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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未来三问 

澎湃新闻记者 焦东雨 

2015-03-29 14:23 来自 澎湃国际 

 

当地时间 2015 年 3 月 27 日，新加坡，民众在国会大厦前排队等待悼念建国总理李光耀。        

你离开后，新加坡会怎样——在李光耀生前的 后几年，不止一个记者向他抛出类似问题。 
        

美国政治学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作者塞缪尔·亨廷顿早在 2000 年就说，“李
光耀将新加坡变成本区域里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它是全世界 不贪污的政治体制之一……这确

实是巨大的成就。然而问题是，这个廉洁的政治体制能维持多久呢？” 
        

“我能做的只是确保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健全的、廉洁的、高效的，确保现有的

政府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知道搜罗高素质的下届政府人选。”2009 年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采访

时，李光耀说道。 
       

 如今，假设的前提变为了既成事实，那么问题的答案会因此发生改变吗？ 
 
一，反对党上台执政？ 
        

“我相信人民行动党政府还会继续下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吴俊刚告诉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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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刚早年是一名跑总理公署的记者，多次跟李光耀随团出访，后来被人民行动党征召，参

加大选并胜选成为国会后座议员，退休后一直笔耕不辍，在《联合早报》开有时评专栏。李光耀去

世当天，吴俊刚在《联合早报》刊发了一篇长文，回忆他近距离接触过的李光耀。 
        

“在很多人心目中，李光耀就等于新加坡。但他去世后，新加坡政局并没有产生什么动荡。大

家都很悲伤，但并没有产生一种危机感。”吴俊刚对澎湃新闻说。 
        新加坡每四、五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吴俊刚认为选举的变数很大，没有人能够预测。 
       

虽然新加坡反对党普遍实力孱弱，但吴俊刚本人就曾在单选区遭遇过一次激烈的选战。那是

1991 年，吴俊刚以 52.27%的得票率击败新加坡民主党一名候选人。那一年，反对党共计赢得 4 个议

席，仅次于 2011 年 6 个议席的战果。 
       

 “一 般来说，我们都觉得下一届大选不是什么大问题。即使说，人民行动党可能会再失去一

些选区，但连续执政应该不是问题。”吴俊刚对澎湃新闻说，“虽然上一次大 选反对党破历史记录，

拿下一个集选区，从现在反对党整体实力看，还是完全没有办法挑战人民行动党的地位，更没有办

法形成一个替代政府。” 
       

话虽如此，吴俊刚依然很审慎。他分析，人民行动党能否继续执政要看很多因素：比如人民

行动党本身实力的消长，能否继续吸引或招揽 好的人才加入，反对党实力增长的速度，民众心态

的变化，以及一些可能影响民心的突发状况或议题等。 
       

新加坡智库隆道研究院的总裁许振义认为问题关键在于反对党。 
        

许振义告诉澎湃新闻，新加坡反对党一直很弱，很多。“关键是很多，互相不服。”“以每次大

选能出来参选的七八家为例，他们都是冲着人民行动党来的，但他们为什么不能整合成一家或者两

家呢？” 
     

许振义举 2011 年大选的例子说，“如果这些反对党全部联合起来，而且全部胜选的话，那人

民行动党就只剩下 5 个席位了。但任何一家反对党都是独立作战，而且没有一家反对党组成过半议

席的候选人团队。”“任何一家反对党的候选人全部赢了，他们也执政不了。” 
       

“反 对党 大的问题就是山头林立，互相不服。其实每次大选，反对党都在谈联盟，但一个

巨大的问题是如果真的做成了这个蛋糕，怎么分？蛋糕没做成，当然无所谓 了，反正大家一场游戏

一场梦，做完了算了，拍拍屁股走人。”许振义对澎湃新闻说，“就像秦灭六国一样，现在新加坡

（政党政治）的情况我觉得就可以用战国来 形容。” 
        

“只要还是这种情况，李光耀去世一百年、两百年，反对党还是不会有作为的。”许振义说。 
       退一万步，如果人民行动党出现重大失误、腐败的话，“反对党目前也没有哪一个党可以赢，可

能是几个党合在一起，组成联合政府。”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告诉澎湃新闻，“但这

种情况发生的话，它（政府）会比较软弱无能，也可能会比较腐败。” 
        

“新加坡政治一直在不断开放，并且会继续这种趋势，但新加坡永远不可能变得像西方民主那

样。”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副教授、2012~2014 年官委国会议员陈庆文告诉澎湃新闻，“两党或多党

民主不可避免，这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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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民行动党分裂？ 
        

2011 年议会选举之后，新加坡又举行了总统选举。当了 26 年人民行动党国会后座议员的陈

清木医生独立参选，得票 34.85%，仅以 0.34 个百分点（7269 票）之差输给人民行动党支持的陈庆

炎。 
       二陈均人民行动党出身，但陈清木任国会议员期间以敢怒敢言闻名，不是“人民行动党眼里的好

孩子”。 
        

《联合早报》当年的报道显示，选举结束后，陈清木坦言，许多人民行动党基层不顾劝告，

公开表示对他的支持，显示人民行动党内部已出现分裂。“这样的分裂反映在我和陈庆炎的得票率

上，我们的得票率几乎一样。” 
        

“如果陈清木能够集结另一股反对实力，甚至从行动党中挖掘那些对现实不满的人，几年下来

当可成气候，下一届大选既对行动党构成威胁，也挑战工人党在野一哥的地位。”《联合早报》有观

点如此分析。 
        

“在可预见的未来，人民行动党不可能一分为二。”陈庆文告诉澎湃新闻，“可以肯定的是，过

去，现在，将来，人民行动党都会有内部分歧。但说到分裂，前提是存在严重分歧，而且已经分裂

为对立派系。我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 
       

 历史上，人民行动党发生过一次分裂。1961 年，因为在新马合并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反对方

在议会对李光耀提起信任投票，要求他立即下台。 
       

 “差一票李光耀险些就被否掉了。把一位生病的人民行动党议员从医院搬到国会投票才勉强

过关。”许振义对澎湃新闻说。 
      

 此后，人民行动党没再出现过分裂。许振义认为，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李光耀在，也就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 
       

 “没有这样一个权威人物在了，面对大选的压力，在争议性很大的政策上，比如拥车证、部

长高薪等，人民行动党内部会不会有人要妥协呢？会不会导致一部分人分裂出去，另立山头呢？”许
振义认为，理论上的可能性是有的，但现在没有证据支持。 
        

吴俊刚认为意见分歧难免，但 终还是会听取多数人意见，达成共识。他举了设立赌城的例

子，一旦决定做出，就是内阁的集体决定，就不能再公开反对。 
       

但吴俊刚也提到一个当下有些苗头的争议议题——“就是到底政府的路线是要偏右还是偏左，

这个争论是有的。” 
        

“现在政府一直在花钱，很多社会开支增加非常快。在一些比较保守的党员看来，政府不像过

去在财政上那么谨慎，并且鼓励人们要自力更生，而不是向政府伸手，担心将来走上民粹主义的道

路。有些人就认为政府做得还不够，有些人则认为政府做得太过了。” 
        

“这个路线之争，接下来会怎么发展，也许会是一个观察点。”吴俊刚对澎湃新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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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礼谈到了同一个问题的另一面。他告诉澎湃新闻说，目前人民行动党强调发展的硬道

理，可能会忽略公平公正；强调做大蛋糕，相对会忽略一些分好蛋糕。人民行动党党内，一部分人

想法是反过来的，他们更强调要分好蛋糕，强调公平公正，强调幸福感。 
        

“李光耀去世后，从长远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那批人会分化出来，另外成立一个党。如果李

光耀在，这种情况是不太可能的。李光耀不在了，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这

是一种大胆的想象，现在看不到那个迹象。” 
        

“但有人会说这个话题，也说明这事儿发生，也不是毫无可能。”吕元礼告诉澎湃新闻。 
 
三，国际影响力式微？ 
        

在早年曾随团采访李光耀出国访问的吴俊刚看来，李光耀可以说是新加坡的首席外交官。 
        

“他个人的声望，在国际上的地位，完全没有办法有另外一个人来取代。在这方面（他的去

世）可能会影响新加坡在国际上，甚至是在东盟的影响力。”吴俊刚告诉澎湃新闻。 
        

2012 年在写给《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这本书的推荐序里，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写

道，“一直以来，李光耀是美国必不可少的朋友，主要不是因为他所代表的权 力，而是因为他那非

凡的思维。他的分析非常好，非常有深度，以至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认为同他会面是接受启迪的

一种途径。” 
        

“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一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

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

丰富，每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基辛格如此写道。 
        

而 上述书籍的序言同样不吝笔墨：“在国际事务中，李光耀这位‘新加坡的圣人’可谓是 受欢

迎的人，美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热切地征求他的意见，经 常向他请教，而且会仔细地

聆听他的见解。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 1971~1972 年考虑调整对华政策到之后的每一任美国总统，包

括奥巴马在内，都曾经到新加 坡拜访他……” 
        

“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像他这样在国际上、区域上，能够发挥巨大影响力的领袖了。今后新加

坡也没有办法再借用李光耀的光环在世界上产生影响了。”吴俊刚对澎湃新闻说。 
        

但在许振义看来，李光耀只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物。许振义所指特殊时代是“冷战”。 
        

许振义告诉澎湃新闻，以后很难再出现这样的时代，东西方相互敌对，相互不了解，不敢去

接触对方。 
        

许振义认为，李光耀作为新加坡总理，能够给东西方提供一种咨询，或者是知情人这样的角

色，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沟通东西方的作用。 
        

“因 为他扮演这样的角色，也给新加坡外交带来很大的资源和便利。”但许振义同时告诉澎湃

新闻，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也不需要这样的人物。“之后的吴作栋，现在 的李显龙，包括将来的

领导人，都不可能扮演李光耀当时的角色，也不会有李光耀那样的自身条件来做那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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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文认为，李光耀不可替代，但无论如何，把李显龙与李光耀作比较很不公平。 
        

“接下来新加坡能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我觉得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它治理的成功，

包括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继续保持为一个成功的国家，一个成功的模式。”吴俊刚对澎湃

新闻说。 
        

“如果它能够继续有这样一个延续性的话，我想它还是能够在区域，包括东盟，以及世界平台

上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吴俊刚对澎湃新闻说，这种影响力就是作为一个成功国家的影响力了，而不

是说因为有一个非常杰出的政治领导人这样的影响力。 
         

“新加坡现在能做的也只是这样了，也必须是这样了。”吴俊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