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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 李光耀立第一

份遗嘱!故居拆除条款首次出现在遗嘱

中"遗产将由三名子女平分!

!&$!年 $$月 !日 李光耀立第六

份遗嘱! 李光耀告诉李玮玲"根据这份

遗嘱"她相对可多分得一份遗产!

!&$' 年 $! 月 $( 日 李显扬妻子

林学芬参与准备第七份遗嘱!

!"时 #$分"林学芬电邮李光耀"抄

送李显扬和律师柯金梨"附上名为#最

终遗嘱$$$李光耀 %#!! 年 $ 月 !" 日

草稿%的文件&

!"时 &!分"李显扬回复林学芬电

邮"抄送李光耀私人秘书黄莲好&

%#时 !%分"林学芬电邮黄莲好"抄

送李显扬和她的律师同事雷安智"通知

黄莲好和雷安智把遗嘱准备好"然后让

黄莲好联络雷安智"安排签署遗嘱&

%!时 '%分" 李光耀回复李显扬电

邮"同意签署遗嘱&

!&#' 年 #! 月 #) 日 李光耀签署

最后遗嘱&

!!时 #(分" 林学芬派雷安智和另

一律师江秀慧到欧思礼路 &$号找李光

耀签遗嘱"!!时 %#分两人离开&

!&#* 年 ) 月 李玮玲对最后一份

遗嘱产生怀疑"与大嫂何晶电邮联系&

!"$+年 *月 $!日 吴裕庆律师宣

读李光耀最后一份遗嘱"李显龙得知遗

嘱详情"当场与李显扬发生争执& 李显

扬坚持李光耀故居应马上拆除"李显龙

则表示"如果在李光耀过世不久'公众

情绪仍激动时这么做"政府将被迫把故

居列为保留建筑!在何晶询问李玮玲是

否希望继续住在李光耀故居"而李玮玲

表明愿意后"争执暂时停止!

!"$+年 *月 $'日 李显龙在国会

宣读李光耀 %#!!年 !%月 %)日给内阁

的信"说明拆除条款事项!

!"$+ 年 ( 月 李显龙阅读最后一

份遗嘱前的六份遗嘱"比较条款变化!

!"$+ 年 , 月 李显龙提议把李光

耀故居转卖给李显扬"让李显扬和李玮

玲决定如何处置房子"条件是他和李显

扬各把房价的一半数额捐给慈善!

!"$( 年 ' 月至 * 月 李家纠纷首

次浮上水面!李玮玲为(海峡时报%撰写

专栏文章"反对在父亲逝世一周年之际

举办的多项)英雄膜拜*式纪念活动"并

通过)脸书*指责李显龙滥用权力&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整理）

李家纠纷大事记相关链接

新加坡“第一家族”内斗持续发酵
李光耀故居处置成导火索 李显龙否认弟妹指控内容

! ! ! !新加坡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子女因父
亲故居去留问题面临一场风波。李光耀女儿
李玮玲和次子李显扬 !"日凌晨发出联名公
开信，指责长兄李显龙总理对李光耀故居的
处置违背父亲遗愿。李显龙 !"日通过律师公
开宣誓声明，否认这些说法，并对弟弟妹妹公
开家庭矛盾的做法感到遗憾和失望。

故居拆迁兄妹反目
#!岁的李玮玲和 "$岁的李显扬 !%日凌

晨通过社交网站“脸书”分别发表题为“李光
耀的价值观哪去了”的联名公开信，指责新加
坡总理、长兄李显龙和夫人何晶为了“巩固自
己的政治资本”，设法保留李光耀故居，有意
为其子李鸿毅从政铺路。姐弟二人称哥哥滥
用职权，害怕他“通过国家机构对付我们”。

信中争论的一大焦点是，李玮玲和李显
扬认为李显龙阻碍李光耀故居拆除工作。李
光耀曾于 #$!%年 !&月 '(日立下遗嘱，表示
拆除故居是他和已故妻子柯玉芝共同的愿
望，并授权李玮玲和李显扬为遗嘱执行者，以
防止故居成为“供人崇拜的遗迹”，并尽可能
减少他的去世对政坛产生的影响。遗嘱写道：
“在我们死后，希望将我们位于欧思礼路 %)

号的住宅立即拆除。如果我的女儿玮玲愿意
继续住在此处，那么这座住宅将在她搬出之
后立即拆除。”

李玮玲和李显扬批评李显龙上任以来
“新加坡的变化未能反映出它所处的地位”，
认为其妻何晶获得了远超第一夫人应有的政
治影响力。

媒体报道显示，李显龙的妻子何晶现任
淡马锡控股公司首席执行官。作为新加坡最
大、最重要的国有控股企业，成立于 !$&%年
的淡马锡控股公司掌控了新加坡电信、新加
坡航空、星展银行、新加坡地铁等几乎新加坡
所有最重要、营业额最大的企业。

李显龙提九大疑问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日报道，李显龙

!"日发表声明说，弟弟妹妹的指责让他很难
过，他和妻子全然否认这些指责，特别是关于
他要扶持儿子进入政坛的荒谬说法。他表示，
父亲李光耀生前一共订有七个版本的遗嘱，
而最终遗嘱是在“极度令人不安的情况下拟
定”，尤其是有弟媳林学芬的直接参与而存有
疑点，“似乎涉及利益冲突”。林学芬是李显扬
的妻子，也是腾福法律事务所高级董事。

李显龙指出，李光耀原本予以李玮玲的
“额外一份”遗产在最终遗嘱中被减去，遗产
改为儿女三人平分；原本在第五版和第六版
遗嘱中已删除的故居拆除条款，则在最终遗
嘱中又出现。他对最终遗嘱的拟定过程提供
详细日期和时间，显示该遗嘱在短短 '%小时
内草率拟定，必须严正关注，并对李显扬为何
匆匆要求父亲改遗嘱表示不解。他提出九大

疑问，例如“在草拟与签署最终遗嘱的过程
中，林学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李显扬与林学
芬是否早已清楚遗嘱前六个版本的内容？”

李显龙的儿子李鸿毅 !"日也在社交网
站“脸书”上回应称，自己对政治毫无兴趣。李
鸿毅生于 !$(&年，曾获公共服务委员会海外
优异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经济
学，之后在谷歌工作过两年，任产品经理。

权力家族第二代
李光耀和妻子共育有二子一女。长子李

显龙 !$")年出生，继承父亲事业出任新加坡
总理。李显龙有 %个孩子，女儿李修齐和儿子
李毅鹏是前妻黄名扬所生，儿子李鸿毅和李
浩毅是现任妻子何晶所生。二女李玮玲 !$""

年出生，是新加坡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至
今单身。小儿子李显扬 !$"&年出生，!$$"年
至 )**&年任新加坡电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年任新加坡民航局主席，育有三子。

李显龙长期以来作为李光耀接班人培

养，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获数学和计算机学
位，后获哈佛大学公共管理学位，并赴美国堪
萨斯州莱文沃堡进修陆军指挥和参谋相关军
事课程。他曾在新加坡武装部队服役 (年，先
后出任国会议员、内阁成员、贸工部长、财政
部长和副总理等政府职位。!$$*年李光耀卸
任后由吴作栋接任，)**%年李显龙出任总理。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强调，不能让儿子直接继
承他，“由其他人接替我担任总理较为恰当，
那么若显龙之后升到那个职位，就能够明确
看出他是靠自己的实力做到的”。

李玮玲毕业于国立大学医学院，年轻时
曾在伦敦和纽约生活学习多年，专注医学和
神经科学，回国后任职新加坡中央医院，后升
任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至今。

李显扬 !$&#年获新加坡总统奖学金及
武装部队奖学金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年毕业获一等荣誉学位，后来又获美国斯坦
福大学理科硕士学位。投身商界后，他在任新
加坡电信总裁及首席执行官的 !!年中，通过

拓展印度和印尼市场，使公司盈利扩大了两
倍，在 )**%年“新加坡商业奖”中获得“优秀
总裁奖。如今他是新加坡知名企业星狮集团
董事局主席，也是新加坡民航局主席。

与政治纠葛有关联
新加坡实行内阁制，总理从国会多数党

中产生。尽管每次大选有人民行动党、工人
党、革新党等多党参选，但李光耀领导的人民
行动党长期处于执政党地位，获得新加坡人
民广泛支持。

近两年来新加坡经济出现明显下滑，成
为政府面临的一大挑战。)*!#年新加坡 +,-

增长 ).，失业率升至 )/'.，达到 #年以来高
点；房价环比下跌 *0%.，连续第 !1个季度下
跌，创 !$&"年公布数据以来最长下跌周期。
两大国家投资公司业绩下滑，新加坡政府投
资公司 )* 年业绩收益率由 %0$.跌至 %.，
)*!&年仅对瑞银集团投资就损失 "*亿美元；
淡马锡去年出现 )%*亿新元巨额亏损，)*!#
财年的一年期股东回报率为2$0*).，与成立
以来平均 !".的总回报率形成鲜明对比。

作为资源匮乏的小国能发展成如今人均
+,-近 #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新加坡位于马
六甲海峡出入口的地理位置功不可没。作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3--）的倡导者和主
要推动者，新加坡希望借此重新定义自身在
国际贸易中的角色。然而随着特朗普的上台，
美国已正式退出 3--，国际社会对新加坡的
未来角色更加关注。

亚太问题专家!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

究员赵干城认为，新加坡国家虽小，但多年来
一直依靠合纵连横的战略手法，在地区格局
中占据了相对独特的一席之地。比如，冷战结
束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加坡采取“脚踩
东西两条船”的做法，在价值观、意识形态认
同上偏向西方，在经济等方面又与东方保持
密切关系。这样的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取
得了一定成效，促进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和社
会治理。但同时也应看到，新加坡的“独特”还
在于：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影响力与其本身
的国力并不匹配。尤其是在南海问题上，随着
中国与有关争议方加强沟通和谈判之后，局
势已经归于平静，新加坡所采取的政策的实
际效果有可能并不是他们所预期的。新加坡
全面依靠美国的方针可能已经濒临破产，在
外交上似乎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了。

目前曝出的“第一家族”纠纷仍在继续发
酵，细节旁人无从探究，当事人还在不断爆
料。这究竟是否仅仅是家族矛盾？赵干城认
为，可能还是与新加坡国内政治纠葛有一定
联系。在政治方针上，李显龙还是比较继承其
父衣钵的，但今后执政面临隐忧。从之前几次
选举的执政党支持率可以看出，民众已经有
所不满。此次风波如何收场尚不可知，但料将
对新加坡政府造成不小影响。郭书谏 沐尘

! 李显扬'李显龙'李玮玲+从左至右,

! 李光耀故居 本版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