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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内容概要

★  李光耀是亚洲的传奇人物，因为他极强的领导能力和治国才能而倍受尊敬。——潘基文
★  李光耀对亚洲动态及经济管理的意见及见解，深受世上人尊重。——奥巴马
★  《李光耀观天下》对世界广泛的课题做了独特和坦率的分析，将半个世纪以来其他领袖向李光耀
请教的精辟见解展现于前。——基辛格
李光耀绝笔，每个想认识他的人都应该买一本。
这本书绝不是枯燥的地缘政治论述，也不是全球事务迂回曲折发展的专题报告。
李光耀一生密切地参与国际事务。在本书中，他凭借其丰富经验和深刻洞察力，对今天世界的形势
和20年后世界可能展现的面貌提出看法。相反，在横跨美国、中国、亚洲和欧洲的广博叙述中，他剖
析了它们的社会、探究其人民的心理，并提出了有关这些国家未来的结论。
李光耀在书中表达的坦率且往往令人惊讶的观点，使本书成为一本新鲜生动又引人入胜的读物；也探
讨了他长久以来最关切的新加坡的未来，并让读者一窥他的私人生活和他对死亡的观点。每章中还穿
插了他接受《海峡时报》访谈的问答录，有助于读者进一步理解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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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作者简介

李光耀，曾任新加坡总理（开国元首）、新加坡最高领导人。李光耀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卓越
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他不仅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也是亚洲乃至世界著名
的政治家之一。
2015年3月23日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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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书籍目录

序
鸣谢
一、中国： 一个强大的中央
一个强大的中央
韬光养晦： 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新中国： 人民、社会、经济
二、美国： 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三、欧洲： 衰退与分歧
四、日本、朝韩和印度
日本： 走向平庸
朝韩： 偷天换日
印度： 受种姓制度羁绊
五、东南亚
马来西亚： 分道扬镳
印度尼西亚： 偏离中央
泰国： 苏醒的社会底层
越南： 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思维枷锁
缅甸： 将领改变路向
六、新加坡：处在十字路口
政治
人口政策
经济
七、中东： 春残无夏
八、全球经济： 何去何从？
九、能源和气候变化： 做好最坏的打算
十、个人生活： 选择何时而去
十一、老朋友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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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精彩短评

1、2016最受益的一本书~
2、作为一个局外人，他看中国的机遇和挑战，说得非常清楚分明，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3、终于听完了⋯⋯智者
4、大智慧，透彻，明晰
5、佩服至极！
6、在电暖气旁花了两个下午重读了一番。
7、一本书30不到，可以读到一流领导者对世界形势的理解和判断，很幸福的事
8、有智慧的老人，很好的诠释了全球化，大国博弈，各国关系和发展变化
9、一代传奇人物
10、务实、敏锐、深具洞察力，在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雨之后，对死亡坦然，云淡风轻，深受启发
11、涨知识
12、“强权即公理。”“简朴的生活方式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社会。”“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
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中国不可能出
现两个或多个政党共同领导的局面，这是从中国的文化历史吸取经验，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中国人民
更清楚的知道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才是振兴的坚实基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塑造了统一盛世，而春
秋战国五代十国军阀割据都带来的是飘零与衰落，动荡的政治局面并不利于大国的发展。而美国是一
个历史感很短的新国度，他的民主多政党是一种先入为主后的妥协，中国的历史背景与之迥异。书中
的不少观点醍醐灌顶。包括对美国、欧洲、东南亚、日韩、朝鲜等国的对内对外政策问题，对宏观政
治的大体把握挺有启发的。
13、睿智，坦率，犀利
14、比较朴实，没有太复杂公式和推演，对文化因素比较重视！！！
15、“最近看了哪些书或电影”
“我不看电影，小说对我毫无吸引力，都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重建人们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我可能和这样一位伟人的做法完全相反了吧，爱看电影和小说，懒于思考。那段话无论什么时候读来
，都是一个响亮的巴掌啊。
16、无论政治，单从一个智慧长者的生活态度来说，李光耀也是值得读一读的。他关于临终拒绝最后
的抢救的想法，使人动容。
17、精辟入里
18、央求着陈大姐买的一本书，值了。可惜最终在高铁上借给一同出行的同学时两个人稀里糊涂的都
没带下火车，希望有缘人善待她
19、看了感觉对各国的情势一下子清晰了许多，名副其实观天下。李总理强势，国际化，务实，精英
治国，偶像啊
20、大的格局很有前瞻性  具体细节问题说的不是很有说服力 可能人也老了吧
21、212页之后是什么情况？接连硬砍了两大段吗？还是印刷错了？书本身的内容还可以，并没有爆什
么猛料，但是李光耀的眼光还是有俯瞰的高度，政治和经济问题看的化繁为简，实用主义贯彻的好。
他心心念念的人口问题也要教育等环节跟得上了，不然人口即是最大的社会后滞力
22、很不错
23、
 “我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为了探索什么生命的意义，更不会对这个深奥的问题发表长篇大论，我的
生命的意义就是我做到了我想做的事情，而且我一直是尽力而为，所以我很满足，没有遗憾。” ——
李光耀
24、政治大师啊，没有他，新加坡也能很好，但绝不会有如此高度。领导孤立无援的新加坡走向繁荣
，实在是不简单。回答问题时，观点清晰不含糊，往往一针见血，不愧能频频成为各国领导人的顾问
，赢到各国政治人物的尊敬。
25、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总结历史的部分，值得一看。
展望未来的部分，本末倒置，因果倒置的地方很多，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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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17年来看这本书，已能感受到，立身小岛，要展望全球，还是难了点。
26、谁也不得罪，有褒有贬，事关说话的艺术。
27、大局观，不同的视角和眼界。
28、想在一本书的篇幅里“观天下”还是很难讲很多东西的，所以大多谈的很浅。
还是喜欢他的强硬和对新加坡的定位，“在大国树下来回穿梭的小国，接受这个事实，并尽力去适应
和改变”。
29、出乎意料的精彩
30、老爷子传奇一生，眼光犀利
31、不知道是否真的是李光耀的思想。
32、局外人看中国，角度完全不一样
33、需要重读。读完更感谢邓公。
34、观天下，需要通透、睿智和远见。看过有启发。
35、4月5日至8日于香港读毕。谈不上很深刻，但能感受到李光耀是个很坚持自己观点的总理。
36、赞！让政治小白对各国发展和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有个通俗的概念～也能让普通人感受从国家伟
人的视角去审视世界，思考问题，太不一样了！
37、了解世界政治的入门读本
38、有些地方没读懂
39、2017阅读mark11:伟人李光耀。
40、20170313：走马观花看天下，增加一分认识。李小国国主，和马来分家，人口200万人到500万人，
贸易立国。吃尽东亚开放红利，2016玩平衡失度，只是人杰非伟人。
41、站在新加坡上看美帝和站在天朝上看美帝的确是有不同的，但是总体来说李光耀看问题的水平的
确不错，我想起小时候觉得香港的廉政公署好好啊，希望大陆也有，又看了看新加坡的政体，也觉得
好好啊，希望大陆也有，可是慢慢的我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天朝太大，历史又过于悠久，很多
在其它地方适应的在天朝并不合适
42、李光耀对中国信心满满，而我之前一直有一种衰败言论，是因为我只关注负面消息，不看事实有
关？
43、李光耀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本《李光耀观天下》里面谈到了很多问题，比如台湾问题，
朝韩问题，中美问题，印度问题以及新加坡的崛起等等，其中的很多观点都能让人信服，极具说服力
。最赞同的一点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李光耀认为小国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之道就是不亲近某一国，
不急于做选择。
44、真的是说的都太有道理了，字字玑珠
45、不用解释，好书
46、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问题，这是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的。
47、好看易读，书中有很多李光耀先生的洞见。
48、李光耀从善如流，精辟客观地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格局和茅盾。非常值得拜读的书
49、以執政者的眼光看到的世界和以老百姓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很難說哪一種
才是真正的世界，也很難說哪一種世界才是更好～
50、难敌的视野，立场又相对直率，这种书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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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精彩书评

Page 7



《李光耀观天下》

章节试读

1、《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125页

        我是带着难过的心情对印度作出这些观察的。我一开始是为印度加油，因为它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领悟到了两件事。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
有的问题。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是悠久的国家越是如此。印度受
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2、《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176页

              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如果
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的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的更好
？”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
分惋惜。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
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
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趟这趟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诚然，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新加坡这样付给部长如此高薪，但世界上确实也没其他岛屿能像新加
坡如此发达——闪亮、整洁、安全、没有贪污、犯罪率低。人们夜里可以在街上散步或慢跑，妇女不
会遇袭，警方绝不受贿，意图行贿的人会被严惩。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凭借一套需要高薪
受雇的部长才有办法构建而成的生态系统。

3、《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181页

        英美两党制降低对优秀人才从政吸引

4、《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238页

        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我们岂可当作从未发明飞机、互联网、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
？你只能接受眼前的世界就是这样，尽可能改善整个社会的命运，否则就跟不上其他地方瞬息万变的
步伐，被抛在后头。地球可不会为你停止转动。

5、《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170页

        中国：

中国近几十年发展快速，经济、军事实力大增，但它一直试图让外界相信自己是“和平崛起”，因此
对外行使一直较为谨慎和低调。但是，其与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对比发生了变化，自然也会影响亚洲众
多国家之后的发展战略。李光耀认为，未来二十至三十年左右，中国在亚洲的势力将与美国在亚洲的
势力持平，因此未来中美关系将决定亚洲各国的整体局势。

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这是由其5000年传统文化和国土环境所决定的政治体制，人民也相
信这样的强力中央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定。但中国政府也在逐渐的，以可控的力度和速度开始放宽专制
的程度，例如党内民主，但李光耀不认为中国会发展为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他认为民主并不是万能
药，最适合国情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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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中国在发展中也有很多问题，部分是政府已经发现并开始修正，例如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方式；而另一
部分则是作者认为应当提早应对的，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如国家向年青
一代过度灌输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可能导致的国民对外交往中的不成熟等。

美国：
美国的发展确实放缓，但它拥有在当今世界竞争中最有利的因素：对高端人才的吸引
力。
与此同时，美国的文化鼓励创新，鼓励各个阶层的人为自己的财富和未来奋斗，并承认他们通过奋斗
获得的财富和地位。而对于奋斗失败的人，则被普遍认为是处于整个拼搏阶段的间歇期，会获得更多
的鼓励，而不是轻视。
这样的文化可以给美国带来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和发明，并改写规则。

欧洲：
欧洲目前存在较多难以修正的问题，极大的影响了它未来的发展路径。
首先，欧洲的福利制度过于优厚，会对工作的人产生负的激励效应。削减人们的上进心。这样的福利
制度在二战结束的时候有助于底层人民建立对未来的信心，帮助国家更好的恢复，但在目前的国际环
境下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由奢入俭难，习惯了高水平福利的欧洲民众肯定无法接受福利被削减，
并会将自己的想法通过投票付诸实际。
其次，欧洲对于阶级的僵化看法，对古老贵族的尊崇和对暴发户的轻视也无法对创新和奋斗的人们形
成正向激励。
同时，欧洲常年接受的其他国家、宗教的难民日益增多，也会成为社会的一大隐患。

欧盟的建立不是问题的答案。在没有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财政部门的前提下，不同国家差异化的财务习
惯最终会给欧元的使用来带巨大的问题。但多民族，且民族优越感强的欧洲国家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
的联合。

日本：
老龄化是日本最大的问题，年轻人的减少会大幅降低日本经济的活力。但日本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
导致生育的女性在事业上发展遇阻，而现代的女性在见识了别国独立女性的生活后，已不愿意回到家
庭伺候丈夫公婆度日，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单身或不育，而日本政府对此没有做出正确的应对。

印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阻碍。从生物学角度来说，这极大的减少了后代基因的多
样性，会造成阶级之间分化更加严重，且减少社会活力。

6、《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63页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过一句名言：“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摆布。”

7、《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31页

        台湾的前途不是根据台湾人民的意愿确定的，而是由台湾与大陆力量对比的现实，以及美国是否
打算进行干预来确定的。这不是以民意调查来决定的，如通过了就要实现统一，大多数反对就否决。

8、《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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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

        英国人有过不少伟大发明一一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马达，他们贏过许多诺贝尔科学奖。但是他
们的发明很少成功地被开发成商业项目。为什么会这样呢？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帝国造就了一个崇敬旧
富豪和地主阶级的社会，暴发户受到鄙视。年轻聪颖的学生立志要当律师、医生和专业人员，即那种
因为智力和动用脑筋而受人景仰的人，而不是那种苦干和运用双手的人。相反的，美国是一个新垦社
会，没有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

9、《李光耀观天下》的笔记-第1页

        一、中国——一个强大的中央
1、乌坎事件：党能保持控制地位，党可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
2、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
3、做事不理法律及制度，人大于制度
4、习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心胸宽广、大气、庄重、努力工作慢慢证明自己
5、邓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改革开放，务实
6、2035年，中美力量将会对等，实现平衡：美中没有意识形态冲突，因为中国热衷于信奉市场经济，
需要两国保持友好关系、共生共荣（美中最大的问题是台湾）
7、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保持增速要靠：
（1）国内消费（前提是有社会保障、让国人有信心消费）；
（2）研发和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保护知识产权）；
（3）打破国企垄断，支持私营企业家（苹果公司是乔布斯个人的！中国必须接受私有化）；
（4）城市化（农民卖地进城）
8、政治特点：天高皇帝远，各省皆有权
9、世界经济重心已从大西洋转到太平洋；自由贸易不能收到压制；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必须出手救
世

二、美国——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1、强权即真理：“强者做自己想做的事，弱者听任命运的摆布”，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
2、讲英语能与全世界沟通，这是美国、新加坡和印度的优势
3、美国优势：
（1）吸引移民：创新精神、新点子、美国梦
（2）遍布全国的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伯克利旧金山，中部芝加哥得
克萨斯
（3）鼓励创新的制度：以脑力想像力艺术知识产权去创造财富，颂扬勇者闯天下、赞赏优秀企业家
、年轻人有创业动力和发言权
4、精英教育：高等学府（哈佛斯坦福普林斯顿）和一般中学差距太大
5、北约组织提高安全保障

三、欧盟——衰退与分歧
1、根本问题：财政尚未整合，就不可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尤其是当一个地区有德国和希腊两种节俭
及消费习惯迥异的国家，这种不协调将破坏整个制度、欧元根本无法挽救
2、可能局部解体，形成3个层次的共同体：德、卢森堡、比利时、荷是第一梯队，法、意、西是第二
，北欧瑞典、丹麦、挪威自成一体
3、缺乏活力的原因：福利社会，及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法律
（1）福利制度会自我产生需求：福利会催生客户、工伤保险会带来受伤、难民政策会引来难民
（2）高福利制度削弱年轻人的斗志
4、欧洲是曾经的殖民者，他们有文明和法治，日子过得稳定舒适，但是不可避免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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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走向平庸
1、最严峻的挑战：人口问题（老龄化，生育率低）带来黯淡的消费需求和经济前景
2、民族特征：自律、秩序、工作力求完美、团队精神、勤奋，不欢迎移民
3、与美结盟，对中投资（总有一天要对中国附庸、俯首）

五、朝韩
1、朝鲜：肆意开展军事挑衅，只是领导权继承人的军事和政治威信的方便的加强方式；但不会越底
线
2、韩国：财阀（三星LG现代SK）可以与世界跨国企业分庭抗礼，教育水平高、刻苦注重考试、国民
素质高，充分利用中国的消费市场、完全对中国开放

六、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1、与中国相比：
（1）口沫横飞、很少付诸行动、缺少魄力和毅力
（2）多民族、多语言之间不通（中国90%是汉族）
（3）精英人才外流至美国（国内缺少机遇，官僚制度限制年轻人发展）
2、种姓制度：婆罗门人不能撒播他们的优秀基因（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3、在印度洋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能进入中国（通过缅甸和巴基斯坦控制的）的西太平洋领域

五、东南亚
（一）新加坡
1、我们的繁荣是因为：与世界接轨；
2、无论世界怎样，新加坡都得去接受它，因为它实在小的无法改变世界。不过，我们可以尝试最大
限度的利用有限的空间，在本区域的“巨树”之间穿梭；
3、有些国家就像树，长得高达挺拔，不需要支持；有些国家像匍匐植物，需要依赖树才能往上爬。
我会说，日本、中国、韩国、甚至越南，都是树。
（二）马来西亚——分道扬镳
（三）印度尼西亚——偏离中央
（四）泰国——苏醒的社会底层
他信永久的改变的泰国，打破当权者的垄断、唤醒人民看到鸿沟和不公，取得北部、东北部农民支持
，黄衫军将无法抗衡红衫军、农民会加入中产阶级推高国内消费，自由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五）越南——解不开的社会主义枷锁
学习中国，改革开放，自由市场
（六）缅甸——将领改变路向
昂山素季领导改革，与云南接壤

六、中东——春残无夏
1、永远不会真正到来的阿拉伯之春：这个区域将会会到一人专政或阴谋集团主政的体制
2、石油：各国觊觎的资源
3、巴以冲突，伊朗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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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地方化 德国联邦制 泰国将利益分享给底层 越南不坚定的改革 缅甸尝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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