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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李光耀李光耀逝世逝世

政壇預言家：
港勿成「木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李光耀生

前因對世局發展眼光準確，被戲稱為「政壇預

言家」。香港特區近年因政制發展問題而引起

爭拗，李光耀早就指出，「（香港）沒有必要

在政治上挑戰中華人民共和國」，「假如他們

（香港人）能夠使北京（中央）領導層相信，

港人願意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

辦事，那麼香港政制可以有所進展。」他並

囑咐港人應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及限制下

適切的爭取，不要試圖成為《木馬屠城記》

中那隻「木馬」。 不願見港退步 挺按憲法基本法辦事

李光耀對全球關係的精闢見解蜚聲國
際，憑藉新加坡在亞洲的地理位置及華人
社會結構，以及李光耀多次與中國領導人
會晤的經驗，不少歐美領袖視他為引領認
識中國的橋樑。1980年代，綽號「鐵娘

子」的時任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與北京談
判香港前途問題時，便曾請教李光耀。
戴卓爾夫人在1993年出版的自傳《唐

寧街歲月》中，讚揚李光耀是她認識的人
當中，與中國人打交道最多的人。書中披
露她1982年起多次與北京展開香港回歸
談判，然而進展緩慢。翌年她主動向李光
耀討教，後者總結個人訪華經驗，建議她
派資深官員向北京最高領導人提交建議。

基辛格︰對亞太見解無人能及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表示，李光耀

擁有無人能及的智慧及判斷力，特別是他
對亞太區的見解。基辛格指，李光耀的分
析有助美國與亞洲建立穩固外交關係。他
憶述以往李光耀訪美，每次都會有很多人
排隊與李光耀見面，其中包括華府及外交
界的高層領導人。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與李光耀私交甚篤的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昨
日亦致函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致以慰問。李嘉誠父子三人昨日抵
達新加坡，瞻仰李光耀遺容，並將參加弔唁活動。
慰問信中說：「黯悉李資政辭世，不勝惋悼，哀傷難捨。資
政是世罕其匹、東西一合的歷史巨人，篤志結領民心民智，實

現有序、自由、公平和仁惠的社會。資政一生果敢磊烈、持守
相本、風度莊嚴、平易近人。身雖同乎萬物生死，精神不滅不
朽，長存人心。本人有緣與資政多次面晤，其思之深，見之
遠，仁之厚，一切一切彷如昨天，怎不感念疇昔。謹偕小兒澤
鉅、澤楷敬致深切慰唁，盼總理閣下與家人節哀順應。」

李嘉誠赴星瞻仰遺容

回歸談判 鐵娘子當面討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鄭治
祖）新加坡駐港總領事館昨日下午開放
予公眾弔唁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約於昨日下午4時
前往，在新加坡駐港總領事傅光燊的陪
同下，向李光耀遺照鞠躬及在弔唁冊上
簽名，寫上「向李光耀家人及新加坡人
民，致以最深切慰問」。他同日致函新
加坡總理李顯龍，讚揚李光耀為人正
直，堅毅不拔，憑着過人的遠見和魄
力，為新加坡奠定穩固基礎，使新加坡
繁榮穩定，又強調星、港一直是追求卓
越的夥伴，香港會繼續與新加坡保持緊
密的友好關係。
梁振英在函中說：「今年是新加坡獨

立50周年。李光耀先生是促使新加坡立
國的關鍵人物，未及慶祝這個重大日子
便與世長辭，令人惋惜。不過，他將新
加坡建設成繁榮昌盛、兼容並蓄和朝氣
勃勃的國家，新加坡、亞洲以至全世界
都會繼續記得這卓越成就。我們會永遠
懷念他。」

為民福祉 港人讚值得尊敬
多名居港新加坡籍人士及港人昨日亦

前往領事館弔唁，部分人手持鮮花向李
光耀遺照致意，在簽署弔唁冊時難掩哀
傷神情。到場致哀的新加坡僑民則表
示，對李光耀的離世感到傷感，又指李
光耀為新加坡做了不少事，包括改善民
生，希望李光耀能安息。有曾在新加坡
工作多年的港人表示，李光耀執政多年
以人民福祉為依歸，值得尊敬。
傅光燊表示，新加坡失去了「國父」，

昨日是新加坡人民悲傷的日子。傅光燊
說，李光耀是香港的朋友，過往身為總理
多次訪港，與港人交流意見及互相學習，
推動兩地互動，即使後繼有人仍堅持在港
與朋友會面。他並感謝在港新加坡人民及
港人到場向李光耀致意。
新加坡駐港總領事館將開放至本周

日，每日早上9時至晚上6時半供市民
前往弔唁。

梁
振
英
弔

梁
振
英
弔
唁唁
：：
全
世
界
會
記
得
他

全
世
界
會
記
得
他

從鄧小平開始，中國幾代領導人都非
常欣賞新加坡模式。而香港末代總

督彭定康和前特首曾蔭權，都去過新加
坡聽取李光耀的建議。李光耀亦很關心
香港的情況，根據英國檔案館解封文
件，在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期間，
1984年時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就香港
前途表達關注，差不多每年都到訪香
港，與港督商討大小事務，並憂慮香港
下滑會令新加坡失去競爭對手， 從而造
成傷害。

舌戰勝肥彭 罵英國人虛偽
1992年12月，香港大學80周年校慶，
李光耀應邀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說。時任港
大校監、提出「三違反」政改方案的港督
彭定康問李光耀，英國在亞洲50多年來的
非殖民化過程中得到甚麼啟示。李光耀大
罵英國人虛偽，指民主只會帶來退步而非

進步，並引用斯里蘭卡等為例，指民主制
度無法避免當地的種族衝突。
雙方爆發舌戰，李光耀以「香港不是在
大海中央，而是中國一部分」、「（香
港）沒有必要在政治上挑戰中華人民共和
國」等「KO」了對方。在答問會上，李
光耀再被問到香港是否值得有民主時，他
回應說：「是的，香港值得有民主，但最
終在現實中，我們不是經常都得到應得的
東西。」
2000年12月7日，李光耀獲香港中文大

學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當時，部分中
大師生到頒授禮現場抗議，質疑他以「獨
裁」方式管治新加坡，反對中大頒授學
位。他在典禮上發表演說時，已強調香港
特區的政制發展，必須得到中國中央政府
的認同。
他指出，倘港人能夠游說中央領導人，
港人願意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辦事，香港政制就可以有進展，令
香港有一個更具代表性和參與性的政府，
否則特區行政長官和全港市民將會不斷和
中央摩擦。

籲減與美政治聯繫 免被質疑動機
2000年12月8日，李光耀在香港出席新

加坡商會午餐會。他在演講中指出，香港
人應該在中國憲法及香港基本法的範圍下
爭取自己的權益，不要企圖影響中國的政
治發展，又指目前的「遊戲規則」已經改
變，香港人應減少與美國在政治方面的聯
繫，以免被質疑動機。
2005年 3月，李光耀再次訪港並在一

個領袖典範演講。當時，時任特首董建
華以健康理由辭職，有與會者追問李光
耀對董建華的看法，李光耀評價道，董
建華是個好人，但不是一名「街頭戰

士」，並指香港當年太多人上
街，香港需要一名「街頭戰士」，
駕馭社會上的衝突及分歧，但承認

換了自己來做，也做
不來，尤其特區行政
長官要兼顧港人及中
央的利益，是一項艱
巨的工作。
李光耀更以希臘神話

《木馬屠城記》來忠告
港人，不要以為可用一
己之力改變中國，並相
信中國決不容許香港成
為《木馬屠城記》中的
「木馬」。他警告，中
國政府給予香港特區的
支持，隨時可能「閂水
喉」，港人應在「一國
兩制」的框架及限制
下，進行適切的爭取。

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中西文化和制度的
匯集地，兩者也是金融中心，成為比較的
對象。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報告》
顯示，香港排名第2，高過第7位的新加
坡。美國傳統基金會「全球最自由經濟

體」排名中，香港居首位，壓過第2位的
新加坡。不過世銀發表《2015年營商環
境報告》則顯示新加坡是第1位，香港是
第3。而且新加坡本地生產總值(GDP)增
長也較高，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人口結

構，新加坡工作人口比例遠高於香港，人
均收入也較高。
李光耀不諱言香港有其優勢，他透露

自己1950年代訪港時，裁縫只花12小時
便縫製好西裝，極具效率。他亦借鏡香港
的高等教育，新加坡1960年代末在大學
開辦工程學系，便是因應當地工程師需赴
港攻讀工程學位的情況。 ■綜合報道

港星各有千秋 讚港人工作效率高

■梁振英在弔唁冊上寫上「向李光耀家人及新加坡人民，致以最深切
慰問」。 郭兆東攝

■■李顯龍李顯龍((右一右一))和前總理吳作和前總理吳作
棟棟((右二右二))瞻仰李光耀遺容瞻仰李光耀遺容。。

■■李嘉誠李嘉誠((右右))和李澤楷和李澤楷((左左))昨在李顯龍昨在李顯龍
夫人何晶陪同下瞻仰李光耀遺容夫人何晶陪同下瞻仰李光耀遺容。。

■■在醫院外的悼念李光耀在醫院外的悼念李光耀
花海前花海前，，有民眾傷心得跪有民眾傷心得跪
倒地上倒地上。。 彭博通訊社彭博通訊社

■■李光耀夫婦李光耀夫婦19901990年訪問英國年訪問英國，，與戴與戴
卓爾夫人卓爾夫人((左左))敘舊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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