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百 五 十 五 次 會 議 

一 四 &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a 5 ^期一千徙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JfS ： General M C N A C G H T O N ( 加 î ¦ t 大 )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农：阿极廷、加拿 

大、屮H、古巴、埃及、法Ml西、那威、烏克 

ffl蘇維埃社食主％共和國、蘇維埃社食主 

械職、大不列顚及北愛爾œ聯Ô"王闺、美 

利 S 合 麯 。 

― 、 臨 時 議 市 日 程 （ S / A g e n d a 455) 同。 

一、 通通?fcmn程 

二 、 印皮尼西亞問題： 

i " ) 聯 & 國 印 苽 尼 西 亞 問 題 委 i l 會 提 呈 

^全理2 ¦ î會之圆-桌會条特別報吿吝 

CS/1417)o 
C b 會线特別報吿»附錄CS/1417/ 

Add.l) 

二 、 通 過 議 亨 日 程 

試事a径通逸。 

三 、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席之蓬請,，ft大利亞代表Mr. Hood, 

比 利 代 表 M r Van Langenhoie, *S甸代表 

U Tin AfaMWff,印度代表6tr Benegal N. Bait, 

待 代 表 M r Fan Boijen,巴碁斯ia代表Sir 

Mohammad Zafrulla Kh(m， 菲律賓代表Mr 

i o p « , 及 印 度 ; L 西 亞 共 和 a 代 表 P a l a r , 

各就《事會議席o 

主席：本席特理事會歉迎今H首次出 

席理事會的美«副代表Mr. Ernest Grosso 

至 於 有 闋 卽 時 a 模 傅 譯 的 問 題 ， 將 照 惯 

mmm 0但爲職*席主紳務計,JU^其 

他語文發首的首論亦將以卽時傳譁法譯爲英 

語 。 

本 人 稞 J ^ s f e ^ 麟 的 資 格 ， 就 本 代 表 国 

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提出並經分送理事 

會 各 理 事 的 决 麟 草 案 ， 略 作 數 語 。 

本AîS理事會主席，自然深或有力求節省 

理事會時間的責任。因此本人於今日尙未開會 

之前,曾與當事雙方 f ^ J»卽印度尼西亞共和 

國 及 荷 麒 f t ^ , 舉 行 非 正 式 磋 商 ， 探 詢 關 , 

事會此後應旨何種行動以KM»雙方一節，他 

ffl有什麽意見。本代表国密切注意並關懷印度 

尼西亞愔勢的發展,爲日已久。最近，我們及 

出席理事食的其他各代表国均收到聯合H印度 

尼西35間題委員會的特J5'】報吿香[S/1417]及 

附 錢 [ S / " 1 7 / A d d . 。 , 並 據 詳 铀 研 

究 。 木 代 表 國 依 鴯 報 及 雙 方 觫 示 的 ï r : 

見，擬具了現下^理m會的决桀案?,V：案。本 

人 加 拿 大 f t ^ 的 资 格 , 認 爲 â 偭 决 , ? m 

M合現有疳eft ， âèja^慷載必要的措施。m 

j i f c * 人 希 餛 它 能 ， 得 理 事 會 各 位 理 事 的 赞 

同< 

决蒹案草案於前文中iBîff悉聯合國印度尼 

西©問題委貝#»^̃九四九年十一月十H就海 

牙圆桌會議圆滿拮束一事所提出的特別報吿 

書，棰或《.s。它並對常M方之=4成fôm， 

表示鹰贺J對於聯合國印度尼西?g問題委员食 

努力Kl助雙方=>1成脇«̶事，表示嘉許。它對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卽 將 成 爲 丰 權 國 柬 ， 亦 

黻迎。最後,該决瓖案請聯合國印度尼西 

亞問題委貝食耱«[履fî«全理事會所â€付的责 

任，尤其對;施 ra處食柒所> 1成的 t î ^̶m 

予 以 監 娜 助 o 該 委 員 會 當 應 依 照 定 ， 向 

戋全理事錄具報吿-0 

本代表国認爲上述諸項是安全理事會>fr現 

Tig段要對該問題通通任何决璣案時所應該特別 

注,s的荽點。 

本 人 ? a 在 出 一 點 ： 據 加 拿 大 代 表 m 

在海牙所Àt成的璣,可W充分證明安 

全理事會m!'依據窻章屮關於和平解决1*端的 

第 五 章 屐 行 職 務 的 能 力 。 兩 * 来 ， 理 m 會 及 

其 所 設 立 的 各 委 员 會 ^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一 苒 

從中調處,不斷努力建立各方以談判從事和平 

解决的礎。 I tm»各方 i h i果沒逑成 i l種 

的决心，就不會有逑成協桀的可能。理事食本 

身,特剁是在該地工作的理事會的代表，能對 

各 方 有 所 f ô j 助 , 我 們 槿 成 滿 盘 。 各 方 已 充 ^ 

m^^ummMMss盘接受爲達成14,所必需的 

折衷辦法的精神9沒有人能夠否認此次所HI得 

的 主 j g 應 ， 功 於 * e 們 自 己 ； 此 後 它 們 

相互BS係的*M责任，4Ji該由它們承镥0 

伹 是 , 理 事 會 在 這 個 問 題 中 所 任 的 工 作 

也槿爲重要。理事食數年來所制定A有伸縮性 

的程序,在本案及其他事件中:》力已證明有助 

於我們促進和平的宗旨。菹個•可J^痛駁邪 

些懷疑《HF及悲觀fiiHF譏笑聯合H及:8；"8"璣HH 

工作的論據。在這個間題中，和前許多其他 

問 題 一 樣 , 理 事 和 平 大 有 ≫ 軟 。 

本 人 , 拿 大 駐 理 事 會 代 表 的 资 格 , , 

加拿大代表画對 m 事 食 派 駐 印 度 尼 西 £ 的 機 



é̃m^numÂiiAmmm,與 
後«̃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B成立的J»合獼印 

度 尼 西 S 两 ， 委 員 會 一 鄉 的 卓 越 買 《 S f f i 

滿意一》， 人紀錄0聊合B印度尼西ffiW題 

委 員 會 « 員 ^ 助 各 方 , 不 遼 餘 力 。 他 « 在 

履行 職務時表現了高强的能力與審思熟盧的主 

îfto他<n表現了在這《MH^中所應有的沈教、 

機 » 、與謹慎0特別是在疎判頓利進行中返 

處 ̃ « 時 絲 現 的 謙 s u s , 尤 其 値 得 我 m 
佩0 

伹 是 , 在 i t 個 通 渡 期 閱 , 該 委 員 會 ^ g 

有 雕 { ^ 要 但 仍 « 有 意 義 的 任 務 , 卽 保 證 各 項 

fô定的頓利實施。赏M方依據各定的規 

定 , 賦 娄 貝 會 i ^ f ô 助 執 行 條 款 及 I T 重 各 

定 精 神 與 文 字 W 特 殊 任 務 。 從 委 员 * 所 已 雜 

的工作来，我們可以很有把 i s地期待它圃濕 

展行其新任務。 

Mr. V A N R O I J E N (荷 f f l ) : 本 人 敬 代 表 

荷 M 代 表 国 及 荷 I B 政 府 ， 對 * 席 適 脚 桌 

食 縧 果 的 盛 情 , 讒 致 謝 意 。 荷 规 滚 资 ; â 是 镀 

得 稱 慶 的 事 。 我 f f ! 對 於 該 會 成 功 ， m 

爲欣慰。 

本人賊乘此時機，就安全理事會甩所《璣 

的有BBM^#溪各文件，略加論列。 

海牙會柒igfttt已W三方瑭致ta議而吿M 

<繊-架，可li荷M政>iï常初釗B間圆-g食議之 

»頓係很明智很幸31的舉 i f t ,本人m拊出此 

項细ift首先於威]«敏娜女ïPt下於一九ra 二年 

十二月所SMJ的演說屮，她力陳f 1«1 决心 

W-T^等的某礎，ife兌荷與印苽尼西.gillll的新 

W係。她並於<赏說屮SC佈一俩i〖JP】，於fiï!»解 

放後7纟開IHl^fT^t, •PJlff观是項的。 

1«1&食3*之;'.卜:1^成功，很tîo Mr. 

Hatta及Sultan Hamid '4?fif¦ 1、'的flfl印; 

pçffi代-农M所 i i f l l的政冶^ là苽，係食3fe 

科化成功的fîîJifiCW之一o木人力、欣SftîWJKf 

即U苽尼if|f>5!5問ffi-^ifhS 4 i : SW ¦v f r i ^« 

加拿大代表!ttiJ^li^通^的H月二十H11 [第W 

二一次食連1桁示，於巴A£維'〗5 f)] iî frafe及海 

牙[HI & 食 從 ' " 協 助 之 功 ， 加 W P Î Î 揚 。 聯 & 

W 印 度 尼 f f S ? 問 食 各 , A S P ' I Ï 求 ， 卽 

'^nrtfi, tî-力'su-,從屮《，旋o聯&國印苽 

jif^^mmmn'JtViiimTf mn^並於遇 

fl'ftlWWÎÎt出析A辦法,對於《i個ttf雑lîg題之 

解决，的確feffW獻。 

本人'nim聯Û、國-射i食，J3l»P«Al»Iii4 

府*1於脚W是?Ç有《E處理《îfia卞緇的問越, 

巳改饞了tellto荷g«政府一再îtMirfîBI際法 

两 S 予 皿 定 ， % ^ S i m n M \ y 

我 m 終 引 爲 《 事 0 

B H 於 â ̶ » , 本 人 必 ， 出 麟 合 B 印 度 尼 

西©两題娄A會的;R歡鹰然重大， 

貝 食 的 工 作 i t « « « « » ̶ 本 人 w » » 過 我 

們確根或激一但是大来不應忠了或,31«荷《 

人民及政治，减懇自K充讦《足印度尼Wffi 

人民諜求自治與«立的K琪。逋一》本人已 

安全《事會中予JHift明。安全理事食輿我們的 

意見廉有不同，但是其差異之»,並不 f t我 f l 

所共同追求的目镲，而在達成該項目標的"：^ 

與時sio W此，荷《政府asm卽使沒有安垒3 

事會及其所]B W合國印度m西55問題:會的 

m,也可"5^到一個公正《»«£的《^議,雕然 

'EUg有的«^雜或有不同之處。 

若千mmmm銜鄉誠抱有助於解决 

逋俩問題的《1度，多少均铍得我ffi或教。ft 

是，在道一方面,本人願特列提到比利時《： 

並對比利時於這些月來所耗常M«的友好 

嗨JSLR谇ffi的瞭解，特向比利時代表*«：謝。â 

̶ 點 常 蒙 安 全 ^ 解 。 

正 如 聊 國 印 度 尼 西 亞 鬨 題 4 ^ 1 食 值 星 * 
席 M r . Herremans於圓桌食gfe閉ffiWf所指出 

的[s/1417/Add. 1] > m^^'m^mmià^f 

表 明 了 " 銜 突 的 止 ， 問 题 的 解 决 / 一 俩 新 國 

来的誕生和一個脚盟的Jfe立"0 

荷 所 以 在 圃 桌 會 讓 中 同 . S 作 m km 

步，甚至可說是《牲,常然是爲了要獲^^一谰 

各niM^i的協31，由印苽尼5?亞"-¥等»汆的 

地ttÛ賊簽訂，俾Î！》具有C?定持久的性ft 0 

例如在耗濟方面，我們考皲到印度尼西e 

閟始其«t>c^ii.b不'lïft荷；&3^的負}&1！^ 

iSifff W爲印苽尼西^â"來和國《î個新國3S£ 

的 iwytf所 iô任的JTfl:，巳枝殉艱的了 o 

此，本人如来此StfTj表;深f4其他各W政>ff 

fr-與印苽尼西《IPjJt^ff P炎t!l解决:IÇfiï務問題Uï， 

mrmifi]mm^M,也-'i^並不完全不ft-sï-So 

'木人馄 l 'SiiT'if食特s'〗注sr-mntmm JJJ 

食屮所/)5：，：}?的一項任"《Fo 就是荷fia承ig於 

移交+枏後，W今力印 ;3^尼西 f f f r j jç共和 

國 申 加 人 聯 食 i i 國 。 荷 « 1 政 府 A i p i f t * 

3^安全I1，食及尺食WB.，>*J能一致间ff,核准是 

本人並敏拊出荷《I人III及政fff所择爲,r(,i,« 

的一m<«>»:o W 就 是 過 y ! ^ 辦 定 第 二 條 ， a 

ii文件s/1417/Add 1PH錄十一屮。îmm ： 

"机成印苽尼？《r亞来」1:4"國各祁之 

應由制:食漆依據印;?^尼1^《？0"籴 

mmmmm i t後决定； frf i '—種默 



契, IP ：印Htm西s合衆共和 

4 ^ 土 , 分 : ï 成 邦 而 《 1 合 細 之 擎 

位 ， 應 合 画 印 度 尼 西 亞 鬨 趙 委 員 會 

或 合 s 皿 機 ^ 建 蒹 ^ 並 在 聯 合 圃 印 

度尼西 f f i两趣委員會 lU i i l聯合画皿機 

構g®之下:》於各該餌土畢行全民表决以 

决 ® è 。 

最 後 審 定 之 憲 法 0 凡 顿 ？ i 該 憲 法 之 邦 , 

得 a , : 3 6 r ^ 鉞 與 印 度 尼 西 5 5 合 汆 共 和 

荷蘭王88之特別鬭係"。 

由此可見該條規定了印度尼西 土人 

R行使B决權的:6r»o Linggadjali協定i第三 

filSftf四條,Renvffle删第二MmM 

mmm^ cs/649, mm-^&Ai,均曾 
»印度尼西ffi人民保證其自决權；最近在巴達 

雜55擬定的有,圓桌食蒹問題一九四九年六月 

二十二日備忘錄[S/1373]中:> 亦有规定0 

關於這一點，本AIS向安全理事會報吿： 

荷蘭ai^ij議院於上星期£1超通法定三分二多 

»的七十一惠對二十九惠核准圓桌會譏纖祛 

* 時 ， 曾 蘭 政 府 j g ç i i 批 准 谗 定 î f e * 的 

修JE* ,蹐荷蘭J80^黼印度尼西55合衆共 

和國政府後，必須與m合m印度尼西smm委 

具 會 ^ ^ 適 當 聯 合 國 機 難 洽 , 俾 得 保 舰 

波 , 第 二 條 m « 自 决 權 之 充 賴 施 。 m m 

且 未 定 的 批 准 問 艇 ， 伹 卻 使 荷 蘭 《 y f f â 

了"HB莊蛾的賓任,澳與印度尼西亞政麟切 

« r商,盡其力之所及確保自决原M的切實施 

行 。 

鴯 理 事 會 現 所 收 到 的 加 拿 大 决 麟 草 案 

[S/1431 ] ,本Aff i聲明荷鑭代表国赞同該决 

的 f t容,am相信戋垒理事會通通道個决 

訂 的 定 一 事 , 有 所 裨 i È < 

条 , 所 有 各 方 批 准 定 後 ， 印 度 尼 西 5 6 、 

荷《、及垒世界所能確切期待的結果。第一, 

在 今 底 膽 ， 印 度 尼 西 亞 就 可 纖 得 其 人 

民 所 要 求 , 荷 蘭 ， 自 飴 就 承 允 賦 予 該 國 ， 並 

於Renville JSUÏ中所規定的毫無限制的，完 

全 的 , 典 正 的 主 權 0 第 二 , 我 們 相 信 已 於 荷 豳 

印度尼西ffiJW合中M 了雙方永久友好關係的 

堅固某礎，對於荷蘭及印度尼西5é均必大有裨 

âo第a,全世 l îqfc可以因世界道一槿重要地 

區得辩U平及秩序ifggÉ受其利#，該地區的和 

» H ^ ^ B 9 局 出 £ ± "wmmsM»wm(mm" 

^ p r n s i 可 成 爲 一 種 新 保 隊 ， 抗 惟 i S ^ 下 不 

亂的惠 勢力。 

豳而言之，本人根摅個A*&巴達維亞扨步 

會m&海牙圓桌會雜時的)gist,深信荷豳與印 

度尼西55卽皿人兩國間關係的一個新時代， 

— 個 辦 合 作 的 時 代 , 由 此 它 們 就 可 職 東 方 

及西方人民之間，造成槿鬮重要的新連繋。本 

人深信我 f f l可以向世人再度證明,向需要這種 

證明的世人證明：不論一個剁紛 i in何緊張祓 

雑，當事雙方 i&i有善意^信，就沒有不能克 

服 的 困 難 , 沒 有 不 能 的 問 艇 0 

Mr. P 舰 ( 印 度 尼 西 5 5 ) ： 主 席 適 锥 

>a槿友善的言詞，就海牙圓桌會議的結果向印 

MmmseimmMo本人敬JÎIS誠，向主席致 

謝。 

我m在拔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日的文 

件S/W17及十一月十四日的文件S/1417/ 

Add.1,内載聯合H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提 

出關，牙M桌會議的報吿書及附錄。 

項文件第"一五段中，該報吿窨稱："面桌會 

璣在海牙皿行之談判可謂非常成功，殊甚吿 

慰 " 0 

諛判確已成功。赏然，沒有人能夠說所得 

的 定 能 使 任 何 一 方 完 全 滿 意 。 事 資 上 , 雙 

方 均 : m i 步 的 i È î J I , 俾 可 達 成 議 。 佴 是 , 我 

fl«I在作任何均决皿必使讓步决 

不妨醚成舉行圆桌會SI的目的，那就是萬正 

的 ， 完 全 的 及 毫 無 限 制 的 ^ 移 榑 。 事 s 上 , 

mst是我們在 f f i f個談判中的^標準及措m原 

則0 

我們能夠在此圚宜佈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民 

JSf^九W五年八月十七日爲印度尼西亞全《莊 

厳 宜 佈 的 充 分 主 權 ， 荷 S J t U î l 武 力 

抗 爭 的 主 現 在 終 ^ ^ ^ 豳 承 1 § , trfr'择成欣 

慰 0 荷 蘭 的 承 憨 具 載 ^ 牙 所 達 成 的 各 項 定 

中,^6 *^事食現在據有的文件屮報吿 

主權移轉窨CS/1417/Add.l ， 附 錄 七 ] , 

第 " 稱 ： " 荷 蘭 王 H 無 條 件 將 印 度 尼 西 5 5 之 

主權移轉印度尼西©合荥共和國，永不龃悔, 

並因是承認印度尼西亞合汆共和BUS—獨立之 

主 權 國 " 0 

海 牙 定 並 規 定 荷 , 印 苽 尼 西 亞 合 衆 共 

和画這兩個獨立主權a此後合作的原則，一種 

以自敏、平等、及完全獨立爲某礎的合作原則。 

聯合約3imA 了這種合作的某礎。伹是我 

們 對 翻 約 窣 《 t S J U R 的 標 準 仍 然 是 顿 充 

分主權。印舰西55各代表ffl於討鎗聯合約窣 

時 J ffi其謹慎,一方JI定與荷合作的某礎, 

一 方 力 鄉 a J 3 i 任 何 方 微 œ 印 舰 西 f f i 合 汆 



共 和 H f î 使 ^ ^ 主 播 ， 龃 £ 1 同 樣 的 謹 惯 小 

心 , 接 定 f i U S ^ 法 ， K M f c « * ï ̶ 方 " ̃ * 人 苒 

m̃m ： 防 止 住 何 一 方 ̃ " 在 雜 会 作 中 職 

何 : 制 的 地 位 。 

這 個 印 度 尼 西 亞 荷 蘭 聯 合 的 性 s 是 什 麽 

呢 ？ 聊 合 , [ S / 1 4 1 7 / A d d . l ， 附 第 一 

似 定 W 合 « 自 由 意 志 , 卒 麴 位 ， 

權 利 細 , 實 現 荷 蘭 王 m 印 鄉 西 f f î 合 衆 

共和國藺冶^ffilifcS:合作"0 定 ： " 埘 合 

並 不 9 害 南 H 各 主 m " 。 ^tAi»合的 

宗旨於第二條第一項中有所規定，mmm ： 

" W 合 之 目 的 在 現 兩 H 間 之 合 作 ， R i m 

彼 細 之 共 同 利 JS " o 

麵家,用 •Hf f i *同利â範面内從事合作的一個 

繊 。 

聯合爲實現合作的a^b由荷1@女王爲元 

首0元首懕實禺"兩國間志願與永久之会作精 

绅"。荷SB女 iOt居聯合5tt的地位，但奄無 

» » 会 是 繊 合 作 的 , ， 這 一 點 可 W 

從 酮 於 , ^ 長 食 譏 之 决 驟 及 共 同 條 例 的 條 

文 屮 見 之 0 該 條 , m 第 十 二 條 J 其 中 的 第 三 項 

規定："部長會接屮所作有§H制定共同條例之 

决 躲 , 厲 得 兩 之 批 准 ⋯ - ‧ " 

W 合 約 章 並 不 强 令 任 何 一 方 於 沒 有 

必 要 時 鑫 m g a 共 同 利 的 t ^ 躏 。 果 雙 

方 同 意 由 聯 合 的 部 s 會 躏 [ 决 幾 ， 2 5 項 决 躏 

必須由雙方部長iîl一致MiïîS之。«此,睇合約 

聿 及 有 B H 聯 合 之 M 用 的 各 項 定 屮 , « 方 的 

均奄無限制0 3Ç"!Srât所盯各項fâ定的條 

文，就可031 知逬荷MHS扨雕竹堅持印苽尼西ffi 

会 隶 共 和 ！ 荷 s a 在 印 苽 尼 西 

若千特別權:S的措施8$, m\mmvm> 

但 是 印 舰 西 亞 《 : a f e w 鹏 能 豁 t a 定 的 规 定 

R«應就ft^-îpEC舉磋商。Wjft»不m是fr: 

事 B R 共 同 利 : ^ 面 , 而 且 " - m 荷 讓 印 / S O â 

西 f f i 的 特 剁 印 舰 西 g ? 6"來共和國《i 

佣主權睛来的自由行36權也不受任何彩想。 

猓在我們酪論*據屮规定應«行â»fl:的共 

闳 利 的 範 阐 , 那 就 是 i S t m 外 交 及 H 防 方 

面 ， 城 " i È J S 時 亦 娜 及 , W i l f c » 贿 經 

濟 與 文 化 t t R 之 賴 " 0 

在 M 方 面 ， ^ % m L m m M A U & 

ftb應彼JR:諮商6»作，m决不彩制任何 

一 方 自 行 主 持 係 及 n 行 决 定 M i B f c s c 的 

樓利。fr'外交力面彼ftSf商合作决不限制脚6" 

屮 方 的 充 分 挑 0 

màns,^i5t^m» 定規定印jtm西 

sk^mmm^^^mismm&m負債務 
前 , 有 m 荷 蘭 樓 的 若 千 m 採 取 行 

m, sm^m^mmso伹是，mm^mm 
簡 ^ s f m s i i r T ^ 能 赌 一 方 » 生 拘 束 力 。 

印 度 尼 西 5 5 合 * 共 和 B 承 贿 B 束 印 度 政 

是 這 織 歩 决 : 害 印 s j a 西 5 5 合 衆 共 和 豳 的 

絲 充 分 及 魏 限 制 的 主 權 。 

W合雜SB間在圃防方面的合作et定[S / 

1417/Add. 1 , 附 錄 二 十 ] 中 規 定 " 每 

一雜盟國應自行》负其本B餌土H防事宜之垂 

資 " 0 爲 達 成 m 種 目 的 起 見 , 在 志 敏 合 作 的 某 

m±> 盟 a m 認 ; s 有 鐽 時 ， 得 i t 求 另 

" ^ 盟 a m 國 防 方 面 予 ™ 助 。 在 一 M 豳 對 

另一耩翌圃提供jtfc項協助時，申請協助的辅 

sa圃，有鬮另一《盟國J5îfëift協助的所有事 

項，保有後1?13?權0 

BB於荷B3軍降自印度尼西亞合衆共和鬭颌 

土 撤 退 的 間 題 ， 協 定 规 定 荷 蘭 陸 海 窑 軍 應 

於 4 # « 限 期 内 撤 退 0 在 其 最 後 撤 前 的 期 

BO,他們可J?l依據印《SB西合汆共和阖政庥 

的Sil求，爲印^西亞合汆共和國執行若千指 

定任務；在^ift項措定任務時> 荷餽軍Pli應 

向 印 度 尼 西 f f i 合 衆 共 和 國 赠 圃 防 部 践 责 0 

例如爪哇a上的w水海审.某地於?fe權移铕時應 

en成爲印苽尼西亞合衆共和國的海軍某地0印 

度；&西亞合衆共和國政府將荷eg 家海軍軍 

官 一 人 爲 司 合 I V ， 司合官直接向印苽 

尼西亞合汆共和國國防部 j i f t责。 

該 定 ， 定 I f 輛 盟 臟 墼 方 或 一 方 i S 受 疫 

赂的成骨時，兩辅盟讓應钕此逮商。^mm 

商 一 不 是 協 議 ， 而 是 a m — 的 規 定 ， 與 外 

交、《J8及IHiBt方Ù的規定一«1，奥《史上各 

a 化 的 f ô s n 完 全 相 同 , 决 不 径 犯 脚 

合屮fffï̶方的40«0 

W 此 , J K 然 町 i i 我 f f ! 在 抟 受 與 荷 的 

各 項 定 屮 , 保 持 了 我 f f î 决 定 在 什 s 時 侯 合 作 

的{3由0 

而且，m^t̃^mmn*y均由的 
分 》 , 後 决 定 。 爾 " m 與 荷 郷 先 3 » 

商 的 問 題 也 是 i n 此 , 後 决 定 印 苽 

尼 1 5 亞 合 汆 共 和 B 麟 0 

W此，a是兩ffl:*使國朵riBiW,ffi， MT^ 

等的《礎上，mib<ti\-y並IL由定规定么Ml: 

辦 法 0 逭 神 定 他 定 一 《 ? ， 一 遇 確 知 任 

何一，/不iffi守；!《Ji定時，就erw»止。 

nn&tti^iT,i^.mï&^,常然决本-=B 
ijjb mi^^ifji'$m> î3ë不待fif苜的。 



埋時,骨經作通很多而且踅大的讓歩,其中有 

很 銻 步 使 我 « 處 於 : 地 位 而 且 受 : t « 大 損 

失 0 有 很 ^ , 安 全 理 事 食 未 得 我 們 自 覼 

讓 步 所 H 翻 的 結 果 。 我 m 去 被 迫 作 了 許 多 

使 我 《 陷 於 不 利 的 讓 步 , 因 爲 安 垒 理 事 # « 有 

力 最 保 證 充 分 « 施 它 自 已 的 决 ^ 0 

mmmmm^m^mmmi^f時常 
&mmm^o伹是，道些間超不^諛，m 
爲 我 們 知 ^ 杲 沒 有 安 垒 理 事 會 從 中 調 處 ， 印 

度 尼 西 f f i , 題 定 必 武 力 在 戰 場 上 解 决 , 我 f f i 

我ffi在海牙圓桌會il屮叉作了若千ai#o 

但 杲 , 本 人 前 已 舰 , 這 些 讓 步 都 不 能 t m f f i 

的 主 權 有 , 制 。 

新幾内亞两題可m是在餌土方面對我 f f i 

銶 的 限 制 。 佴 是 , 理 事 會 知 道 逭 鋼 題 必 須 

在一4^内解决。我們决意ffifff*內ffi在一年内 

分 鹏 的 主 權 。 

我 f f ï 承 誠 荷 》 東 印 度 的 鄉 

步,H爲我們承撖了荷蘭當局因支付兩次《我 

們 作 戦 的 軍 g 所 负 ， 的 一 • 。 伹 是 ， 在 典 

另 一 方 從 事 諛 判 時 , 叫 對 ; 的 法 ë 

自己也讓步。逭一點不用我多％o ^tm^ 

* 4 决 不 R 制 我 們 的 钺 。 

在 我 f f î 尙 未 荷 蘭 所 負 的 麟 膽 ， 

我 們 同 意 干 有 關 韁 濟 、 財 政 、 及 ， 

閏 題 的 措 ％ 時 , 事 ， 商 荷 本 人 業 已 

指 出 , 道 《 i e n « 並 無 拘 束 力 。 最 ^ 將 由 我 i n 

自 己 决 定 抹 行 錢 的 措 » 。 

我 f f i 同 意 接 受 荷 M 女 王 ; » 印 鹏 西 a 荷 

I B 聯 合 的 j t t 一 事 , 從 我 們 的 民 族 主 緒 看 

*>已經g心理上的讓步。我ff l之所《a接受ft 

點 》 細 爲 我 m 知 此 事 對 荷 蘭 在 心 理 上 毪 酮 

雷 要 。 我 敏 î E 個 m 步 峙 , 也 知 道 合 

銜 f t 權 , s 之 就 不 能 限 制 我 m 的 鄉 。 

印度尼西£合汆共和H J S ^ 作道種種議 

步，锄然將£^全主權HJSC的资榕， 

Bfjtt會0道杲因爲：m~y我ffl英勇人民的K 

«{不屈及我ffUÎ撃昧的英勇及實力。由於5e垒 

翔事會及理事食驻印度尼西亞，構的齊食搽 

助,在本月底Jinaîf就可wjtA印HUB西5&合衆 

mmmmmsfaTo尤其是我《人R鉞其民 

族 B S 琪 的 决 , 印 度 尼 西 £ 合 衆 共 和 國 道 

個 主 權 H ^ m u ^ 成 功 0 

本 A B m f t J f t f t l t 攢 出 ： 雜 本 身 並 祸 

fillfl»的0我們as爲主ffiS̃HB工具,必 

不 可 少 的 工 具 , 用 J ^ S I S r â Ë 保 職 族 自 由 

M i m 通 去 及 â 後 鬥 爭 取 的 民 主 制 

度 。 痛 這 個 工 具 , 翻 ％ — 的 鹚 ， 我 n 才 

篚 我 m 人 K 改 ‧ m ^ s H » ^ ^ , m&Ék 

保 黻 治 上 , 會 上 的 践 》 

我 c m 雜 用 我 m 胡 ， { Ë f i ^ M 自 

輙 H 雜 治 下 求 解 放 n m n 掙 扎 的 民 賺 稀 

« 立 0 我 們 我 f f l 的 ： 盡 齙 力 之 

世 界 , 典 繁 条 。 

本 人 , f t 時 就 9 » 合 s 印 舰 西 £ 两 » 

員 會 t t S m f f i B ^ 两 S i U i D 粉 4 ^ ； ^ 鹋 

决 集 , 略 加 , o 

* 纖 , 並 當 事 H 成 立 , o 今 a « n r 翻 

任濂規定， m n w m w m , 並臂促圃 M N U S f 

i m 定 在 印 度 尼 西 £ 見 雜 ％ ' » 

本 A l B J t M 指 出 糠 員 會 f t 後 舰 w 任 

務 規 定 ， f m m f m m o 

道 一 點 本 人 完 ^ 成 , 特 別 

廉 T t 問 題 尙 鵷 决 。 依 照 觫 掛 定 的 規 定 , m 

%n?mm^m-^mv(:o赏事《i方《：時 
mmm%mmmmtiè&>相去極逮， 
髑，所£1；!：人9g«̃HBrmSSti9^機IS的«»è 

县 不 可 或 缺 的 。 因 此 , 本 人 認 « 聊 合 臟 印 ^ 

亞 西 間 題 委 員 會 i s ^ 依 . • 住 務 規 定 , m m 

决 新 幾 內 亞 抑 題 。 M m ^ s è m « u : m m m m m 

决 ， m w a 進 當 事 « ： * « « ¦ 牙 定 中 所 同 意 的 

合 作 , m m m s f o 新 I I B S M 的 狭 判 ， s » 

蘆重 J j n ; ^ 免 彩 g 到 印 西 £ 合 衆 画 及 荷 鹏 

n的合作0沒有人能夠在與他人發生爭執時《I 

他 合 作 。 所 ； ; i f f f i f t 亞 两 題 僂 决 , m 

麵 有 在 " H S 棘 « F d ^ 髑 解 機 , 聯 合 H 印 度 

尼 西 f f i 两 題 委 員 會 者 的 助 下 方 能 ^ 。 

因此,本人無保哲 j f l s i t 闳加决雕 t e 3 | [ 

案0 

最 後 , w M m w s é i t ^ m m m m m m . m 

雜 的 解 决 有 筲 « ^ ， m^mttmmjSic 

成 謝 他 們 的 助 ， m m r m » É i m « m è m 

Mmms^mafmmo印舰西麒M亦 

• 照 去 H 於 印 j i ^ E 西 亞 中 所 逮 成 

的 , i m ^ m m & w & m m 3 

旋娄員食及聯合B印度尼西£間題委具會。印 

食 , 合 國 能 夠 出 面 M ， mm其可M力 

鼉 ， 本 人 相 信 戋 全 理 * 會 ; 印 j t j a s r 

sèitmaMmatammamMo 



本 人 貞 向 M r . van Roijen致敬o他的 

政治家BUt使各方對印苽尼西55問題的意見褂 

吿 t t 洽 ， 對 於 能 在 海 牙 i t 成 最 後 事 ， m 

謹 荽 。 我 們 滅 謝 荷 B 8 人 民 在 海 牙 肝 我 方 

代表的歡迎，我們認爲是此後阅滿合作的良 

好某礎。 

Mr. S , ( 那 威 ) ： 那 威 政 請 於 距 雜 

難遠但ffifiim要的印度尼西亞問題，注.1£已 

久。本人fllKU»自府代《Jè的资格，；11®其他 

各 代 表 , 竭 鉞 i l 巧 1 5 加 圃 桌 會 讒 常 * 方 , 

W的'It越成就。 

那 威 人 民 极 據 媵 史 的 深 知 自 治 與 獨 

立 * 5 可 珍 • » ， 决 不 能 視 爲 然 的 事 愔 。 所 

我們特別注;ffifflHDS他國来人民爭取獨立的努 

力。,1=印苽尼西55問題屮，â«tfet£又夾苻悲 

m> W爲印度尼西55人民的菊運動使他<5與 

荷 蘭 , 銜 突 , 而 荷 罱 與 我 們 的 翻 係 栩 爲 密 

切,素來特J?'J雄。 

那威jByfffï*^印苽尼西亞自殖民地的銶 

≫ 地 娜 麵 爲 - * 權 國 家 的 進 《 ^ & 8 ^ 或 逢 致 

ÎE偭目檨的*«fe， ： # 法 ， 政 府 始 終 相 

同0 

佴 是 到 了 今 天 ， 過 去 的 ^ 應 苒 提 0 就 本 

人 着 來 ， 在 軍 事 街 突 束 後 不 久 , 糊 政 随 

能與印度尼西ffi人民的代表會商，同意建立印 

度 尼 西 s 合 麯 這 偭 主 櫬 8 8 来 , 實 在 " m 證 明 

荷 耀 政 府 的 和 旗 度 與 適 自 祙 的 能 力 。 ‧ 

弒 治 印 M 西 5 5 3 9 島 ^ 百 五 十 年 。 稞 在 ‧ 

政 庥 能 夠 放 棄 對 該 地 的 主 權 ， 可 度 的 侠 

宏 及 政 ^ 面 的 卓 識 。 

本人職意對JMnrK牙會,印度尼西 f f i 

各 代 表 竭 誠 , 0 i n 果 顿 因 舰 m 卓 越 的 政 

治^mjtA力求逮致和平解决的决心，就絕對 

沒有解决的可能。他們已表明能確切把握住聯 

合 國 根 本 ， 的 國 際 和 卒 與 正 義 的 M 原 M o 

那 威 政 肺 琪 很 練 能 欲 迎 難 新 成 立 的 共 和 

H加;^f f î t l tS會Mo 

印颇西5 g J I黼自矢在麵印度尼西 f f i 

9»合中，在自股與^的某fillJb， 《 i f 皿 前 

的 M , 我 覺 ^ 特 別 値 得 欣 慰 的 事 。 這 

個 細 家 自 舰 靑 年 # ^ 的 努 力 與 纖 , 迎 接 

« 途 多 艱 的 住 務 。 佴 县 在 技 《 r j » ， 它 赏 然 

m^mmmm^mo本人深信荷,慷 

^mmmmmo它在js東方面贿悠久的柽 

験 , 棚 適 宜 鰣 任 道 種 工 作 。 

最後，本人顆代表那威政府向聯合函印度 

甩 西 亞 两 題 委 員 會 的 4 ^ 委 < ^ « ^ 致 敬 。 他 

m^mMm&mmmmmy不專使命。*a 

i ft的威新 l iUi力s因《 inm的卓越成就而提高不 

少0 

聯 合 國 沒 有 强 制 執 行 其 决 瞜 的 榷 力 ， R 

此，它所使用的和解及斡，法能夠崁展成爲 

镶建JbSI^和平的有效工真,S足合人满意。 

^ 員 會 ® 甯 要 最 截 矩 的 工 作 ， 現 在 已 吿 

完成。但是本人也羝爲我鹰該信賴它f l= S 督 

牙 各 定 方 面 再 予 雙 方 以 助 。 因 此 ' 

本人赞成加拿大决麟草案 0 

最後，本人竭誡希望各協定能夠爭H瑭得 

批准。本人深信各協定的能使有闥各方同 

意，同樣得•&，對建立束南亞的和平與法治, 

Mr. G A L A G A N C 烏 克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 ) ： 安 全 理 事 會 8 ^ ̶ 偭 相 常 時 期 後 ， 現 

X從TO鵰印度尼西亞問題了。大家都知道該 

問 事 會 蒹 样 ， 爲 H 已 久 。 但 是 印 度 尼 

西亞的情勢卻仍未解决。 

荷 蘭 、 加 拿 大 、 及 職 代 « 稱 « 1 桌 食 

, 印 度 尼 西 亞 間 題 ^ 解 决 之 說 ， 與 事 ! S 不 

rfy且亦奄無根«o大家都知道荷翻佔餌軍fr' 

美 H 及 英 聯 王 持 之 下 ， 仍 在 ? B 6 皿 展 閟 其 

進攻印庹尼西55人民的戦爭，S樣如何能說印 

度 尼 西 f f i 已 耗 進 人 發 I I 的 新 — 個 友 好 合 

作 的 , 呢 ？ 

在 道 個 中 ， 荷 醺 軍 隊 使 用 他 們 從 美 B 

糠得的fî^武器，包括敏車、mmAiz^o他 

們 焚 燬 印 M 西 5 5 的 雜 村 落 ， 3 6 « 殺 那 些 

不 服 從 荷 蘭 佔 颌 者 及 叛 人 民 利 的 H a t t a 

派的印度尼西55人民0 

據報紙報導，進攻印度尼西亞人民抗敵部 

隊的戰事，正在梭羅區猛烈進行中0該市居民 

甚衆，其大部分已通m佔餌者焚燔。日惹， 

諌 i i l J l (Kedir i ) ,及其他地區的印舰西亞人 

也被«bfeo在西里伯南部,糊軍官Westerling 

指 揮 下 的 麵 軍 赚 了 三 禺 多 印 度 尼 西 f f i 人 。 

而 荷 親 代 ^ 在 此 地 吿 訴 我 們 & 印 度 尼 西 

5 5 已 合 作 的 道 路 。 

對印度mifffi人民的屠殺於今年十月下半 

月中在Malang, Pteundan» ^ 他 各 區 逮 , 其 

最高峯。 

卽在今日J成千上萬的印M西ffift治餌 

釉 仍 《 暨 禁 在 荷 蘭 獄 中 。 

我ff!很有理由蹐間安垒理事食受理這個間 

題,已近四年,爲什麽還不能解决印度尼西55 

mm' ？該地現下所有的情事 > 應該由誰負 

資？ 

烏克齦代表圃首先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依據 

聨合國憲章第3十四條的規定 i s «全理事食注 

意印度尼西亞所»生的情a a , 並 曾 一 再 指 

a imi^mtiïJE^XM»第一年，第一》, maiB-



m ： 雕 殺 印 â ^ s î s 人 民 j g a i i 力 , 他 i n 自 

行 立 園 家 的 合 法 槽 利 者 ， 《 m 美 , 及 芙 

a^js,道兩偭Hsfâs 了 追 求 它 在 印 度 尼 

的 經 》 及 戰 略 針 * 殖民主il者IS力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從 事 餽 。 

大 家 都 知 國 軍 1 » * ^ 九 w 九 年 九 月 二 

十日抵達印度尼西55接受H本守軍投降時，不 

佴 不 麟 a 軍 的 武 器 , 甚 至 予 他 濱 更 f f ^ 的 

as^用他 in^ï^攻抵抗外來侵略及保ff i»立 

的印度尼!ïffi人民0 

英 H 在 印 M e r s 的 軍 斬 雌 在 加 緊 並 

H形IK大之中，伹安全理事會中殖民圃家一 

美 B , 郷 王 H , 及 法 B ̶ 的 代 表 n 觸 力 

阻 止 î i ^ 烏 克 蘭 代 表 圃 皿 由 理 事 會 遺 派 委 員 

顿 往 印 1 ^ 西 醐 査 並 讕 1 1 ^ 地 情 勢 俾 可 恢 

復 和 平 典 安 全 的 鄉 。 

安全理事會未能接受那個《36，實際上就 

等 ] 事 會 的 大 多 數 涠 事 國 成 了 ， 窓 國 滅 亡 

印度尼西ffi共和國的，fïîfô的StiEo 

印度尼西亞的揞勢'3 a惡化，這一點可以 

從印度尼西亞問題於一九W七年七月中列人理 

事會31程中見之。但是理事會在討論該»^的 

整個通程中,並沒有通通一個有效决議:阻止 

荷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f è 略 ^ 。 îmMmi& 

遇到美圃及英聯王阖代表的堅决反對，終被他 

ffi否决。 

從 理 事 會 工 作 的 幾 憫 子 屮 , 就 可 知 遨 

各殖民國来的代表ffl與荷1«共同竭力致印苽尼 

西亞人K及印度尼西亞共ÎI '國的死命。 

我ATW知道安全理îfî食於一九四七年八n 

一 n [ 第 一 七 次 食 議 ] s 過 一 膽 議 案 [ s / 

459：,諳雙方止印苽尼西亞境內的'《lUINf 

m。 會顯然不應孩赋;a通《îtj^ ̶ 悃 决 

案，'mmmmrnmrni^Aikm^的適常^i^-

樣，特別W爲荷!«use然不賊É£俘止1Ç進攻印 

尼西35人K的'《jGJtffiKo 

我們M^mi^:^fm'^ til安仝?Ï ，會 

2 5 化 一 個 " 權 力 的 : $ W 食 火 分 的 ' f f 

施 。 f f l 是 ， t i i m ^ ^ î ' f M » im'ic^mf-

食 卞 H 之 一 的 法 國 f t A 對 * \ ^ 聯 案 使 川 

乂: ,1:，，投！？、反[第一九w-\fr^]。 

义國及哭聯:KHftic於l;lllhî'ri';會 

i食的藓聯12：案之後，xniéii 'mn a 

將 f ô t m施火决 i f e的任 f f交 f m 、英 

聯-〗：國、；圃、比利Bï、 l ' j ^大利^、及屮代 

-炎們III成的所-imiirwika食[S/525, II] 0 

從 的 • f î - 雜 可 w 知 它 是 

必 定 m m 力 ' 而 的 0 W之荷i«iiH:»ff就'恃n 

» , 靴 不 « 姊 事 ̶ 九 B 七 牟 八 月 一 

a决SMS, mm^mmwio 

有《政府未邁守安全s事食一九ra七年八 

月一 H 停 火 m m m m m » 但 安 M 事 會 

中 各 雕 民 國 家 代 表 及 《 « 員 食 M 員 仍 然 《 

續其SStA!»荷M侵略者的JairSK, MM^MM^iS 

境A建:A:和平的最低措JlliMK法iiS。 

戋 垒 理 事 會 中 的 美 國 , 英 聊 王 H , 法 園 及 

比 利 時 代 鄉 否 决 了 [ 第 二 一 七 次 ] — 個 

mmmm « 該 案 規 定 及 印 度 尼 西 e §s方 

軍咪應立節各自撳^軍事行3»開«6前的原降 

地 [ s / 5 7 5 ] o 輙 安 全 理 事 * 可 用 郷 

决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g 的 最 低 措 ％ ， 却 否 决 。 

美國、英9»王》、 殖民H家代 

投 反 對 這 個 最 诋 R J g 的 提 證 明 了 他 f f l 實 

上支持荷蘭進攻印度尼西s人民和在印度尼 

西 s H ^ m i i 殲 民 的 戰 爭 。 

如此，理事食大多霣理事B否决了 =1派安 

全理事會所as委貝#âîr往印£尼efffîii:怖26 

安全理事會規定停火决議3811雙方軍隊各自撤 

囘 原 陣 地 的 提 案 ， 未 足 却 也 可 W 

促 成 斛 决 印 度 尼 西 亞 情 勢 的 提 其 後 ， 安 全 

理 事 多 《 理 艰 國 又 在 荷 垒 理 事 食 屮 

的 兩 : ^ 山 美 國 與 英 聯 王 的 展 ; Ê 之 下 ， 

MMT [ 第 二 一 八 次 食 驟 ] 美 國 决 » 案 草 * 

[S/597 ] 0 我 們 都 知 纖 窠 事 實 上 雜 决 印 

度尼 i亞問題的整個資任由安全理事食轉移到 

由美國、比利時及澳大利亞代表們組成的所ffl 

三人类貝會身上0 個委員會成了美國執行其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工 具 ， 而 不 是 一 麵 該 力 

阖解决印度尼西亞問題的安全獼事會機閽。iiî 

• r點本人卽將予以證明。荷翻*^九W八年十 

二月屮不顧義，侬侠其進攻印苽尼西亞共和 

國 的 行 動 時 ， 美 國 及 英 脚 王 國 代 表 又 阻 i f c 

S I 雜 效 措 施 0 

类利堅合*國與英聯王國不但有計劃他阻 

止9|^1#*?取制止印苽尼西5?.≪内軍?¦"71»的 

*驟，而且一方面遼 i >J l各種新式武器供荷 

iVb用來屠殺印苽尼西亞人Ko 

據采ttîlO時報載，伟flf'Tf—九四八年 

̶；U，4九牟三/î；i£個B.V期屮，.ABIfô予荷«I的 

t îC助共迚四〇二，八0〇，GOû^Jc o 此 

外 ， m J 乂 將 】 爾 始 W 来 所 

的助的一大部fth用於'££對印 i£尼西亞人K的 

據 前 國 務 部 歇 爾 於 一 九 W 七 年 L - JJ 二 

-1-H U 33[稱，荷sa《一旅付於-3^酣g受W楝 

及 装 備 ， 俾 能 印 ; I I 尼 西 人 W 作 戦 。 根 拔 邪 

fia港威的银;美圃供铪了荷MI»炸機五寸四 



架，糊《 f c^四架，：wfi—百十七mm 

鎗—百五十九挺，職大量其他武器It軍用器 

tto 

星《 j !f^九四九年一月十一 B 報 蕖 s i l l 國 

W各種武器運ffi jK哇及蘇答颶，細己逾兩 

年。該報又謂荷闞軍隊式及美式装 

備 , 所 J S l 有 能 夠 就 近 從 東 南 西 # ^ 取 得 供 應 

的便利。 

此 外 , ： : 聯 王 國 也 予 軍 

mSMo美68及英聯王國對印舰西 15的這種 

玟 策 遠 反 了 憲 窣 的 ^ 宗 與 原 刖 。 憲 窣 規 

定各國人民有自决iSffl立的權利。印度尼西亞 

人民a爲他 f f ï抵抗B本帝國^者及荷蘭，美 

國 ， ^ 國 殖 民 主 義 者 的 小 敏 大 的 ， 爭 而 陷 

, 癍 力 竭 之 境 。 現 在 不 伹 不 ^ 們 以 镯 立 及 

自决J却反而力Hi»他fflTO^套在殖民地奴隸 

制 度 的 接 桎 中 J 恢 復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舊 殖 民 , 

權。召開圆桌#il的目的卽在於此。 

現 在 鹋 事 會 核 准 該 會 躲 項 决 議 的 目 的 

是 想 證 明 它 們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人 民 的 利 â 相 物 

合0烏克蘭代表国不赞同道些眵定，因爲它認 

爲它們想恢復使印度尼西亞人民受害已久的殖 

民 地 奴 鰂 度 0 

聯合國印度尼西亞問題委員會舰有關海 

牙圆桌會議及該會難中所簽訂各項協定的報吿 

寄顯然證明從會譏的性質及其所皿的桔果看 

來，海牙會議只是荷蘭殖民者及背叛其本國人 

民利S的Hatta派間的一筆買H而已。 

對那些文#8»加硏究，就可明白暴露誰 

是海牙會議的主角,誰可以從該會議所遽成的 

定中獲得利盎。這些協定的目的是核准外圃 

獼 佔 企 取 印 西 亞 的 自 然 资 源 ， 並 剝 奪 

印 j g g 尼 西 亞 人 民 自 行 建 立 主 J S : 府 的 合 

法權利。換言之，海牙那一筆買賈的唯一目 

的就是在印度尼西55境内侬復葡飱民地制度及 

政權。 

海 牙 協 定 的 , 規 定 是 印 度 尼 西 亞 合 

汆國及荷覿印度尼西亞聯合。 一 

大家都知道這並不是新間題。早於一九 

四 七 # S 月 , 對 印 皿 西 5 5 棰 爲 不 利 的 

Unggadjati協定就規定强边他們接受印Jtm西 

亞 合 衆 國 及 荷 鼴 印 度 尼 西 亞 j f » 合 。 在 簽 個 

定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頜士範圍很廣， 

包 括 爪 哇 、 馬 都 拉 、 及 蘇 門 答 躐 諸 島 , 人 口 

mwt^Mo但是,荷iÉtô餌者及其保護者英 

美兩H不顆見印度尼西5 5共相國其在簽 I T 

U n g g a d j a t i f ô 定 時 的 疆 ， 加 印 ^ 西 亞 

^MSSo它們‧卽介印庹尼西亞共和圃能夠 

成 爲 出 名 的 印 西 f f i 合 衆 國 的 一 部 份 , 

和國的珐千萬人口 * 它 所 m 的 軍 隊 , 富 

饞的天^ÎRfKSb它將嚴重妨礙它們在印度尼西 

亞逮行其帝國主Hi?心的目標。 

因此，荷蘭侵略丰義者依仗美國及英圃的 

支 待 與 援 助 ， 决 定 : ^ 印 度 尼 西 亞 嚴 重 的 連 

mw^mrmy ^^JR該圃最鼋荽的接濟區域，m 

他所佔領的餌士割分成許多傀儡小邦，由他 

們所派的人作各邦領釉，然後才着孚建立印度 

尼西亞合汆阖。皿是荷蘭殖民 4 ；鷂者及 M 

後主使者的ff^o 

荷 醣 , 遠 反 它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B 簽 盯 

的 《 J ^ B f r f f i i i ^ 全 a » 會 鬭 止 軍 » f f 動 的 

rn^^my箱接推行這偭湖0 Linggadjati 

協 定 ^ 後 一 牟 ， 荷 蘭 箄 隊 己 S 佔 餌 了 爪 哇 及 

蘇答臘石油及棟皮產量最富的地區 0 他們征 

服了爪哇的東部及西部，中爪IS的北部，蘇R 

答臘東岸的各主荽農場,蘇門答鱲南部的產油 

地 區 , R S i ? P 9 答 臘 西 岸 的 把 ^ 區 。 共 和 B I 

的 只 是 中 爪 哇 的 一 / 份 及 蘇 門 答 脲 的 

山岳地區0 

逮到上述目的之後,又依頼美國的 

‧ 支 持 並 柽 由 三 國 委 員 會 ， 强 迫 印 度 尼 西 亞 

共和國接受一個新的奴隸定。這個協定是在 

mis Renville號上^的，叫作Renville協 

定。它叉重述M印度尼西55合衆國及荷œ印 

度尼西亞聯合的iÈt>3?o 

但 是 ， 龅 不 久 ， # 1 3 就 賴 它 連 讓 共 和 

國以那樣削弱的地位#加印度尼西 s合汆國， 

也 並 不 親 餘 先 ， 荷 , 各 , 法 使 R e n v i l l e 

定所規定的諛判延不舉行,其後，它於一九 

四八年十二月中不顧《義地侬復軍事行動,進 

f î î«亡共和國的最後一步工作。 

直等到荷161=^1到=«1憫目的,印度尼西亞共 

和國縮小成爲Hatta派所控制的日惹【& 1教/1彿 

之 後 ， 荷 龌 緣 海 牙 W - 桌 會 幾 ， ï s s i r m 

立印度尼西亞合汆鬮及荷鋭印度厄西ffi脚合的 

具體辦法。 

如此，印苽尼西亞人民就不能從事决定印 

庹尼西55合衆國的性檩，雄然;《StfHÈff l 

棰爲不利的Linggadjati及RenviUe '兩個feft 

定都曾保證他們有種播利。 I I加海牙M桌會 

議的人不是印苽尼西《人K的6≫法代表，而是 

叛印苽尼西人R利 J Ë »並且向美國及荷 s a 

殖民者H身投的Hatta派0 

在那倜會柒屮,Hatta和他的黨33所代表 

的是替美圃、荷llÂJI^殖民-4；義者效命的印 

度je西55封建秣治喈狨的利‧&，而不是代表印 

度尼西亞人民的利 JEo這可以地方非和BB 

機 閽 與 所 謂 H a t t e j » 肘 l i a ^ 接 觸 H 及 ' È 們 節 

連在荷88佔領地區屮仍然完全«立一點屮得到 

證明0 



mib» MMmk^m.^.一荷蘭,代表 

荷蘭»造的各傀鏹小邦的脚邦諮商食蒹，及 

Hatta派一_PJIR美圃政策的工9^聯合國印苽 

尼西亞問題委貝會之垒加其開，就事先决定了 

印度尼西 5 5 合衆阖及印度尼西亞聯合的性 

質 , 成 ; S ® 印 度 尼 西 人 民 於 璀 民 地 奴 隸 制 苽 

下的新政治: j^o 

根 據 圓 處 # ^ 中 ， 3 ^ 第 五 條 , 荷 麵 印 

舰西©聯合的 5 t M r 爲糊女王，也就是其箪 

咪四年求屠殺印度尼西亞人民，焚埋其衬«域 

雜,破壞財富的女王，4&«县≫軍四 

年來對印度尼西?5共和國≪行封Kb使印苽尼 

西S人民pa於飢«£^«的女王。 

印度尼西亞合衆圃的整倜内igfâ活均存荷 

„ 制 之 下 。 印 苽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赚 i l n 果 

未得荷I»(玫府核准，就不能執行任何决鵰J m 

爲脚6"約章第十二條规定荷印度尼西ffi聯合 

部 長 食 粱 的 一 切 决 雜 ， 應 以 一 致 爲 之 0 那 

就是說必刻猙得isfsa的间i£o 

擬âft中的印度尼西ffi合衆國沒:ft與其他鬮 

家®立發生BS係的利。iJ^BH係協定第；-條 

規定非先親彼此諮商，« isas i的一方不外 

交 方 面 涉 及 他 方 利 益 的 條 約 ， S t 加 人 涉 及 

他方利ê的a際法体文害。 îâ就是說印苽尼西 

5?合衆阈不能：rrtf 0 Li的外交政3b mm卜 

個問題必对求荷fiaift;frie】 ffio 

s《I*定第四條的《際結果是不准印苽尼西 

ffi合来«f"?dîî«其外交代表，m^^mmt 

保fflïflîft^外交代表的利。w此，印苽尼西《J? 

f î"来«/f外交方面也 1fe«t】 ftdt卞《F w 东 所 應 " 

荷 f tTftJW完+制印;£尼??的粹.濟- M 

枚、及KAio y≪於;ii*-^問趣的各t&定，Jim的 

fr≫印苽Jii Stf的fJ然IH '"及粹.濟《於1"々 1«1 ， 

英 聯 王 H ， 特 剁 是 义 l i J , 及 〗 I ： 他 佔 企 

業的'制之— I。 « 牲 印 / 印 人 h i 的 合 利 

S , «MH5"«佔企紫的?flijî利ira。 

合切定屮， M : f c i h ^ i m m m < . ? i ^ . 

S6者恢並加强他們 i s J:<mJii尼^*1：>*«内的 

«ifiK地《rflr的Rftï̂ o 

依照WJHS:及《1济定第一條的J9i定，"印 

皮尼西h'g ûMmm-'iPji^!! "m* frîAlî»** 

Aimjmf'j^nmm "。換,î之，定 

加强了 n稱*5 " fry、-中PI？入"的荷[»(及乂他 

w 條 铕 w - r t w 定 " - n w j ] 方î大-改 

爲Hfi̶卞，於*ft"?Jt申li^K之ff際t&fU" 

使樣利，不應發ftsîfP"o W此，荷《a及他 

印 苽 尼 西 亞 槺 濟 利 â 的 î J f i K H 来 仍 然 完 

全 保 持 它 們 適 去 解 f 的 一 切 榷 利 。 對 * ^ 諜 印 

度尼西亞人民利_s而 » s印度尼西亞柽濟的工 

作，這常然是一悃稃常存在的障礙。 

第 五 條 對 這 一 , 得 更 明 白 0 該 條 謂 ： 

"各企業及產業機鬭""一係指外圃產業機翻 

— " i h i從商業觀 I S上認爲適赏時,應與印度 

尼 西 S 资 本 合 作 並 使 其 # 加 0 逭 一 條 使 印 度 

尼西ffi合汆國不復有開發其自然«j®的可能, 

H;®大来都知道印苽尼西亞的资本綞對不能與 

業已控制印苽尼西55主要財富石油、棟皮及每 

纊的美國、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大公司競爭。 

第八條保證外圃企業的高度利獮0 ， ： 

"丙採取現代國来屮通常所採財政、社食及其 

他措施而加於商業上之ftfô,應不超出合II之 

限度，俾使商家得fr '正常情形下繼截赉業,從 

m 傕 充 ， f î t 付 折 截 ， 及 金 ； 並 使 所 投 

於各企業；è资本W合毪之利潤"0 

凡此條文都將印k尼西55限制爲外國«te 

企II的《；(料«地，剝奪印度尼西亞人民《8其 

本 身 利 ^ 發 該 B f g 济 源 的 權 利 。 此 外 , 印 

苽尼?I亞人要承JSfft付荷HHîfiR地行政赏 

^大部ft>fiï 'f»的沈ïiîft游。HH於em問題的一 

段將ïiîf fir (t'lf'w袖尺地行政常/,，5 a ― 九 三 二 年 " 

來在印苽尼西 > î ? 所 f t ^ î w i f i " ^ 的任，强加於 

印苽尼西iîSâ"*BI的身上。欠荷sa的ffi務 

逾十萬萬'fi-，欠类國的逾七千五百萬^元,欠 

加拿大逾一千五百萬元，欠澳大利45的;â八百 

3Ù十赌。 

除 上 各 項 c m 外 ， 印 苽 尼 西 《 合 衆 圃 還 

要《r付國 f i î i f t荷«1束印苽政Jff供購n类國# 

创 印 苽 尼 两 剩 餘 村 川 的 m ; ^ 0荷 s a軍 

隊就用《1—批2≫^{≪印苽尼西 s人K作戰。m 

<f却"&印;tt尼西3g人民倂付il—批器付的:HT 

j^y * 【 L ^ « 他 們 负 印 苽 尼 西 亞 人 民 

作 戦 B Y 所 i 出 的 一 用 。 

賜於H马frtr的一R使i*"ïî*w印苽尼西ffi 

的IW務及*£濟利s獲Î ！》fry?的地位。第二十條 

m.^.mfi^ 'gasst'immn : " • • • 荷 w 由 於 

«?*所造成之**果> 合印苽尼西.SHPfri6:*:;2: 

nf^Mmimr^o印苽尼?？亞.&衆共和H對於 
此種《_ô«rH»及。iii--條保ftrf可使 

年從印瓜尼西"Jl>iy取二 千:三X:JrÈ的賴 

簡 位 。 

im tffiff W後荷MSf印度尼西s?軍隊的 

si-mmh ^：應加JU特別注ff.。 ：K全 ï i，應 

特 別 汁 s 到 印 茂 尼 i Ç S P 海 I * 處 

itm>I' **04定應、1卽02《國橄退0雖然其屮 

r-條;!*妆到荷M'"icpç應於卞權移交印苽尼W 

-{?合後en行橄退--ffi, fH是'ti們《î:fr3i=多 



保 留 J 使 荷 蘭 軍 , 可 ; ^ 找 到 無 限 期 留 駐 印 度 

尼西亞的藉口。 

顺 ， 睦 軍 處 難 赚 一 條 規 定 " 荷 6 8 指 

揮下之陸軍應依,^列揩示儘速自印度尼西5g 

撤退或改編"'0改艇荷閟駐印苽尼西亞軍隊是 

什麽意思？它的意思是說荷fig軍隊鰣新整《1 

並併人印度尼西55合衆圃軍隊y換言之,他fl"î 

將仍然留駐印苽尼西亞。閽於M軍隊自印度 

ja西亞撤退的所謂種種困餽'，事先已列有規 

定。荷龈自然將利用道種所謂困難而延不撤 

退0 

上述條例第二十二條3C稱："偷不宰;fo荷 

蘭 政 府 賴 料 撤 退 事 宜 丙 缺 乏 a i t 工 具 « 他 

技術上之困雜致不能於主權移榑後六個月内完 

成 & ， 荷 蘭 政 呀 願 任 印 度 西 亞 合 衆 共 和 國 赏 

m自由索閱荷aa政肝對於îfî返荷蘭身家陸軍之 

, 與 《 力 , 之 詳 愔 " 0 

AI此,荷蘭政府已耗明白表示它不能在海 

牙定所规定的時限內將其軍1«自印度尼西55 

撤退。SB於m—點保留，戋全理事會各理事懕 

該記得荷139政府<fK逍派軍隊赴印度尼西55時, 
從來沒力" m î S ^ ' f f H 困雜，它現下迅速運 « ï « î 

部隊到印度尼西亞去也沒有M®到任何困雔。 

印苽尼西_Ç問題的經過始末可Jîl明白證明 

荷aa政府無 . IS自印苽尼西亞橄退其軍隊,腿 

我 rwï ï由假定它將利用 s̶條來作爲主權移 

轉 後 荷 « I 軍 仍 然 留 駐 印 度 尼 西 亞 的 理 由 0 

W克食議屮各方代表国關於軍事問堪的求 

往函件及荷ffl駐印苽尼西亞海處理條f≫j第六 

條規定荷B3海自印苽尼西亞撤退的期限定爲 

— # ， 雕 然 撤 退 海 軍 顯 並 不 a ？ 要 灘 設 懾 。 

依據一個特別规程的规定，印苽尼西亞的水 

海軍某地及: r c ^ j ' 海港便利及設備?上均交 

由荷使用。問荷ca如果4f ï想將 : f t海軍0印 

度尼西亞撤退，它爲什麽遝;7n、i?邪個地？道 

就可wtf明卽在主惲移将之後，荷蘭海軍仍將 

難 控 制 印 苽 尼 西 亞 麵 。 

海牙定屮也沒有關於荷 IW A来空箪0印 

度尼西亞撤退的任何規定。荷âa駐印苽尼西ffi 

法 改 鵪 ? U T Î : ? 備 娄 i l 會 應 特 別 注 : s "荷湖g 

人 Û &iM人印苽尼西亞6≫汆共和國之空軍 

服 務 間 題 ， 俾 一 俟 主 權 移 轉 卽 可 行 投 效 " 0 

如 此 ， ^ 改 編 荷 l i a 駐 印 苽 尼 西 隊 及 種 

榑 强 : " 的 技 術 困 f t 的 藉 口 下 J 荷 s a 海 P I S 

军就可《lawsÊ印苽尼西亞《fto維持荷m留駐 

印 苽 尼 西 的 费 用 由 印 苽 尼 西 亞 合 衆 國 

负 , 換 一 句 話 說 , 就 是 由 印 尼 西 亞 人 

ft。雕然道些m隊四年來不!殺印苽尼ffffi 

人K,殺；^？了成千成萬爲印度尼西亞人民的獨 

立 而 « f 鬥 的 印 J g 尼 西 J S 共 和 國 面 ( 9 ^ * 

印苽尼西亞人K却要Bg îE些箪Ht爲友邦的代 

表,並向他ffl供if&̃̃ei便利。 

最 接 ， 海 牙 定 規 定 印 度 尼 

西 S 的 箄 事 代 表 國 , 處 理 所 有 軍 亊 件 質 的 两 

Mo 

本 人 , 牙 所 訂 各 定 的 分 析 , 並 不 完 

却可H充分ft明它ffl的拫本目的是侬復印 
度尼西ffi的晳殖民•權，換言之,Wi^n 
年多£1來，箪隊在美B及英聯王Hfô助下想 

武力逑成的目的。現在却要我0核准道些8^ 

定 。 J f e 果 有 人 要 方 善 意 的 表 
現 ， 他 各 定 案 文 與 • J S U f î 駕 次 街 

印 度 尼 西 國 提 出 的 最 後 m 滕 內 容 相 比 

較 ， 就 可 充 ， 明 T O ， 最 後 a » 中 的 各 

項 要 求 均 入 各 定 之 中 , 耷 , 外 。 

我清 J î l荷蘭在一九四六年審印度尼 f fS 

及 ， 睐 判 時 ， 出 件 爲 伊 j o 當 , H I 贊 

要求印度尼西ffî共和H應該成爲荷HI王El的一 

部 份 , 把 J 5 î ^ 的 立 法 及 行 攻 權 都 ， 後 者 0 換 

~ ^ 鹂 , 它 所 要 求 的 就 是 禺 下 在 海 牙 , 中 

所規定的。 

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最後通蹀要 

求 散 " < f i B 垒 印 度 尼 西 庥 , 包 括 荷 蘭 

王H代表在F^o ' 8 ^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H 應 該 

放 棄 糊 立 與 外 6 8 攻 肝 建 立 贼 關 係 的 樓 利 ， 

解 俄 軍 隊 , 並 錄 1 國 防 問 題 交 由 荷 蘭 處 理 0 

這 些 要 求 完 全 ^ 海 牙 各 & 定 中 , ‧ ^ 修 

改 。 難 样 海 牙 各 協 定 博 全 理 事 事 

a的熱烈g»許。因爲它們 • ih i果道些脇定得 

吿 實 施 , 就 践 保 , 職 S 家 在 印 度 尼 西 £ 

的 利 特 別 是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的 利 â o < 

大 家 都 知 美 B 8 政 府 早 * ^ 九 四 七 年 就 B 

持荷es政府應該抹取步驟,收囘被印度尼西ffi 

佔餌的美國及其他外國公司在印度尼西亞的g 

場。美画駐巴達維亞餌事曹向印度尼If亞共和 

國 政 庥 遞 送 美 H 政 庥 照 會 " ， 要 求 共 和 驕 

政莳铉受荷33—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七H最後通 

牒。荷fia報紙Tnmw廿提及此事,並且枏出 

印苽尼百亞共和國在美國难力之下,可能同意 

於 荷 權 之 下 建 立 脚 嫩 府 0 

赞 同 海 牙 那 一 茅 頁 的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應孩明f3印jg^尼西亞的民主份子及印度尼西 

亞人民的抗敵箪隊並不承想圆桌食SI或其决 

雜 。 他 們 也 不 承 認 簽 訂 些 ， 定 的 H a t t a 

政府。印苽尼西 f f i 抗敵軍隊所，,並由爪哇 

中部及東部愛H運勒钡袖簽署的宣言萌印度尼 

西亞人民决不承認BI桌會ai中限制印度尼西亞 

共和圃主權的《M决鵰。 ISa言要求释:KiRi ) * 



犯，-皿反 f t竊號的 r i a t ta僞政府解散保衝 

國，立抵抗外求侵略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取 

隊。 

荷照佔倾的歿！？^行爲更加强了印度尼西 

亞人的抵抗。他們己柽將 g 略者自中爪哇及 

蘇 門 答 職 的 i i j 岳 地 i s i s 退 。 荷 政 府 f t 盡 力 

«，也不能掩钸共和BPr«i(的許多部隊&不服 

從Hatta的命yftj S些部Pff的官兵整批地投奔 

抗敏軍。大来郴知;a共和國陸:î£第十六旅對荷 

mVMM Hatta的"(^安m "兩面作狨。在ÎE 

下J就可0>义明fJ mmimsmjs,自印 

苽 尼 西 亞 撤 退 隊 , 而 想 以 一 切 可 能 辦 法 3 ^ 

咪苗該國，俾得粗賴 f i不!Hi s服荷es飱K主 

36者的印苽尼西亞人尺作戰了 o 

依據這種種理由,戋全理m食必^：g海 

牙1&定，認爲不符介聯合阖的宗旨與原則， 

並且接達反印苽尼西亞人 K 自由及自决的權 

利。安全理事會必M否决加拿大代表H所提出 

的决珠案?;案，並爲印度尼西亞人民利_^而非 

爲美H及其他飱民圉家的利â訐,求荷蘭與印 

度尼西亞共和M問銜突的其正解决。 

現在苒談所謂脚合H印度尼西S問題委貝 

食。它通去叫作5*旋委員會。設立該委员會的 

El的是監舒戋全理事會停火令[S/459]的實 

施 , 並 ^ ^ 助 各 ^ 進 行 談 判 , 俾 得 解 决 各 項 爭 

端 0 伹 杲 不 出 , 它 果 然 未 能 屐 行 任 務 0 

美H把它SI成掩讅荷镅在印度尼西亞侵略行 

爲的幌子，猪成强迫印度尼西 f f i共和國接受 

荷 蘭 要 求 的 工 具 。 在 委 員 會 合 作 之 下 賴 的 

Renville及海牙定暴露了它是美國在印度尼 

ÏSffi的政治工具0 

大 家 都 知 委 員 會 委 員 之 一 ， 就 是 美 a 

代 表 , 曾 與 雄 荷 蘭 對 印 度 尼 西 亞 所 有 抗 歒 及 

民主*HFf^戦的Hatta派舉行臃密談判。他曾 

在逭些1|判的過程中吿訴Hatta說美圃政府可 

以助他撲滅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解放運動0 

A,所以印度尼西ffi人民認爲它喪失了它的立 

場，對它毫不信任。它絲毫不能管制印度尼西 

5 5 锗 勢 , 應 賴 散 。 

會。而且細曾有計割而且不親信義地遠反安 

艙的各項St定，S此也有設立這個新委員會的 

碟0 

的 8 ^ 决 幾 ， 荷 蘭 政 府 : 未 、 履 行 0 它 

mr%^m>終將共和細占頜,現 

下並圃設îfe^狨印度尼西35的抗敏軍隊及 

fy^。荷蘭«且以侵略fip*& 反奴役印度 

尼西亞人民的Linggadjati及Renville協定。 

有了這種情-Jï之後,誰還能相信荷蘭政府 

的話？誰能保證它辨停止屠殺爭取自由的印度 

尼西亞人 J 並將展行諾苜自印度尼西亞土撤 

退它的軍隊？誰能保證卞此後將不像遇去那t3g 

地無視安全理事會的决桀？誰也不能保證。 

K此，Al果安全理事會其要管制印苽尼西 

ilP的愔勢J它就必菊考St過去幾年的經躲，n 

取决議，敬底制Jt荷蘭>^印度尼西55的疫略《 

爲,使印度尼西亞人民能夠建立他們自已的獨 

A民主圃家。 

,f^克蘭代表W本此目的，特提出下閟决§g 

mm [s/1433]，供戋全理事會審議： 

"安全理事會 

"爲菅制印度尼西亞^^#訐, 

" 認 ; 必 资 赚 下 ？ 措 施 ： 

"―、先誠蘭軍!^ t î s a g ̶九W八年十-: 

月 開 始 前 之 J f t 有 陣 地 ； 

" 二 、 若 荷 闞 政 府 釋 放 印 度 尼 西 亞 政 治 

犯，禁止荷蘭佔頜當局對印度尼西亞人民施《 

； 

"=、提議設立聯合圃委員會，由安全理 

事 會 各 理 事 國 繊 之 代 ^ m ；該委員會職^ 

爲：踅督上麵段規定實施事宜，並調杏荷豳 

當 局 恣 行 , , 害 印 度 尼 西 f f i 民 主 烦 釉 

種種暴行； 

"四、着該委員會本自印度尼西55人1《 

镯立自，之主旨,擬具各種解决荷IS3與印/1 

尼西S共和圃間街突之提案,於三個月內送由 

" 五 、 解 散 脚 合 H 印 度 B 西 亞 間 題 委 員 

會 

， ： • 的 ; 然 已 由 卽 時 傅 , ^ 

法語，本席,法Hft^可否不必苒來̃=*：連 

發 言 人 名 單 上 位 螢 , 人 。 這 兩 位 

都 S 欲 在 4 ^ ® 言 。 

Mr. C H A U Y E I . ( 法 蘭 西 ） ： 如 杲 各 方 確 

m^ib&^h本人麵:g*樂法ISifi賴傅 

譁 , 特 舰 本 人 通 乎 已 經 齄 通 這 一 篇 難 

了 0 

Mr. A R C E (阿根廷）：現在已15通了六 

點鐘0適接我看到一個不足爲範的現象：有一 

篇 , 在 蹕 成 ， ， 但 沒 有 人 齄 。 會 幾 豳 县 g 

的 , 理 事 會 雜 席 也 空 了 " - # 、 

本人不相信理事食各瑰事能夠苒受這種 

l i o 我 動 議 改 H 再 « I j ^ 辯 I I 。 



m ： Bméb#A4| iq题,本席細s事* 

道 個 必 厲 不 f i » 論 , l p # ^ ^ « 但 

本席僅ES枏出遼挪位發雷人要求於今H 

發 言 , & 安 M 事 * 理 事 , 是 應 3 » 

‧mummo因此本席必颈間題付表 

决 。 

晕 铼 下 ： 

赞成者：M极廷。 

K « * ：加4E^、中臟、法蘭西、那威、 

大不列 i&K北愛爾m会王画。 

棄 權 者 ： 古 巴 、 烏 克 蘭 f i ^ J ^ l i H r » ^ ^ 

和 國 、 蘇 艨 埃 • 主 和 國 9 » 盟 、 美 利 S 合 

汆Ho 

散 食 的 動 否 决 , 棄 權 者 

Sir Mohammad ZÂFBTTUIA K H A N ( 巴 某 

ym )：巴某自人民^ftiSt府熱烈歡迎荷及 

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在海牙所 S 得的解决辦 

法。關於今天下牛主席向安全理事食提出的决 

鵰 案 苹 案 ， 我 們 對 於 及 那 威 代 表 所 說 的 

話，均敬表赞同。 

理事會已經截到荷il及印度尼西亞代表就 

這個問題所作的陳述0他們分別向理事會提出 

其 對 解 法 條 文 的 分 析 。 本 人 敬 蹐 特 別 注 意 

Mr. van Roijen對道個問題所作的睐述。這 

是荷《代表圃就â個解3^法三大荽點的確切 

宜首。Mr. Roijen說： 

" 第 一 , 在 今 絲 底 以 前 ， 印 度 尼 西 亞 就 

可‧Kljf得其人民所荽求,荷蘭政府自《就承允 

賦予該H J並於Renvi l le原刖屮所規定的荣 

無 限 制 的 J 完 全 的 ， 典 正 的 ; 權 " 。 

奄無限制的，完全的，具正的主 

榷一節,這句話奄無保留或模稜兩可之處。本 

人苒微引in下： 

"第二:》我ff"I相信巳於荷顏印度尼西亞聯 

合屮珐立了It方永久友好關係的堅固某礎，對 

於荷SB及印度尼西亞均必大有裨_&。" 

i « « ' " m ï f « m方與西方的合作，惟有J« 

«tfeS的合作掩能保譖並維持國際和平。道就 

是說â«6"作將完全-平等及自由爲某礎。通 

去 治 人 者 與 治 於 人 者 , 治 者 臣 吸 者 J 此 後 

成爲友邦艮1盟H，彼此地位-'PCS 0 ̶方不:S 

#HÎIJI;tt治《b —方也不再'ffS服屈^的liS讶 

或4i象。Mr. van Roijen 3C說： 

"第H,仝世界也可WW世界jui—掩,r( 

;1>保和牛及佚1?而>5！ ̂ }m& ， s《地te的 

和 牛 進 拔 町 成 爲 一 稀 新 保 去 W 杭 惟 恐 天 下 

不 亂 的 S i ^ 力 的 " 0 

巴;《u»flH.及人iCW及该地的各« \ K 

及政府ft於Aiî個發M特刖iïî'>ï状^， a£:M;,lf 

If首的。本AK僭用Mr. HerreiwiM tftWUf. 

m a 僩 解 ^ ^ 的 t t c N 他 ¦ » ； 2 ： « " m%v^ 

» 止 ， 两 《 的 解 决 ， J 新 讓 家 的 和 一 

個 聯 a 的 敝 " 0 

理 事 食 也 聽 到 印 舰 g S f ^ 的 保 I f , 耽 

他所ftf»»^人践於道《i解姊法很 

其 中 廉 然 * 餅 多 《 f ô 及 讓 步 , 鶴 ; 8 ， 限 

制 及 無 可 翻 《 ^ 完 全 主 權 « 移 。 他 f l 對 » 

毫 條 两 《 

m合画印度尼西ff i問鼉委員會也財f同樣 

的 意 見 。 該 委 員 ^ 其 致 安 ^ 事 會 《 * 害 第 

十 二 章 第 一 3 £ S 中 ， 在 " " 的 樓 題 下 , 

宜稱： 

"面桌會ai在海牙m行之狭判可IB非常 

成 功 ， 殊 慰 J «M由於簡来主權之典正無 

條件完全移轉，荷親印尼兩HAK之新88係， 

將爲荷蘭印度尼西S聯合兩鸛之相互利益而邁 

步 前 進 。 " 

我n對於道個解，法樓 i f f i« r«o佴是我 

們深知在s施雙方所逢致的fôka解决若千糠 

«in新幾內亞的前途問題等各方面,尙待努力 

的 地 方 仍 多 。 r a 此 ， 我 們 對 於 加 拿 大 所 

提决3ft案草案諳聯合a印度尼西55問s娄貝食 

«I l履 f î fC全理事會所託付 i *&它的责任，特 

別是藍释並g^im施M桌會織所考成的各項 

定,並向安全理事會具報一節，特ftfflS意。 

我們深信誠信已立，自由平等的合作某碓a耗 

速成,雙方'此後將努力充分KiS^所逢成的各 

項定，兩H間魅而未决的問題也將W犮好方 

式 , 迅 速 而 職 地 得 卿 决 。 我 們 i ç 追 隨 各 方 

之後，洽琪脚合國能夠儘速准許印度西亞会 

衆»加人聯合H爲會 

蔣 M (中國）：理事食於今U食as之初 

所通遇的議îff H程規定我們今天下午應該集屮 

討 論 特 別 報 及 : K 附 錄 。 孩 特 剁 報 吿 ' 専 論 

海牙助桌食雜及:所 i t成的各項協定。 s於Kl 

桌食珠以前的事情，則不在今 n 下午討論之 

列。它們說來話長，我們在此地已經衬諭了不 

知多.少次。 

通去屮國代表圃對荷1«¦政府的行!W付/îft次 

作s厲的批評。但是今天下千我們所討!&的是 

WI^會議及其所it成的各協定。,於Ai所一对 

論的il個問題，屮H代表Mfl於垒加會3fe的三 

個代丧国及助 ÎÊ成珠的聯 f r f f l委 i 4食，只 

Y i m ^ o 屮 S i 代 ; J é M 對 於 開 會 之 始 所 

的話及邪威代表所說的話,大體均-衣赞同。 

«tf.是依捋稱fit的:《Ho爲印苽西亞人K，爲 

荷¦!«政Jff，爲聯&國，iâ都是大成功。 

inmi'i^^miy本人us:提出兩點。荷 

1*1代表對會壤的分析是一篇 f tW政治东! 



度的SIRo本人S其欽佩Mr. van Roijen對 

和平的筲歙。伹县，他 f f i â̶篇職 * ? 3 ^到 

荷Mlft^H關於理事#^本案管瞎 f f î的意見。 

本人認爲賺合國委員 會在圓桌會鵰中發生 

了很積S的作用。本AJ8t:îî«ltM^的成功多 

年 ^ # 員 會 的 功 努 ， 伹 是 各 方 都 合 6 8 對 

成功,mmmzMmo 

現在時間已晚，我們不必射論安全理事 

會的管樓權問題，佴是理事會及脚合 B 委員 

# ^ 工 作 却 顯 然 值 得 稱 道 。 本 人 並 不 是 K 

Mr. van Ro i j en不縦安全理事會及委員會 

的工作，但是本人認爲*1 果由直接蘭係方面達 

m^m>卽*其規定更有利印MHffi，世 

糊 論 也 這 種 , o 現 在 , 聯 合 麟 員 

會 * 娜 牙 舉 糊 談 判 , 便 是 鰣 j m n 保 證 

道 些 定 之 公 正 無 私 。 因 此 , ^ m i a m U i ^ 

果來論m權的問題，本人s#^全理事#^ 

這個問題的，是對的,荷覷代表的見 f f i i ê錯 

的《 

最 後 ， 本 A M 麟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顯 

和國代表H所提出的决鎩案草案及在提出該决 

麒 時 舰 的 話 ， , 意 見 。 

本 人 , 那 一 篇 話 及 决 織 完 細 島 亂 。 

在 雜 話 及 决 贜 中 毫 贿 稗 實 際 之 處 。 

一個長篇大論的話而齙,本人對於它對共和國 

f t ^ 國国長 M r . H a t t a 的 , ， 最 ; g 深 惡 痛 

mm^mîm Mr. Hatte的理由。他 

麵 的 國 i S l J S ^ A f ê 的 莉 買 J S b 鏵 沒 有 

鬨 f i i 的 。 他 具 正 的 愛 國 者 o 此 間 i n 果 有 

人 要 ， M r . Hatta ，其目的|R|*是搗亂而 

已 0 至 m 到 那 個 决 蒹 棄 ， 本 人 認 爲 它 ^ 實 

際 ； 相 反 地 本 人 已 , 過 ， 只 是 搗 亂 。 

* e 的 ; i E S : « ̃ ^ 鎗 及 徹 麟 蔺 T O 間 題 0 

問超已接在海牙所達成的定中解决了， 

並 且 極 辭 而 滿 意 J M ^ 决 了 。 我 們 沒 有 推 娜 

個 解 鵷 法 的 理 由 。 

第 到 释 放 耽 , 的 問 題 。 ~ ^ 主 權 

移19；^後,那個两題jil由印舰西亞会衆國政 

府處理,而不由荷蘭政府處理，而主權移轉卽 

內 實 現 0 安 全 理 事 會 此 時 毫 M 由 须 通 

通任何處理政治犯問鹿的％ i l ^。 

烏克蘭提出的决aits主張fwt—個新聯合 

wmmo我們已s^rr-HB委員會,中國並 

絲 纖 個 委 員 會 。 但 是 , 本 翻 有 的 委 

員會成縯麵0我m時並無另派~H@委員會 

的理由。我II»!應該延長現:=員會的《«¦o 

因爲這m原因，中國代表国將3:^:fï成 

加 粉 决 議 案 草 案 而 不 赞 成 烏 細 代 表 n 雕 

的 决 案 0 

主篇：AI果沒有反對意見，本is提,事 

食 現 在 雜 ， 於 明 a 十 二 月 十 三 H i 期 二 午 後 

三時開會,騸賴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旣然沒 

有 反 對 意 見 , 現 在 《 # 。 

吁後六峰四十分敌會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