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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演讲词以英文编写，并翻译成简体中文，如有任何差异，应以原英文版本为准。 

 

2005年5月14日 

史丹福校友会新加坡分会 

20周年聚餐晚宴及优异成绩奖学金颁奖典礼 

 

2005年5月14日，星期六，下午6时30分，香格里拉大酒店 

 

史丹福校友会会长Tay Choon Chong先生， 

贵宾们、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 

 

首先，容许我带领各位回到15年前，也就是1989年。 

 

一个寒冬的晚上，在其中一个中国沿海城市的某餐馆内。 某家公司的执行总裁与一位 

刚從研究院毕业的年轻工程师刚刚结束了3个小时的聚餐和面谈。那位年轻的工程师，

稳重、能干，其学识和能力都非常符合总裁的要求。 可是，无论总裁如何极力游说， 

他都没有办法说服那位年轻的工程师接受极具吸引力的聘约，离开中国到他的机构去

开设全新的实验设施。 

 

总裁靠着椅背，凝神注视挂在天花板上的红灯笼。 他回想起数个月前，他的其中一位 

研究部职员前来找他。 那位焦虑的职员提出请求，恳请总裁帮助他的朋友离开中国。 

他说，他的朋友拥有公司所需要的技术，而这位朋友也与他一样，毕业于同一所海外

大学，只不过在1989年初，也就是6月4日之前的数个月，这位朋友选择返回中国。当

时，总裁心想：好呀，有何不可？反正他真的非常需要该方面的专业人才，去开设全

新的设施，也就不妨与这个人见一见面。于是，在一个寒冬的晚上，这位总裁就来到

了中国一家毫不起眼的小餐馆里，与那位举止稳重、理念清晰的年轻人对上了话。 

 

年轻人非常感谢总裁所提出的丰厚待遇，但他说他不能离开中国，因为中国需要他 

。如果他不留下来，谁还会呢？假使像他一样的人都选择离开，中国的将来会变成怎

样？ 

 

在六四事件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逃离中国，或者选择不再回国。 他们惧怕中国会 

重新封关锁国，堵住现代化之路。然而，同时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像这位15年前的年

轻人一样，选择留下来。在连续几代拥有胆识、理性判断和才能的领袖的带领下，这

些精明能干、训练有素和忠心的专业人士，为中国带来了新希望、新机遇，以及新的

远景。  

 

今天，全世界继续聚焦中国，观望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发展，赞叹中国的变迁。 

自1989年的那个寒冬的晚上，中国与全世界都已经改变了。  

 

有趣的是，新加坡也曾经经历过重重困阻，才能开辟出自己的道路，迈向改革和发展

。自25年前开始，一群充满理想的年青男女，全力投入去创造一个自由民主，以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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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等为基础，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精英管理社会。他们不希望成为殖民地居民

，也不愿意成为二等公民。在他们之中，最年长的只是40多岁，而他们的领导人也只

是一位30多岁的男子。 数以千计的人，包括出生于新加坡和国外的人士，也加入了他 

们的行列。他们一起作出承诺，每人尽己所能，去为自己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园和未来

，整合多个宗族、部落和种族，共创一个和谐的国家。正如那位年轻的中国工程师一

样，他们其实也可以倚靠自己的技术与才能移居外地。但是，他们选择留在这一块荒

芜之地，一起创造奇迹，让她成为世界地图上闪出亮光的一个小红点。 

 

新加坡的蜕变所倚靠的其中一份推动力，就是她对于社会基础建设的投资。对一个国

家来说，社会基础建设就像一块公用草地。在古老的英国，每位畜牧者都可以随意把

羊群带到公用草地放牧。 因此，每位畜牧者都希望让最多的羊只在公用草地上放牧。 

当越来越多人这样做，公用草地很快就变得贫瘠，四下荒芜。除非每个人都互相合作

，同意遵守共同规范，让放牧维持在可持续的水平，否则公用资源就会耗尽，让所有

人都遭受损失。要在自由市场贯彻执行这种对所有人长期有利的措施，常常显得非常

艰难。由于市场讯息是即时和短暂的，因此为了广大群众的更长远利益，必须有一个

受承认和有良好管治能力的权力机构，去发挥供给、培养、规管和仲裁的作用。这些

就是政府要做的事——为了照顾全民的长远共同利益，而作出良好的管治。 

 

新加坡是一个社会民主国家，一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创造和提供稳健的社会基础建设

。至于经济建设的其他部分，她都留给自由市场主宰。然而，新加坡与其他社会主义

国家有所不同，新加坡相信的管理法则，是根据个人选择和个人自身责任的价格机制

和市场规律，去提供可持续的社会基础建设。利用社会利益去包装服务的国有化，肯

定会招致失败，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早已屡见不鲜。 

 

教育、公共房屋、退休储蓄计划、国防保安，以及基本建设和服务，都是新加坡社会

基础建设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些组件中，教育是强而有力的发动机，它可以收窄贫

富收入的差距，促使社会群体的流动性，并且让每一代人都能冀望下一代能获得更美

好舒适的生活。 

 

可是，新加坡并不是完美的，她还是一个有待磨练、力求进步的社会和国家。我们仍

然处于不断转变的进程中。  

 

举例来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结构性失业，反映出现时与早年我们在独立期间所拥有

的教育机会的差别。目前，大约有一半50岁以上的新加坡人只拥有低于中二的学历，

而家境贫穷是构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相反地，在40岁以下的新加坡人，则有超过6

0%拥有大学学位。自1960年代后期开始，新加坡在教育上作出密集式的投资，除了在

短时间内大量兴建学校和培训教学人才，学校更设有上午和下午班，以充分利用有限

的教学资源，而这群比较年青的人就是这段时期的受益人。与我年纪相当的一代，以

及那些比我们年长但错失受教育机会的人，将会在未来20至30年与我们一起生活于未

来的环境里。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年龄在40岁以下的子女，都拥有比较美好的发展

前景，也就更有能力供养父母，但那些没有家人的上一代，无疑是我们社会需要特别

关注的一群。 

 

另一项公共利益—家居购置计划，其创立原因是为了让一个移民社会得以植根。大规 

模的公共房屋建设计划非常成功，也成为了国家的一种财产。随着经济成长，大部分

公民都从资本增值中享受到资产提升。被留在后头的可能就只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5%

人士，他们不够财力购买房屋，而只能继续住在公共租用房子里。他们也就是难以负

担子女的读书费用的一群，家庭成员数目众多，也往往加深了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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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们的子女接受教育，以及让他们不断接受培训，是帮助他们脱离贫穷线的方法之

一，也有助于防止这一部分的人长久停留在社会的底层。 

 

整体来说，新加坡在过去40年相对来说是幸运的。我们的社会能够把握战后经济全球

化的第一波进程，支持自己的生活和存在。这使我们能够顺应趋势，成功把国家工业

化，进而提供足够收入去资助我们实现所有，无论是房屋、教育和卫生保健，还是公

共道路、动物园、公共游泳池和国防保安等。 

 

然而，随后而来的20至30年，全球化的下一波将会是相当不同的。二十亿生活在中国

和印度的人已经快速加入了全球的劳动市场，亚洲已经释放出庞大的动力和机遇，但

是，那些少受教育、培训不足或缺乏领导的人，也同样蒙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威胁

。 

 

作为一个社会，这对新加坡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高层就业方面，顶级的律师和银行

家都被全球性的劳工价格吸引而离开。另一方面，低技术性劳工则受到10至20亿个渴

望工作、精力充沛，以及较为机灵的劳工的压抑。我们国家的庞大中产阶级也需要因

时制宜，视乎劳动力的流向以及知识价值，在某一特定时间调整就业形态。 

 

现在,让我们回到那个稳重的年轻工程师与公用草地的话题。假如年轻的工程师和与他

同时代出生的人没有作出个人承诺而留下来，帮助建立中国，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

中国。假如当时的领袖如邓小平和他的几位继承者，不是那么充满智慧和力量，为国

家的发展大方向作出理性明确的决定，以及在旧思维与旧政策被证实为错误和失效时

，立刻作出果敢和不可预见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中国。  

 

在发展中国上千个城市的过程中，其背后的故事与新加坡在建国初期的经历同样丰富

，同样难得。 

  

新加坡在未来所需要面对的挑战，也就是现时她的领导者和年青人所需要面对的集体

挑战。如果缺少了充满热诚与能力的领袖们为大众服务，不畏惧、不偏私、不顾个人

得失地为国家作出清晰理性的决定，实现大胆的改革，新加坡在未来20年就会成为历

史，失去领先的地位。如果没有年青人，尤其是那些训练有素、才能出众又精明能干

的专业人士，都不愿去承担义务，不愿全心全意地为新加坡的将来奋斗，那么新加坡

的地位也将会倒退，落在亚洲各国之后。今晚，在座的我们都是从那一片平等、自由

的公用草地中获得肥沃青草孕育的受益者。我们很幸运，能够享受到教育带给我们的

财富。  

 

假如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完成学业，成功毕业并获颁学位，然后得到美好生活，这都

是个人自身的功劳，那我们确实是忽略了其他人为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创造机会而所作

出的奉献。那我们就像是那些在公用草地上过分放牧的畜牧者。如果大部分人都只想

从制度中取得最大利益，不论是教育或个人所需，或我们缺乏承担，不愿为他人和我

们的后代去维持一块可持续发展的公用草地，那些青草就无法持续生长，而草地也很

快就会变得一片荒芜。我们各人最后在精神和财富上都会变得贫乏。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将来，无论是集体的或个人的，都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当前的世界虽然时有困扰，但还是前所未有的美好。我们因而得到平稳的发展，我

们从中得益，也对整个世界的进步作出贡献。无论是否拥有特定的头衔或职位，不分

地位高低或财富多寡，我们都可以选择贡献自己的力量，或多或少，为我们自己、同

胞和后代，去不断灌溉我们这一片共同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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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问，那位年轻的工程师现在过得如何？他现在是中国其中一家大型企业的执

行总裁，对于只有40来岁的人来说，事业办得相当成功。他继续灌溉那块共用草地，

目前也是那位向他提出聘约的总裁的好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灌溉自 

己的园地，必定会获得回报。]  

 

在我结束之前，我希望引用一段常用的爱尔兰祝福语作为总结，也把它献给在场的各

位： 在开展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生活、学习、选择和改变的旅途上，  

 

愿无限坦途任驰骋 

愿和风抚背助你行 

愿阳光沐浴脸庞温暖你 

愿雨水滴落滋润你的土地 

 

[并祝愿：您的倾心付出，换得满园锦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