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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中国的船只途经这里，丝绸、

瓷器、香料等货物在此转运。可以说，

新加坡作为重要的转运、补给中心，

在开拓海上贸易以及促进东西方文

化交流上功不可没，这一功能定位

也沿用至今。

8 世纪以后，这里被称为“淡马

锡”，意为“海上之城”。随后1000年，

新加坡先后被三佛齐王国、马六甲

王朝和柔佛王国统治。“新加坡”

这一词，就是源于 1160 年三佛齐王

国的一位王子因沉船踏上淡马锡，

意外看到一头狮子认为是吉兆，就

在这里定居并建立王国，取名信诃

补罗（Singapura），在梵文中意为“狮

城”。

1819 年，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

民地，这也给独立后官方语言之一

定为英语埋下伏笔。新加坡开埠后

经济迅速发展，并从东南亚和印度

招募了大量劳工入境，这些劳工的

后代就形成了今天的新加坡主要人

口之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

被日本占领了三年。虽然战后又成

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但此时的新

加坡已经萌生了独立的念头。1961

年，马来亚提出成立“马来西亚联

邦”，包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

沙巴和文莱。这一提议受到 1959 年

出任新加坡首位总理的李光耀的赞

同。

1963 年 9 月，马来西亚联邦正

式成立，但马来西亚联邦政府和新

加坡政府合并后就分歧不断。2 年后

的 1965 年 8 月，42 岁的李光耀含泪

在电视中宣布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联邦并独立，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

立。李光耀在回忆录里表示：“新

加坡不是个自然形成的国家，而是

人为的。它原是个贸易栈，英国把

它发展成为全球海上帝国的一个枢

纽。我们把它集成过来，却没有腹地，

就像心脏少了躯体。”

为了生存下去，缺乏自然资源

的新加坡开始一连串的措施来发展

工业及经济，很快成为东南亚重要

的金融和转口贸易中心，成为当时

的“亚洲四小龙”之一。与此同时，

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幅度提高，

住房、教育、交通等问题都得到解决。

新加坡的发展之路，成为日后

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榜样之一。

建交前，双方已惺惺相惜

在新加坡市中心流淌的新加坡

河，岸边矗立着一座中国领导人邓

小平的铜像。正是这位睿智的小个

子政治家，在古稀之后奏响了两国

建交的序曲。

1965 年独立后，当时国际社会

正值冷战时期，新加坡又是中国以

外唯一一个华人人口占主导的国家。

为了取得西方世界的认可，也同时

避嫌，新加坡刻意与中国保持一定

距离，一门心思发展本国经济。

1976 年 5 月，李光耀第一次访

华。83 岁高龄的毛泽东抱恙会见了

53 岁的李光耀。李光耀明确表示，

中国是亚洲的大国，新加坡不可能

也不会反对中国，中国越强大，对

新加坡越有利。新加坡与中国有共

同的历史文化与传统，许多观点也

很相似，只是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

但要努力发展经贸合作关系。

1978 年 11 月，中国第二代领

导人邓小平对尚未建交的新加坡进

行了首次访问。据中国驻新加坡第

一任大使张青回忆，邓小平时任政

府第一副总理，新加坡在接待中给

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这次访问中，

李光耀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新加坡

独立之后的发展进程和经济策略。

经济学家吴庆瑞作为副总理陪同邓

小平实地考察了新加坡裕廊镇工业

园区、港口、居民区。回国后，邓

小平即在当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实行对内改革，对外

开放的重大决策。

没有建交的两国领导人实现互

访，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实属罕见。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新建交暂

缓而经贸先行，先后签订了 8 项经

　　新加坡的发展之路，成为日后中国改革开放学习的榜样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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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在新加坡机场

欢迎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