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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总理李光耀生前反对立个人纪念碑，却同意设纪念堂追忆建国元勋。李显龙总理透露，政

府正构思设立“建国元勋纪念堂”，但强调纪念李光耀不宜操之过急，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 

李光耀上月 23 日逝世后，许多民众陆续提出设立纪念标志、为公共建筑如樟宜机场改名和保

留他故居等建议，希望向建国总理表达永久敬意。 

李总理昨天在国会发言时说，这些都是不错的建议，但父亲刚逝世不久，不宜操之过急。 

他说，父亲曾清楚表明，不希望人们为他设纪念碑，但不反对设立纪念堂追忆建国元勋，并通

过展览教育下一代。 

在近 20 分钟的声明中，李总理提到，父亲向来有强烈团队意识，清楚知道他在建国路上并非

独断独行，核心成员还包括吴庆瑞、拉惹勒南、奥斯曼渥、韩瑞生和林金山等多元种族的建国

元勋，他只是同侪之首。 

因此，李总理同意探讨设立“建国元勋纪念堂”的建议，已委任滨海艺术中心主席李子扬领导委

员会，向公众征集意见。 

 “建国元勋纪念堂”概念有待构思，但李总理强调：“（它）无须是宏伟建筑，但必须代表我们

的理想、价值观、愿景与目标。” 

谈及李光耀停柩期间献唱歌曲的合唱团，他一度哽咽，停顿超过 10 秒，接着说：“我们需要实

体的东西，但必须饱含意义，而不是空洞的”。 

李总理强调，在决定如何纪念李光耀时，不应操之过急，也许只有在 50年，甚至是 70年后，

人们才能逐渐从更完整的历史视角判断，若草率决定，难保后代新加坡人不会后悔。 

学者：建国元勋人选或具争议性 

受访学者指出，“建国元勋”人选可能具争议性，但核心团队贡献功不可没，后代应该铭记。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前会长陈有利博士受访时说，为一个人

设立纪念碑相对简单，但同时要向一群建国元勋致敬，构思就比较复杂。 

他指出，委员会必须决定，谁算建国元勋？纪念堂应包括谁？这些都是具挑战性和争议性的问

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郑宝莲则说，即使人选可能受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建国初

期有一组功不可没的核心团队，如独立后的第一批内阁部长。 

 “很多人把第一代政治领袖视为理所当然，但李光耀的过世提醒我们，这批人正一个个离开我

们。每个国家只有一批开国元勋，我们应该紧记他们的坚韧精神。”  



国人纷提建议抽象雕刻 人像雕塑纪念图书馆 纪念碑 

抽象雕刻、人像雕塑、纪念图书馆……国人纷提建议，盼打造深具意义的“建国元勋纪念堂”。 

“建国元勋”纪念堂细节未出炉，记者走访多名学者、议员和公众，了解他们对纪念堂的初步设

想和期许。 

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马炎庆认为，纪念堂应包括人像雕塑，“因为人像较能引起共鸣”，或许可参

考美国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的著名“总统雕像山”。 

但也有公众认为抽象雕塑较恰当。公务员陈燕佩（29 岁）说，概念可类似克兰芝战争纪念碑。

“如果直接以人像呈献，感觉会把建国元勋的形象过度神化，反观抽象雕塑比较婉约，情感更

细腻。”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则说，可考虑建造纪念图书馆，收藏和建国元勋相关的文件和照片，

作为公众可使用的资料中心。 

纪念堂建哪里？市政区?裕廊区?植物园? 

纪念堂应该建在哪里？国人建议包括市政区、裕廊区、植物园。 

淡滨尼集选区议员马炎庆建议，纪念堂应该建在市政区，因为那一带是政府的象征，也靠近新

加坡河，是贸易的起源地。 

公众陈燕佩则认为，可考虑把纪念堂设在裕廊区，因为“政府过去几年致力开发那一带，裕廊

象征新加坡持续的发展步伐。” 

公众王荣润则说，另一可考虑的地点是植物园，因为那里历史悠久，有深具象征意义的国花和

古树，也申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世界遗产，相信是个让李光耀深感骄傲

的地方。 

建国 50 周年纪念钞 将有李光耀画面 

新的建国 50 周年纪念钞当中，将有李光耀的画面。 

李显龙总理在国会回应一些议员提问时透露，配合我国今年庆祝建国 50 周年，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本月已推出三款以“教育——共建国家”为主题的建国 50 周年纪念币。 

今年下半年推出的纪念钞包括五款 10 元钞票和一款 50 元钞票的纪念钞。  

其中，50 元钞票的设计中，透明视窗将有李光耀举起拳头高喊“ Merdeka!”（独立）的画面。 

李总理说，政府其实早在去年就决定推出这款纪念钞，钞票也已在印制生产中。 

李子扬：纪念堂构思将广征意见 

受委构思设立“建国元勋纪念堂”，滨海艺术中心主席李子扬透露，接下来将广征意见，5 月后

提供更多详情。 

李子扬昨晚发表声明说：“接到这个任务，我感到荣幸，同时又有些诚惶诚恐。” 



他表示，首要任务是组成能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委员会，尽全力研究及提出建议，纪念建国元勋

所留下的遗产，并启发这一代和未来的新加坡人。为做到这一点，委员会将广泛征询公众意见。 

他透露，将在 5 月委员会开会后，提供更多详情。 

社会学家：纪念李光耀不急于做决定免情绪影响判断 

社会学家认为，纪念李光耀若操之过急，可能导致情绪影响判断，甚至引发人们“互相较量”各

种建议。 

李总理提到，国外不少例子显示，许多政府都是等到历史伟人过世几十年后，当他的历史定位

更清晰后，才设立纪念堂。因此，国人要纪念李光耀，不应操之过急。 

对此，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受访时同意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如果国人现阶段急于做决

定，可能会让情绪影响判断。 

他指出，人们甚至可能开始“互相较量”，提出一个比一个宏伟、浮夸的建议，这将不会是李光

耀想要的。 

“我相信，李先生会希望现在和后代新加坡人延续他的精神遗产，而不是设立一座几代之后就

被人遗忘的纪念堂。”  

世界各地设立不少名人纪念堂 

世界其他著名名人纪念堂： 

●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纪念堂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1945 年过

世，为他而设的位于华盛顿的纪念堂过了 52 年，在 1997 年 5 月开放。 

罗斯福私下是轮椅使用者，但在公开场合却避免让公众看到他坐轮椅。在构思纪念堂

其中一个人像雕塑时，公众对于雕像是否应显示他坐在轮椅上，争论不休。  

●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纪念堂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 1799 年过世，纪念堂 1922 年才开始建造，一直到 1970 年内

部才完全竣工。 

● 北京毛主席纪念堂 

中国已故领导人毛泽东 1976 年 9 月 9 日逝世，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毛主席纪念堂一

年后正式开放，至今到访的民众与游客估计已超过 2 亿人。 

故居拆不拆交由日后政府定夺玮玲继续住 

李光耀女儿李玮玲将继续住欧思礼路住家，老屋无需现阶段马上拆，至于往后如何处置，须由

届时的政府去考量。 

李光耀在 2013年 12月 17日立下的遗嘱注明，他过世后，希望欧思礼路 38号房子马上拆除，

如果女儿李玮玲选择继续居住，房子须在她搬出后拆除。 



李总理透露，妹妹李玮玲已告诉他，打算继续住欧思礼路住家。因此，屋子暂时不会拆除，政

府也不必现阶段做决定。 

但他说，李光耀对于拆房立场多年未动摇，他希望人们能尊重李光耀和柯玉芝的意愿。 

“如果李玮玲不再住这栋房子，李先生已表明希望如何处置。到时，我身为儿子，希望能执行

他的遗愿。不过，这必须由届时的政府考虑。”  

柯玉芝也同意拆屋 

李光耀妻子柯玉芝也同意拆老屋，生前一想到人们往后可能进入她的私人空间，就非常苦恼。 

李总理说，对于欧思礼路老屋是否应拆除，母亲柯玉芝和李光耀立场相同，也持强烈意见。 

“一想到在她和我父亲去世后，人们就能进入她的私人空间，看他们如何生活，（母亲）就感

到非常苦恼。” 

李总理表示，父亲曾提到，住家“不应保留为一种遗迹”，他见过太多显赫人士住家“被时间冻

结……成为人们肆意进出的纪念标志 ”，几乎都“变得破旧”。 

李总理因此希望，人们能尊重李光耀和柯玉芝的遗愿。  

内阁一致要保留故居 

李总理 2011 年曾召开特别内阁会议，探讨欧思礼路老屋去留。内阁成员当时一致认为应保留，

极力劝李光耀改变主意。 

李总理透露，2011 年 12 月那场特别会议上，当时已退出内阁的李光耀主张拆屋，但内阁成员

一致认为，屋子应该保留，极力劝他改变主意。 

会议后，李光耀致函内阁说，听取了内阁成员意见后，决定如果要保留故居，就一定要加强基

础、翻新整栋楼，让人入住。他说：“ 一个空置的楼房很快就会破落和腐坏。” 

不过，李光耀两年后立遗嘱时仍表明，房子应该在他过世后拆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