限制，且已聲明這些限制的取消 

不以共和國各頜釉参加擬開的海牙會議爲條 

件 ， 這 都 是 實 情 。 可 是 我 們 尙 待 看 决 定 的 

實 際 果 , 就 我 們 所 知 ， 共 和 國 各 領 釉 仍 在 邦 

卡 和 布 ë * 。 委 員 會 三 月 一 H 報 吿 書 附 ^ 内 

所載荷蘭備忘錄畚中提到對，入民都適用的 

限制 J 對共和國各頜铀亦適用,換言之,他們 

所享受的自由與在荷錨控制區內其他人民所享 

受者相同。可县：》他ffî似乎不能自由到共和國 

控制下的本國餌土內去或和這些區内他們的部 

63接觸。顯明的，荷蘭並未照理事會决,的 

規定jfô^無條件的自由。例如，共和國各頜釉 

就 不 能 囘 到 耶 驗 去 。 

- 苒 者 ， 麵 業 巳 穌 不 氍 , 事 會 — 月 二 

十八日决麟的規定，讓共和@9Jft庥還都耶嘉 

達》 

我們不能睞解荷蘭政府對這問題的態度J 

, 由 有 二 ：第一、安全理事會决對 JH:點 

的規定在本質上是正當而合理的i第二、所提 

讒 的 加 速 移 交 主 權 當 會 共 和 國 在 耶 嘉 達 復 

都; 

我們今a巳齄到荷鬮代表的聲明J他發言 

時曾講到下一段話："我們希望如果有鬭各方 

— 致 作 最 大 努 力 ， 這 個 會 , 能 在 週 內 對 

於 我 前 提 到 的 各 問 題 一 致 ^ 羊 某 本 i r i ' j 達 

成協,。然後在荷蘭方面或另須六週批准攝 

定，然後卽可覿锂—主權移交。自此£1後,印度 

尼西55的事務就由印度尼西亞人負責；他們負 

選 舉 、 維 待 ^ 序 等 責 任 。 我 們 顦 » . 短 

期內對他們TO協助，伹厥在他們明白請求時 

才 這 樣 做 "0 

那麽,我就要間共和國人士是否可照 J :說 

在 十 二 個 皿 後 有 力 量 , 法 律 與 秩 序 。 是 不 

是說他ff!現在無此力暈？是不是說那鶯演說内 

所述的混亂無主的局面in果現在侬復共和國就 

會 發 生 ， 而 在 十 二 個 星 期 後 就 不 會 , ？ 

安全理事會一月二十八H决議案考盧到主 

權移交最早而可行的日期，但把限期延ra— 

九五〇羊七月一日；這就是說，與加速移交的 

比 較 講 起 来 麵 一 牟 。 所 以 我 們 就 要 霞 

地問：會間所講共和國還都耶嘉達侬皿權後 

可能發生的危險是否具赏？換言之，，們作 

如此講法者是否承認這非厲的危險而純係想像 

的危險？ 

由？敝國政府在這决,通過ffifîfà信而且甩在 

仍 然 相 信 我 們 不 能 容 許 軍 動 消 滅 安 全 理 

事會內爭緇雙方之一方。我們仍相信共和sija 

府若未能在耶嘉達侬復TO府職權,我們就不 

能希绥mis:府能負談判一么4而永久爲政治解 

决 所 應 有 的 責 任 。 如 果 和 國 各 領 釉 来 參 加 

有意義的談判，他們是否應該有機會在其本阈 

領土 將 政 府 重 建 起 來 , 對 因 軍 ^ 動 而 分 戧 

各 地 的 政 府 人 員 重 新 而 且 能 夠 萬 正 代 表 

同黨的期0-呢？ 

這 不 是 一 個 形 式 或 修 辭 問 題 , 而 摑 重 

要問題。我們和荷蘭一樣,飴終憨爲對印度尼 



西 5 g 將 治 得 一 解 决 的 住 何 © 定 必 須 和 

國政盱稀结。Linggadjati和Renville兩協定 

都充分表明此點。我也高興看到荷蘭所提海牙 

會議針劃中業巳承認這一點。任何計劃若未顧 

及這一中心事實，就無多±7lC久價儘。 

爲求與共？！！圃政庥談判一^^定,就應該有 

一個有親織的共和圑政庥的負青當局作爲談判 

的對象0不顧道些條件而進行談判所得的定 

是註定^敗的。因爲這些理由，我們前在一 

月 討 諭 題 時 敝 國 J i W t 就 覺 得 J 而 且 我 相 信 

安垒理事會內多數理事也同樣登得，解决印度 

尼 西 亞 間 題 的 第 一 共 和 國 政 呀 在 耶 嘉 達 

侬復職權。可惜一月二十八B决«m的這一項 

規定至今未得施行,這是委員會報吿書中對我 

們 的 報 吿 J 原 文 說 ： " 荷 蘭 政 府 迄 未 遒 照 决 

麟的規定把進一歩行動所需先决條件先行辦 

到"0印度尼西亞境內目前政冶僵局的JE本原 

因 是 荷 蘭 政 庥 不 讓 共 和 國 在 耶 嘉 達 侬 復 職 

樓。 

荷蘭在對委員會提出的第二次備忘鏠中聲 

和國政If囘返耶嘉達就不萤斷絕荷蘭所 

針議的加速移交主梗的成功可能因爲共和國 

政府一旦囘到耶嘉達恢復職權,荷餛就無法維 

持法律秩序。可是荷蘭又在此說主權加速移 

交十二個星期後,法律和秩序就可維持了。 

這似乎是一個非常極端的情形。我相信幹 

旋委員會去年的紀錄就表明印度尼西55境内不 

穏定倩形不是共和國政府在耶嘉達的結果，而 

是直接因爲政治解决的談判未產生任何具體結 

果。 

印度尼西亞境内現時進行着廣泛的游轚戟 

是荷蘭放棄談判而採箪事行動的直接結果。荷 

蘭一面提議今後三四侗月内將主權移交與一個 

印度尼亞政呀J共和國將來就 jsk爲這政疳的 

一邦:》同時叉堅稱讅共和國立卽在耶嘉=1範圍 

有限的地區侬復職權，就會造成(MSLJ 種提 

讖前後是否完全一致呢？ 

在 敝 國 政 府 S 來 ， 若 照 荷 求 印 , 尼 

西ffi早得镯立，當前第一步工作應爲恢 

阈 。 自 安 全 g 事 會 上 次 [ 第 四 一 。 次 會 讒 ] 討 

諭這問題後，荷提出了一新辦法，B爲 f r海 

牙召開圓桌會讒討諭如何將主權於最早可能 

間 移 交 ， 並 擬 同 成 立 荷 印 度 尼 西 亞 聯 判 凝 

訂 過 渡 包 括 臨 時 聯 邦 T O 的 設 立 ， 

這些項目《lîSfc其與加速移交主ffi的闢係予以# 

慮0 

荷蘭已對共和國總铳，共和圃外的印度 

尼西S頜釉和聯合國印度尼西亞間超委員會發 

出通知請出席這會議。聯合國印度尼西55問題 

委員會三月一日報吿書內H及荷iî代表三月二 

H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中都對荷È@提 

明。這提讒內容是一般性的,聯合國委員會認 

爲 是 個 對 案 : 》 想 用 以 代 # ^ 月 二 十 八 B 决 鵜 

的各械定。委員會並請示對邀請書應in何表 

示。 

我們自委員會補充報吿*[S/1270/Adil] 

中又得知共和國總統Mr. Soekarno業巳向荷 

蘭當局表示他現時不能褛受邀請。可是他說他 

對這種會讒的目的在原則上可同意，又說如果 

若干先决條件得實現，共和國政府或賊派一 

代表圃赴會0主要條#ë根據安全理事會决議 

案的規^共和阖政府在耶嘉達恢復職權。委 

員會補充報告書[S/1270/Add.l]第二附錄內 

提到聯邦協商會讒中共和國外的印度尼西亞 

各頜釉與共和阈總統同意，也認爲必須依照je 

全 理 事 會 决 , 讓 共 和 國 政 府 在 耶 嘉 達 恢 復 職 

梗。 

共和國政府應邀出席海牙會議的第二偭條 

月 二 十 八 H 决 ^ B 定 聯 合 國 委 員 會 

的地位應不因此而受妨凝。依照我們的瞭解, 

荷蘭是根摅理事會决SSÈ^的規定而，委員會 

參加的:》所對這點似無困難。爲求涫除雙方 

自由談判的障礙，初步行Î6是依照戋全理事會 

决 ^ 的 规 定 讓 共 和 國 政 府 在 耶 嘉 達 侬 復 職 

樣 。 i n 果 當 事 敉 對 道 點 不 能 i l j i £ , ， 在 我 

們 看 來 , 是 一 M 事 。 

如 果 對 於 如 何 在 海 牙 犟 鷗 讒 得 

—m法，我們相信他們在道會議屮的談判就符 

合锂事會一月二十八H决ifef的某本宗皆和目 

標 ， 至 於 i t 决 議 身 當 然 仍 有 完 全 效 力 。 我 

們認爲:3?全理:,會的委貝會宜與荷63代表共和 

國 政 府 及 聯 邦 協 商 會 , 領 袖 商 談 , 助 他 們 達 

A M 協 , 。 如 杲 協 議 成 且 會 讒 得 舉 行 ， 

聯合國委具會就可极據:R任務規定參加會醮0 

主席：時間已不¥-了,名m上3^有幾位發 

言 人 ， 我 提 , 休 會 ， 明 H 再 繼 镫 。 ^ 道 有 幾 

位代衣明U午後有約會，所我5£遙、在明S十 

時三十分開會。 

Mr. TARAStNKoC八克ii^綠埃社會;*義 

共 和 國 ） 在 明 十 一 開 會 好 不 好 ？ 

屯席：-M人反克代表的©議,就在 

午前十一時開會。第一位發言人是印度代表。 

午 復 六 時 散 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