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华社３月２３日电 据新加坡总
理公署２３日发布的最新公告，新加坡前
总理李光耀当天凌晨３时１８分在新加坡中
央医院病逝，享年９１岁。

公告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沉重
的心情向全国人民告知这个消息，治丧
委员会将另行公布有关公众吊唁和李光
耀葬礼安排的详情。

今年２月５日，李光耀因感染严重肺
炎进入新加坡中央医院住院治疗。此
后，其病情一直处于危重状态。

李光耀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６日生于新加坡，
早年就读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１９４６年

去英国，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菲茨威廉
学院和中殿律师学院深造。１９５０年回新
加坡后，李光耀曾担任律师和几个工会
的法律顾问。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他参与创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担任秘书长，１９５５
年４月当选为新加坡立法议会议员。

１９５９年５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以
压倒多数获胜后，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
治政府首任总理。１９６３年９月，新加坡同
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成马来西亚联
邦，他继续任新加坡总理。１９６５年８月，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
国，他任共和国总理，１９９０年１１月卸

任。此后，李光耀先后留任国务资政和
内阁资政。２０１１年５月，李光耀宣布不再
担任内阁职位后隐退。

李光耀祖籍广东省大埔县党溪乡，
１９５０年结婚。夫人是他在剑桥大学的同
学，２０１０年去世。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
儿。长子李显龙现任新加坡共和国总理。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５０周年。作为新加
坡开国总理，他为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经
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执政期间，
新加坡创造了在一代人时间里变身发达
国家的奇迹，从１９６０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仅４００多美元，到１９９１年超过１．４万美

元，再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５万美元。
执政数十载，他打造出廉洁高效、

诚信务实的政府，法纪严明、井然有序
的社会，经济腾飞、高度现代化的国
家，使新加坡从“地图上的一个点”发
展成有重要地区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
家。正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是他
带领新加坡走上了“进步的捷径”。而
且，这条“进步的捷径”稳定且可持
续。不过，他的一生也不乏争议质疑。

李光耀究竟给新加坡留下了什么？
他自己曾引用“盖棺定论”来回答这个
问题。现在，他迎来了这个时刻。

“新加坡之父”李光耀病逝
执政数十载，带领新加坡走上“进步的捷径”

李光耀的4次山东之旅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就新加坡前总理李
光耀不幸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
民并以个人的名义，对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向李光耀的亲属
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
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老
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发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
拓两国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光耀先生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
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习近平强调，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新友好合作关系，愿同新方一
道，坚持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今年中新建交25周年为契机，巩固
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990年10月3日，中
新正式建交；次月，李
光耀卸任新加坡总理职
位。虽然中新建交是在
李光耀卸任总理前一个
月，但无论在任还是卸
任，李光耀一直是新加
坡对外政策的设计师，
也 是 首 席 外 交 官 。 从
1976年5月第一次访问中

国，李光耀共访华33次，会晤过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
涛、习近平等历任中国领导人。在新加坡，李光耀是中新关系的奠
基人、总舵手。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李光耀敏锐地关注着亚太地区政治和中国战
略地位的变化，认为美国在东南亚势力减退，势必会导致苏联势力的
扩张，为了保持本地区的势力均衡，不仅美国应该与中国和解，东南
亚国家也要调整对华政策，学会与中国共处。整个七十年代，李光耀
视中国为一个新的亚太地区关系制衡因素，鼓励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与一些把中国当作潜在威胁或急于改变中国现状的国家相比，李光耀
对中国的看法更现实、更客观。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时就提出
“新加坡认为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肯定中国在柬埔寨问题
上发挥的积极作用。

李光耀认为，维持中国的稳定极为重要。如果中国保持稳定，每
年取得8%－9％的经济增长率，将能进一步刺激东亚其他地区的贸易
和投资。李光耀始终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反对西方国家干涉中国内
政，支持中国参与亚太事务。

推动中新经济关系先行是李光耀外交的一大杰作。新加坡获得自
治后，允许中国银行在新继续营业，扩展中新贸易。从上世纪六十年
代中到七十年代中的10年里，中新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的比例
连续超过3％，是新加坡在中国外贸中比例最高的10年，那段时期，
新加坡一度是香港之外的中国第二大外汇来源地。1979年中新签署贸
易协定，1980年互设贸易代表处，中新贸易迅猛发展。1984年，新加
坡成为中国第五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开始于1982
年，政府专设中国投资风险补偿基金为投资者提供风险补偿，建交前
实际投资金额已达1 . 79亿美元，次于港澳地区、美国、日本，是中国
第四大投资来源地。

由于具有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以及与中国传统的经济关系，加上
邓小平对新加坡管理方式的赞赏，在改革开放中，中国很重视来自新
加坡的意见和建议。新加坡在管理专才、顾问服务、酒店管理及市场
推广技术等服务业方面的先进经验，完善的基础设施、周全的通讯设
备和有效的金融服务，以及它作为全球高技术中转站的角色，都成为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习的榜样。1985年，新加坡首任财长、资深经
济学家吴庆瑞被聘为中国沿海经济特区顾问。

新中建交后，身为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仍然在中新关系领域中亲力
亲为。他亲自选定苏州作为中新首个政府间项目的落户地，1994年，
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这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
的中外合资成片开发项目，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反响。苏州工业园的成
功促成了中新第二个政府间合作项目——— 天津生态城。目前，又在筹
备第三个合作项目。

如今，新加坡是中国第十一大贸易国，中国最大投资国，中国以
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三大目的国。
而中国，则是新加坡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
口来源地。中新合作也超越了一般的双边关系，在地区事务、人员培
训、信息交流、防务安全等各领域全方位深度发展，走在中国同东盟
国家合作的前列。

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和东
海的领土争端日益激化，李光耀对中国的担心、要求制衡中国的主张
日益明晰，2010年前后，李光耀多次出言、出书，支持美国重返亚
洲，有评论认为李光耀加入到“反华”的阵营当中。其实，一如其被
认为有时“反美”有时“亲美”一样，给他贴上“反华”或“亲华”
的标签都过于简单。自新加坡独立以来，虽然亚太乃至全球形势已经
历了沧桑巨变，冷战也早已成为过去，但李光耀不论是作为新加坡总
理，还是内阁资政，其关于亚太政治格局均势论的基本主张几乎没有
变化：亚太均势体系必须以美国为主导，其他力量都应该围绕美国展
开。在中国问题上，不是李光耀的立场和观点变了，而是中国的国家
实力和国际地位变了。我们曾经因为李光耀中国观的前瞻性而欢欣鼓
舞，面对其“制衡”或“警惕”之言，我们应该表现出足够的从容和
淡定，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展示一个大国的自信。

就李光耀逝世

习近平向新加坡总统
致唁电

□CFP供图
3月23日，新加坡民众前往悼念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光耀前
后30余次访问中国。3月23日，记者从
山东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独家获悉，从
1985年到1996年，李光耀一共4次访问
山东，与山东领导人会晤，共同推进
新加坡和山东之间的友好交流合作，
与齐鲁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在曲阜过62岁生日

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一直
吸引着祖籍中国广东的李光耀。

1985年9月14日至17日，李光耀
及夫人柯玉芝首次访问山东，这也是
他唯一一次以新加坡总理身份访问
山东。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6日。
巧合的是，1985年9月16日，也就是他
62岁生日这天，李光耀正在曲阜拜谒
孔子。

漫步曲阜，李光耀当时是何种心
情现在已不可知。但那次曲阜之行，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9年之
后，李光耀和家人第三次来山东时，
还主动提起当年在曲阜过生日的情
景。

第二次，助推鲁新合作

1993年7月4日至10日，以新加坡
内阁资政身份来访的李光耀及夫人访
问了我省青岛、烟台和威海。这一
年，李光耀70岁，距离他首次访问山
东已过去8年。

省外事办美大处调研员项琳爽当
时是一名主任科员，负责为李光耀翻
译。项琳爽回忆，当时，尽管她做了
大量功课，但要为这位世界知名人士
做翻译，她多少还是有些紧张。不
过，一见到李光耀，项琳爽的紧张情
绪立即消减了许多，“他温文尔雅，
一张标准的国字脸，给人一种天然的
亲切感，甚至有两次我直接和他说起
了汉语。”

此次访问，李光耀一行参观了青
岛、烟台和威海三市有关机械、造
船、纺织、农机等10多家企业。项琳
爽清楚地记得，每到一家企业，他都
仔细看，认真听，不断提出许多问
题。离开山东前，李光耀说这次访问
非常成功，他对与山东开展全面合作
充满了信心。

李光耀第二次访问山东的1993

年，正是山东与新加坡的交流合作突
飞猛进的一年。李光耀的来访，无疑
助推了鲁新两地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同年11月，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
成立，从此双方在经济、科技、旅
游、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日益频繁。

第三次，终于登顶泰山

山东以“一山，一水，一圣人”
著称，对中国历史文化资源具有浓厚
兴趣的李光耀来到山东，自然不会错
过这些名胜。第一次访问山东时，他
在曲阜停留过，拜谒了“圣人”，令
他遗憾的是，“一山，一水”却一直
没机会近距离欣赏。

1994年10月2日至4日，71岁的李
光耀携夫人柯玉芝第三次访问山东。
这一次，李光耀终于圆了在山东“品
水登山”之梦。

项琳爽介绍，10月2日下午，在济

南五龙潭公园，游人如织，群泉齐
涌，满头银发的李光耀蹲下身，撩水
嬉戏，兴趣盎然。当管理人员告诉他
泉水含有丰富的矿物质，附近居民每
天都来取水泡茶时，李光耀说：“应该把
这些泉水卖到市场上去。”在五龙潭观
鱼楼，李光耀童心大发，忍不住掷食喂
鱼，并欣然为五龙潭题字：“一处令人愉
悦，我十分喜欢的泉群”。

10月3日上午，李光耀终于登上
了五岳独尊的泰山。项琳爽至今记
得，站在泰山玉皇顶上的李光耀双手
叉腰，神情凝重，举目远眺足有10分
钟之久。

第四次，在青岛访问3天

1996年8月31日至9月2日，李光耀
携夫人第四次访问山东。这一年，他
73岁。

3天的时间里，李光耀全部在青岛
访问。这是他最后一次访问山东。

【泪与生存】

１９５９年，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李光
耀出任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此后，他一直
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联邦。
１９６３年，两国合并，但蜜月期不到两年，
双方就产生巨大分歧。１９６５年８月，正当
新加坡面临与马来西亚联邦决裂的边缘
时，李光耀在一次有关与马来西亚分道扬
镳的电视采访中，穿着白色衬衣，不断用
手帕擦拭眼泪。

“成年以来，我始终相信新加坡能并
入马来西亚联邦，结合这两片领土，让两
边的人民在地理上、经济上、血缘上相连
接，”李光耀在采访中泣不成声，几度哽
咽中断讲话，最后用一句“可以暂停拍摄
吗？”结束了这段历史性的镜头。

８月９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
４２岁的李光耀开始独立承担起治国重任。

【人与饭碗】

１９８０年，新加坡航空工会组织大罢
工。李光耀在街头搭台，现身说法。虽
然在早年曾靠拉拢工会步入政坛，但此
时的他已是花白头发，绝不允许工会组
织罢工等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两个
礼拜的损失，我们要用好几个月来弥
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马上结束
罢工，要么继续这样下去，但我绝对会
用一切方法教训你们，让新加坡人民教
训你们……治理新加坡的人，必须要有
铁腕，否则就别玩了，这不是在玩扑
克，而是关乎你我的生活，是我花一辈
子建立起来的国家。”

【白与衬衫】

１９５９年，李光耀当选总理，他规定
所有内阁成员，必须穿白色衬衫和白色
长裤出席内阁会议。白色，寓意廉洁，
象征朴素和正直。事实上，自他早年参
加运动开始，每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
他都是以白衬衫示人。对贪腐的不容
忍，正是他把新加坡打造成“腐败绝缘
体”的根本。

“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
钱收买，就卖出去你的命运。你的政治命
运就完了。你就前功尽弃。”李光耀说。

【法与教育】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
家。上世纪９０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
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活在最多规矩套子
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和教育
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
说，我们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
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预相当私人的事
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造
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里吐痰……
要是当时没有那样做，并且有效执行的
话，就不会有今天的我们。”

（据新华社）

李光耀：中新关系

的新方舵手
□ 赣南师范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魏炜

1994年10月3日，李光耀与夫人柯玉芝登上泰山。（□省外事办供图）

作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先生(李光耀)将他的一生奉献给新加
坡，直至他生命的最后。

———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
李光耀为“亚洲的一个传奇人物”，将以最激励人心的亚洲领导

人之一被世人所怀念。
———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李光耀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作为新加坡的创建者、亚洲事务

最重要战略家之一，将被后世纪念。
——— 美国总统奥巴马
李光耀在50年前凭着远见和决心，带领一个处于弱势的新兴国

家，从独立走向全世界最成功的国家之一。
———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他接下来的是一个落后的海港城市，依靠他对新加坡人民才智和

能力的信念和信任，建立了一个国家。他构建了新加坡的比较优势，
奠基于所有人的纪律和才智之上，他让整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辐射其
影响力。一个中等规模城镇的管理者，在世界上能有如此的影响力，
李光耀是一位伟人。

———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据新华社等）

■各方评价

“强人”
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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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琳爽至今记得，站在泰

山 玉 皇 顶 上 的 李 光 耀 双 手 叉

腰，神情凝重，举目远眺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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