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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当年为什么要退出联合国？
作者：大福

二 战 以 后 ，东 南 亚 国
家 纷 纷 走 上 独 立 之 路 。
当时这些年轻的国家，无
论 是 内 部 还 是 外 部 都 矛
盾重重。

这些冲突往往吸引大
国力量的再次返场，印度
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冲突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印尼-马来西亚冲突

在 二 战 后 ，英 国 虽 然
陷入衰落，但过
去 数 个 世 纪 的
荣光余晖仍在，
英 国 高 层 仍 然
希 望 利 用 过 去
的 政 治 遗 产 为
世 界 埋 下 一 些
今 后 可 供 利 用
的 伏 笔 。 最 好
的方式，就是让
殖民地（无论是
独 立 的 还 是 没
独立的）按照自
己的规划重组，
借 此 保 持 自 己
的 影 响 力 ，“ 马 来 西 亚 联
邦 ”计 划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今天的马来西亚曾经是
英国殖民地。）

1961 年 5 月 27 日 ，时
任马来亚联合邦首相拉合
曼，在英国支持下，公开呼
吁建立一个由新加坡、文
莱、加里曼丹岛北部的沙
捞越、沙巴等地一起组成
的“马来西亚联邦”。如此
既能保证马来人的主体地
位，也能抑制这些地区的
左翼势力和独立倾向，保
证英国的影响力。（这五个
地区中，马来亚联合邦、沙
捞越、沙巴组成了现在的
马来西亚。）

但真要实行这个计划
却并不容易，比如控制着加
里曼丹岛南部的印尼，就一
直对该岛北部虎视眈眈。
对印尼来说，一旦“马来西
亚联邦”真的建立了，想要
染指岛北部就基本不可能
了，甚至可能丢掉南部并不
稳固的地盘，这对于建国初
期的印尼尤为重要。（西方
国家的支持并不能保证领
导人稳如泰山，他还要协调
国内地方势力、利用和引导
新生的民族情感。）

此外，印尼国内的局势
也让当时的印尼领导者苏
加诺选择反对这一提案。

此前印尼发生外岛叛
乱，陆军立了大功，结果陆
军军官居功自傲，并趁机
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尾
大难甩，对苏加诺形成了
威胁。再加上国内经济下
行，内忧外患，苏加诺执政
已经地位不稳。如果他能
团结全国力量挫败宿敌马
来亚的计划，则不光转移
矛盾，还能提高威望得到
更 多 的 民 族 主 义 者 支 持
他。（印尼的主体民族爪哇
人、巽他人基本在爪哇岛，
而加里曼丹岛分布着大量
的“ 少 数 民 族 ”和 土 著 民
族，建国初期的印尼是很
警惕独立倾向的。）

为公为私，阻止“马来
西亚联邦”计划都是印尼
唯一的道路。

不过苏加诺并没有立
即行动，因为此时印尼忙

着跟荷兰讨回西伊里安的
领 土 。 直 到 1962 年 8 月 ，
印尼跟荷兰缔结了条约，
夺回了西伊里安地区。这
一外交胜利不仅让印尼得
到了实际好处，而且极大
地激励了其民族自信。现
在 它 坐 拥 装 备 先 进 的 40
万大军，是美苏两国共同
争取的对象。而相比之下
马来亚仅有几万装备落后
的军队，苏加诺很有自信
取得胜利。

正 好 同 年
马 来 亚 指 责 印
尼 支 持 文 莱 叛
乱 者 ，为 印 尼
公 开 反 对 提 供
了 借 口 。 苏 加
诺 称 这 是 英 国
包 围 印 度 尼 西
亚 的 计 划 ，继
而 公 开 号 召

“ 粉 碎 马 来 西
亚联邦”，还对
马 来 西 亚 进 行
了 武 装 袭 击 。
除 此 以 外 ，印
尼 找 到 了 一 个
同 样 对 此 计 划 不 满 的 盟
友 —— 菲 律 宾 ，后 者 希 望
借 机 加 强 与 东 南 亚 国 家
的联系，削弱对美国的依
附 性 。（虽 然 殖 民 时 代 正
在快速远去，但英国人在
前 殖 民 地 的 影 响 力 尚 未
消失，且完全可以以一种
新的方式重现。）

在印尼和菲律宾的要
求下，三国召开首脑会议
讨论这一计划，最终妥协
的结果是邀请联合国派调
查团，评估当地人民的合
并意愿。

不 过 因 为 英 国 的 干
预，调查草草得出“赞同联
邦成立”的结论便结束了。

于 是 1963 年 9 月 16
日，马来西亚联邦（以下直
接称为马来西亚）正式成
立。印尼一方因为挫败感
而极其愤怒，苏加诺更是
担心失去国内民族主义者
的支持，因此表示出极为
强硬的立场。（马来西亚国
父 东 古·阿 卜 杜 勒·拉 赫
曼，在马来西亚刚成立就
要应对印尼的巨大压力。）

17 日 ，印 尼 直 接 宣 布
与马来西亚断交，随后双
方 开 启 了 军 事 对 抗 。 借
助 两 国 边 境 广 袤 的 丛 林
地带，印尼向马来西亚展
开了游击进攻，在马来西
亚境内实施恐怖袭击，策
划 暴 动 以 及 策 动 当 地 对
政府不满者起义。至 1964
年 2 月 ，印 尼 向 马 来 西 亚
派 遣 了 将 近 两 百 名 游 击
队战士，另有数百人在边
境 枕 戈 待 旦 。（在 加 里 曼

丹岛内陆，印尼与马来西
亚 陆 上 边 界 的 广 袤 热 带
丛 林 为 各 种 非 正 规 战 争
提供了舞台。）

可惜这些行为都收效
甚微，甚至威胁到了印尼
的国民经济，但苏加诺依
然 决 心 反 对 到 底 。 以 至
于 1964 年 底 马 来 西 亚 即
将 成 为 联 合 国 安 理 会 非
常任理事国，印尼甚至选
择退出联合国，以示与其
誓不两立。

随后印尼陆军精锐部
队和空军直接参加战斗，
双方冲突不仅没有减弱，
反倒愈演愈烈。（当然，印
尼此次也并非孤军奋战，
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北加
里曼丹国民军都是北方的
援手。）

大国的干预

在 冷 战 的 年 代 里 ，政
治舞台上永远少不了大国
的干预。

冲 突 爆 发 以 来 ，英 国
自然是旗帜鲜明地支持马
来 西 亚 。 印 尼 军 队 参 战
后，英国直接派出军队保
护马来西亚，更要联合澳
大利亚、新西兰一块打击
印尼。不过财政紧张的英
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
此寄希望于美国的介入以
寻求脱身机会。

但美国并没有动机像
英国那样支持马来西亚，
对印尼苏加诺政权的态度
也比较复杂。

一方面因为意识形态
原因，美国天然就站在苏加

诺政权的对立面，因此注重
与印尼陆军势力联系，加强
和他们的关系。另一方面
为了不让印尼倒向苏联一
方，美国在冲突爆发前实行

“双轨政策”，即表面上支持
马来西亚，但实际上不做干
预。（苏加诺可以和美国总
统交朋友，同样可以和卡斯
特罗交朋友。）

随 着 印 尼 - 马 来 西 亚
冲突的加剧，美国对印尼
态度（尤其是对苏加诺的
态度）逐渐变化。特别是
发现苏加诺政权对于美国
的敌意，比如在越南问题
上大加指责之后，美国开
始公开反对印尼。

同 一 时 期 ，越 南 形 势
变 幻 ，美 国 正 越 陷 越 深 ，
而 美 国 干 预 越 南 的 一 大
目 的 正 是 害 怕 东 南 亚 被
革命输出。）

军 事 上 ，美 国 停 止 帮
助训练军官并不再向印尼
出口武器；经济上，1964 年
对 印 尼 的 援 助 从 1.3 亿 美
元减到了 2000 万美元，连
原计划的零头都不到。削
减援助效果立竿见影，印
尼经济遭受沉重一击。

而社会主义阵营这边
也并不信任印尼政权。一
方面是其之前和美国的纠
缠不清，另一方面是因为
反 感 其 退 出 联 合 国 的 行
为，只是不公开批评而已，
但很难给予援助，印尼在
国际上陷入了孤立。

现在印尼几乎是以一
己之力对抗马来西亚、英
国 、美 国 ，失 败 已 经 是 迟
早 的 事 情 。 苏 加 诺 本 想

妙计安天下，没想到赔了
夫人又折兵，加上身体又
出了问题，地位已然是摇
摇欲坠。

终 于 在 1965 年 9 月 30
日，政变开始了。在一名
叫 翁 东 的 陆 军 少 校 带 领
下，一群士兵以保护苏加
诺为名袭击陆军参谋部，
杀死数名高级将领。但随
后印尼陆军战略司令部司
令 苏 哈 托 即 率 部 歼 灭 叛
军，并以叛乱罪名对印尼
共产党进行清洗，苏加诺
凭借宪法赋予的“终身总
统”之位勉强得以幸免。

不过印尼陆军并不打
算放过苏加诺，尤其是美国

将经济援助与其去留相联
系的情况下。次年 3 月，陆
军以武力向苏加诺逼宫，迫
使其发表了放弃总统之位
的“三月十一日命令”。第
二天，苏哈托又以此命令为
基础宣布解散印尼共产党，
彻底掌握了政权。

大权在握的苏哈托立
刻表示要专注于国内经济
问题，结束与马来西亚对
抗。同时也希望能够回到
联合国，并争取外国援助
以挽救经济。至此这场冲
突终于以印尼一方失败而
告终，但大国之间的斗争
才刚刚开始。

新势力介入

虽然新上台的苏哈托
政权表现得很乖巧，不仅镇
压印尼共产党，还积极归还
此前没收的英美财产。但
只要其国内经济继续恶化，
政权就难以维系。尤为重
要的是，印尼陆军此前与苏
联关系密切，如果西方不抢
先给予经济援助，就会给苏
联介入的机会。

当时的印尼面临着严
重 的 债 务 问 题 ，仅 有 2000

万美元外汇储备的印尼却
背 负 着 27 亿 美 元 的 债
务。由此西方国家打算以
债务问题为突破，召开债
权国会议讨论对印尼的援
助问题。

不 过 在 会 议 主 导 权
上，英美发生了争执。美

国虽然实力强大，但因为
摸不清印尼陆军的态度，
于 是 便 强 推 日 本 主 导 会
议。而日本一直以来对东
南亚虎视眈眈，即便是战
败 国 ，也 要 借 着“ 劳 务 赔
偿”的方式打开东南亚市
场，是英国保留残存影响
力的劲敌。

于是英国试图拉拢西德
为其火中取栗。可惜这一厢
情愿没有得到只想闷声发财
的西德的认可，无奈之下只
好接受了美国的安排，由日

本 作 为 会
议 发 起 国
并 主 导 会
议进程。

由 此
在 美 国 的
支 持 、日
本 的 主 导

下，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
于 1967 年 2 月 首 次 召 开 。
从此到1991年间，两国共计
主导召开了 34 次会议，向
印尼提供了五百多亿美元
的援助。其中美国与日本
占据了大部分，特别是日本
援助金额迅速增长，1967 年
时一年仅援助6000万美元，
但到 1973 年一年加码到了
2 亿多美元，比美国还要多
将近9000万美元。

在 大 国 的 调 解 下 ，印
尼最终与马来西亚和解。
此后其外交政策开始向西
方靠拢，不再致力于“不结
盟运动”（由南斯拉夫等国
倡导的第三世界国家国际
组织）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通过巨量的
援助，美国与日本得以削弱
英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
本更是成为了东南亚开发
体制的支柱，在21世纪以前
长期居于对东南亚国家援
助的前列，并最终通过经济
渗透的方式，至今仍对东南
亚国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一场南洋国家之间的
领地冲突，就这样成为了
各个大国在东南亚重新洗
牌的工具。

（来源：地球知识局）

印尼则曾经是荷兰殖民地

1961 年，苏加诺与肯尼迪、约翰逊

英军来了

澳军也来了

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1963 年的苏哈托）

英国及英联邦部队胜利完成任务

1968 年，苏哈托访问澳大利亚

苏加诺可以和美国总统也可以和卡斯特罗交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