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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德「桃姐」憶主人：
家中毫無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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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南方都市報》報道，23日下午2點半，歐陽煥燕
在順德均安鎮倉門西溪坊接受訪問。老人一頭白髮被

髮箍齊齊梳在腦後，穿一身灰藍唐裝，靠在躺椅上，講述
14歲時與姐姐歐陽煥容、歐陽煥崧到南洋做媽姐的經歷。

見證由律師變總理
她到新加坡的第一任「事頭」是愛國華僑陳嘉庚，戰
火蔓延至新加坡時，歐陽煥燕和姐姐到了陳嘉庚隔壁的
李光耀舊居當傭人。當時李光耀仍在英國唸書，在其打
工一年多後才回來。
得悉「老事頭」的消息，歐陽煥燕感到很心痛，

「希望大少、二少身體健康，不要太傷心。」她口中的
大少、二少，正是李光耀兒子李顯龍、李顯揚。在李家
工作40年，她不僅見證了李光耀從律師到新加坡總理的
歷程，也照顧了李光耀三子女的成長。

子女上學不准接送
她憶述，當時李家10多個工人分工各不同，在李家子
女出生前，她主要負責買菜洗衣，「後來我負責湊仔，
二姐負責煮飯。」
她回憶，在稱呼上，一般就叫李光耀做老爺，還有頭
家，太太就叫頭家娘，像李瑋玲等小孩，就叫他們娃
娃，或者是洋丫(音)。李家三兄妹中，歐陽煥燕和李瑋玲
最為親近，而現任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從蹣跚學步到去
英國留學的這段時間裡，也是歐陽煥燕一直負責照料。
她說，「老爺」在家中毫無架子，對待她們這些下人

都很客氣。她記得以前李光耀從政後常常開會，有時晚
上要9點多才吃飯，於是就吩咐工人們6點先吃，不用拘
束，喜歡吃什麼就買什麼。
不過，她曾經和侄子回憶，李光耀雖然對外寬鬆，但
對子女管教甚嚴，「姑太說，以前李顯龍、李瑋玲幾個
上小學，都不許家中工人接送，不讓工人遷就子女。」

李顯龍曾托人送燕窩
歐陽煥燕說當時也不覺得辛苦，而且收入也不錯，每
個月有五六元的新幣。「以前3分錢就可以買一斤豬
肉，2分錢就有一大碗雲吞麵，一人一個月只需3元新
幣。」餘下的錢，她都存着，逢年過節就寄回家裡。
1986年，歐陽煥燕回到均安之後一直沒再回新加坡，
儘管如此，李家三兄妹對老人仍然頗為惦念。2005年，
李瑋玲就曾經托人送來全家福和舊照片，後面寫着：
「您是我們成長歲月中美好的記憶，我乘此良機，向您
說一聲『謝謝』！」
到去年7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又委託新加坡駐中國
大使館的工作人員，專門送了一盒燕窩給歐陽煥燕。當
時來的工作人員還拍了一張照片回去交差。
歐陽煥燕昨日連連合十說着「對不起」，表示自己年

歲漸高，視力、聽力都不比從前，希望不要再採訪，而
她和李家的聯繫最近也漸少。

香港文匯報訊 今年98歲的佛山順德自

梳女歐陽煥燕曾在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家

當了40多年的媽姐（女傭），現任新加坡

國立腦神經醫學院院長的李光耀女兒李瑋

玲，是她一手帶大的。如果不是媒體知道

消息後聯絡上她，她並不知道侍奉40年的

李家老爺已經離世。她回憶說，「老爺」

在家中毫無架子，對待下人都很客氣；以

前李顯龍、李瑋玲幾個上小學，都不許家

中工人接送，不讓工人遷就子女。

董
建
華
讚
世
界
級
傑
出
領
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前
日病逝。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
華讚揚李光耀以國際視野及前
瞻性協助新加坡發展，是世界
級的傑出領袖。新加坡駐港領
事館昨日繼續開放予公眾弔
唁，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及
特區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等到場
弔唁。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及家人由前

日開始，在斯里淡馬錫總理官邸
舉行一連兩日的私人守靈儀式，
過千名親友及政商要員到場致
哀。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偕兩名兒
子李澤鉅與李澤楷前日抵達新加
坡，並隨即到總理官邸向李光耀
的遺體鞠躬致意，再繞遺體一
圈，瞻仰遺容。

宋哲等到星總領館弔唁
昨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宋哲

前往新加坡駐香港總領館，弔唁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並在弔唁
簿上留言。特區教育局局長辦公
室則於昨晨聯絡新加坡駐港領事
館，局長吳克儉下午在政務助理
及新聞秘書陪同下，到新加坡駐
港領事館弔唁。
吳克儉在抵達領事館後，首

先慰問新加坡駐港總領事傅光
燊，其後向李光耀遺像三鞠
躬，並在弔唁冊上簽名留言，
留言內容大意為「向偉大的領
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歐陽煥燕與李瑋玲小時候的合照。 網上圖片

看護廣東祖居 堂弟聞兄病逝流淚

廈門女婿 曾五度造訪 李光耀紀念館料年底建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東報道）在得知李
光耀逝世的消息後，廣東梅州大埔唐溪村村民於23
日在其祖居「中翰第」舉行了悼念活動。據了解，
「中翰第」一直由李光耀堂弟李奮森一家看管，李
奮森本人更是在「中翰第」裡生活了幾十個年頭。
在得知堂兄病逝後，李奮森老人流下了悲傷的眼
淚。

數十次訪華不入家門
李光耀祖居「中翰第」建於清光緒十年(公元1884

年)，由李光耀的曾祖父李沐文公建造，屬「下山
虎」式客家民居建築，磚木結構，佔地面積230平
方米，建築面積180平方米。屋內有房間8間，門
廳與上廳之間用天井相隔，門廳樑架有簡易木刻，
房間石窗全用花崗岩石雕鑿，雕鑿工藝精細。在大
埔縣唐溪李氏族譜內，還有李光耀的相關記載。
對於這座房子的建造者—其曾祖父李沐文，李光

耀未曾見過，卻多次在回憶錄中提及。「對我來
說，我們的家族歷史應從曾祖父李沐文開始。……
他於1846年誕生在廣東省大埔縣唐溪村。長大後，
搭乘帆船過番到新加坡來」。在《李光耀回憶錄
1923－1965》裡有其曾祖父李沐文漂洋過海的經
歷。2007年，廣東梅州市大埔縣政府已將其祖居修
葺一新。不過，儘管李光耀一生數十次訪華，卻是
「路經家門而不入」。
在「中翰第」的後山，李沐文的墓地保存完好，

墓碑上刻有「雲龍、見龍
等永記」等字樣，「雲
龍」便是李光耀的祖父李
雲龍。李光耀在回憶錄中
敘述，「曾祖父和在新加
坡出生的華族少女蕭喚娘
結婚。1882年，曾祖父賺
夠了錢，決定返回中國祖
先生息的村落。可是，曾
祖母卻不願意把子女留在
新加坡而到一個陌生的地
方。我小時候祖父和姑婆
告訴我，他們（祖父當時
10歲左右）和曾祖母跑到
阿佛路外公家躲起來。於
是，曾祖父只好自己回中
國。」，「曾祖父在中國
娶了第二個妻子，蓋了座大宅院，後來還捐了個小
官。他叫人給他畫了一幅身着官服的肖像，寄到新
加坡來。同時寄來的，還有一幅大宅院的畫。曾祖
父的畫像至今還保存着。」

李父曾寄錢修整老屋
今年84歲的老人李奮森是李光耀的堂弟。得知堂
兄病逝，老人流下了悲傷的眼淚。唐溪村村民介
紹，中翰第一直由李奮森一家看管，李奮森本人更

是在中翰第裡生活了幾十個年頭。李奮森說，以前
進坤叔（李光耀父親）曾找到方式和他們聯繫，還
寄錢給他治病，後來還寄過錢讓他修整老屋。儘管
與堂兄李光耀從未謀面，卻與另一位堂弟、李光耀
的弟弟李祥耀有過一面之緣。「李祥耀曾攜帶家眷
回了一次唐溪村，參觀了磐石樓、中翰第，還祭拜
了沐文公的墓」。李奮森回憶，李祥耀能聽懂他簡
單的客家話講述，那次李祥耀還在縣城請他吃了一
頓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
被尊為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與廈門有着
不解之緣——他的夫人柯玉芝祖籍廈門同
安，他更是在1980年到1997年間曾五次造
訪廈門。除了遊覽廈門的著名景點鼓浪嶼、
胡里山炮台、集美學村等，李光耀還多次與
福建省、廈門市的官員分享新加坡成功的經
驗。

鶼鰈情深 為人稱道
李夫人柯玉芝1920年12月21日出生，大

李光耀三歲 ，曠世「姐弟戀」，深情63
載，一直為當地人所稱道。李光耀逝世的消
息傳開後，廈門網友紛紛在網上表示悼念。
廈門小魚網網友「米鼐綠」寫道：挺慈祥的
老人，一路走好。另一位網友「帝國帝國」
則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一位深受新加坡公

民喜愛的總理。

鷺島「履痕」歷歷在目
在廈門外事大事記、檔案資料

裡，李光耀的鷺島「履痕」歷歷在
目。1980年11月，李光耀和夫人柯
玉芝攜女兒來華訪問，彼時，中國
正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在結束
了在京訪問行程後，李光耀一行一
路南下首次來到廈門，遙望一水之
隔的金門，品嚐傳統閩南菜餚和小
吃。
1985年9月23日，李光耀第二次訪問廈

門，他參觀了廈華電子、東渡碼頭，遊覽胡
里山炮台和集美學村；1990年10月3日，中
星兩國正式建交，同月22日，李光耀和夫人
一行從敦煌乘專機第三次訪廈，親眼目睹廈

門經濟特區十年變化；1992年10月5日，李
光耀夫婦及時任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夫婦一
行同來，第四度訪問廈門。
1997年12月5日至7日，李光耀攜夫人第

五次，也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造訪廈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
寧 廣東報道）由廣東大埔斥
資4,000萬元人民幣打造的李
光耀祖居旅遊景區在去年正
式開工建設。結合中國客家
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大埔
計劃把李光耀祖居旅遊景區
打造成國際鄉村旅遊目的
地。大埔縣相關負責人表
示，每年都有海內外民眾慕
名前去了解李光耀的傳奇一
生，當地斥資的李光耀祖居
旅遊景區正在建設中，包括
李光耀紀念館在內的一期工程將在
2015年年底完成。
早在2007年底，大埔縣委、縣政府

對「中翰第」按照「修舊如舊」原則
進行維修，並於2008年對周邊配套設

施進行整體修建，並在「中翰第」內
佈置了李光耀事跡相關圖文展覽，按
李氏族譜、李光耀簡介、年表、家庭
生活、政治生活和李顯龍簡介等六個
部分進行圖文介紹。

■歐陽煥燕聽聞李光耀離世，表示心裡很不舒服，並祝
福其後人身體健康多保重。 網上圖片

■李光耀和兩個孩子以及傭人合影。網上圖片

■李光耀女兒李瑋玲在2005年寄給歐陽煥燕的「全家
福」（第二排圖中為李光耀）。 網上圖片

■梅州大埔斥資興建李光耀祖居旅遊景區正在
建設中。 資料圖片

■1980年，李光耀
遊鼓浪嶼。網上圖片

■李光耀祖居中翰第。 資料圖片

侍奉40載 帶大李家三兄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