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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新加坡人纠结的李光耀情结 

 

9 月 16 日是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 91 岁生日。虽然他现在年事已高，而且退出

政坛已经多年，但其一举一动仍然牵动着不少新加坡人的心。 
 

李慧敏 - BBC 中文网驻新加坡特约记者 / 《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作者 

2014年 9月 15日 

 
新加坡第一代领导人李光耀即将迎来 91 岁生日。 

 

在上个月 9 日新加坡建国 49 年国庆庆典上，开国元勋李光耀以缓慢的步伐踏入庆典现场。他的出

现，引起全场观众激动的欢呼，纷纷起立向他致以最热烈的掌声。 

 

尽管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现在也鲜少在公共场合露面，但自新加坡 1965 年脱离马来西

亚宣布独立以来，李光耀从未缺席过这一庆典。 

 

在不少新加坡人的心目中，李光耀仍有着无法取代的“崇高”甚至是“神人”的地位，将新加坡的

建设成就完全归功于他的智慧与努力。 

 

“见到伟大的国父出席庆典真的很开心，可是见到他这么虚弱却又令人感到很心疼，”一些网民在

报章媒体的 Facebook 页面上留言时写道。 

 

新加坡企业家魏成辉在一篇杂志访谈中则对李光耀为国家建设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感恩:“他为新加坡

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怎能无动于衷？” 

 

除了表达感激之情，也有部分网民缅怀过去李光耀执政的时代，认为虽然他的执政作风强硬，却能

把新加坡社会治理得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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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评论 

 

不过对另一些新加坡人来说，他们对李光耀的看法却又复杂交错。 

 

与一位曾经在 1950 年代参加过学运，并遭受过牢狱之苦的前辈谈起李光耀，他淡淡地回应： “要

我称赞他，我说不出口。可是要我批评他，看他现在这么惨了，我也说不出来，所以还是不谈

了。” 

 

曾任国会官委议员的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庆文指出：“一些人保留对他的评论，大部分

原因可能是出于对他的尊敬与尊重。” 

 

李光耀夫人柯玉芝在 2010 年辞世，不少新加坡人都认为这对他打击很大，而近一两年，李光耀的

健康也大不如前。 

 

陈庆文补充：“不过在适当的时候，新加坡人也会深入反思李光耀先生的许多贡献，并分析其政策

的错误。其实，一些人已经开始这么做了。” 

 

虽然在新加坡报章、电视、网络等媒体上都可看到不少民众表达对李光耀的敬意，但过去几年，这

里的社交网站以及民办网络新闻平台上也开始出现攻击李光耀的言论。 

 

新加坡最受欢迎网络新闻媒体之一《网络公民》执行编辑许渊臣已留意到这股情绪不断在酝酿并膨

胀着。 

 

许渊臣指出：“年轻一代，特别是 20 岁以上的国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是相当明显的。他们把一

切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相关联的人与事都当作靶子，而建立该党的李光耀更成为了被口头攻击的对

象。” 

 

自从 2011 年国会选举后，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坛上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总理李显龙更在选举前

夕向人民道歉，并指出李光耀的强势作风已不合时宜。 

 

许渊臣也认为，当更多历史“真相”一一浮现，而执政者又“让人感觉是在阻止人们了解事实”的

话，人们对李光耀和官方版本的建国历史的完整性所持的怀疑和敌意就加深，而对政府的敬意也会

进一步削弱。 

 

纪录片被禁 

 

上周，新加坡媒体监管机构--媒体发展管理局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一部纪录片《星国

恋》在国内公开上映以及发行，引起了该国部分民众的情绪反弹。 

 

《星国恋》(To Singapore, With Love)是一部由新加坡导演陈彬彬制作时长 70 分钟长的影片。片中

用访谈的形式呈现九名在上世纪 60 至 80 年代间，因各种政治原因旅居国外的前学运领袖、共产党

员等流亡海外的生活，并阐述他们当初离乡背井的原因。 

 

媒发局在声明中解释，影片内容“歪曲”事实，“把安全机构维护国家安全以及稳定的合法行扭曲

为迫害无辜者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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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被迫离开新加坡，也没有人阻止他们回来。政府已经表明，如果这些马来亚共产党员愿

意接受官员的问话，协助解决与他们相关的案件，他们就能获准回国，”声明说。 

影片遭禁的消息传出后，反而引发新加坡民众对这部纪录片的好奇和兴趣，一些团体甚至号召群众

组团到仅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南部城市新山观赏。 

 

网络讨论中还不断出现相同的疑问：“政府是不是在试图隐瞒什么？是不是害怕我们知道历史真

相？” 

 

不过陈庆文认为，受访者回国的程序涉及到法律问题，因此政府发出禁令，其实是在采取一贯的立

场以确保法律执行上的一致性。 

 

“在一些人的眼中，官方禁止放映的举措太过霸道，而从人们的反应来看，也显示出不少人其实已

对政府抱有相当强烈的不信任态度。” 

 

恐惧生恨意 

 

32 岁的许渊臣则认为，国家管制过多导致人们对执政者心生恐惧，而这股害怕的心理最后转化为表

现在网络上“仇视李光耀、憎恨政府”的情绪。 

 

他说： “人们一直以来都有很强烈的不满，但在面对强大的政府时无法挑战，感到很无助，因此转

而在网络上发泄，而很多这类言论都缺乏理性。” 

 

据陈庆文分析，过去李光耀政府的威权作风导致新加坡人对政治议题冷淡。 

 

新加坡常被列为是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不过受到政府管控的新加坡媒体在全球媒体自由度排

名上却相形失色。在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 2 月发表的 2014 年全球媒体自由度排名榜上，新加坡在

180 个国家中名列第 150 位，甚至落后于邻近的马来西亚（第 147 位）。 

 

据陈庆文观察，现在更多新加坡人对政治课题更感兴趣了，“不过因为在知识上和讨论的方向上仍

不够成熟，大家在这方面仍有许多功课要做”。 

 

他也认为，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对政府的要求比上一代的更高，所以李光耀的继承者所肩负的任务更

加艰巨。 

 

“李光耀在建国时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将新加坡打造为一个成功的国家，但是成功之后要如何继

续维持高素质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事。” 

 

(责编：董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