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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苏哈托军人政府

1965年10月1日苏
加 诺 命 令 停 止 一 切 军
事活动，9·30运动立
即 停 止 。 这 样 一 来 ，
该 运 动 所 指 挥 的 部 队
很 容 易 被 苏 哈 托 所 领
导 的 势 力 缴 械 。 几 个
小 时 后 ， 1 0 月 1 日 下
午，所有的9·30运动
在 雅 加 达 的 岗 位 都 瘫
痪 了 。 所 有 参 与 者 都
被捕。当晚7点左右，
即运动开始后约17个小
时 ， 苏 哈 托 已 经 控 制
了雅加达。9·30运动
的 领 导 人 被 迫 逃 离 ，
留 下 溃 散 的 部 队 。 从
此 苏 加 诺 便 处 于 弱 势
地位。

自 此 开 始 了 消
灭 印 尼 共 产 党 ， 大 规
模 逮 捕 和 屠 杀 ， 发 动
群 众 抨 击 苏 加 诺 的
政 策 ， 并 最 终 推 翻 了
苏 加 诺 的 国 家 元 首 地
位 。 所 有 这 一 切 过 程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便 完
成 了 。 然 而 ， 在 这 个
本 应 维 护 法 治 和 人 权
的 国 家 ， 牺 牲 者 数 量
巨大——超过100万无
辜 者 被 系 统 地 杀 害 ，
数 十 万 公 民 失 去 了 他
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正 如 在 其 他 章 节
所 提 到 的 ， 接 近 1 9 6 5

年 底 时 ， 美 国 和 苏 联
在 协 调 它 们 的 利 害 关
系 。 这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要 阻 止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印 尼 扩 大 其 影 响
力 。 苏 联 希 望 印 尼 共
产 党 改 变 方 向 ， 疏 远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 而
美 国 则 想 消 灭 印 尼 共
产 党 。 当 时 印 尼 共 的
领 导 似 乎 没 有 意 识 到
这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在 企
图 阻 挠 印 尼 共 产 党 和
苏 加 诺 的 各 种 政 治 纲
领 的 实 施 。 他 们 已 然
掉 进 了 国 际 政 治 游 戏
的陷阱。

如 在 本 书 其 他
地 方 所 描 述 的 ， 国 际
黑 手 已 经 成 功 地 挫 败
了 本 应 在 阿 尔 及 利 亚
召 开 的 第 二 届 亚 非 会
议 。 这 次 会 议 旨 在 进
一 步 加 强 亚 非 人 民 的
团 结 ， 这 一 方 面 损 害
美 国 的 利 益 ， 另 一 方
面 也 损 害 苏 联 的 利

益 。 苏 联 不 能 参 加 会
议 ， 必 然 担 忧 中 国 对
亚 洲 和 非 洲 会 有 更 大
的影响力。

亚 非 会 议 不 得 不
取 消 是 因 为 准 备 开 此
会 的 大 楼 被 炸 坏 了 。
实 际 上 ， 第 二 届 亚 非
会 议 开 不 成 应 该 引 起
朋 加 诺 和 印 尼 共 产 党
在 筹 备 朋 加 诺 所 倡 议
的 新 兴 力 量 大 会 方 面
高 度 警 惕 。 美 国 和 苏
联 肯 定 不 乐 意 看 到 新
兴 力 量 大 会 的 举 办 。
而 这 两 个 超 级 大 国 同
样 有 手 段 有 能 力 挫 败
在 印 尼 召 开 此 会 议 ，
就 像 挫 败 在 阿 尔 及 利
亚 的 第 二 届 亚 非 会 议
一样。

现 在 有 一 点 是 很
清楚的，即9·30事件
已 成 为 陆 军 消 灭 印 尼
共产党的理由。 

苏 联 方 面 试 图 更
换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领 导

班 子 并 挽 救 该 党 。 但
他 们 失 败 了 。 有 消 息
称，1965年底前苏联大
使 馆 曾 经 约 见 凯 鲁 ·
萨 利 赫 （ 贫 民 党 ） 、
苏 卡 尼 （ 贫 民 党 ） 和
阿 里 · 沙 斯 特 罗 阿 米
佐 约 （ 印 尼 民 族 党 ）
一 起 开 会 。 在 “ 有 领
导 的 民 主 ” 时 代 贫 民
党 是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政
敌。

这 次 会 议 讨 论 了
苏 联 所 希 望 成 为 印 尼
共 产 党 新 领 导 人 的 名
单 ， 使 印 尼 共 继 续 在
印 尼 保 持 其 影 响 力 。
但 是 会 议 的 结 论 并 未
得 到 落 实 。 事 实 表
明 ， 苏 联 在 印 尼 的 影
响 力 没 法 与 支 持 印 尼
陆 军 消 灭 印 尼 共 产 党
的 美 国 势 力 抗 衡 。 美
国 才 真 正 成 功 地 消 灭
了印尼共产党。

我 们 的 确 没 有 具
体 的 证 据 证 明 美 国 中

央 情 报 局 和 克 格 勃 卷
入了9·30运动。但很
明白的是，1965年10月
1日以后，美国积极介
入 支 持 苏 哈 托 将 军 。
大 家 都 知 道 ， 印 尼 大
学 生 行 动 联 盟 的 成 员
在 大 街 上 穿 的 制 服 是
美 国 中 情 局 资 助 的 。
同 样 ， 他 们 在 街 头 示
威 中 使 用 的 机 动 车 辆
也 是 美 国 中 情 局 资 助
的。

在 9 · 3 0 运 动 之
前 ， 并 没 有 多 少 人 知
道 苏 哈 托 。 但 他 的 动
作 迅 速 ， 在 很 短 的 时
间 内 成 为 在 印 尼 最 具
实 力 和 影 响 力 的 人
物。

没 有 人 能 确 切 证
明 中 情 局 操 纵 了 印 尼
局 势 的 发 展 。 但 是 ，
美 国 驻 印 尼 大 使 马 歇
尔 · 格 林 在 那 时 出
现 ， 导 致 了 美 国 以 其
中情局介入的结论。

动 员 青 年 和 学
生 的 投 入 运 动 ， 这 具
有 格 林 的 显 著 特 征 。
这 种 大 规 模 的 运 动 在
印 尼 学 生 青 年 行 动 联
盟 和 印 尼 大 学 生 行 动
联 盟 等 组 织 中 协 调 。
显 然 ， 安 全 和 秩 序 恢
复 指 挥 部 直 接 进 行 协
调 。 很 多 士 兵 扮 成 普
通 百 姓 ， 投 入 其 中 鼓
励 和 组 织 各 种 反 印 尼
共 产 党 及 其 群 众 组 织
的 示 威 ， 然 后 使 之 演
变 成 反 对 苏 加 诺 的 运
动 。 他 们 夸 大 了 印 尼
共产党在6位将军被绑
架 和 谋 杀 的 暴 行 中 的
作 用 。 群 众 被 动 员 起
来 ， 燃 烧 印 尼 共 产 党
及 其 群 众 组 织 的 建 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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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哈托势力的不断扩张（上）

1966年3月11日苏哈托少将（左）带领多名将军进入
茂物行宫迫使苏加诺总统（右）签署所谓的"3-11命令"

把行政权力移交给苏哈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