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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4日（星期二）李光耀李光耀逝世逝世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
報道）新加坡前總理李

光耀因病於23日凌晨3時18分去世，各國政要隨即
以不同形式對這位歷史巨人致以深切哀悼。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以及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美國總統奧巴馬、英國首相卡梅倫、澳洲總理阿
博特、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韓國總統朴槿惠、新西蘭
總理約翰基、印度總理莫迪、馬來西亞總理納吉布、

印尼總統維多多等發出唁電或發表聲明，緬懷這位新
加坡建國總理的卓越貢獻。

習近平讚「中國老朋友」
23日上午，習近平、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全國人大

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分別就李
光耀不幸逝世向新方致唁電，對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
的哀悼，向李光耀的親屬表示誠摯的慰問。習近平在
唁電中表示，李光耀是新加坡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
廣受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是中國

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關係的奠基人、開拓者、推動
者。李光耀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損失，也是國際
社會的損失。習近平強調，中方高度重視發展中新友
好合作關係，願同新方一道，堅持和發展兩國傳統友
誼，以今年中新建交25周年為契機，鞏固睦鄰友
好，深化互利合作，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奧巴馬稱巨人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形容李光耀是「亞洲的傳奇人

物，因為他極強的領導能力和治國才能而倍受尊

敬。」他指出，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的30年期間，
協助新加坡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轉變為世界上最發達的
國家之一。讓新加坡成為一個繁榮的國際商業中樞。
美國白宮在官方網站上發表奧巴馬的聲明說，李光

耀是目光遠大的領導人，自新加坡1965年獨立以來
就一直領導這個國家，建造出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國
家之一。奧巴馬形容李光耀為一個「忠誠的公僕、非
凡的領導人」，是「歷史真正的巨人」，「過去和現
在的許多世界領導人，都曾就治理方式及發展向他尋
求意見」。

習近平等各國領導人致唁電 哀悼「亞洲傳奇人物」

蘇州大學藝術學院沈
建國老師至今還清晰記
得16年前李光耀為他的
雕塑作品《合作》剪綵
的時刻，「70幾歲的人

了，精神好得很，圍着雕塑走了一
圈，感覺比年輕人腳步還快。」沈建
國回憶，1999年10月，時值蘇州工
業園區成立5周年，他的雕塑設計方
案在全球四五百位藝術家中脫穎而
出，被選定製作象徵中新兩國友誼的
雕像作品《合作》。

在雕像揭幕儀式上，李光耀和時任
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為雕塑剪綵。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李光耀先生，心
情當然激動啊。」沈建國說，李光耀
給他的第一印象是個子非常高，而且
70幾歲的人身體非常好，「李光耀先
生一直面帶微笑，非常和藹可親，非
常可愛」。 ■記者彭斌

香港文匯報訊 李光耀走完
91年不凡人生。據中新社報
道，北京學者表示，李光耀精
明務實，融匯東西方文化，帶
領新加坡創造經濟奇跡，又深

具戰略眼光，靈活平衡，推動
建立相當穩定的中新關係。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

略研究所副研究員唐奇芳表
示，李光耀深具戰略眼光，倡
議東盟各國加強合作，又以靈
活平衡之姿，在大國之間「合
縱連橫」。
「李光耀是一位戰略家，將

中新關係經營得很成功。他很
清楚，中新關係有一角度，不
會讓這一關係出現根本性偏
差。」唐奇芳說。
她指出，李光耀對待中新關

係不固於意識形態，而是以國
家戰略利益為出發點。在李光

耀的推動下，中新關係發展相
當穩定，新加坡積極參與中國
改革開放，利用金融中心的地
位協助中國引入外資，兩國還
在城市建設、人才培訓等領域
取得顯著合作成果。
去年北京 APEC 會議期

間，到訪的新加坡總理李顯
龍表示，新加坡願意配合中
國西部大開發戰略和「一帶
一路」構想。這一表態給唐
奇芳留下深刻印象。「在李
光耀的謀劃下，新加坡與中
國的合作非常契合中國國
情。這個國家雖小，戰略眼
光卻非常高遠。」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李光耀
祖籍地廣東梅州大埔唐溪村，村民昨日在
其祖居「中翰第」自發設靈堂，舉行了悼
念活動。
「中翰第」是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於

清光緒十年（1884年）建造的，至今已有
131年歷史。2008年經過當地政府的修
繕，佈置了李光耀相關圖文展覽。靈堂內
懸掛的匾額上寫着「唐溪驕子世界偉
人」，下面擺着一張李光耀年輕時的巨幅
照片，照片顯得莊嚴、肅穆。
唐溪村李氏宗親李潮堅得知李光耀逝世

後，感到非常痛心，就和宗親商量，要一

起舉辦個悼念活動。李光耀堂兄弟李文穎
更是泣不成聲，「他是我們唐溪村的驕
傲，每次跟別人講述他我都很自豪」。

堅持學中文愛喝中國茶
據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副會長、前駐新加

坡大使張九桓稱，出生於新加坡的李光耀
雖然自幼接受英語教育，但有着深厚的
「中國文化情緣」。30歲後開始學習中文
和閩南話，至70多歲仍努力不懈，他尤其
喜歡背誦四字成語，還愛喝中國茶。在一
次文藝晚會上，為了活躍會場氣氛，即席
唱了一首客家山歌。李光耀及其家人到使

館做客，見面寒暄一般都用中文，只有涉
及正式交談時，才會說：「為了更準確的
表達，請允許我使用英文。」

推動中星關係
助力改革開放

1992年，鄧小平發表著名
的南巡講話：「出

國去看看並且要向各國學習，特別是
向新加坡學習」。當年9月，時任新
加坡內閣資政的李光耀率團訪問中
國，表達了中新合作建立工業園區，
並以這個園區為載體複製新加坡發展
經驗的意向。經過多次協商和實地考
察，中新合作的工業園區最終選址於
蘇州金雞湖畔的一片農田，一個偉大
的夢想從此照進現實。

充分肯定工業園成績
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楊知評講

述了李光耀當年看中蘇州的小故事。
1992年9月，李光耀率團來長三角地
區，重點考察的除了蘇州，還有無
錫。蘇州官員在李光耀逗留的半天時
間裡，見縫插針地推介蘇州，時任蘇
州市長章新勝一口流利的英語更讓李
光耀驚訝不已，讓雙方交流起來非常
流暢，二人交談一直持續到蘇州火車
站貴賓室也沒有停止。
1994年2月，中新蘇州工業園區成

立。此後，李光耀分別於1999年、
2001年、2004年、2009年四次到訪蘇
州工業園區，並曾先後10次到訪江
蘇。2009年，蘇州工業園區15周年慶
典上，李光耀充分肯定了蘇州工業園
區的發展成績，並表示「選擇蘇州是
正確的」。而在回憶錄中，李光耀更
給蘇州工業園區打出了70分的高分，
認為「園區風景宜人，給人一種很新
加坡式的印象」。

中國成星最大貿易夥伴
如今的蘇州工業園區已是公認的中

國對外開放窗口和中外經濟技術合作
典範，園區連續多年名列「中國城市
最具競爭力開發區」榜首。2014年，
蘇州工業園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000
億元人民幣，進出口總額達800億美
元。現在，中國和新加坡建交已經25
周年，中國也已經成為新加坡最大的
貿易夥伴，但李光耀當年親自選擇的
蘇州工業園區，仍然是中新兩國迄今
為止最大的政府間合作項目，仍然是
中國改革開放與對外合作的典範。

倡建蘇州工業園倡建蘇州工業園 複製新加坡經驗複製新加坡經驗 成中外合作典範成中外合作典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彭斌 蘇州報道）李光耀去世的消息對中國

蘇州來說，是一種更真切的牽動。21年前，中國改革開放揚帆起

航之際，李光耀選擇蘇州，與中國合作建立了中國．新加坡蘇州

工業園區，複製新加坡發展經驗，不僅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

田，更是如今在中國遍地開花的「園區經濟」的鼻祖。21年後，

蘇州工業園區成為公認的中外經濟合作典範，更是中國改革開放

的一個里程碑。而中星建交25年，中國也成為新加坡最大的貿易

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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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福州報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
耀不僅長期關注兩岸關係，扮演「協調人」或「傳話者」角
色，且促成了海峽兩岸高層自1949年以來首度以民間名義公開
進行的最高層次會談「汪辜會談」，打破兩岸僵局。
台灣當局領導人馬英九23日致函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表示哀悼

慰問，他指李光耀一直與台灣維持深厚關係，是堅實友人。更
指其致力促進兩岸交流的角色，可謂「居功厥偉」。

訪台26次 積極當「協調人」
李光耀訪問台灣26次，並與台灣地區歷任領導人私交甚篤。

據台灣前「行政院長」郝柏村透露，當初兩岸為「汪辜會談」
物色場所時，並非只有新加坡一個選擇，泰國、馬來西亞、東
京、夏威夷等地都曾列入考慮。
原國台辦副主任唐樹備回憶道，「這要從1992年國家主席楊

尚昆訪問新加坡說起。楊主席在與（時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
會談時說，海峽兩岸談政治問題，條件還不成熟，但是可以先
談經濟。」李光耀立刻問楊，是否能將話轉告給時任台灣地區
領導人的李登輝，楊毫不猶豫地回答「可以」。
鑒於當時李光耀十分積極當兩岸「協調人」，並承諾給予兩

岸兩會平等對待，1993年4月首度「汪辜會談」地點花落新加
坡。李光耀曾說，「海峽兩岸以我為通話的渠道，也因此很自
然地選擇新加坡為1993年4月兩岸首次歷史性會晤的地點」。

力撐經濟促兩岸和平統一
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李光耀在其論著的《李光耀觀天下》

一書中說，「台灣與大陸的重新統一是時間的問題，這是任何
國家無法阻擋的。」他認為漸進的經濟整合可以讓兩岸走在一
起，大陸無須動武。
2010年6月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兩周後，

李光耀公開表示「很喜歡去台灣」，並表示以前大陸不高興新加
坡官員訪台，是因台灣地區要走「獨立」的路，「在我看來，原
本造成阻礙的問題已不存在」。
同年12月，台新經濟夥伴協議（ASTEP）正式展開談判，

開啟台灣地區與重要經貿夥伴洽談經濟合作協議首例。
2011年李光耀最後一次訪台，認為馬英九「不統、不獨、不

武」的兩岸政策，「對兩岸和區域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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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星合作 契合中國國情

祖居特設靈堂 村民自發悼念

■2004年，李光耀與德國前總理科爾觀看蘇州
獨墅湖高等教育區模型。 資料圖片

■李光耀在敦煌鳴沙山
騎駱駝。 資料圖片

■李光耀促成的「辜汪會談」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海協
會會長汪道涵（左）和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右）在會談前握
手致意。 資料圖片

■■20012001年年，，蘇州工業園區成立七蘇州工業園區成立七
周年周年。。出席大會的李光耀和時任出席大會的李光耀和時任
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為園區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為園區「「圓圓
融融」」雕塑揭幕雕塑揭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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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祖居地李光耀祖居地
廣東梅州大埔唐廣東梅州大埔唐
溪村村民自發悼溪村村民自發悼
念念。。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