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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9·30运动是陆军

的内部事务
班邦·乌托约事件

（1955年6月27日）

此事件与陆军军官
们阻挠班邦·乌托约上
校在1955年6月就职成为
陆军参谋长有关。

 
就职典礼最终得以

举行。就职典礼上负责
演奏的是消防乐团，因
为陆军乐团抵制。

 
抵 制 的 原 因 ， 是

班邦·乌托约上校被认
为是印尼民族党的忠实
追随者，印尼民族党强
行要求任命班邦·乌托
约为陆军参谋长。印尼
民族党和陆军之间的对
立导致第一届阿里·沙
斯特罗阿米佐约内阁下
台。

“印尼共和国革命
政府

/ 全 面 斗 争 约 章 ”
叛乱（1956年、1958
年、1961年）

自陆军建立以来，
其内部各种问题一直没

有得到解决，造成军官
们之间不断发生激烈矛
盾。不服从上级的命令
的情况经常发生。

 
当 地 方 指 挥 官 获

得了以与国外贸易的方
式来筹集资金的更多自
由权时，矛盾变得更加
尖锐。各种“理事会”
包括雄牛理事会、大象
理事会、大鹏鸟理事会
等，应运而生。这就是
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
党所领导的“印尼共和
国革命政府/全面斗争约
章”叛乱的基础。

 
1958年，政府表现

坚定，采取军事行动镇
压了反叛的武装力量，
逮捕了另立“政府”的
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
党的主要人物。

 
众所周知，美国飞

机飞行员艾伦·波普在
安汶上空被击落并被逮
捕后，美国参与支持这
一叛乱的事实被揭露出
来。台湾竟然是支持“
印尼共和国革命政府/全
面斗争约章”叛乱的美
国飞机的基地。成箱的
美国武器装备由台湾基
地起飞的飞机空投给在
苏门答腊的叛乱集团。

 
镇压叛乱只是逮捕

直接参与叛乱的人。许
多没有参与叛乱的马斯
友美党和印尼社会党的
领导人和党员并未受到
追捕和监禁。事实上，
许多1955年大选选出的
属于以上两党的议员也
仍然是自由的，继续在
雅加达出席国会会议。

 
20世纪60年代初，

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
党被取缔，因为这两党
未能用纪律约束其参与
叛乱的党员，而且，此
后有事实证明，这两个
党组织领导了此叛乱。

 
然 而 ， 苏 加 诺 总

统宣布特赦。这两党党
员 和 领 导 人 都 被 释 放
了。只有那些还在等待
法庭程序的人被继续关
押。那个时期的在押政
治犯中，后来增加了参
与暗杀苏加诺总统的印
尼社会党领导人，包括
苏坦·沙里尔、苏巴迪
奥、伊达·阿纳克·阿
贡·格德和苏丹·哈密
德。

 
必须指出的是，苏

加诺对“印尼共和国革
命政府/全面斗争约章”
叛乱所采取的坚决行动
并不涉及大规模逮捕，
更不用说大规模屠杀。
印尼与明显支持此武装
叛乱的美国之间的外交
关系也没有受到干扰。

9·30运动（1965
年9月30日）

基于政治派别的差
异、贸易便利条件的争
夺以及权力的争夺，陆
军内旷日持久的尖锐矛
盾得不到解决，最终演
变成被称为9·30运动的
事件。中层与上层军官
之间的矛盾激化很容导
致旨在改变政治布局的
军事行动。这项绑架和
杀害几位陆军高级将领
的事件，就是青年军官
们干的。

 
苏哈托将军领导的

军事当局指控印尼共产
党 为 9 · 3 0 运 动 的 策 划
者，并以此为借口，大
肆镇压印尼共产党，实
施大逮捕和大屠杀。实
际上，并没有证据支持
他们的这些指控。

 
在9·30运动所成立

的革命委员会中，印尼
共产党的关键人物一个
都没有。没有任何证据
能表明，印尼共产党的
组织领导或操纵了9·30
运动。没有明确的证据
能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 9 · 3 0 运 动 有 什 么 关
系，更不要说是其“后
台老板”。这项指控后
来更被拔高到把中国和
印尼之间的外交关系于
1967年被冻结的地步。

 
苏 哈 托 将 军 领 导

的军政府完全无需在法
律程序中所应提供的证
据，便实施其消灭印尼
共产党的政策，直至斩
草除根，消除了中国在
印尼的存在和影响。这
个政策肯定与美国的推
力及美国和苏联两个大
国之间的角力有关。这
个 结 论 有 以 下 事 实 支
持：

 
1、美国显然要竭力

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
的影响力。这项努力涉
及到升级越南战争、摧
毁印尼共产党和消除中
国在印尼的影响。

 
2、北京与莫斯科之

间的分歧日益加剧，莫
斯科也有意消除.。

 
中 国 在 印 尼 的 影

响，剔除印尼共亲华人
物。

 
3、为了在印尼实施

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
美国派出马歇尔·格林
担 任 驻 印 度 尼 西 亚 大
使。众所周知马歇尔·
格林是个能够为美国的
政治利益而动员广大群
众尤其是青年学生的专
家，他在韩国时成功地
倒掉总统李承晚。

 
4、在 9·30 运动之

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通
过印尼社会党的骨干人
物如苏贾特莫科和苏米
特罗等，积极做印尼各
大学校园的学生工作。
在纽约，成为美国中央
情报局工具的律师罗伯
特·德尔森参与协调这
一工作。此工作的对象
每年要参加由美国中央
情报局所资助的、在麻
省理工学院组织召开的
印尼经济政治形势报告
会。福特基金会通过福
特国际培训项目也资助
这些培训活动。此项目
的主管约翰·霍华德曾
表示，苏加诺认为办该
培训项目很重要，以致
于威胁要阻止此项目便
足以改变苏加诺的一些
政策。

 
5 、 美 国 总 统 尼 克

松在 1967 年曾表示，在
使印尼成为追随美国各
项政策的支持者之一方
面，美国所取得的成功
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最
大奖！”

 
6、在印尼共产党被

消灭和苏加诺下台后，
印 尼 的 大 部 分 自 然 资
源，特别是石油和其他
矿产便落入美国巨头企
业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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