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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哩 事 會 

正 式 耙 錄 

第 三 年 第 一 三 三 號 

第三白九十次會議 

一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工 十 三 a 星 期 午 前 十 時 三 十 分 在 巴 j g : 夏 幽 宮 舉 行 

主席 M r F V A N L A N G E N H O V E (比利時) 

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時 、 加 拿 

大、中國、哥侖比亞、法蘭西、教利亞、蘇維埃社會主 

義共和毓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0 

― 臨時議事日程(S/ Agenda 390) 

二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a) 美儸出席安全理事會副代表十二月十九日 

來函（S/U28 )。 

(b) 印度尼西5g問題斡旋委員會特別報吿窨 

( S / " 1 7 ) 

( C ) 印 度 ; e 西 亞 問 題 斡 旋 委 員 會 補 充 報 吿 睿 

(S/1129 and S/1129/Add 1) 

二 a i過議事日程 

级 亊 3 « 通 逷 。 

三.繼續訂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經主邀锗,Î0i大利亞代表Cohnd Hodgson印 

度 代 表 D e s a i 苻 籣 代 表 M r wz"/îoy-n 印度 

尼西 J Ê 代表 A / r / W a r就理亊會珙席。 

垔先生（中國）我這一番簡短的陳述，要從安 

這個問題是荷蘭代表所作長篇陳述（第三八八次會 

議）中的最後一點0他就這個問題發揮得相當詳細， 

似乎認爲下述一點，至爲重耍"理事會各理事國應 

明 白 了 獬 ， S 事 會 關 印 度 尼 西 亞 爭 端 的 管 權 從 

未餒荷蘭承認，亦未經理事會本身加JW决定。" 

我 恐 怕 不 能 贊 同 這 種 觀 點 。 實 情 是 這 樣 的 理 

事會街 : ! ?S1侗問題差不多花過兩次會議[第一七二 

及第一七三次]的時間來計論。理事會各理事所作 

陳述，是在這偭問題表决前發表的，昨晨荷蘭代 

表曾宣讀&這些陳述的摘耍。那時包含中匯代表在 

內的所有發言者都比較有意要安全理事會通逷一伴 

關 停 火 的 决 議 案 ， 而 不 着 重 解 决 安 全 理 事 會 的 管 

轄 權 問 題 ， 因 爲 他 們 深 恐 因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法 律 方 

面齄樓辩論而可能躭擱决定。荷蘭代表所宣讃的每 

一陳述都 jy此爲念。最後安全理事會决定將美國决 

翳草案的射文分爲兩部份表决0第一部纷如下 

之 間 戰 爭 仍 在 進 行 , 至 或 隹 廬 , " 

這一部份經W七孚對零通遢，柰罹者e;o 

第 二 部 份 如 下 1 

" 铯不對有關安全理事會就此事管轄 

權問題之法律方面有所决定0 " 

這 第 二 部 份 ^ 决 時 ， 投 贊 成 褢 者 有 五 國 比 利 

時、巴西、法蘭西、英聯王國及美利堅合衆國，棄權 

者有澳大利S、中國、哥侖比亞、波蘭敍利亞及蘇維 

埃社畲主義共和國聯盟C因此這些字樣沒有列入經 

關 *S1—點，我想提請安全珲事會注曹荷蘭代 

表 M r van Kleffens在表决前所發出的警吿，這個 

警 吿 所 用 的 字 句 是 具 有 深 長 , 味 的 " 我 耍 再 度 指 

出,本理事會如不在决議案正文中載入一項鬮於其 

I至少是有疑問的保萤，理事會卽是默5有權 

Î0 [ 第 三 會 饑 ] 0 

換言之，荷蘭代表說，除非决議案載有一項保 

留， 

1牝句輊美國代表接受,併入他依據法國代表在第一七 



雖然我深知道若干代表ma:—九四七年八月一 

日表決時曾作有明白的保留，但我憨爲從當時的表 

決艙果看來，安全理事會B決定不就本身對:5^印度 

尼西亞問題的管轄權作任何保萤， 

據我看來，在現階段討論這個問題，似稍小切 

實際，因爲我不能想像，安全理事會在已將印度尼 

西 亞 問 題 列 入 議 程 達 十 八 個 月 , 復 花 了 不 少 g 考 和 

努 力 後 之 今 日 — — 不 說 及 0 r 花 费 用 一 

認沒有管轄權,並像古代彼拉多（Pontius Pilate) 一 

樣 ， 不 苒 與 閜 此 事 0 就 我 而 言 , 這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0 

安全理事會最初計論印度尼西亞問題是在一九 

四 七 年 七 月 間 [ 第 一 七 一 次 會 議 ] , 其 時 荷 蘭 和 印 度 

尼西55共和國的武装街突，正在進行中這個衝突 

因安全 f f i事會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的停火命含 r s / 

4 5 9 ] 而吿停 J b » 今天安全理事會又在印度尼西亞遇 

到了一種同樣倚勢。我們最好餺淸楚，安全HP事會 

現在所遭>8的倚勢,遠较從前的爲嚴重，因爲戰爭的 

重啓,不但是表示不顧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案,特冽是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的那一個決議案，不顧一九四 

八年一月十七曰的Renvi l le停戰協定 fS /649，附錄 

十一]，也是表示不顧印度尼西ffi問題斡旋委員會的 

存在及其努力。 

講許我掙請安全理事會注苜一九四七年八月一 

曰的决議案案文，一如美國代表昨日所爲者 

"安全理事畲 

" 察 及 荷 蘭 與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武 装 部 隊 

之 間 戰 爭 仍 在 進 行 , 至 感 , 廑 ， 

" (a)立卽停 J fc戰爭， 

" ( * ) Jd (公哳或任何其他和平方法廨决其 

爭锥，並將此項 J?決的進展 ;1知安全理事會0" 

這件決議案仍舊有效和對各當事國具有拘束力 

一節自是小成問題的0分段 ( a ) 薪各當事儸"立卽停 

Jfc戰爭"。該分段仍然有效。分段(6)請它們"jy公斷 

或任何其他和平方法廨决其爭垴"0 "或任何其他和 

平方法"等字樣是中観代表颶提出的，並餒澳大利 

S代表團接受。問題是該項JW和平方法解决戰爭 

P分段（6)第二句請各當 

它們 

容我提請委員會注意 Renv iUe停戰協定連同 

其十八項原朋是在斡旋委,會努力之下耩訂的，該 

項協定並經斡旋委員會委員們JW見證人資格加《 

簽 署 0 依 據 巴 達 維 S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來 文 [ S / 1 1 2 9 / 

Add 1] ,斡旋委員會中美國代表和S|: fc利S副代 

並表示"荷蘭的否憨R e n v i l l e協定,卽是不履行停戟 

協定第十條的規定"0 

順 便 還 有 一 點 , 也 許 値 得 注 意 荷 蘭 代 表 在 昨 

天的陳述中曾一再提到 R e r m l k 協定,好像這倜協 

定仍^有效0 

並懇許我提請安全理事會注苜斡旋委員會在最 

近數屋期所作値得讚許的努力，這有安全理事畲所 

收到的載十二月十三日S/1117、十二月十九日S/ 

1129、十二月二十日S/1129/Add 1 及 十 二 月 二 十 

二日S/1138等文件內的報吿和電文，可爲佐證。關 

: 5 *此事,我娈代表敝國代表阁深切£2佩斡旋委員會 

的 全 體 委 員 , 在 非 常 困 镭 情 形 下 , 代 表 安 全 理 事 會 

個冽地集體地執行其棘手的諷解任務的態度。 

最後，我耍簡單地誶述一下過去十日或十一日 

中印度尼西亞的事件0荷蘭代表在其陳述中指出兩 

政府在十二月十八及十九日採取軍事行動的原因0 

他鼸， 

【,聯合的或分開 

, 乃 是 內 閣 

我絕不镔疑共相國方面也有過失和缺點,或許 

還 有 挑 g 撩 事 。 據 我 們 看 來 ， 這 些 控 應 該 提 靖 幹 

旋 委 員 會 , 如 有 耍 並 諝 安 全 理 事 會 注 會 0 凡 們 很 難 

相 信 軍 事 行 勐 是 解 ^ 些 政 治 異 見 的 唯 一 方 法 ， 或 

是融和所謂不協調意見的正確逾徑。本代表團屢次 

表示其信念並提出S見,認爲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人 

民之間的協力;m合作,决不能建立a :連用武力的基 

礎上。 

綜觀各種事伴和日益嚴重的倩勢，安全理事會 

‧ K : 須 迅 卽 探 取 行 動 並 通 逷 ~ # 較 ― 九 四 七 年 八 月 — 

日 决 議 案 更 肯 定 更 明 確 的 决 議 案 0 因 此 , 本 代 表 團 

將支持哥侖比亞、敍利亞和美利堅合衆國代表85聯 

合提出的決議草案[S/n42]o 

Colonel H O D G S O N ( S l ^ 利 亞 ） 上 屋 期 明 顳 

看 到 安 全 理 事 會 在 印 度 尼 西 S 問 題 t 將 遭 遇 一 個 

危 機 。 主 席 本 人 , 收 到 印 度 尼 西 亞 代 表 的 來 函 , *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舉 行 會 議 並 把 一 項 目 入 璣 程 [ S / 

1 1 2 0 ] o 本 人 及 安 全 3 事 會 其 他 理 事 , 和 主 席 詆 過 , 

到了十二月十七日屋期五，理事會沒有一位理 

事提出這侗問題,它决定理事會召開任何會議茧少 

；8«>三日射當發出;t知[第三八六次會鼸]這違反了啬 

to據我看來，當牧到鬮 



印度尼西亞的涫&的時候，主席本人就應該立卽 

在十二月十九日>?期日下午召開會璣。不過閼î«^這 

一點我將置之不論。 

昨天[第三八八次及第三八九次會議 ]o我們齄 

到了荷蘭和印度尼西亞代表的陳述一一這種陳述正 

是我們所預枓的，而且和一年射我們所聽到的陳述 

相同，實不能软助理事會《4我們現在立須解决的問 

題達成一個決定0我們聽到了一連^控和反3«：的 

老調0 

此時我們遭遇了一種對安全理事會直接發出的 

拢 戰 ， 理 事 會 須 勇 敢 地 力 阖 阻 止 此 種 破 壤 與 浪 費 

牛命的情勢耱續存在。去年七月間，我們遇到了同 

樣情形,當時理事會採取了勇敢而有效的行動，那 

是 理 事 會 有 史 " 來 的 第 一 次 。 ^ 全 世 界 都 i t 揚 負 

貴安全的主耍機閬在危瞀之秋確能探取有效行動。 

但在那個時候，理事會若干理事JW質問理事會處理 

此事的管粽權爲理由，企阖阻滯和延擱行動的探取 

鑒 各 項 發 展 ， 如 昨 日 所 再 度 提 出 有 閼 理 事 會 管 轄 

中國代表如此淸楚地舉出去年使我們避免很長 

的 稃 序 糾 紛 的 理 由 ， 殊 堪 欽 佩 ， 但 我 須 論 述 關 

理事會管轄權問題的異正是非。昨天我們聽到各種 

引 用 語 ， 但 沒 有 聽 到 一 切 的 引 用 ^ — 例 如 澳 大 利 

S代衷所說的話，卽未見徵引。我可《用幾句話槪 

述這一點。在國際法上，一個國家有明白規定的領 

土，它有一個政府組耩，控制S領土及居住其中的 

人民，它不受外國控制，且眞正爲其他國家所承憨， 

並有貓結鲺際協定的能力。這是一個廣義的定義， 

印度尼西35具備了這一切的屬性。就是依據Ling-

gadjati協定，荷蘭政府本身也承認印度尼西ffi具有 

事實上的主權，且县一偭事實上的菌家。美利堅合衆 

國、英聯王國、埃及、黎巴嫩印度和我能舉出的其他 

若干菌家都承憨印度尼西S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 

其 中 若 干 國 甚 至 巳 印 度 尼 西 亞 訂 结 了 國 際 協 定 。 

去年我們遇到一件破壊和平的事件，我們,依 

據憲章第七章第三十九條提出了笫一個决議案 [S / 

454] ,耍求當事菌傲幾件事。但爲了順從各理事的 

盲見，我們删去了"第三十九條"等字樣， jy避免如 

我們的中豳代表所說的冗長的程序爭執。其時生命 

財產正4喪失、擄掠與破壊正存發生，而世界各方 

j t耍求珲事會探驭措施之際，我們之中竟有一位代 

一和彼拉多一樣一一我們對於螌個 

絕了這種提驟，而且很正確地在八月一日通過了理 

事 會 閼 逞 問 題 的 第 一 倜 决 議 案 — — 這 偭 决 議 案 業 

綞在這次辯論過程中被徵引。 

該項决議案小但命令停戰並且規定《和平方法 

解 决 爭 執 。 關 : 個 問 題 現 有 兩 點 可 言 。 一 方 面 荷 

蘭 政 府 維 持 其 關 安 全 理 事 會 無 管 轄 權 的 觀 點 ， 他 

方 面 荷 蘭 代 表 莊 嚴 地 到 理 事 會 議 席 前 向 全 世 界 聲 

稱，荷蘭政府將鉞誠實實地遵守並執行那件决讒案3 

這種荘嚴的承諾，巳被破壊。但是另有一點須耍注 

盲的就是，理事會不管有沒有管轄權，的確作有一 

個决定，的確通過該項决議案。這是理事會一個决 

定。 

我耍徵引第二十五條，因爲昨天[第三八八次 

會 議 1 荷 蘭 表 在 理 事 會 上 說 ， 荷 蘭 因 爲 充 分 知 道 

本身*做什麼;îfe準備接受一切後果，所"；？採取現 

在 這 種 行 動 。 第 一 個 後 果 是 這 樣 憲 章 第 二 十 五 條 

規定 

所jy我們第一次有一個會員國明明白白地钛盲 

違反憲章。如我所耍指出，還有兩個其他决定方被 

違 反 ， 後 果 須 是 一 一 如 果 珲 事 會 克 盡 職 責 的 諾 

八 月 ： 十 六 日 [ 第 一 九 五 

事 件 不 應 與 閬 ， 應 將 此 事 提 請 國 際 法 院 判 明 我 們 

突竟有無管糖權[銪一七三次會議]0理事會當然担 

次會議]理事會通過了若干决譏案。那些决讒案規 

定設置觀察員領事委員會 [ S / 5 2 5 I ] ，第二，斡旋委 

員會[S/525II]，第三，它們重申停火命令[S/512]o 

八 月 三 十 日 荷 蘭 代 表 接 受 了 這 些 决 議 案 ， 並 表 荷 

蘭將與锌旋委員會充分合作。根據我們％有的11^據,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阁 相 信 該 諾 言 巳 被 破 壊 0 

昨天我注苜到美利堅合衆國代表提到那種缺乏 

会作的倚形，但他無1?追究責任誰屬。但美國政府 

IF如澳大利亜政Iff一樣,知道這種撩形的原因和全 

部事實，因爲我們兩國都有代表參加斡旋委員會0委 

會本身的報吿睿顯示，幾乎那一整年完全沒有合 

作，也沒有利用委員會的贊助從事談判。 

我 現 & 要 論 及 理 事 會 所 通 過 的 第 = 個 决 議 案 

[S/931] ,這是七月二十九日理事會最後一次計論此 

項問題昤所;1過的[第三四二次會譏]。這個决饞案 

是 中 國 代 表 提 出 的 其 中 最 後 一 段 耍 求 " 荷 蘭 政 府 

及 印 度 尼 西 亞 共 和 國 政 府 理 事 會 斡 旋 委 員 會 的 協 

助之下，嚴格遵守R e i m l l e停戰協定之軍事及經齊 

條款，並儘早充分實施Renvi l le協定中之十二項政 

治原則及六項其他原朋。"安全理事會據其委員會報 

吿，知道上述一節也被違反了。 



我現^^不談饑；！ Renvil le停戰協定 [5/640附錄 

的談判，政治解決所淞依據的十二項原則[S/ 

6 4 9 , 附錄十三],和斡旋委員會所提的六項其他原則 

[ S / 6 4 9 附 件 八 ] , 因 爲 這 些 都 是 各 位 理 事 所 熟 知 的 

文伴。我要特冽提靖注曹美阖代表昨天所徵引的停 

戰 協 定 第 十 條 ， 並 且 我 耍 宣 讀 文 伴 5 / 1 1 3 8 中 的 下 

列一節 

" 荷 蘭 政 府 之 f f 不 承 認 R e n v U e 停 戰 協 定 ， 卽 

是不^88該協定第十條的規定。 

該項規定請每一當事£^向斡旋委員舍及另一當 

事 國 發 出 拒 不 承 認 該 項 協 定 之 耍 通 知 。 自 從 荷 蘭 

政府切斷了巴達維55和Kahurang之間的通訊和荷蘭 

政府與耶嘉達的通訊jy來,就螯個委員會而論，上項 

sfi知從未收到，"致印度尼西55政府一一就我們所 

知-

[ S / 6 4 9 附 錄 九 及 附 錄 十 四 ] 和 二 月 [ S / 

6 4 9 附 錄 十 ] 間 幹 旋 委 員 會 會 在 巴 達 維 S 和 紐 約 發 

出聲明，要求各當事國鉞苜談判，並表示委員會準 

備隨時協助各當事@。發牛了什麼？什麼都沒有發 

生 0 事 態 毫 無 變 化 ， 一 些 進 展 也 沒 有 ， i 要 是 因 爲 

我所提及的協定有/不同的解释。斡旋委員會的所 

有工作都是白費，它面臨一種僵局，因此委員會顯 

有 義 務 擬 具 提 案 ， 指 出 它 所 認 爲 合 理 公 平 的 辦 法 

——可能作爲談判某礎的提案。 

委員會中美齒和澳大利55的代表參Bp 了他們所 

知道的一切和他們所作的一切努力，復在遭遇一種 

僵局的情形下，擬具了他們所認爲公平的提案。發 

牛了什麼?事實^這裹。在荽&會遇到了一種僵局 

形勢日趨惡化的偫形下，比利時代表硬S表示否决。 

換言之,他堅持全體一致的規則。他說委員會不應 

採取行動，現尙未到提具提案的!fl^候，他拒絕;fil其 

他代表共同支持或接受這些提案，因爲他小同 f它 

們由委員會發出。因此那些提案從未作爲委員會的 

提案通過，六月十四日副總督說，他和荷蘭代表阁 

都不能，也不會考廑到這些提案。咋日向我們宣讀 

的陳述，達數十頁,但對îNic些提案何jy镀担絕,却 

絕未加jy廨釋，才未舉出充分理由。 

六 月 二 十 一 日 印 度 尼 西 亞 政 府 接 受 了 那 些 提 

案，g爲是璲致廨决的最好方法，但六月二十三日 

荷蘭代表甚至担絕同會將此等提案刊入指4委員會 

m程中，JH便審饑。同時,未見有其他提案提出來。 

在蘧偭六、七月間共和國堅决餺爲此等提案提伊了 

解决問題的最佳希望，摺億在這個時期中，安全理 

Î O 七 月 一 日 [ 第 三 二 八 

次會議]中國代表動議將這些提案提出理事會。五 

個理事國,其中有兩個在斡旋委員會中派有代表,未 

能支持他們的代表， J «^是在》決時棄權，澳大利 s 

這次動議未镀通過，那時從斡旋委員會a i切地 

^ 顯 見 委 員 會 希 望 

[,jy便在其工作的重 

耍階段推進其目標。最的事件大可W直接歸咎 î«> 

-如果我可 jy這樣說̶̶沒有,或者 

—一如耍用一個较爲婉轉的^——小想採取行動， 

因 爲 政 洽 談 判 已 二 十 三 日 中 止 ， 嗣 後 事 實 上 便 沒 

有傲什麼，一直等到九月十日才有美髑代表非正式 

地 提 出 一 個 所 謂 " C o c h r a n 提 案 、 

九 月 十 四 日 荷 蘭 方 面 提 出 若 干 某 本 修 I F , 但 印 

度尼西55政府立卽接受了各項提議，甚至還接受了 

那些修正，並耍求立卽恢復政治談判，指出閼 JHf 

戰的計論很可 jy同時在斡旋委員會所屬安全委員會 

中 進 行 。 這 县 在 — 月 一 日 荷 蘭 外 交 部 長 到 達 前 的 

情形。邾時的主耍爭端是逷渡時期武装部隊的指揮 

權 問 題 , 和 運 用 這 些 部 隊 的 方 式 問 題 0 荷 蘭 政 府 或 

荷蘭代表圑堅持要^握全部指揮權，但印度尼西55 

却耍這些部隊受過渡聯邦政府的支配。此時斡旋委 

員會淸楚地看到荷蘭當局是在避免它們借重委員會 

從中斡旋的義務，而共和國方面盲欲根據Cochran 

提議在斡旋委員會主持下從事談《0 

現在我要說到那些直接引起荷蘭作不履行我所 

提及的各種義務的悲慘决定的事件0 "悲慘"是唯一 

可用的形容詞，因爲不僅就荷屬東印度而曾，而且 

就 束 南 S 而 言 ， 甚 至 就 荷 蘭 本 土 而 言 也 都 是 後 i l 無 

窮。 

第四次嗨時報吿書[S/108 5 ]是在十二月十二日 

簽署的。它主耍提到政治撩勢的嚴重惡化，停戰锒 

定所發牛的緊張狀態及共和國頜土内經濟倩《的危 

急。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M r Hatta致睿美國代表，願作 

重 大 讓 步 ， 如 文 件 S / 1 1 2 9 所 指 出 者 0 他 承 憝 在 過 

權，至於是否霱耍行使此種非常力權亦由高被專員 

本人自行决定0他還同苜高极專員應有權調用聯邦 

部隊，包括印度尼西亞陸軍在內0 

該函立卽送達荷蘭代表圑代理首席代表0他等 

了 四 天 才 答 覆 , 而 且 是 用 的 最 後 牒 方 式 0 理 事 會 

各理事在我所引述的文件中會注意到第六頁上所規 



定 的 條 件 , 卽 共 和 國 須 * « ^ 事 先 接 受 尙 在 談 判 中 的 

各點。那乃是最後通牒。如 M r Cochran在答後 

蘭代表時所說'（作的）信並非單單耍求我方表矛 

是否願苜恢復談判，而且是耍我方&每一重要點上， 

完全屈從:^國政府的盲旨"0 

P唷大家5*盲這一點。荷蘭代表阁的答覆是十二 

月 十 七 日 提 出 的 而 且 只 給 共 和 國 十 八 / 〗 時 的 * ï 間 

- 些 是 十 七 4 時 又 三 十 分 一 一 如 

̶摑獨立 

M r C o c h r a n 所 說 ， 在 那 晚 間 " 我 們 把 這 件 事 辦 妥 

了" 製 成 副 本 ， 把 這 封 信 通 知 遠 離 政 府 的 M r 

H a c c a 镀 致 航 空 ; i 訊 ， 镀 致 共 和 國 府 的 盲 見 , 在 

晚間使答覆到達巴達維亞。這甚至較一九四0年希 

昨天我們又被要求接受此種虛搆之事，巳探取 

之行動，這些協定的破壌。就是斡旋委員會中的美 

國 代 表 也 只 & 預 定 行 動 開 飴 刻 射 一 時 才 接 到 通 

知 ， 攻 擊 途 十 二 月 十 八 至 十 九 日 的 午 夜 開 始 。 共 

和國代表圑的代表在預定行動開始時刻前一刻鐘接 

得消息,隨卽被捕,代表鼸的一切文件均被沒收。這 

和去年七月二十日的谤形完全一樣，其時荷蘭政府 

未綞提出警吿,卽逮捕並監禁了那些正在和他們談 

判的人員。 

據說這是一種"警察行動"0難道警察能發出關 

；!^軍事行動的命含,軍事給養的命令,軍事M訊的 

命令嗎？難道他們能硬耍實施軍事檢査,使用坦克 

車 , 使 用 重 礮 , 使 用 傘 兵 ， 並 有 聯 合 參 長 實 施 

細 的 陸 軍 、 ^ 軍 相 海 軍 行 動 嗎 ？ 關 Î S I 用 陸 、 海 、 ^ 

軍 聯 合 作 戰 一 舉 ， 有 種 種 困 難 ， 其 細 節 至 爲 鐯 綜 

複 雜 , 時 間 須 愼 3 選 定 , 且 需 周 詳 計 劃 , 凡 明 白 

這種艱苦的八,都完全知道這種行動的霉備工作一 

定 在 數 期 前 就 已 開 始 了 0 鉞然,斡旋委員會&其致 

理 事 * 的 最 近 一 件 公 文 中 [ s / n 3 8 ] 便 提 到 這 一 點 。 

無 疑 地 ， 預 定 行 動 開 始 時 刻 的 决 定 , 定 得 到 

荷蘭內閣的完全慇可，荷蘭内閤也4^定完全知道逞 

件事。荷蘭政府承認曾接得友方的A知，但它瞥否 

把這種擬採的行動通知友方呢?相反的,就是在上星 

期 五 , 荷 蘭 代 表 在 此 會 遴 席 上 吿 我 其 他 代 表 說 

談判之門還沒有閼閉，小擬採取直接行動,談判當 

繼凝進行。我確知他的信念和他的發言是 i fê f i眞誠 

的。他並沒有接到通知，一如&各國的其他外交代 

表沒有接到通知一樣,這事的後果已經爲八0 r知悉 

了0 

A蘭方面的目的是小是4欺騙*È的友方？我們 

也許水遠不會知道何JW荷蘭違反*È的許多誓約而探 

益，是小是那個餒英聯王國證明已廢而^時的古老 

殖民制度又耍予"恢復？是不是要依據民主展刖，劍 

建一個如我們所知的印度尼®亞聯邦合衆國？ 

我們也許水>fv會知道具正的動機,但我們可JW 

估計可能的後果。a i種行動一定會使誠信,容召和 

合作喪失殆盡0它一定會便整個束南ffi發牛不安0它 

會小斷竭盡荷蘭的財源和人力，俾使荷屬束印度人 

民仍處臣服狀態0現&的作戰未必就會立郎成功,因 

遇到叛變0茲從最近一報吿 [S /11^8]中引述如下 

"戰事爆螢後，荷蘭控制的領土中的束印度尼西 

55國相Pasundan國的總理和內閣已經提出了辭職 

窨 。 " 

這似乎和這些國家的"忠實合作"不相符合，«1 

荷蘭代表昨日向我們指出的這,國家的耆見也小 t e 

符合C 

實。 

第 一 , ？ Î 蘭 的 行 動 表 示 荷 蘭 守 安 全 理 事 會 

iiBtf所作關於停火命令的决定及JW和卒方法處理爭 

端的廨决辦法。 

第 二 , 鬮 î S i ̶ 軍 事 行 鼯 , 我 又 耍 引 述 斡 旋 委 

員會最近一次的報吿書[S/1138〗"荷藺政府的在十 

二月十九日開始軍事行動，就是不履行Renvi l le停 

F 三，小願依據 C o c h r a n 提議作合理的廨决。 

第四，Reimlle停戰協定笫十條也被違反了。我 

又 耍 引 述 [ 5 / 1 1 3 8 ] " 荷 蘭 政 府 之 否 靱 R e i m l l e 停 戰 

協定，就是違反該協定第十條的規定。 

理事會上現有兩個問題笛一個是短期問題,卽 

哥侖比亞、敍利亞、美國三國聯合提桊[S/1142J所指 

出 者 ， - f — 是 長 期 問 題 , 如 談 判 解 决 ， 自 由 選 舉 

及§?立過渡政府等0目前理事會顇集中注意急;> â 

問題乃是十分明顳的事0 

據我們看來,哥侖比S、敍利、美國三國聯ê" 

提案小完全適應事實0荷蘭旣已違反了八月一日的 

决議案 [ 5 / 4 ：^ 9 ]而重開戰端,現竟耍求 I S 方 J t 停戰 

爭並作撤:《1,似乎小可思議0爲什麼不單獨耍求荷 

蘭這樣做？不過，閼於這一點，我將置之不論。 

我們不十分明白何J Y要求钤旋委員會查明資任 

具報0我耍* ï理事會若干理事一道邀揚該委員霄的 



工 作 。 我 國 政 府 特 剁 要 讚 揚 M r Cochran的工作和 

進取精神。小過在我方才所引述的斡旋委員會最近 

兩件報吿中，貴任問題已有明晰的估計。那些锒吿 

就造成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午夜事件的各種事件和 

逸辏情I已向我們提伊了所能提伊的一切。 

再者，^决議案對2^執行停火和撤 :1至現狀線 

沒有監視的規定。誰將負責乾視此事？ 

如果像我所希望和假定的一樣，本理事會立卽 

進行關於恢復談判，舉行選舉及钮成過渡政府各項 

長 期 問 題 之 考 廑 ， 則 决 議 案 須 载 有 一 項 規 定 ， 就 

是耍求荷蘭释放共相國政府主席和其他政治頜釉, 

i s i期他們^發動和指導這些談 f a中的地位不致遭受 

損害。 

也許當我們從事考廬本理事餘所將遭遇的長期 

問題時,我們或須考廑斡旋委員會在現有賴耩下是 

否 足 W 執 行 其 任 務 , 是 否 我 們 或 須 作 補 充 規 定 或 j y 

新的職權給予該委員會。我的會思是說我們應該考 

虜這個問題，雖然現在我並不提出任何具體提案。 

最後，我遼想說幾句諾。我娈用幾句話來說明 

各方對理事會若干理事正在說些ff麼。澳大利55政 

府很關《這個問題和管轄權問題——如果我可Asl重 

新提到這個問題的話。這：^—個國際利益問題，這 

不僅是一個爲各國所關切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接影 

響整偭束南亞，也影響澳大利亞。 * È引起鬭爭、罷 

工和騷亂，*È引起爲世界復奥所^：:需的主耍原料之 

損失， * Ê引起資易和商業之損失，它使極端派抬頭 

JW控制對我們的幸福有重大闢係的地域。荷屬東印 

度頜土的影礬會像美國代表昨E J所說[第三八九次 

會議],引起使國際相平遭受重大的破壤。因此我們 

4^須採取行動0 

昨 日 [ 第 s 八 八 次 會 議 ] , 我 們 聽 到 有 人 說 ^ 

蘭政府面臨^？！^慘的難局。可採的行動途徑有兩條第 

一條是對共《1圑讓步，第二條是探取造成有秩序肽 

^所4^需的警察行動。這是荷酶政府所能選擇的 f t 

一 兩 種 辦 法 。 荷 蘭 代 表 復 稱 " 我 知 道 , 據 派 有 代 表 

在這裏的若干國政府的盲見,我們應該探取其他一 

種 辦 法 , 向 共 和 國 讓 步 "0 

M 何 等 的 蠻 不 講 理 ' 我 國 政 府 旣 沒 有 , 而 且 

我確知有代表&這31的其他國家的政府也沒有說過 

Î 0 但 理 事 會 S 定 下 了 

-第三種辦法。這種辦法是 

" 和 平 方 法 從 事 談 判 决 紛 爭 , 如 有 耍 , 亦 可 依 

據 荷 蘭 代 表 昨 天 向 我 m 證 仍 屬 有 效 的 L m g g a d j a t i 

協 定 , 探 取 公 斷 方 法 0 這 是 一 種 眞 正 的 辦 法 。 荷 蘭 

代表拒不提及這種辦法。他說這裹有若干政府已餒 

fo我們沒有表决權， 

但我們提出我們的修正案 [ S / 1 1 4 3 ] ,伊理事會審 

議0我們深信有人會正式提出這件修正案來,俾可付 

諸表决,我們相信這是一個適當而有價値的修正案， 

* È 會使我們衷贊成的^侖比亞、敍利亞、美钃三國 

决議案[S/l】42]具有特點和內容 

主 席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表 i ^ , 他 耍 宣 讀 他 所 提 議 

的修正案。茲請澳大利 S 代表發言 0 

Colonel H O D G S O N ( 澳 大 利 亞 ） 澳 大 利 亞 代 

表團提璣删去哥侖比亞、敛利亞及美利堅合衆國三 

國代表團所提决議草案 [ S /1142 ]的最後一段,其文 

如下 

"着钤旋委員會就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 

日 J W來在印度尼西ff i發生之事件,立卽 J Y電報 

任 誰 屬 。 " 

據 4 ^ 代 表 圃 看 來 , 該 委 員 會 已 顥 ^ 了 很 大 的 倡 

導力,並B向我們分充提供安全理事會爲達成決定 

所 需 耍 的 一 切 情 報 。 我 們 有 文 件 S / 1 1 3 8 現 在 又 有 

文 件 S / 1 1 4 4 均 淸 楚 地 記 載 了 這 些 事 實 。 

澳大利55政府一向認爲一一在上屆大會審査鬮 

î«^巴爾幹問題特剁委員會的報吿窨畤，這種曹見巳 

很 淸 楚 地 顦 5 出 來 了 一 

^ 從 事 批 ^ ， 譴 貴 或 査 究 責 任 ， 査 究 責 任 是 安 全 理 

事會或大會的職務， I B們應^參Hp輔助機關所提伊 

的一切事實，予 JW査究。因此，摅本代表圑看來,S 

求負責觀察、具報並協助談判各方的锌旋委員會從 

事査究責任，乃是小公平的，也是錯5§的事。安全 

理事會應參昭自有的倚報和所镀得的事實從事責任 

的眘究。 

本代表圑建議，在理事會現所審議之决議草案 

正文第一段 (a ) (6)兩分段後，添加分段 (0，其文如 

下 

" ( c ) 立卽释放十二月十八日 J d t 來被捕之主席 

及其他政治犯0" 

關*^添加這一段的理由，JW前我已餒il?释過0 

本代表圑建議該决 f t案應 J Y如下第二段正文替 

代哥侖比亞、敍利亞、美feu三闺决議草案中的那一 

段 

着斡旋委員會 

( a ) 觀察上文（ a ) ( 6 ) 兩 分 段 之 邁 ! « l i t 形 , 並 



(如果不這樣傲,我們便不知道原決議草案（《) 

(6)兩分段執行的情形如何0) 

"確保不對任何個人探取報復或憨戒行勐。 [S/ 

1145] 

我國政府特剁重視這一點,我們的首相並就此 

點發表兩次公開整明。我們相信,對個人探取報復 

和憨戒行動，一定會使麻煩繼續存在，困難格外耱 

大,抵抗愈形增加，並將引起對方rej報0但卽使我 

們着斡旋委員會觀瘵並具報,我也不能確信它是否 

能這樣做,因此我也不確實知道我自己的修正案是 

否應該有所增添。 

我 剛 接 到 本 屈 政 府 的 來 電 其 中 所 載 的 涫 & , 較 

安全理事會現g所有的任何涫|»爲新近。該電文如 

下 

"荷蘭軍統帥部不顧铃旋委員會的 F 見,片面命 

令在荷蘭控制領七內之斡旋委員會全體軍事觀察員 

前往巴達維亞。荷蘭司令部A知高被軍事助理人員 

稱 , 此 係 奉 行 B e d 的 訓 令 。 " 

我不知 J : Bed是誰，也許荷蘭代表能吿訴我 

們。但我推想他可能是荷蘭的高寂代表，或是代理 

高极代表。我知道他從射镥任過首相職務0我國政 

府憨爲這可能是對；8<^澳大利亞政府如下陳述的反 

響澳大利亞代表將要求安全理事會311令軍事觀察 

員訪問俘虜並確保無報&或執行死刑情事。這就是 

我們在最後一次修正案中所做的事。這種行動也是 

嚴格檢査的一部 fô" ,也是防止這種情勢報知各國政 

府或安全理事會的方法。斡旋委員會和觀察員的活 

動 範 園 如 果 只 限 巴 達 維 亞 , 他 們 便 沒 有 f f 麼 大 用 

m,因爲巴達維亞的唯一涫â來源是官方的"公報"0 

我讓安全理事會的理事考廬這一點。卽便安全 

理事會接受了本代表臛所提的修正案,難道便完事 

了嗎？它難道不應該耍求給予那些觀察員在那些地 

區內的行動自由嗎？——特別是在舊有現狀線內的 

地區一一俾他們得就理事會决定之執行掎形,觀察 

具银，同時自須假定理事會依眧决議草案所指出之 

方 針 , 探 取 行 動 0 

主 席 澳 大 利 亞 代 表 在 發 言 之 初 ， 對 我 身 爲 理 

事會主席未在上屋期一ttf召開理事會議一點，提出 

質詾。我想就這件事加 jy解釋。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耍求理事會召開會議的 

信的日子是十二月十四Ei[S/U20]。我一接到那封 

信，便要求把這封信作爲一種正式文件立卽分送理 

事會全體理事0當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代表求函所 

根據的锌旋委員會報吿害附件，還未能予以複印。 

而且一一我順便提起這一點——榦旋委員會婧 

求荷蘭政府和印度尼西亞共ft國政府直接遞送理事 

會的會見窨我們還沒有收到。該報吿書附件計共一 

百餘頁,是在十二月十五日（屋期三）晚間才分發的0 

無論如何,理事會每一理事，包括澳大利亞代表團 

内，得自由耍求理事會舉行非常會議,或簡單地 

耍求將印度尼西亞問題列入十二月十七日兩次會議 

中任何一次會m的議程內。 

在這一事件上>Ma沒有一個理事國，iffiB^也沒 

有其他任何會員國一一這也適用;5^澳大利亞——認 

爲應該代表本國政府镥負探取這槿主動的責任。再 

者,在十二月十七日午後會議[笛三八六次會議]延 

會 射 , 各 方 曾 表 示 一 種 希 望 , 卽 如 須 舉 行 絮 急 會 

議，至少應3*會期射三日; i知各理事國。這種希望 

末遇反對官見，雖然全體理事無疑地都知: t印度尼 

西亞共和國代表的請求。 

可是在十二月十八至十九日卽屋期人至>1期日 

間的晚上,有一位理事第一次一一我再說一逼,第 

一次——請求立卽召開安全理事曾會議時，我表, 

如 有 耍 同 一 日 卽 星 期 H 下 午 舉 行 會 議 。 

嗣 循 各 方 向 我 表 的 願 望 ， 此 項 會 議 延 茧 星 期 

一午後舉行。 

這些便是事實0 

澳大利亞代表又曾批抨錄旋委員會的比利時代 

表。我保留《後就此點向他提出答覆的權利,這種 

答m將"比利5^代表名義而小是 J W 理事會主席名義 

提出。 

M r J E S S U P (美利堅合衆國）我要提出一個蓉 

序問題 0 我相信我須代表本國政府提出一項保留， 

但這個保留的用啻小是對主席作任何批誶。我耍就 

確立安全埋理事會如》一個先例的問題，明白保留 

本 代 表 國 的 立 場 如 果 有 一 理 事 作 了 一 個 陳 述 ， 而 

未遇到其他理事加 J Y 爭論時,便須假定其他拜事已 

接 這 種 陳 ： ^ 。 鑒 各 方 F w l 種 種 ， 我 覺 得 尤 須 提 出 

這種保留。蘇聯代表——我相信是在同一次會議上 

一一曾就那時由安理事會審纗的一個决璣案的稃序 

或實體性質提出若干保留。我認爲無須51 "論蘇聯代 

表所表示的 F 見的正確性，但耍婧求把下述一點記 

錄 & 案 本 代 表 阁 那 時 雖 未 表 矛 反 對 ， 但 並 沒 有 表 

示贊同蘇聯代表所陳述的觀點。 

王 席 如 果 各 理 事 同 奮 , 我 們 現 可 停 i t 開 畲 , 待 

至本日午後三時再行镜開。 

千後一時十分钛會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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