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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良
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分
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于
个人利益”

也许按照欧洲的标准，我是
一个介于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
者之间的人。我会把自己描述为
一个自由主义者。一方面，我倡导
机会均等，努力让每个人都有机
会获得最好的发展；另一方面，我
还有一定的悲悯之心，希望失败的
人不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我
想让制度以最高的效率运作，但同
时考虑到那些现状不佳的人，因为
他们的自然条件没有提供给他们
足够多的资源，或者他们本身缺乏
努力奋斗的条件……我是名副其
实的自由主义者，因为我不会拘泥
于某一种关于治理世界、治理社会
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
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
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
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

我成长于三世同堂的家庭，
这就不知不觉地使我推崇儒家思
想，这种思想会潜移默化地渗透
进你的大脑。儒家思想认为如果
人人都争做“君子”，那么社会就
能实现良性运转。理想中的君子
与绅士有些类似……这意味着不
要做邪恶的事，努力做善事，孝顺
父母，忠于妻子，好好抚养孩子，
善待朋友，这样他就是忠于皇帝
的好公民……儒家内在的哲学观
念认为，如果想要一个社会实现
良性运作，你就必须考虑到大部
分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必须优先
于个人利益。这是与美国文化的

主要差别所在，因为美国文化是
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充满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
们受益良多”

我的思想源自于我的性
格……还有我的一些生活经历。当
你的整个世界轰然坍塌时，你就会
遇到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出乎意料
的情况。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如果
日本军队没有在 1942 年发动侵略，
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统治或许会
再持续 1000 年。我从来没想过日本
人会征服新加坡、把英国人赶出
去，但他们确实做到了，还用残暴
的方式对待我们，包括我本人也遭
受过日本人的虐待……在毛泽东
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前，我就
深刻地知道了什么是权力。日本人
表明了这一点，英国人却没有。我
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
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
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
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
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
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
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
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
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
对之策。先是英国人在这里，他们
是固有的、完全意义上的主人，之
后日本人来了，我们一直奚落日
本人是矮胖、短视和斜眼。

当我和在内阁中担任高级职
务的同事们回首早年治理新加坡
的忙碌岁月时，我们都意识到充满
磨难的学生时代使我们受益良多。

我们这些剩下的人就是在达尔文
所谓的自然选择过程中幸存下来
的人，我们都有强烈的生存本能。

“我把事情办好，让别人从我
的成功之道中总结理论或原则，
我不会搞理论”

逻辑与推理的真理性只有在
实践中才能得到最终检验。

我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
或某些理论指导的。我把事情办
好，让别人从我的成功之道中总
结理论或原则，我不会搞理论。相
反，我会问：怎样才能做好这项工
作呢？如果我在查看一系列解决
方案之后发现某个方案切实可
行，那么我就会努力找出这个解
决方案背后的原则。因此，我未接
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
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
得通的事情感兴趣……我们不是
理论家，不会搞理论崇拜。我们面
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人们要
找工作、要挣钱、要买食物、要买
衣服、要买房、要抚养孩子……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
权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
社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

要成功地转变一个社会，必
须满足三个基本条件：第一，坚强
的领导；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
社会法纪。

以财产和地位为基础的特权
社会必须让位给以个人能力和社
会贡献为基础的社会，其中一个
原因就是只有鼓励人们做出最大

贡献，社会才能实现进步。历史上
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人平等、
回报均等的社会。如果实施了这
种平等主义的社会制度，那么那
些懒散、无能的人得到的就会和
勤奋、杰出的人得到的一样多，最
终会打击后者的积极性，他们会
竭力减少付出。然而，我们虽然无
法创造一个回报均等的社会，却
有可能创造一个机会均等的社
会。在这个社会中，回报多少不是
由社会成员占据的财产多少决定
的，而是取决于他们对社会的贡
献。换句话说，社会应该鼓励人们
对社会做出最大的贡献，并给予
应有的回报。

我不明白对人民爱护有加对
一个民族的进取心有多大的意
义，我认为这只会降低人们取得
成就、实现成功的愿望。

我们需要的东西可以这样表
述。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欣欣向
荣、积极向上的社会。你的人民不
能浑浑噩噩地奋斗，必须有明确
的改善境遇的欲望……

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的机
会，我们必须保留多种族、多语
种、多文化、多宗教社会的活力。
在英语成为全世界和互联网通用
语言的时代，我们的优势之一就
是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过英语教
育。然而，我们一定不能丢掉我们
的基本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原有
文化和语言带来的活力……现实
与务实的心态对于克服新问题还
是很有必要的。被历史证明是正
确的东西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
易改变，这些正确的东西就包括
诚信与正直、多元种族、机会均

等、精英管理制度、让回报与社会
贡献成正比、要避免“自助餐综合
征”，即付款之后尽可能地多拿多
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福利和补
助才挫伤了人们力争上游、实现
成功的动力。

“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
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
人铭记。首先，我不会把自己归入
政治家的行列。我认为自己是一
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
的人，我脚踏实地地做事。我会坚
持不懈，直至成功。没有别的
了……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
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

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
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
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
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
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
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
之下只有搞政治了。所以我肩负
着很大的责任，我要负责让国家
正常运转……我能做的只是确保
当我离开时，各种制度还是好的、
健全的、清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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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是说我所做的一切都
是正确的，但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
是基于高尚的目的。我必须做一些
令人不悦的事情，以及把某些人未
经审判就关起来。要盖棺论定，到
那时你们再评价我。在闭眼之前，
我可能还会做些这样的事情。

（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李光耀：从来没有人人平等回报均等的社会

作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强人，外界对李光耀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
界》一书中，李光耀谈论了众多与其相关的问题。

比如，儒家思想如何影响了他？日本侵略又是如何塑造了他的性格？他为什么拒绝建设高
福利社会？他又如何为他在新加坡实行威权统治，未经审判关押一些人，做一些令人不悦的事
情辩护？本报经中信出版社授权，摘录该书中部分内容，呈现李光耀的自述———

从 1959 年到 1990 年，李光耀担
任了 31 年的总理，这段时间，他是领
导新加坡前进的“李总理”。卸任后，
他留在内阁，从 1990 年到 2011 年的
21 年间，变为“李资政”的他依然保持
了强大的影响力。

在他的强势领导下，弹丸小岛
新加坡从第三世界迈入第一世界。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取得的经济成
就令人艳羡，但威权领导风格又为
他带来争议。尽管李光耀在多个场
合强调自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我
的人生不是依靠某种哲学或某些理
论指导的”，但在其生前身后依然有
多本书籍总结他的治国理念，而“新
加坡模式”也总能引起人们诸多想
象。

2013 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出
版《新加坡选择了李光耀》丛书，系
统总结“国父”李光耀的建国思想、
治国方略、外交思维和修身齐家的
心得。今年 3 月，人民出版社将该丛
书分为 3 册引进，第一册《李光耀执
政方略》已经出版。作为一位对中国
改革开放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家，
国内此前出版了多部与李光耀有关
的传记、回忆录。2013 年 11 月，《李
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由译林
出版社在国内发行，这本书充分体
现了李光耀的治国理念：精英主义、
贤能制度、实用主义与亚洲价值。比
如，李光耀认为政府必须由国家的精
英来领导，治国者必须是最优秀的人
才。去年，作家凌翔的《李光耀传》正

式出版，这也是目前国内第一本李光
耀传记。

2009 年，普利策奖得主汤姆·普
雷特对李光耀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独
家访谈，2011 年，现代出版社出版的

《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再
现了这段访谈内容，在这本书中，李
光耀除了阐述他的种种治国理念，也
对一些外界的批评做了幽默的回应。
作为一位与中国多位领导人保持良
好互动的外国政要，李光耀被认为是
一位“知华派”，2013 年中信出版社出
版了《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
这本书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序，
在该书中，李光耀就如何与中国打交
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未来的国
际关系走向做了判断。

书中认识李光耀
本报记者 吉祥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光耀与中国多位领导
人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
中，当被问及最崇拜的领导人时，李光耀便说了邓小平，

“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引领贫困的中国发展成今天的
模样，成为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指日可待。如果没有邓
小平，中国有可能重走苏联的老路。”

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记录了邓小平 1978 年 11

月出访新加坡的经历，根据该书记载，邓小平对新加坡
的变化印象深刻，“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
根本性的变革”。在回国后的一次有关利用外资的讲话
中，邓小平谈到了新加坡的做法。“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
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
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
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
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邓
小平文选》第二卷）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新加坡扮演了
一个榜样的角色，大批中国官员陆续到新加坡学习。《邓
小平时代》写道：“邓小平觉得，新加坡是个令人向往的改
革榜样，他准备派人去那里学习城市规划、公共管理和
控制腐败的经验。”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收录的邓小平 1992 年南方
谈话中，邓小平又一次提到了新加坡。彼时，诸如经济犯
罪、吸毒、嫖娼等犯罪活动在南部沿海城市出现，邓小平
在谈话中说：“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
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
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
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
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邓小平如何评说新加坡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
李光耀 口述
中信出版社
2013 年 9 月出版

《李光耀执政方略》
新加坡国家档案 编
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3 月出版

《李光耀回忆录》
李光耀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 年 11 月出版

《李光耀对话录》
汤姆·普雷特 著
现代出版社
2011 年 3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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