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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耀纪事年表
1923年9月16日在新加坡甘榜爪哇
路92号住宅出生。
1936―1939年
1940―1942年 在莱佛士书院和莱
佛士学院求学。
1946―1950年 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攻读法律，并在伦
敦获得执业律师资
格。
1950年9月 同柯玉芝小姐结婚。
1954年11月 人民行动党正式成
立，当选秘书长。
1959年6月5日 人民行动党执政。
宣誓就任新加坡自
治邦首任总理，时
年35岁。
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脱离马来西
亚独立。
1990年11月28日 吴作栋接任总理。
继续留在内阁，担
任内阁资政。自
1959年6月起，担
任总理长达31年又
5个月。
1998年 续任内阁资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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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无疑，李光耀先生一生创下的伟业，在华人世界，尤其是新加坡的华人世界是屈指可数的。
既是书评，我还是愿意先谈书，后谈人。
　　据说，此书是李先生耗时三年，用英文撰写，后译成华文的。然而，译本足够精彩，故力荐给同
胞。从他的童年写起，看起来是在写家世，实际上在写新加坡社会。为读者展现了英殖民时期、日治
时期、马来联盟时期直至独立到经济腾飞的今天，对马来海洋中的华人世界——新加坡发生的重大历
史事件一一剖析，其中很多事件的分析高屋建瓴。如果想了解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政治，这本书是
不可或缺的参考。
　　李光耀先生律师出身，一生打了无数官司，无一败诉。前不久，还赢得了一场对美国某记者及其
报社的官司。因为刚刚读完这本书，所以这则消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显然他远远超过了一个
资深律师的水平，早年在剑桥读法律的他，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热情，与成熟的政治理念。他以宪制
斗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在战后民族主义大兴的背景中，组建人民行动党，苦心经营，最终登上新加
坡政坛之顶。纵观其从政之路，无一不与法律有关，合法、合理的政治，在于李是至关重要的。这也
正是，李能利用一切政党之手段，却行人民行动党之精髓一重要法宝。可以说，李终身与法律为伴，
却在早年就超越了法律。
　　如果愿意，你可以唱响美丽的赞歌，而为李光耀先生歌功颂德。然而，新加坡发生的巨变中，李
先生品尝到的绝非仅仅是甜蜜而美丽的东西。快乐童年，他却早熟理家。日本兵的军刀下，他机警得
以逃生。赴英留学，辗转剑桥，体味人间冷暖，但收获了人生坐标。每一次，好胜争强的李虽然表现
优异，却无一例外被无端终止，无奈充斥了你可以认为是精彩，却的确是艰辛的青少年时期。也许，
李先生一生成功，唯一一次被击败，是中学时期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了一个女孩后面。后来，这个女
孩变成了李夫人。那么，请换个说法，李先生及其夫人从未被击败过。为什么能如此成功？那是因为
选择了理性。正因为他选择了理性，所以每遇挫折，濒临绝境，总能冷静分析以求变化，而绝处逢生
。这是否老罗说的，强悍的人生呢。
　　对于关心新加坡政治的人来说，新马分家一定是不可不谈的话题。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是李先生
一生中参与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以及马来亚巫统的领袖简直是发
动了宫廷政变，一场针对英国驻马来西亚专使的政变。但是，天大的事情，却只用签署文件的方式解
决了，立法以独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可能堪称奇事呢。但是，实际上，新马分家，在于李是痛苦
的。因为，他违背了对当时马来西亚其他政党领袖的承诺，违背了新加坡华人以外其他种族，尤其是
马来人的意愿。同时，新加坡的地缘政治也对新生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新加坡是生活
在马来人的海洋中，马来亚、印尼、菲律宾、文莱，将其团团包围。自比以色列的新加坡，如何在资
源极度匮乏，甚至于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发展自己，为此李先生承受的压力你能想象吗。当
时，正值壮年的他，意气风发，团结和带领新加坡各种族人民，赶上亚洲经济发展之快车，才有今天
的繁荣。细想起来，道路何其曲折，何其艰辛。
　　治乱世，用重典。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与这句中国古训息息相关。你可以想见，其实李个人
的成功，是其生活的社会对其法律背景的选择。同时，也是李光耀先生主动求变，不拘泥于法律专业
，积极投身政治之结果。商鞅变法，秦强而一统天下。那么，新加坡社会的成功经验，是否法家思想
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典范，鄙人岂敢定论哉。
2、对于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有莫名的厚爱,以至于人生第一次认认真真读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自传. 政治
本身于我实在无乐趣可言,只觉得李光耀这一路走来辛苦不易,倒是前半段日治时期机智的小李深得我
心.
3、李光耀的传记，很可惜，没有见过他老人家他就走了。
4、跟着李光耀重走新加坡独立路，厘清了一段历史，看到了作为一代小国君主的困局，也看到了一
代枭雄的超能力。
5、东南亚历史
6、读了一半，最近没有时间读了，有时间再继续～比较不错的一部自传，见证一个国家的发展历程
。
7、在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时候就觉得得看看他的传记。现在看过之后果然不一般。
8、收获不大，全书格局显得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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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读书，求学，日据时代的经验，人生智慧
10、倍受启发 
11、写得太好了。让我们可以一窥伟人的心路与成长。
12、　　       这本书没有看到正版的，只是看到他的到1965年新加坡见国前的回忆，从这一时期的回忆
上可以看出李光耀是个很敢说也是很敢干的人，，他没有简单的从属于任何的政党，从新加坡的实际
中一点一点的做事，比如说他说新加坡是被迫独立的，在被迫的同时，他又有很好的人事基础，从大
多数的观点出发，而且他对日本人的分析简直是入木三分，他欣赏日本人的管理，却又对日本人表面
和善，骨子里残忍的事实观察的极其具体入微，他又不完全从属于英国，其实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小国
的政治家，能够在大国林立的世界上，既不畏强权，又能够发展自己，同时还能够把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处理的对本国有利的局面，和他年轻时的经历紧密相联的，而且他的家庭观也让人感觉得到他是一
个优秀的政治家，新加坡能够管理的那么好，建设的那么好，和他们那一代人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关
的，希望他们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
　　    当然他们内部的管理实际上也和中国一样，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华人的国家，总
是能够在不断的发现问题之后，尽快的去完善，去解决，这才是每一个管理国家的政体都应该有的基
本素养吧，不要把问题堆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放手扔出去，这是缺少美德的行为。人类文明的
进程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会幸福生活，而不是少数个别人高高在上，成千上亿的人却在困苦、疾病、饥
饿之中，人类的社会应该是没有国界、没有宗教、没有种族之争的世界。
13、文字朴实内敛。遗憾此书只写到1965年新加坡独立。前半部分可以看到李光耀在新加坡采取鞭刑
等刑罚与他在日本三年半占领时期旁观的感悟有感：高压政策下，民众服从性更高，社会更有文明秩
序。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后半部分略读，不熟悉新马历史，很枯燥，看不下去。
14、对其在剑桥留学阶段的回忆有点点共鸣。另外，非常佩服李光耀的惊人记忆力，即使几十年过去
了，写起回忆录竟然能如此细致入微。
15、LEE  KUAN  YEW
16、　　      南洋华人，是华人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环。真正认真关注东南亚的华人生活，是从西西河开
始的，除了我们熟悉的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外，还有一群人数更多的海峡华人，而他们从明开
始生活在马六甲海峡周围，进而扩展到东南亚，历史和殖民因素，使他们有着和我们大相径庭的思维
。
　　      李光耀大概可算海峡华人的代表了，就像他自己说得，土人包围中的华人岛屿，是被排斥而不
是自主选择的独立。风雨独立路，做为李光耀先生的自传，里面从很多方面反映了他，及以他为代表
的海峡华人的思维。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海峡华人的思维，的的确确不同于我们，特别是不同于国
共两党，台湾海峡两岸的华人思维（无论如何我们是华人政权，汉语是官方语言），因为殖民同港澳
略有相通，但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所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微妙。由此，大陆出生
的我读这本书，自然深受触动，感觉复杂，但颇有收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点评海峡华人的作为，而是理解他们的难处，学习他们的长处！
　　      如何在异族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地区，逐步奋斗，保障华族的壮大和权益，书中的确是给了我
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我们虽然长着一样的皮肤，但有着两样的思维，不过毕竟同是华夏后裔，还是要相互理解，
谁让我们都是一个祖宗呢～
17、李绳武:"什么是体制？体制是超越其缔造者寿命的行事方式。一个强大的体制是坚固和一而贯之
的，它不是建立在不确定的个人品性之上，而是把法律之治置于人的治理之上。这就是体制建造者要
付出的牺牲。建立一个体制，就是要放弃权力，去创建一个不依赖于你个人的制度..我们哀痛他的逝
世，却并不害怕。爷爷也不需要立碑，因为人民不会忘记他，就像我们不会忘记天空"
18、个人感觉，这本传记对比小英和赖斯的，在写作上好一个层次。
19、04.11.2016 读完。牛逼的人在某些机遇下，只需要二三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国家的历史进程。
20、正在看 要看不下去了快。。平铺直叙得像在看条款，流水账一般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21、受人欺压，被迫独立，前途黑暗，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成败得失，成王败寇，盖棺定论
22、　　       “风雨”二字不是为了通过道路曲折而烘托独立的伟大——独立对于新加坡来说是“强加
在头上的”，一点也不伟大。这是李光耀在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上所努力避免的事情，但最后还是避无
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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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的发展是和马来亚紧密相关的，连水都是马来亚给的。李光耀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和马来
亚建立马来西亚，相互合作，使得新加坡能够活下去。换言之，是以一个好的方式延续和发展英国统
治时期的运作模式。
　　
　　   然而，利益、权力和种族问题成为了阻碍这项合作的极大障碍。事实上，就我个人看，新马之
间没有真正的合作，只是在谈，从头到尾都在谈，所谓的合并其实也没有开始什么好的项目和计划，
只是在延续谈判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未形成合力，然后就在排斥中不欢而散了。
　　
　　    这其中，利益权力问题以民族问题尖锐的表现了出来。马来人地方大，华人人多，马来人特别
恐惧华人会逐渐控制马来亚。就马来亚接受新加坡来说，是出于防共的安全考虑，是个消极层面的考
虑居多的事情，而不是积极地看到了能从新加坡得到什么硕大的好处。所以，李光耀可以说是逼迫马
来亚两害取其轻从而接受新加坡。也正因为如此，马来亚从来也都看新加坡为一害，来抢地盘抢权力
的。
　　
　　    我相信，如果新马不分家，李光耀一定可以夺过马来亚的统治权，事实上，他也在这么做了：
大马来西亚这个概念和东亚共荣圈是有几分相像的，都为外人的进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首先
一家人，然后当主人。只不过，马来亚不能反对的太厉害，因为这次进来的是华人，而自己国家本来
就有很多华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不像当年的中国，几乎全是汉人，反对东亚共荣也容易很多。
　　
　　    当然，我也相信，纵然被李光耀夺权成功，马来西亚的整个发展也是会非常好的，从进步的角
度来说，马来人不会吃亏。不过自己的地盘不做主，而是为了些发展的利益而把权力让给别人，这对
于东姑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这是有风险的出卖行为，好处都不是现成的，马来统治者不会
这么蠢。
　　
　　    这就面临一个问题，类似于马来亚这样的民族均势的国家，该如何前进：由于均势，不搞和谐
共处，搞民族高低论是持久不了的，被压迫的绝不会久居人下；而要想搞民族高低论，就要破坏均势
，让少数变成少数和弱者，加强统治。分裂后的马来亚也的确走上了这一步。
　　
　　    这也反映出一个无能马来亚政府的问题：民族问题本身的强调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搞经济的不
擅长。过多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存在及其挣钱本事超过马来人的现实，让主人非常头疼——不论问题是
民族的还是阶级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似乎对马来人都没好处。
　　
　　     于是，根本上的谈判实质问题就变成了：新加坡的加入必须要能够维持现有的马来人的优越。
然而马来人并没什么好优越的，所以马来人的要求实质是让新加坡人自降身份和能力。新加坡的加入
的条件势必是新加坡的众多核心权力和利益的想让——直至让马来放心为止。这个想让度在有共同敌
人的时候是有利于新加坡的，如共党和印尼的骚扰。而一旦这些问题缓和了，马来亚的态度就会强硬
非常。而李光耀又是强人一个，谈判破裂也是难免了。
　　
　　     总之，我倒也不认为马来亚作的事情有错，只能说合作失败对李光耀来说是件很失落的事情，
这也越发让我想看看他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新加坡经济腾飞的了。
23、你想表达什么？
24、新加坡何以成为现在新加坡，何以在东南亚错综复杂的形势下崛起，都是有迹可循的。李光耀先
生也说了写这一系列书的目的是相让后来人知道，新加坡成为现在的新加坡是必然，也是不得已。
25、想看新国为何走上独裁之路的，按理说李总统受的是民主教育
26、一个诚恳的政客对那段历史诚恳的回顾。可以较为完整的看到李光耀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世
界观，处事的方式，以及成功的原因。同时用这样的自传来观察历史极为难得。读完之后，开始思考
一个政治家或明或暗的所作所为背后的动机，以及一种制度是如何与活跃在其中的政治家相互作用，
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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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长这么大才开始了解这个从小听到过的人物，对日本侵略那一段印象深刻，还有剑桥求学，以及
反复的演讲和理不清的矛盾。
28、電子版30篇之後的沒看到，本來對這類自傳不太感興趣，不過看著看著還不錯。
29、　　    对于新加坡，虽然理论上和我们关系很密切，大部分是华人，但是对其的了解，其实非常
的浅。之前，知道李光耀/李显龙，知道李光耀祖籍xx，传播到大陆的，主要也就是90年代很流行的新
加坡连续剧和目前的一些歌手。所以，看到这本书，还是很有兴趣的。
　　    这本书，相比下一级《经济腾飞路》来看，比较精简短小，断断续续3天就看完了。描述的范围
，和书皮上一样，从独立（1965开始倒序），又至1965戛然而止。
　　    
　　    文字朴实无华，像是一个人在你边上跟你聊天，聊新加坡的来历，聊聊他的人生/爱情，聊人性
和政治，聊一些大事件：早期的新加坡（英殖民）、日军占领期间、人民行动党的历程、和马来的合
并和分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段新加坡的历史，其实就是李光耀的历史。
　　    从文字中可以看到之前没有或者不能看到的信息，可以感受的到作者在记录这些文字中的真诚
，推荐对新加坡有兴趣的人看看，很短，但是会有自己的收获。
　　
　　    李光耀，在同年的人当中的确很优秀，这是他的资本，虽然后来不发机遇，但是关键的还是看
自己。
　　
30、对李光耀这个牛逼的人生还是有点了解的 很能适应时代的人 果然一个人青少年对之后产生的影响
是最大的 但是后半段完全变成了政治流水账 很枯燥
31、首先，李光耀是个精英分子，这点从他孩提时候优异的成绩可以看出，加上英国的留学经历也许
解释了他为何一直努力将新加坡打造成精英社会的原由；
其次，一直以来大陆将李先生贴上反共的标签，但看了这本自传后，我觉得这有点绝对了，他自言不
反对马克思主义，只是反

感共产党政权内残酷的权力斗争以及一个个不管老百姓死活的全国性运动，我们可以从李光耀后来的
从政经历可以看出，他的

执政风格更趋向于独裁，他的政党其实也是一党专政，只不过他比别的独裁者聪明的是适当的给老百
姓自由民主这些东西，而

且是货真价实的，而不是带有欺骗性的；
再次，李是个车头车尾的功利主义者，他可以为了新加坡摆脱殖民地命运利用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共
产党势力赶走英国人，然后又夸大共党对马来的危害性联合拉赫曼清除掉了这个昔日盟友，取得了对
新加坡的
32、认真做事的人
33、毕竟人群智力不同
34、对李光耀和新加坡产生浓厚的兴趣是他今年去世时四面八方的赞扬，新加坡歌手孙燕姿称他是巨
人，新加坡人说他是爸爸，他的葬礼几乎重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盛况，而让我真正行动起来上网扒
拉他的自传（内地已经买不到了），是在新加坡博物馆看到他在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被迫独立时
潸然泪下的发言，他自己也说他在那个时候有想过要让新加坡更好，可是没想到能让新加坡经过短短
一代人的时间从第三世界跻身第一世界，从世界不同民族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的人，最后都真心实意
地把这里当作家，并愿意为它而努力，这真的需要很大的努力！而李光耀本人坚韧的品格，超强的自
制力，情绪管理还有大格局观应该是他成功的关键，至于他的政见，这个论题太大，自己去看书吧[再
见][再见][再见]
35、作为政治家，李先生无疑是伟大的，我还没见过搞政治的能如此光明磊落，诚实的回忆自己的过
去。初读此书便让我慨叹他的EQ是如此之高，从日治时期多次死里逃生，战后留学英伦到返回新加坡
从政，他的每一步都计算的异常精准，抓住的时机又是如此巧妙。此书让我了解到东南亚的国家关系
及民族历史，又是一大收获。期待读下一本《经济腾飞路》，看他是如何将一个没有资源的弹丸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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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成发达国家。
36、经济腾飞之路更精彩点
37、平和务实，人如其文。
38、不知道是看的是删减本还是怎么的，总是感觉少了点东西，但是没有闪光点吧
39、值得一读再读的好自传。特别是他自己在“创国“途中的心路历程。
40、有很多珍珠一样精彩的句子和见解。
    比如李光耀在采访中谈到马来西亚军队对新加坡的保护：等待再等待，直到有一天。强大到可以对
他说“不，谢谢”。
41、观其历程，反观中国，悟出很多不能言之事。
42、前半段比后半段政治流水账好看，可以看到李光耀年轻时经历对他影响之大。就是这书翻译的太
一般，英文语法的痕迹太重⋯还有QC被译为“英国女皇的律师”这种小错误anyway阅读体验并不是那
么愉悦
43、　　       李光耀在采访中谈到马来西亚军队对新加坡的保护：等待再等待，直到有一天。强大到可
以对他说“不，谢谢”。
44、不知道能不能摆脱“成王败寇”的固定思维来评价李光耀，因为新加坡在他的带领下的确发展得
很好，所以对他的评价一直是趋于正面的。读了他的回忆录的上下册，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人是个很实
际的人。他非常有头脑地去选择对国家发展最有利的做法，即使这个做法与他自己的理念是相悖的（
例如发展英语而压制华语，他自己的孩子都是在华校念的书）。我觉得下册更有启发性一些，他的很
多思路和政策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45、自称左翼民族主义分子的李光耀，在大部分中国人心中是一个反华、摧毁了坡县华文教育的逆行
者，更想读的是他如何取消华文学校这段，可惜并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讨厌又不得不佩服
这个政治强人，能把不被待见的坡县一手带成如今的发达国家，何止有两把刷子。。。。
46、本着想了解李光耀本人的目的去看了他这回忆录的第一本，讲述了singapo独立之前的种种社会历
史文化的背景下李光耀的生活。更感觉李光耀就是上天为新加坡准备的，他身上具备了一个杰出政治
人物所具备的基本素质，时代的变迁又给了他经受历练的机会，所以他是神，是上天安排的神，来护
佑新加坡。
47、读书可明智，读书可明自身浅薄。看此书，深深感觉到自己知识储备的浅薄，欣喜快乐并惭愧着
。
48、新加坡去过两次，忍不住找来看，PDF版本的书，居然花了上班的大半天，大呼过瘾。前面的内
容比较励志，后面的与各个国家博弈，就有点远了。难得中文版本用词贴切，读来深有教益
49、一个富二代的奋斗史，自传总归会吹嘘自己，尤其是伟人。40年代能开汽车用电话喝洋酒的人不
会苦到哪里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对日本的印象不错，也学过日文在日本统治期间为日本人工作
。在英国学习期间又崇尚英国的绅士风格。对共产主义比较厌恶，执政期间镇压了一大批人。
50、真大神
51、电子书只有十章，失望。新加坡主题阅读系列第一部。
52、有意思
53、在网上看的在线版本，到30章就没有了...哪里能看到后面的12章？！！！！
54、以后想读一遍未删节的...
55、　　李光耀这本书写的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有很多珍珠一样精彩的句子和见解。而所有这些在我
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听到看到想到的。
　　
　　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政治，此书多有论及。
　　
　　诚意推荐此书。
56、别国的历史，看起来不是那么有感觉
57、博闻强识，惊叹于对于细节的清晰记忆力
58、主要是看新加坡被迫独立前后
59、精英、选举能力（颜值、演讲）、毅力、合纵连横借力打力（马来、华共、印尼）的准确判断和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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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前阵子面试，一位三十有余的领导捏着我的CV良久挤出了一句开场白“你是天秤座？”倍感惊讶
。昨夜看完《风雨独立路》，没办法不佩服李先生的才智，默默在心里念叨了一句“真是不得不膜拜
这伟大流弊的完美主义处女座”。说什么都很苍白，因为他每个方面都很出色但用任何一个词也都略
显片面，我只想说从这1923-1965年的记叙中看——他可以被贴上“完美”的标签。准备捋一捋自己所
看到的李先生，再继续读《经济腾飞路》。1、律师律师出身的李光耀先生早在从英国求学返新加坡
之前就积累大量的政治资源，各党派人士、各领域精英、英国上层人物等。成功建立人民行动党也得
益于他作为律师获得的广大邮递工人的支持和信任。李先生在莱福士遇见的柯玉芝，也是一位出色的
律师。克林顿夫妇、奥巴马也都曾是律师，甚至美国大部分政治家也都拥有律师背景。日治时期，他
作为一个日臻成熟的青年已经表现了诸多优秀的才能。做胶水生意、街头逃离日本军、转移家人、当
日军翻译官等等，才能不仅是指他做了这些，更令人敬佩的是一个不足20岁的小伙子能如鱼得水化险
为夷的学习、观察、经营、组织、交际等能力。这个密集成长的过程应该给予了他很多东西，由内而
外的成熟促使他迅速明智地决定在日治时期结束的恢复期前往英国求学。他知道新加坡从日军控制下
恢复需要几年时间，他知道自己要完成学业，他知道自己从莱福士毕业后想要更进一步学习的领域和
专业，他知道要怎么处理离开新加坡后和柯玉芝的关系⋯⋯在书里看到这些，再用年份减去1923，不
得不膜拜他早年就表现出来的一切潜力。2、家庭和生活包含两个方面，他的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
说这个其实是想捋一下他的背景，《风雨独立路》里有提到他的原生家庭，《经济腾飞路》目录里看
到有一章介绍家庭，猜测是新生家庭。李光耀出生在新加坡一个比较优越的家庭，让他有机会接受良
好的教育、住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接触上层社会精英人士。和柯玉芝组建新家庭，工作期间也不忘带
家人度假。书里表现出的李光耀先生很懂得生活，做胶水生意赚钱也还要去酒店请柯玉芝一起过生日
、求学期间和芝一起游览欧洲、金马伦度假等等，祖籍华人受英式教育、生活在马来亚人华人印族聚
居的社会中，游弋于英国马来东南亚等党派政界，绅士而接地气，平静而折腾不止。看得出来他的工
作和生活平衡得不错，高寿的秘诀之一吧。3、学霸的努力在莱福士名列前茅，在剑桥也足够出类拔
萃，回到新加坡在律师事务所实习转正，这看似都很顺利，没写出来的是李光耀先生毫不浪费时间一
刻没停地学习。学习日语、闽南语、马来语，于大庭广众下用马来语演讲，说得比母语为马来语的对
手还溜的人会不成功吗？应了龙应台写给儿子关于学习的说法，“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
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
是被迫谋生。”1965年前的政治生涯里，李一直在为新加坡加入大马来、新马分家奔波来去、和东姑
、社阵博弈来去，作为一个把此书当新加坡历史、李光耀传记来读的旁观者来说，我看到的是他的努
力，这份努力不是像马来亚领导层追求利己、社阵急于上位领导群众、英国谋求殖民地利益最大化的
动机，而是他的确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当做事业在做，结合新加坡多元特征和地缘要素的实际情况考量
它的出路和发展，认真而敬业。相信1965年之后的李光耀也一定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否则不会连任31
年、不会被简单誉为“国父”。李光耀的成功是那种表面看起来顺水推车没有大风浪大坎坷的政治明
星路。但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一路知道自己要什么、该怎么做、如何做到，所以学霸于他不是一种光环
也不是学生时代的标签，而是一种保持了一生的态度和习惯。读后，以上。其实脑海里有很多点想要
敲下来，但归类一下也没有太多太杂的东西，总体来说李光耀先生算是完美，家庭、事业、学业、爱
情、朋友、为人、性格、生活等等。当然也会有人说是因为这是李光耀自己写的传记，很多内容存在
主观选择性，我想读书是个“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过程吧，这个阶段的我尚徘徊在“见自己”中
，故本书读到的大体以上内容。后半部分关于成立大马来西亚、新加坡独立的政治部分，我仍然觉得
李先生是尽量客观和坦诚的，大部分过程和细节还是讲清楚了，很多境况和心态回忆和描述得足够丰
满。政治是个罗生门后不同perspective的集结，李先生很多立场和行为也能够被理解，所有的手段和方
式都是为了抵达他想去的彼岸。也因此，读完此书，我像东姑对他的印象一样——并不喜欢李光耀，
但也并不讨厌。处女座律师的一生，高双商，够完美。值得学习，值得膜拜。
2、对于新加坡，虽然理论上和我们关系很密切，大部分是华人，但是对其的了解，其实非常的浅。
之前，知道李光耀/李显龙，知道李光耀祖籍xx，传播到大陆的，主要也就是90年代很流行的新加坡连
续剧和目前的一些歌手。所以，看到这本书，还是很有兴趣的。这本书，相比下一级《经济腾飞路》
来看，比较精简短小，断断续续3天就看完了。描述的范围，和书皮上一样，从独立（1965开始倒序）
，又至1965戛然而止。文字朴实无华，像是一个人在你边上跟你聊天，聊新加坡的来历，聊聊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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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爱情，聊人性和政治，聊一些大事件：早期的新加坡（英殖民）、日军占领期间、人民行动党的历
程、和马来的合并和分裂。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段新加坡的历史，其实就是李光耀的历史。从文字
中可以看到之前没有或者不能看到的信息，可以感受的到作者在记录这些文字中的真诚，推荐对新加
坡有兴趣的人看看，很短，但是会有自己的收获。李光耀，在同年的人当中的确很优秀，这是他的资
本，虽然后来不发机遇，但是关键的还是看自己。
3、李光耀在采访中谈到马来西亚军队对新加坡的保护：等待再等待，直到有一天。强大到可以对他
说“不，谢谢”。
4、“风雨”二字不是为了通过道路曲折而烘托独立的伟大——独立对于新加坡来说是“强加在头上
的”，一点也不伟大。这是李光耀在前半生的政治生涯上所努力避免的事情，但最后还是避无可避。
新加坡的发展是和马来亚紧密相关的，连水都是马来亚给的。李光耀的理想是希望能够和马来亚建立
马来西亚，相互合作，使得新加坡能够活下去。换言之，是以一个好的方式延续和发展英国统治时期
的运作模式。然而，利益、权力和种族问题成为了阻碍这项合作的极大障碍。事实上，就我个人看，
新马之间没有真正的合作，只是在谈，从头到尾都在谈，所谓的合并其实也没有开始什么好的项目和
计划，只是在延续谈判中没有解决的问题，从未形成合力，然后就在排斥中不欢而散了。这其中，利
益权力问题以民族问题尖锐的表现了出来。马来人地方大，华人人多，马来人特别恐惧华人会逐渐控
制马来亚。就马来亚接受新加坡来说，是出于防共的安全考虑，是个消极层面的考虑居多的事情，而
不是积极地看到了能从新加坡得到什么硕大的好处。所以，李光耀可以说是逼迫马来亚两害取其轻从
而接受新加坡。也正因为如此，马来亚从来也都看新加坡为一害，来抢地盘抢权力的。我相信，如果
新马不分家，李光耀一定可以夺过马来亚的统治权，事实上，他也在这么做了：大马来西亚这个概念
和东亚共荣圈是有几分相像的，都为外人的进入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首先一家人，然后当主人
。只不过，马来亚不能反对的太厉害，因为这次进来的是华人，而自己国家本来就有很多华人和其他
民族的人，不像当年的中国，几乎全是汉人，反对东亚共荣也容易很多。当然，我也相信，纵然被李
光耀夺权成功，马来西亚的整个发展也是会非常好的，从进步的角度来说，马来人不会吃亏。不过自
己的地盘不做主，而是为了些发展的利益而把权力让给别人，这对于东姑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
的。这是有风险的出卖行为，好处都不是现成的，马来统治者不会这么蠢。这就面临一个问题，类似
于马来亚这样的民族均势的国家，该如何前进：由于均势，不搞和谐共处，搞民族高低论是持久不了
的，被压迫的绝不会久居人下；而要想搞民族高低论，就要破坏均势，让少数变成少数和弱者，加强
统治。分裂后的马来亚也的确走上了这一步。这也反映出一个无能马来亚政府的问题：民族问题本身
的强调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搞经济的不擅长。过多的华人和印度人的存在及其挣钱本事超过马来人的
现实，让主人非常头疼——不论问题是民族的还是阶级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似乎对马来人都没好处。
于是，根本上的谈判实质问题就变成了：新加坡的加入必须要能够维持现有的马来人的优越。然而马
来人并没什么好优越的，所以马来人的要求实质是让新加坡人自降身份和能力。新加坡的加入的条件
势必是新加坡的众多核心权力和利益的想让——直至让马来放心为止。这个想让度在有共同敌人的时
候是有利于新加坡的，如共党和印尼的骚扰。而一旦这些问题缓和了，马来亚的态度就会强硬非常。
而李光耀又是强人一个，谈判破裂也是难免了。总之，我倒也不认为马来亚作的事情有错，只能说合
作失败对李光耀来说是件很失落的事情，这也越发让我想看看他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让新加坡经济
腾飞的了。
5、李光耀这本书写的朴实无华，但是里面有很多珍珠一样精彩的句子和见解。而所有这些在我们平
时的日常生活中是绝不可能听到看到想到的。关于人生，关于人性，关于政治，此书多有论及。诚意
推荐此书。
6、李光耀少年时表现出极为聪慧。由于战争，被迫中断学业。在日本统治时期，他发现社会治安非
常好，因为日本军人采用了高压政策：任何违法行为一律砍头。这一点在他日本执政新加坡时影响深
远。战后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律师学位。随着国际社会民族主义的高潮，成立人民行动党，促使新加
坡从英国殖民地独立。与共产党合作，赢得大选，成为新加坡独立后首任总理。为了避免共产党夺得
新加坡大权，促成新加坡加入马来亚，成立马来西亚联邦。马来西亚联邦人口比例：马来人40%，华
人40%，其他种族20%；而新加坡70%人口为华人。东姑领导的联邦执政党巫统希望马来西亚变成一个
马来亚人统治的马来西亚，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立志建设马来西亚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双方
理念难以达成一致。再加上新马合并后多次种族冲突，最终导致东姑决定新马分家，新加坡成为独立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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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这本书没有看到正版的，只是看到他的到1965年新加坡见国前的回忆，从这一时期的回忆上可以看
出李光耀是个很敢说也是很敢干的人，，他没有简单的从属于任何的政党，从新加坡的实际中一点一
点的做事，比如说他说新加坡是被迫独立的，在被迫的同时，他又有很好的人事基础，从大多数的观
点出发，而且他对日本人的分析简直是入木三分，他欣赏日本人的管理，却又对日本人表面和善，骨
子里残忍的事实观察的极其具体入微，他又不完全从属于英国，其实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小国的政治家
，能够在大国林立的世界上，既不畏强权，又能够发展自己，同时还能够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的
对本国有利的局面，和他年轻时的经历紧密相联的，而且他的家庭观也让人感觉得到他是一个优秀的
政治家，新加坡能够管理的那么好，建设的那么好，和他们那一代人所付出的心血息息相关的，希望
他们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当然他们内部的管理实际上也和中国一样，也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
但是华人的国家，总是能够在不断的发现问题之后，尽快的去完善，去解决，这才是每一个管理国家
的政体都应该有的基本素养吧，不要把问题堆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然后放手扔出去，这是缺少美德
的行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应该是所有的人都会幸福生活，而不是少数个别人高高在上，成千上亿的人
却在困苦、疾病、饥饿之中，人类的社会应该是没有国界、没有宗教、没有种族之争的世界。
8、南洋华人，是华人文化圈中重要的一环。真正认真关注东南亚的华人生活，是从西西河开始的，
除了我们熟悉的以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华侨外，还有一群人数更多的海峡华人，而他们从明开始生活
在马六甲海峡周围，进而扩展到东南亚，历史和殖民因素，使他们有着和我们大相径庭的思维。李光
耀大概可算海峡华人的代表了，就像他自己说得，土人包围中的华人岛屿，是被排斥而不是自主选择
的独立。风雨独立路，做为李光耀先生的自传，里面从很多方面反映了他，及以他为代表的海峡华人
的思维。由于自然和社会环境，海峡华人的思维，的的确确不同于我们，特别是不同于国共两党，台
湾海峡两岸的华人思维（无论如何我们是华人政权，汉语是官方语言），因为殖民同港澳略有相通，
但不一样，因为他们不是当地的主体民族，所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微妙。由此，大陆出生的我读这本
书，自然深受触动，感觉复杂，但颇有收获。很多时候，我们不能一味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点评海峡华
人的作为，而是理解他们的难处，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在异族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地区，逐步奋斗
，保障华族的壮大和权益，书中的确是给了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我们虽然长着一样的皮肤，但有着
两样的思维，不过毕竟同是华夏后裔，还是要相互理解，谁让我们都是一个祖宗呢～
9、本书以李光耀总理的亲身经历和第一视角，讲述了新加坡从英国殖民地，到日治时期、新马自治
、新马合并和新马分家的发展历程。想要了解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历史的各位本书是不错的选择本书是
编年体书，以年代为主线，合并李光耀的成长历程和政治斗争以及建国过程，总体来说相对枯燥，文
章大量叙述各国的政治事件和人物。但同时，文章中李老完全是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圣人，对英国
有明显的好感，而对新马共和马共，以及印尼和周边国家等大部分人物，甚至对与自己不是统一战线
的同僚，偏见甚多。而且其强烈的精英治国的理念十分明显，但个人挺同意的。李总理虽然是富贵之
家，但家中并无显赫背景，光耀哥从白丁出身一步步走到国家的巅峰，要说没有政治斗争中的龌龊以
及交易，是谁都不信的。不过总体来说，李光耀作为新加坡几十年斗争的最后胜者，已经是相当公允
的对各种力量的评价，因此本书总体还是不错的。
10、无疑，李光耀先生一生创下的伟业，在华人世界，尤其是新加坡的华人世界是屈指可数的。既是
书评，我还是愿意先谈书，后谈人。据说，此书是李先生耗时三年，用英文撰写，后译成华文的。然
而，译本足够精彩，故力荐给同胞。从他的童年写起，看起来是在写家世，实际上在写新加坡社会。
为读者展现了英殖民时期、日治时期、马来联盟时期直至独立到经济腾飞的今天，对马来海洋中的华
人世界——新加坡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剖析，其中很多事件的分析高屋建瓴。如果想了解新加坡
，尤其是新加坡政治，这本书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李光耀先生律师出身，一生打了无数官司，无一败
诉。前不久，还赢得了一场对美国某记者及其报社的官司。因为刚刚读完这本书，所以这则消息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显然他远远超过了一个资深律师的水平，早年在剑桥读法律的他，就表现出强
烈的政治热情，与成熟的政治理念。他以宪制斗争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在战后民族主义大兴的背景中
，组建人民行动党，苦心经营，最终登上新加坡政坛之顶。纵观其从政之路，无一不与法律有关，合
法、合理的政治，在于李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正是，李能利用一切政党之手段，却行人民行动党之精
髓一重要法宝。可以说，李终身与法律为伴，却在早年就超越了法律。如果愿意，你可以唱响美丽的
赞歌，而为李光耀先生歌功颂德。然而，新加坡发生的巨变中，李先生品尝到的绝非仅仅是甜蜜而美
丽的东西。快乐童年，他却早熟理家。日本兵的军刀下，他机警得以逃生。赴英留学，辗转剑桥，体
味人间冷暖，但收获了人生坐标。每一次，好胜争强的李虽然表现优异，却无一例外被无端终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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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充斥了你可以认为是精彩，却的确是艰辛的青少年时期。也许，李先生一生成功，唯一一次被击败
，是中学时期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了一个女孩后面。后来，这个女孩变成了李夫人。那么，请换个说
法，李先生及其夫人从未被击败过。为什么能如此成功？那是因为选择了理性。正因为他选择了理性
，所以每遇挫折，濒临绝境，总能冷静分析以求变化，而绝处逢生。这是否老罗说的，强悍的人生呢
。对于关心新加坡政治的人来说，新马分家一定是不可不谈的话题。这个历史事件，也许是李先生一
生中参与的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和他的同僚，以及马来亚巫统的领袖简直是发动
了宫廷政变，一场针对英国驻马来西亚专使的政变。但是，天大的事情，却只用签署文件的方式解决
了，立法以独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否可能堪称奇事呢。但是，实际上，新马分家，在于李是痛苦的
。因为，他违背了对当时马来西亚其他政党领袖的承诺，违背了新加坡华人以外其他种族，尤其是马
来人的意愿。同时，新加坡的地缘政治也对新生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压力。实际上，新加坡是生活在
马来人的海洋中，马来亚、印尼、菲律宾、文莱，将其团团包围。自比以色列的新加坡，如何在资源
极度匮乏，甚至于国家安全都难以保障的情况下发展自己，为此李先生承受的压力你能想象吗。当时
，正值壮年的他，意气风发，团结和带领新加坡各种族人民，赶上亚洲经济发展之快车，才有今天的
繁荣。细想起来，道路何其曲折，何其艰辛。治乱世，用重典。可以说，新加坡的成功，与这句中国
古训息息相关。你可以想见，其实李个人的成功，是其生活的社会对其法律背景的选择。同时，也是
李光耀先生主动求变，不拘泥于法律专业，积极投身政治之结果。商鞅变法，秦强而一统天下。那么
，新加坡社会的成功经验，是否法家思想作用于现代社会的典范，鄙人岂敢定论哉。
11、實用主義 即是講求實際 精明可靠 結合切身經驗的借鑒學習 理智公允地施行1965年8月9日 在宣佈
與馬來分家的那天的發佈會 李光耀為新加坡的未來擔憂 差點崩潰 發佈會被迫中止了20分鐘 因為發佈
會不是直播 所以李光耀的原來想法是掐去那20分鐘的中斷 而電視台台長 精明可靠的泰米爾人（印度
）拉曼竭力勸阻 因為如果不播放讓報紙來描述的時候 可能會被嚴重曲解 李光耀接受的這建議 電視上
放出了那20分鐘李的失態 華人世界覺得是懦夫 而西方世界則對李表示了同情與馬來分家實屬無奈之舉
新加坡的意思是建立一個多元民族國家 這個214平方英里的華人小島甚至沒有淡水水源 而與新加坡柔
佛海峽一海之隔馬來堅持是由馬來政權堅持種族主義統治 由於觀念的不統一 違背李要將新加坡建立
成一個自由、平等、民主的國家 是而 分家是無奈又不得不為的舉措很多人說李專制 我是從來沒有這
樣認為過 他不過是在眾多局面面前更快看清形勢 替國家做出最優選擇 並且一以貫之堅持到底印度人
坎波斯是李幼年的教師 很奇怪 他居然很早就預言了主人公將會出人頭地一生中身居高位在求學過程
中 李不僅遇見了他未來的妻子 起先引發他注意的是 柯玉芝的成績好過他 而他害怕她與他競爭女皇獎
學金 更是與前馬來西亞總理敦克拉克是前任同學 也正是在學校與馬來西亞人同窗的經歷使得李更學
會了馬來語、懂得了馬來人的習性和思維：抱團、害怕被勤勞聰明的華族、印族取代 在萊佛士學院因
為同樣的處世態度和一流頭腦 他結識了杜進才、吳家瑞等人 這些人將來成為了由人民行動黨組成的
新加坡政府中的中流砥柱知乎有講 親自覲見過李的人對他的描述 he can remember every single words
others say 確實 李的記憶力驚人 能夠精確描述出從小到大所經歷事件的幾乎所有細節 觀察力卓越並且
可以用對地方：在英國戰敗后的日子 他發現只有蘇格蘭步兵和辜加士兵在戰敗面前保持不卑不亢紀律
嚴明的一面 於是在建國后的日子他也堅持取用辜加人保護新加坡1954年人民行動黨正式成立 因為有
幫gcd組織的學生申辯 他得以接近新加坡gcd領導核心 並且拉攏其中一位成為人民行動黨成員 這樣人
民行動黨擁有了一定的藍領階層群眾 在與競選對手爭取民眾的過程中 李光耀不斷認識到掌握華文的
重要性 後悔之前沒有好好學習華文 1959他作為人民行動黨的主席以6092票競選勝利 開始了30年執政新
加坡 上任之始 新加坡人均GDP是400美元 90年卸任時人均GDP達到了12000美元 增長34倍既然是實用主
義 就充滿了廣泛吸取經驗 李不僅能夠學習對手身上的優點 更能夠隨時將一些古老的傳承做法融入國
家管理之中 在途經羅馬的旅程中 他留心到羅馬天主教會 兩千年前就建立了完善制度 并流傳至今 於是
乎建議行動黨模仿教皇的推舉制度 選出中央執行委員會 對黨章做出了必要的修改:正如教皇是有紅衣
主教推舉出來 而紅衣主教是有各前任教皇委任的 黨員分普通黨員和幹部黨員 普通黨員由黨總部和黨
支部直接選出 而幹部黨員（譬如紅衣主教）則由中央委員會（譬如教皇）遴選 批准加入 只有中央委
員會選出的幹部黨員才有資格推舉候選人進入中央執行委員會 杜絕外人進入的門路 同時中央執行委
員會控制黨的核心 今後外人不可能奪取黨的領導權在政府成立之初 為了解決從前殖民地政府的財政
虧空問題 李光耀和他的同僚帶頭決定對14000中的6000名公務員進行減薪（低階公務員不在內）向多數
的受華文教育者表明 為了公眾的福利 受英文教育者準備由部長做出犧牲 即便這引發了公務員的不滿
情緒 因為唯有爭取到說華文和方言居民中一半的選票才能使人民行動黨不至被替換 新政府總避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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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證明自己的能力 於是李帶頭著手展開一系列具體治理 帶領部長撿垃圾；建立社區小屋教育無業青
年必要的技能（使之不至於流浪）；因為50年代澳大利亞勞工關係處理得非常好 所以新加坡借鑒也引
進了勞工仲裁（仲裁庭是按照澳大利亞模式建立的）； 經過研究李認為 亞洲經濟落後是因為婦女未
得到解放 婦女必須和男人平等 受同樣的教育 能對社會做全面的貢獻 ；肅清黃色文化影響； 同事林金
山在其大選前將公屋造好保證了李的蟬聯（人生一大快慰是為得一神助攻）；控制人口；成立反貪局
；成立裕廊工業區；發展旅遊業東姑不希望新加坡併入馬來西亞 擔心華人和馬來人不能好好融合 共
和聯邦大臣桑迪斯（丘吉爾的女婿）打趣：從沒有遇見過像他那樣渴望把政權移交給另一個政治核心
的當權領袖 因此 立場一致的英國人替李光耀斡旋 終於使得東姑改變了注意 同意了新馬合併書中與之
鬥智鬥勇的gcd是馬共不是中共 在訪問中國期間 李光耀向鄧公曾向提出請求：不再向新加坡輸出革命 
得到應允 李光耀與中國歷屆領導人保持友好的外交關係 甚至私交不錯 鄧公在特區概念上借鑒過新加
坡的經驗 也曾在改革外放之後送若干市長去南洋理工學習新加坡城市管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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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58页

        毛的启发

＂一篇有關共產党人如何摧毀敵人的文章，使我對毛的看法感到不安。文章題目是《關于正确處理人
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非對抗性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對抗性矛盾是敵我矛盾。分析的關鍵是“人民
”的定義。根据毛的精确分析，“人民”的定義因時間和形勢而异。例如當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
時，反對日本的都是人民，因此國民党是人民。1945年抗戰胜利后，敵人日本被打敗了，國民党在中
國掌權，代表民族資本家和地主剝削群眾，國民党成了敵人，反對國民党的都成了“人民”。我讀毛
辯證法這個樣本時得出結論，一旦英國人离開新加坡，如果人民行動党執政，我就會變成敵人。毛說
：“對敵人不能仁慈。” ＂

2、《风雨独立路》的笔记-有历史的民族更愿意抵抗殖民统治

        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学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得多。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
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
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
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
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确认他们是我们理所应当的新主人，道德和公平都无关重要，他们已经胜利了
，高高在上地指挥我们。我们必须歌颂日本神祗，赞扬日本文化，模仿日本人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事
未必成功。在朝鲜，日本一开始企图统治这个国家就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朝鲜民族有古老的文化，对
自己的历史有强烈的自豪感，决心反对野蛮的新压迫者。日本人想方设法压制他们的本能和习惯，杀
害了许多朝鲜人，却始终挫不了他们的锐气。
马来亚历史太短，民族太多，社会可塑性太强。一些马来人受过英国136部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
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希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
人之后，他们希望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有些则参
加了国民党领到的抵抗运动。这两批人都受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激励，而不是出于对马来亚的忠诚。
正如在战争时期他们成了给日本人制造麻烦的根源，后来在和平时期，他们也成了给英国人制造麻烦
的根源。

3、《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95页

        我在监狱内外看到了日本人的本性。文明礼节，90度鞠躬全都是表面文章。他们骨子里都禽兽。
同盟国的胜利拯救了亚洲。

4、《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287页

        一些马来人参加英国136部队的训练，在马来亚的森林里加入了抗日游击队。但是多数马来人当时
希望日本成为他们的新保护者，正如在英国人赶跑了日本人之后，他们希望英国人保护他们那样。
唯一有勇气和信心而且敢于挺身而出反抗侵略者的是华人。他们大多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

5、《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96页

        然而战争结束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历届日本自民党政府、日本各政党的多数领袖、多数日本学术
界人士以及几乎所有日本媒体，都选择闭口不谈这些邪恶行径。他们跟德国人不一样。他们希望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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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过去，世人会把这些罪行忘得一干二净，日本当年的所作所为会尘封在记录里。但是，当他们
拒绝向中国和韩国这些领国承认这些行径，拒绝向菲律宾和新加波这两个蒙受苦难最深重的东南亚国
家承认这些行径时，人们不能不担心他们可能会重蹈覆辙。⋯⋯

6、《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118页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他们的天赋才能，加上受过的教育和训练，以及他们和他们政府的组织结
构。知识和对技术的掌握，在创造财富时是至关重要的。

7、《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88页

        学生们要当烈士

    法官轮流询问被告学生是否愿意签保，学生个个都摇头。法官决心维护法治，
学生们决心要当烈士。法官别无选择，只好送他们进监牢，尽管他这样做让他们能
利用这个课题，在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众当中煽起反政府的情绪。

    现在我知道共产党人会如何利用这样的局面了。让我来处理的话，我会要学生
的父母签名保证他们的子女行为良好，然后释放他们。在共产党的幕后领袖能对付
家长之前，我可以传他们到法庭，直接跟他们打交道。这样，政府就会取得道义上
的胜利，家长对自己的子女只受到警告就了事，也会感到安心。但是当时我也受到
同情学生浪潮的影响。9月20日《南洋商报》引述我的话说：“当局迄今仍无丝
毫证据证明华校内有共产党活动的迹象，当局把学生反对政府拒绝批准他们缓期服
役指为共产党在搞破坏，而借此对华校实施更严厉的控制。”当时我无知、愚蠢，
容易上当，不知道共产党人做事效率是那么高，也不知道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到所有
反对政府的组织，并对它们加以控制。

... ...
 但是我也深信，如果我驾驭不了其中一些干劲十足的年轻人，使他们为我们的
事业服务，为我和我的朋友们，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业服务，我们就永远不会成
功。
... ...  无论他们什么时候到，我都没拒绝接待他们。这个池塘里的鱼由共产党人喂养
大了，我要偷捕，要尽可能钓取。

十五章 成立人民行动党 

  最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人们激动起来的课题，是华族文化以及需要通过华校来
维护华族传统。这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问题，是不折不扣的沙文主义。但是共产党人
知道，这些问题能触动华人的心弦，把群众争取过来。他们拼命在这方面下工夫。
... ... 这回华族演讲者使用自己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毫不费力就
引起了听众的热烈反应。他们口若悬河，借用成语、比喻和传奇故事以古喻今。他
们热情洋溢，向听众宣扬中国的伟大前景，使听众为之动容，精神为之振奋。对新
加坡华人来说，局面完全改观了。

... ... 两党(进步党和民主党) 人员一发觉输了，便偷偷溜出维多利亚纪念堂的计票中心，消失在夜色里
。他们不了解，输了要摆出不向失败低头的姿态，誓言他日再斗，使支持者土气不致低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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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知道这一点。我们人民行动党里的非共派很快就从他们那里学
会了。

十六章
我必须采取一个立场，使共产党人不能责骂我是个没有文化的中国佬。如果我在这个课题上
走错一步，就会败在他们手里。如果他们能够证明我喜欢以英语而不是华语作为学
校主要的教学媒介语，那么，我就不可能使说华语或方言的社群恢复对我的尊敬和
支持。

8、《风雨独立路》的笔记-学业竞争的对手

        自己当新生时尝过苦头，却发泄在后来人身上，这样的做法我
坚决反对。

9、《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52页

        读到他能为这些事情感到“异常苦恼”，我不禁感到异常欣慰。
还有吐槽LSE的部分，像“忙碌的酒店”哈哈哈哈

"常衬衫穿不上一天便会被伦敦的煤烟弄脏。我异常气恼，不为什么大事，而是我在新加坡认为理所当
然的小事。在家里我一切需要都有人照顾。饭有人煮，皮鞋有人擦，衣服有人洗，也有人熨，而且要
什么就有什么。如今我样样都必须自己动手。生活非常累人，外加要花很多时间走路。路走得太多，
坐巴士和地铁时间也太长，我疲惫不堪，没有足够的精力坐下来静静读书和思考."

10、《风雨独立路》的笔记-这里的日军让你联想到什么？

        在日治时期的三年半里，我目睹了人世间许多不公平与荒谬的事。这段教育，战争一结束也就完
成了。如果说我因此而获得一张现实生活哦大大学文凭，那么，新加坡光复后第一年的所见所闻，则
是我的研究生课程。这个时期的情形跟我记忆中3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从拘留营出来的
英国文官纷纷回国疗养，临时凑合的政府部门由英国军管政府临时官员掌管。
担任主管的英国准将、上校和少校都知道，他们的任期只到复员为止。一旦复员，职务回全部解除，
得恢复平凡的平民生活。意识到这点之后，许多人尽量利用手中的权利。他们的需要马，唉，跟日本
军官没什么差别－－找些便于随身携带的值钱的小玩意儿，到时带回英国。因此这类玩意儿很吃香。
得到好处后，他们发出许可证和提供稀有物资，给本地人一个发财的机会。但他们跟日军有点不一样
，他们不欺负人，也不压迫人。

11、《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132页

        其实，个人设法多赚钱，以改善生活条件，在人类进化史上，是进步的动力。

12、《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1页

        我的书评一直被河*蟹，我该怎么办？

13、《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1页

        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弹丸小国，是怎么同它的天然腹地分隔开来，并且必须在东南亚民族主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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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国家的冷酷世界里求存。

14、《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1页

        書的開頭,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段:-

7點50分.......

10嵗的女兒偉玲當時......正在門口玩耍。她跟......打招呼, 問他,"您想見我爸爸?" 由於獨立後, 我和他的關
係突然變得不明确了, 這樣的非正式歡迎, 算是得體。就在他從汽車出來時, 我及時走到門廊歡迎他, 問
他,"你代表誰講話?"(作為一個旁觀的讀者, 我覺得李光耀在當時問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話, 就是這一句。)
他說,"嗯, 您當然知道, 我是获得任命的......。"(清楚地讓對手知道身份, 一點都不含糊。) "一點也不錯, 
您是否获得特授的職權來跟我談......?" "沒有。" 我說,"那就是私下談話, 只是聊聊而已" 他說,"要是你喜歡
這樣的話。" 事情就這么辨。

15、《风雨独立路》的笔记-面对权利，不服从等于走向灭亡

        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会以及
人的动机喝冲动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这段经历，我就不可能了解政府的作用，也无法了解权利是进行
彻底改革的工具。我亲眼看着在残酷无情的占领军面前，整个社会制度突然垮了。日军要求绝对服从
，除了极少数人，人人都从命。几乎所有的人都憎恨他们，但是大家都深知惹不起他们，只好调整适
应。应变比较慢以及不愿意转而接受新主人的人就倒霉被运了。他们生活在新社会的边缘，财富有减
无增，地位也下降了。马上看风使舵，趁机向新主人献媚的人们，在新加坡这场大灾难中发财致富。

16、《风雨独立路》的笔记-不管时局如何动荡，医生都是铁饭碗

        经过最初的震荡和有过这段紧张经历后，我意识到，生活非像往常一样过下去不可。人们要吃饭
、要服药，也需要牙刷、牙膏、衣服、鞋子、自来水笔、墨水、纸等日用品。当时连刀片也难以买到
，它变得珍贵了，人们只得把用钝了的玻璃杯内缘磨一磨再用。烟草比日本钞票更值钱。一些专业技
术不再那么有用，赚的钱也少了，商业活动也不多。罪犯在军法下受审，受过英国法律训练的律师派
不上用场、生意少之又少，会计业瘫痪了。但是人们依然生病和牙痛，医生和牙医还是非找不可。尽
管药物和麻醉药奇缺，医生和牙医却发了财。

17、《风雨独立路》的笔记-第85页

        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
，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
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18、《风雨独立路》的笔记-英军战败，日本统治下的新加坡人民

        聪明人和投机分子则千方百计地讨日本人欢心，为日本人效劳。他们向日本人提供劳工、原料、
情报、女人、烈酒和美食，捞到盘满钵满。承包商走运了，日本人需要他们供应必需品，建筑承包商
也一样。但富的最快的是领到执照可以在大世界和新世界游艺场开赌场的人，当时物资缺乏，人民情
绪低落，英军可能在三两年内回来赶走日本人，到时许多人会丧命。在这样的气氛中，赌博是最好的
鸦片。许多人到赌场碰运气，把财产输光；还有很多人到场看热闹，消磨时间。
人们在赌场里消磨漫长的时光，在简单的赌博方式里倾家荡产的情形真叫人吃惊。由于生命没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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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博大受欢迎。生活本身已成为一场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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