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哀悼期间民众社会意识大增团结关爱若延续能强化社会凝聚力 

郑宝莲副教授说：“群众连日来的情绪也出于一种群体效应，看到其他人主动地表达

对李光耀的敬意，不辞劳苦排队送别，这是很牵动人心的举动，人们会更勇于抒发心

中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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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总理李光耀离世将唤醒“沉默大众”的社会意识，受访学者认为，这将让他们更加积极地表

达对李光耀与国家的感激，发扬他所秉持的价值观。全国哀悼期间所展现的关爱与团结若可延

续，将能强化社会的凝聚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受访时说，民众的情绪反映了对李光耀的不舍，

因为他带领建国团队将新加坡发展至今天的景象，让新加坡这个小国在世界的舞台占有一席之

地，新加坡不会再有另一个李光耀。大多数国人对他心存感激，却是沉默的一群 (silent 

majority）。 

她说：“人们往往会直接地反映不满，却不懂得如何以行动来表达感恩，直到李光耀离世后，

似乎唤醒大家要付诸于行动。群众连日来的情绪也出于一种群体效应，看到其他人主动地表达

对李光耀的敬意，不辞劳苦排队送别，这是很牵动人心的举动，人们会更勇于抒发心中的情

感。” 

郑宝莲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群体效应。民众在过去一周的社会意识、与人情味就有所增进。

大家发挥团结力量与互助，或许也是他们要向李光耀致敬，延续他精神的方式之一。如果这种

关爱行为持续，社会的凝聚力将更强。 

陈恩赐副教授：民众情绪也能解释为“愧疚感” 

国大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认为，任何拥有崇高地位、影响力与人脉的政治领袖都会牵动民众

的情感。新加坡从未有像李光耀这样的领袖，能让民众对他的离世怀有这么深的感触。 

民众的情绪也能解释为一种“愧疚感”，他们将李光耀视为理所当然，特别在他年迈的时候，因

此在他离世时，会抱有愧歉与失落。 

陈恩赐说：“我相信新加坡人接下来会更积极地去延续李光耀的精神，发扬他所秉持的价值观。

他的离世将影响新加坡人看待过去与未来的态度。” 

至于民众是否能完全走出这失落感，他相信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或在 SG50 庆祝活动、国

庆日与下届大选之后。李光耀对国家的贡献与留下的精神，相信在这些重要场合上会显得突出。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副教授冯时光博士指出，连日的媒体报道能勾起民众潜在

的情感，他们所流露的伤感是出于对这名建国总理的敬仰。而这份对李光耀的感激之心是有迹

可寻的。如李光耀出席国庆庆典时，总获得民众最热烈的欢迎，这反映了他在国人心目中的崇

高地位。 



新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顺福博士也认为，人民需要一些时间适应，尤其当他们更清楚

李光耀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从住屋到净水，李光耀的政策改善人民的生活，大家过去一周的

情绪是感恩于他的自然反应。 

他说：“展望未来，大家从中可获得的启发是要怀有希望，在建国总理与团队建立的基础上努

力，国家才能继续迈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