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括在1976年的首次訪問，李光耀在37年間
共訪華33次，見過中國歷代領導人。李光耀最
為推崇的是鄧小平，他曾多次在多個場合、毫
不猶豫地表達自己對鄧小平的讚美，「雖只有5
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

提「停止輸出革命」獲正面回應
兩位領導人共有過四次公開會面，均發生在
建交前，而交談的焦點無一例外地都集中在經
濟、發展、東南亞和中南半島地區局勢等議題
上。
最早的、亦是給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
會晤是在1978年11月的新加坡。李光耀回憶
稱，雖然總統府規定冷氣房不准抽煙，當時還
是特意為「這個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準備
了煙灰缸，不料鄧小平已提前獲知李光耀對香
煙敏感的消息，於是以自己準備戒煙為由，會
面全程堅持不抽煙。這位74歲老人所表現出的
謙虛、坦誠、智慧和謹慎讓他由衷欽佩。
談及中國的對外方針時，李光耀表示中國
應立刻停止革命輸出，鄧小平停頓片刻後問
道：「你希望我怎麼做？」李光耀回憶稱，
當時的他吃了一驚，因為從未見過任何一位

共產黨領袖，願意在現實面前放下一己之
見，更何況是問他「該怎麼做」。也是在這
一次交談中，他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要警
惕「霸權主義」在非洲、中東、亞洲特別是
東南亞地區的問題，越南隨之成為兩位領導
人的關注重點。除此之外，李光耀回憶，這
次會談還堅定了鄧小平克服一切困難，在中
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決心。

預言中國發展有利東南亞
第二次會面的氣氛則輕鬆了不少，一方面，

鄧小平繼續重申中國將「永不稱霸」，並強調
與新加坡「做朋友」的初衷不會改變，「中國
希望有個強大的東盟，而且越牢固越團結越
好。」而李光耀則稱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的召開和「四個現代化」的國策，並預言中國
的經濟發展將刺激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地區的
貿易與投資。
在1985年的第三次會面，鄧小平向李光耀介
紹了正在召開的黨代會的情況，並就解決柬埔
寨問題提出設想，更希望李光耀總理代為轉告
時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蔣經國，稱自己與他是中
山大學同學，願意與其見面「談談解決台灣問

題」；李光耀則稱讚鄧小平「身體更健康、精
神更飽滿、思路更敏捷」，並肯定了中國將發
展的重點重新轉回經濟上來。
雙方的最後一次會面發生在1988年，鄧小平
向李光耀介紹了改革開放十年以來中國的發展
情況，稱集團政治及霸權主義都已經到了該結
束的時候；李光耀則在此次會面中提及中國發
生了很大變化，不僅認同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
方向，還對中國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讚許。

讚鄧公「人中之傑」
這位備受尊敬的「新加坡國父」不止一次的

被問到同樣一個問題，「你認為在這個時代
裡，誰是最偉大的領袖」，沒有一次例外，李
光耀都是毫不猶豫的回答道：「鄧小平」。
不論是採訪或是書中，李光耀曾多次在公開

場合給予了鄧小平高度的評價，「欽佩」、
「印象最深刻」、「人中之傑」、「最出色」
等詞語都紛紛出自他口。他曾經在書中評價，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
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5英尺高，卻是人中之
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
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

四晤鄧小平
與華五位領袖交集 為中星關係奠基

欣賞中國發展道路

特備煙灰缸 未料鄧公「戒煙」
■■19851985年年99月月2020日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李光耀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李光耀。。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李光耀在丹
戎巴葛集選區獲
選後，向支持者
致意。

■在情人節，李
光耀夫婦在心形
花飾前留影。

■李光耀辭世，
總理公署昨發布
黑白照，悼念這
位建國之父。

■ 李光耀出書
回顧新加坡雙語
政策之路。

1976年5月10日至23日，
李光耀率團首次訪華，在中
新外交上堪稱「破冰之
旅」。雖然這次「破冰之
旅」，李光耀所到之處不
多，但是在北京他見到了毛
澤東主席。通過與毛主席的
會談，李光耀淡釋了對華政
治的疑慮，回國後就放寬了
公民旅華限制，允許60歲以
上的人可以訪華旅遊觀光。
多年後回憶起毛主席的那次
會晤，李光耀表示，雖然會
見只有一兩分鐘，但是他看
到了影響中國的「巨人」毛
澤東。
當時，周恩來總理逝世，
毛澤東主席年事已高且多病
纏身，因此會見來訪國賓均

不作預先安排，而是臨時視
情況而定。5月12日，外交
部禮賓司官員突然到釣魚台
18號樓通知李光耀，說毛主
席將會見他，這令李光耀遂
生幾分意外欣喜。

正襟危坐顯示對毛主席尊重
禮賓車隊來到中南海毛主

席的住處，李光耀下車後被
引導入內。毛主席身穿淺灰
色中山裝，靠坐在客廳正面
的沙發上，見李光耀進來，
由張玉鳳和護士長扶起來與
其握手。落座後，李光耀一
改他慣常的自如灑脫坐姿，
正襟危坐，極力保持政治家
的矜持和儀態的鄭重，顯示
出對「偉大領袖」的尊重。

讚毛澤東是中國「巨人」

李光耀曾指出，在2007年底與時任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會面時，習
近平寬闊的胸襟就給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是很有影響力的人物。」面對
國內外的艱巨挑戰，他相信習近平能處
變不驚、妥善應對，並稱習近平為「曼
德拉級別」的人物。
早在2007年訪華時，李光耀就對習近
平做出了如下評價，「他的大氣讓我印
象深刻。他視野廣闊，看待問題深刻透
徹，但又絲毫不炫耀才識。他給人的感
覺很莊重。這是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我
進一步想到他曾經受的磨難與考驗，
1969年到陝西插隊，一步步往上奮鬥，
從未有過牢騷或怨言。我想，他應該屬
於納爾遜．曼德拉級別的人物。」

江澤民、胡錦濤兩位中國領導人均稱李光耀為中國人民的
「老朋友」。而李光耀指出，雖然這兩位領導人處於中國不
同的發展階段，但兩位領導人都很有思想，「每次訪華都看
到中國的新變化，尤其領悟到中國領導人在國家發展上的新
思路。」
李光耀指出，第一個階段是江澤民，他打破舊模式，推動

公有制企業和公有制體系向以利潤為導向的企業過渡。
對於胡錦濤，李光耀評價道，胡錦濤的目標是平衡沿海與
內陸的發展，當他在2002年接任之時，沿海省份與西北、西
部和西南地區貧窮省份之間的差異已經非常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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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江澤民胡錦濤：
闢中國發展新思路

■■20102010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習近平在新加習近平在新加
坡與李光耀會面坡與李光耀會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976年5
月 12 日，
毛澤東會見
李光耀。
資料圖片

多部著作聚焦中國發展
在李光耀的若干部專著中可以看

到，李光耀非常關注中國的發展，對
東西方的地緣政治問題有着自己獨到
的見解。
據不完全統計，李光耀親自撰寫的

著作包括：《李光耀回憶錄》、《李
光耀：新加坡賴以生存的硬道理》、
《 從 第 三 世 界 到 第 一 世 界 ：
1965-2000，新加坡歷史》、《李光
耀觀天下》等。另外還有一部口述史
《李光耀論中國與世
界》引人關注。
在《李光耀觀天

下》一書中，李光耀
將有關中國的論述放
在第一章，由此可見
李光耀對中國的重
視。
此外，《李光耀論

中國與世界》是一本
預言社會發展趨勢的
書，全書的架構包括
中國的未來、美國的
未來、中美關係的未
來、地緣政治和全球

化的未來、民主的未來、李光耀怎麼
想等等。
對於中國的未來，李光耀在書中這
樣描述：「中國希望和美國平等共享
這個世紀」。他肯定了美國作為世界
唯一超級大國的地位，但對美國政治
體系的反覆無常表示失望。他對如何
與中國打交道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當然，李光耀個人獨特魅力以及帶

領新加坡人民創造經濟奇跡的成就也
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
高度評價。習近平曾
在2011年這樣評價李
光耀：「李光耀是我
們尊敬的長者，迄
今，他依然不懈地推
進中國與新加坡的雙
邊關係，我對他滿懷
敬重之情。我們永遠
不會忘記他對我們的
雙邊關係做出的重要
貢獻。」這句話也被
印在了《李光耀論中
國與世界》中文版的
封面紙上。

■《李光耀論中國與世
界》。 網上圖片

新加坡建國總理新加坡建國總理、、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去世備受中國民眾關注內閣資政李光耀的去世備受中國民眾關注，，不僅不僅

是因為他是因為他「「華裔華裔」」的身份的身份，，更是因為他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窗口更是因為他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窗口，，是是

中星關係互惠互利的橋樑中星關係互惠互利的橋樑，，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也是唯一一位與毛澤東、、鄧小平鄧小平、、江澤江澤

民民、、胡錦濤胡錦濤、、習近平等新中國歷代領導人交好的外國領袖習近平等新中國歷代領導人交好的外國領袖。。他被國家他被國家

主席習近平稱為受敬重的前輩和長者主席習近平稱為受敬重的前輩和長者、、被其子李顯龍總理稱為星中緊被其子李顯龍總理稱為星中緊

密關係的奠基者密關係的奠基者，，被外界稱為世界認識中國的領路人被外界稱為世界認識中國的領路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朱燁、、張聰張聰、、江鑫嫻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

李光耀李光耀19231923--20152015
中國強盛對國際社會大有裨益中國強盛對國際社會大有裨益，，如中國企如中國企

業加大在境外投資業加大在境外投資。。同時同時，，中國的鄰居開始中國的鄰居開始
感到感到，，這個甦醒後的巨人外交政策變得愈來這個甦醒後的巨人外交政策變得愈來
愈強硬愈強硬。。

■2007年11月16日，胡錦
濤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李
光耀。 資料圖片

■1997年12月8日，江澤民
在北京中南海會見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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