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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重要时间点
——1923年9月16日：出生于新加坡。当时，新加

坡是英国殖民地。
——1942年至1945年：就读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

因日军占领新加坡，李光耀被迫中断学业。
——1946年：前往英国，先后在剑桥大学菲茨威廉

学院和中殿律师学院深造，并为自己取英文名“哈里”。
——1950年：返回新加坡。
——1954年：参与创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任秘书长。
——1955年：当选新加坡立法议会议员，并与妻子

共同创办律师事务所。
——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以压倒多数获胜

后，李光耀出任新加坡自治政府首任总理。
——1963年9月，新加坡同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组

成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继续任新加坡总理。
——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

和国。
——1968年、1976年、1980年：在李光耀领导下，执

政党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全部席位。
——1990年：辞去总理职务，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

内阁资政至2011年5月。
——2004年：其子李显龙出任新加坡总理。
——2015年2月5日：因感染严重肺炎在新加坡中

央医院住院治疗。
——2015年3月23日：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

年91岁。

据新华社新加坡3月23日电（记者 包雪琳 马玉洁）
据新加坡总理公署23日发布的最新公告，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当天凌晨 3时 18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病逝，享年
91岁。

公告说，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以沉重的心情向全国人
民告知这个消息，治丧委员会将另行公布有关公众吊唁
和李光耀葬礼安排的详情。

李光耀因感染严重肺炎于 2月 5日进入新加坡中央
医院住院治疗。新加坡总理公署近日连续发布消息说，
李光耀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病情不断恶化。22日
发布的公告说，李光耀的身体状况更衰弱。

李光耀出生于1923年9月，1959年至1990年担任新
加坡总理，此后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至2011年5月。

李光耀逝世后，政府宣布新加坡进入七天的国家哀
悼，全国及海外各新加坡主要机构的建筑降半旗致哀。

国葬的时间安排在3月29日，周日。

2000年9月16日，李光耀和夫
人柯玉芝在新加坡庆祝自己77岁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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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5月12日，李光耀和夫
人柯玉芝在中国北京参观故宫。

2014年8月9日，李光耀出席新
加坡独立49周年庆典仪式。

诗 吻别
2010 年 10 月 6 日，是李光耀的妻子柯玉芝的葬

礼。那一天，在爱妻最爱的巴哈乐曲中，87岁的李光
耀拿着一支深红色的玫瑰，用手心贴着自己的嘴唇，
继而轻抚爱妻的面颊与额头。爱与悲伤，在指间澎
湃，在两人咫尺间传递。

柯玉芝与李光耀结婚 60多年，两人曾是剑桥大
学同窗。在李光耀政治生涯中，柯玉芝不仅照顾他的
饮食起居，还为他改写演讲稿，整理文件，更是他政治
苦恼的倾诉对象。2003年，柯玉芝中风，李光耀从此
转变角色，把陪护妻子作为一天中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2008年，柯玉芝再次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此后
两年，李光耀每天陪着妻子，讲着过去几十年每天会
讲的国事和家事，虽然柯玉芝此时已不会讲话，但李
光耀说：“我跟她讲话时她是知道的。我每晚都这么
做。她会为了我保持清醒。我告诉她我今天做了些
什么，我会念她最喜欢的诗。”

跪 转折
1942年，新加坡落入日本人手中，那一年，李光

耀 19 岁。一天，他在街上迎面碰到一名日本士兵。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日本控制新加坡后，要求所有当
地人碰见日本兵都必须弯腰九十度鞠躬。李光耀若
无其事地走过。日本人弯弯手指，把他叫回，逼他跪
下，李光耀被迫下跪。日本人随后用军靴踹向李光
耀。李光耀后来便被日本人盯上。

同年2月，日本人对关押的新加坡年轻人实施大屠
杀，把他们带到海边，让他们自掘坟墓，然后从后背射杀
他们。李光耀是其中一个。但他在即将被装上卡车前
一刻，编出个理由回到营房，此后遇到日本兵换防，就此
把李光耀给忘记了。就这样，他幸运地躲过了屠杀。

那段经历，让李光耀刻骨铭心。在李光耀后来的
自述中，他说，那一脚不仅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为
国家关键的转折点，因为那一刻，他和他的同胞开始
思考，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命运。

钱 报摊
1946年，二战结束次年，23岁的李光耀考取英国

剑桥大学法律系。当抵达伦敦，第一次走到繁华的伦
敦市中心，他看见一个书报摊，旁边只有一个箱子，没
有摊贩。这是最原始的自动售报摊，由买报纸的人自
己放进硬币，自己找零，是完全凭自觉的交易。这个
街边摊对李光耀的震动，是一生的。

许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的震撼，那是
他内心最原始的对文明的感悟。

在后来旅居英国的日子里，他目睹了英国的衰
败，经历了在这个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国家里东方人所
面临的种族歧视，他自问“这个倒下的帝国有没有资
格统治我的国家”，他立志要从殖民者手中夺回控制
权，“他们能做到的，给我们时间，我们也能做到”。

烟 噩梦
1957 年的一个夜晚，为了准备第二天在马来西

亚沙捞越的一次演讲，34岁的李光耀一支接一支地
抽烟，抽了大概有 30支香烟。第二天，他失声了，说
不出话来。坐在飞机上，他不住地恶心。下了飞机，
李光耀决定戒烟。

那一晚的烟瘾，让他事隔几十年仍记忆犹新。他
说，他当时坐在飞机上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是否
还想继续完成我作为一个活动家和一名律师未完成
的事业”。对李光耀来说，戒掉成瘾许多年的烟瘾是
一种“剥夺”，但最终他成功了。“现在，我常常做噩梦，
梦见自己又吸烟了。”

“如果你想看见明天的日出或是日落，你得给自
己一个理由，一个刺激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李光耀
对国民说。

1970 年，新加坡全国范围内的电影院和公交车
上禁止吸烟，1971年，新加坡成为全球第一
个禁止烟草广告的国家。1986年，新加坡
政府率先推出全国禁烟计划，力争把新加
坡打造成为“无烟国”。目前，新加坡烟民
人口比例已接近低于10%的阶段目标。

泪 生存
1959 年新加坡摆脱殖民统治，李光耀出任新加

坡第一任总理。此后，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新加坡并入
马来西亚联邦。1963年，两国合并，但蜜月期不到两
年，双方就产生巨大分歧。1965年 8月，正当新加坡
面临与马来西亚联邦决裂的边缘时，李光耀在一次有
关与马来西亚分道扬镳的电视采访中，穿着白色衬
衣，不断用手帕擦拭眼泪。

“成年以来，我始终相信新加坡能并入马来西亚
联邦，结合这两片领土，让两边的人民在地理上、经济
上、血缘上相连接。”李光耀在采访中泣不成声，几度
哽咽中断讲话，最后用一句“可以暂停拍摄吗？”结
束了这段历史性的镜头。

8月9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42岁的李光
耀开始独立承担起治国重任。在独立当天的讲话中，
同样穿一件白衬衫，李光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
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
责。新加坡……一定会活下来。”

人 饭碗
1980 年，新加坡航空工会组织大罢工。李光耀

在街头搭台，现身说法。同样是一件白衬衫的李光
耀，虽然在早年曾靠拉拢工会步入政坛，但此时的他
已是花白头发，绝不允许工会组织罢工等扰乱社会秩
序的行为。“我给你们两个选择，要么马上结束罢工，
要么继续这样下去，但我绝对会让新加坡人民教训你
们……治理新加坡的人，必须要有铁腕，否则就别玩
了。”

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之初就很明确地说，新加坡
没有资源，唯一的资源就是人民。“政府会给每个人一
个瓷饭碗，但如果你自己打碎了这个饭碗，就只能自
己为自己负责。”

白 衬衫
1959 年，李光耀当选总理，他规定所有内阁成

员，必须穿白色衬衫和白色长裤出席内阁会议。白
色，寓意廉洁，象征朴素和正直。事实上，自他早年参
加运动开始，每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他都是以白衬
衫示人。对贪腐的不容忍，正是他把新加坡打造成

“腐败绝缘体”的根本。
“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钱收买，就卖出

去你的命运。你的政治命运就完了。你就前功尽
弃。”李光耀说。

李光耀的家族很有钱，但从他居住的寓所和日常
起居看不出奢华的迹象。另外，在李光耀六十多年政
治生涯中，没有丑闻。新加坡前议员李炯才回忆，有
一次李光耀前往东南亚一个国家参加会议，会议方给
他安排了几个照顾他的女性，李光耀回复对方：“这不
是我要的。”

法 教育
新加坡可能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国家。上世纪

90年代，有记者问李光耀，新加坡人是不是全世界生
活在最多规矩套子里的人，李光耀说，新加坡是靠法
和教育发展起来的国家，“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
现在所有的繁荣，经济上的发展，都是因为我们去干
预相当私人的事情：你的邻居是谁，你怎样生活，你制

造的噪音，你怎样吐痰，你在哪
里吐痰……要是当时没有那样
做，并且有效执行的话，就不会
有今天的我们。”

在李光耀晚年的一次演讲
中，他再一次谈到秩序和法
度。“就算我卧病在床，就算你
们把我埋进坟墓里，如果我觉
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也会
从坟墓里爬出来。”

新华社特稿

潘基文深表悲痛
据新华社联合国3月22日电（记者 倪红梅 裴蕾）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2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新加
坡前总理李光耀病逝深表悲痛，向李光耀家人、新加坡
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

声明说，李光耀是亚洲的一个传奇人物，因其强有
力的领导和政治才能广受尊敬。他执政30年来，帮助新
加坡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为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成为
一个繁荣的国际商业枢纽。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李光耀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奥巴马说，作为新加坡的创建者、亚洲事务最重要战略
家之一，李光耀将被后世纪念。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新西兰总理约翰·基等
国际政要也对李光耀去世表示哀悼。

光辉与苦难共存

1963年9月21日，李光耀带领的
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的选举中获得
压倒性胜利后，支持者将他抛起。

2010年 8月 13日，李光耀在庆
祝仪式上高举青奥会火炬。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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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脱殖：“他们能做到的，给我们时间，我们也能做到。”
谈戒烟：“如果你想看见明天的日出或是日落，你得给自己一

个理由，一个刺激自己坚持下去的理由。”
谈独立：“我来这里，不是为了随着别人的音乐起舞，我要对

好几百万人的生活负责。新加坡……一定会活下来。”
谈治国：“治理新加坡的人，必须要有铁腕，否则就别玩了。”
谈反腐：“如果要钱，不要参政。你一旦被钱收买，你的政治

命运就完了。”
谈法度：“就算我卧病在床，就算你们把我埋进坟墓里，如果

我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也会从坟墓里爬出来。”
谈外交：“对国家好的事情，我就做。”

李光耀一生，有过光辉，更有苦难，曾向人屈膝，也有过别苦。正是这些人生桥段，
一次次引导和改变着他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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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斗”外媒的李光耀
虽受西方教育，但李光耀对西方思维有自己的看

法。当他主政时，他不止一次与西方媒体过招、交锋，甚
至对簿公堂，且完胜外媒。他对媒体，有自己的看法。

凡诽谤必控诉

2010年 3月 24日，美国《纽约时报》旗下《国际先驱
论坛报》刊登一封公开致歉信，专栏作家菲利普·鲍林承
认，所写文章诽谤新加坡政府领导人，承诺向时任新加
坡总理李显龙、国务资政吴作栋和内阁资政李光耀支付
大约11万美元名誉损失补偿。

鲍林在《同为一家人》的文章中把李光耀父子列入
所谓“亚洲政治王朝”，暗示李显龙靠“世袭”上位而不是
凭真本事当上总理。李光耀等三人在新加坡法院控告
报纸和作者诽谤，最终胜诉。

这是同一家报纸同一名撰稿人第二次因同一原因
公开致歉。早在1994年，鲍林就曾因一篇观点类似的文
章被李光耀捉住把柄吃了官司。当年，《国际先驱导报》
道歉赔钱后曾作承诺，不再重复类似言论。

凡控诉皆完胜

细数李光耀跟媒体那些事儿，不难发现，自 1965年
至今，李光耀以个人身份诉媒体诽谤案件不下 20起，无
一败诉。全球领导人中，大概没有几人如李光耀那样频
繁跟西方媒体过招，《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华尔街
日报》、《经济学人》、《泰晤士报》和彭博新闻社
等大牌媒体无一例外对李光耀举了白旗。

1990 年，《泰晤士报》专栏作家伯纳德·莱
文在一篇文章中指责李光耀治国“专断”。李
光耀致信这名记者，邀他在伦敦举行一场面对
面的电视直播辩论。对方没有“接招”，称李光
耀应该通过报纸而非其他媒介回应。李光耀
再次回信表示“遗憾”，《泰晤士报》未予刊载。
随 后 ，李 光 耀 在

《独立报》买下整
版广告刊登这封
回信。他说，提出
质疑的人如果不
肯面对他的批评
对象，还有什么话
可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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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新加坡国会大厦降半旗志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