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耀的中国渊源
访华33次曾会见中国五代领导人

作为当代的政治家之一， 李光耀的
影响力远不止新加坡一地。 他对亚洲乃
至整个世界的政治与外交格局都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李光耀一生曾与无数政治
领袖会面， 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是他
与中国领导人的交往。

据统计， 包括
1976

年首次访问中
国，李光耀在

37

年间共访华
33

次，分别
于

1976

年、

1978

年、

2002

年、

2004

年、

2010

年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和习近平。 李光耀是罕有的能有
机会与这五代中国领导人会面的外国领
导人。

李光耀对邓小平一直十分尊重。 他
曾在书中提到邓小平是其最尊重的国家
领导人之一。而据张九桓介绍，邓小平跟
新加坡也颇有渊源。 据说邓小平年轻时
赴法留学途中， 曾经经过新加坡。

1978

年
11

月，小平同志访问南亚几国，其中
就包括新加坡。在当时的访问中，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看看为什么新加坡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一， 看看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学习和借
鉴的。这之后两人还有过多次接触，种下
了中新友谊的种子。

李光耀在其书中还提到， 在
2007

年
底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习近平

会面时，习近平宽阔的胸襟给他留下深刻
印象。 他说：“习近平的大气让我印象深
刻。他视野广阔，看待问题深刻透彻，但又
丝毫不炫耀才识。 他给人的感觉很庄重。

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 ”李光耀称习近
平为“曼德拉级别”的人物。

“我认为，至少在东南亚国家领导
人中， 李光耀是对中国了解最多的一
位。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中国
驻新加坡前大使张九桓告诉记者，因
为本身李光耀一家就属于华人， 身上
流淌着炎黄子孙的血液， 这是无法更
改的。 李光耀曾说过，他们的先辈是从
广东来闯世界的， 来到新加坡最开始
做的是苦力。 “所以他对中国的改革开
放一直持肯定态度， 对中国的发展很
有信心， 相信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级
的大国。 ”张九桓说。

李光耀曾公开表示， 中国自实行改
革开放政策以来，政治稳定，经济快速发
展，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仅造
福中国人民， 也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
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耀访华时曾表示， 新加坡赞赏
中国奉行的内外政策，中国的发展，无论
对亚洲还是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据《法制晚报》）

面孔一：最重要的战略家

新加坡地处当今世界最重要
的航运通道之一的马六甲海峡，

具有优越的战略地位： 不仅可以
令新加坡充分发展航运及相关服
务性产业，而且从长远来看，由于
扼守东亚通往世界能源产地的咽
喉， 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安全意
义。

作为东南亚最重要的战略家
之一， 李光耀对此有着清醒的认
识，对此加以充分利用，将这个小
小的前殖民地带入了

20

世纪的
现代化进程， 以其杰出的经济成
就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面孔二：爱管事的“大家长”

李光耀敢说话， 也敢落实自
己有关社会治理的各种想法。 在
他的严苛治理下， 新加坡成为了
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 但这也会
招来反对声。

入院前， 李光耀还在对如何
解决新加坡剩女多的问题发表极
易引起争议的言论。 他坚持认为
优秀女性应多生孩子、 优秀男性
应选择优秀女性。 李光耀曾想将
他的这一想法转变为国策， 但新

加坡国内一些人指责他
是个不折不扣的精英主
义者。 这项政策最终因
为国内过大的反对声而
作罢。

“我经常被指责干
预新加坡人的私生活。

对，但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们今天不会有这样的
成就。 ” 对于别人的看
法，李光耀如此回应。

面孔三： 不屈服的
“独裁者”

李光耀在新加坡的
政治实践遭到西方自
由主义者严厉批评，严
厉型法治也有诸多非
议， 但他从不在乎这些
批评。

辞去总理后， 李光耀不遗余
力鼓吹“亚洲价值观”。 “亚洲价值
观”以儒家文化为大旗，而所肯定
的是一套东亚式的威权政治观：

一方面接受西方的市场化资本主
义，一方面却拒绝西方民主价值。

“你说我是独裁者， 随便你
吧， 但那并不真的表示我就如你
所说， 我在自由选举中能轻取对
手，我还需要当独裁者吗？ ”李光
耀说。

面孔四：中新建交奠基人

尽管中新建交较晚， 但李光
耀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持坚定
的支持态度， 与改革开放后历届
中国领导人都建立了紧密的交
集。 基辛格在著作《论中国》中记
载了中新领导人交往的一件轶
事。

1978

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

在与李光耀会见时，小平表示中
国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发展经验。

但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可以
做成的任何事情，中国没有理由
做不到或不能做得更好的。 此
后， 两国政府达成人才交流协
定，成为中新关系的一个友好篇
章。

（据《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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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就李光耀逝世向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致唁电李克强总理向李显龙致唁电

习近平：李光耀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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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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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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23

日就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不幸逝世向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致唁电。 李克
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
的名义， 向新加坡政府和人民表
示沉痛哀悼， 向李显龙及家人致
以深切慰问。

李克强在唁电中表示，李光耀
先生和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推
开了中新友好合作大门，他为中新
关系和中国改革开放作出的贡献
必将载入史册。李光耀先生是世界
公认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是新加坡
的开国之父和发展之父，也是东盟
的创建者之一，他为本地区的和平
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克强表示， 新加坡是中国
重要的友好邻邦。 中方愿同新方
共同努力， 弘扬两国几代领导人
共同开创和精心培育的友好传
统， 推动中新友好合作关系不断
向前发展。

（据《法制晚报》）

李光耀的多面人生

1976

年
5

月
21

日，李光耀（左三）和夫人等人游览桂林漓江。

(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