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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
王凤才，江文璇

(复旦大学 a.哲学学院;b.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为了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新加坡的两个社会主义阵营(费边社会

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曾经进行过合作。 60年代后，随着人民行动党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从人民行

动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政治立场却越来越激进。 然而，七八十年代，“社会主义阵线”影响式

微，1988年加入新加坡工人党，标志着“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宣告失败。 在新加坡占主导地位

的人民行动党则转变了自己的政治实践理念———从“费边社会主义”转向新加坡式“社会主义”。 就实质而

言，这不过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资本主义”。 尽管新加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成为“亚
洲四小龙”之首，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尤其是 21世纪以来，新加坡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加坡社会危机。 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具有借鉴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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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边社会主义”(Fabian Socialism)产生于 19 世

纪末爆发了资本主义危机的英国,代表人物包括西德尼·
韦伯及其妻子贝特丽丝·韦伯、乔治·伯纳德·萧等。 其

主要思想是旨在英国通过非暴力改革建立一个没有资本

主义压迫剥削的、福利制度的、公正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
尽管马克思主义是其思想渊源之一,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

最大差异就在于,他们的社会变革道路是渐进式的而非暴

力式的。 当然,功利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论等

思想,也融合进了他们的思想之中。
作者简介:王凤才,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江文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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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1世纪语境中,如何理解新加坡式“社会

主义”道路探索? 这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

社会现实问题。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步先要

了解新加坡的历史,尤其是要了解新加坡两个社

会主义阵营,即费边社会主义①与左翼社会主义;
第二步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费边社会主义的

关系;第三步讨论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与左翼

社会主义的关系;最后一步对新加坡式“社会主

义”道路探索进行评析。

  一、新加坡的两个社会主义阵营

我们知道,新加坡曾经有过长期被殖民的屈

辱历史。 14世纪,新加坡隶属于拜里米苏拉(Pa-
rameswara,1344─1424)建立的马六甲苏丹王朝;
1528年被葡萄牙殖民;19 世纪初成为英国殖民

地;1942年被日军侵占。 “二战”后,新加坡被英

国接管;1963年与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北婆罗

洲(现沙巴)共同组成马来西亚联邦,才完全脱离

英国统治。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

为主权国家。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全球最国际化的发

达国家之一,新加坡的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资

本主义”,它以政局稳定、政府廉洁高效而著称。
在政治上,新加坡沿用英国管辖时期的议会制,但
自建国以来实际上是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在文

化上,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的移民国

家,促进民族和谐是其基本国策。
然而,20世纪中叶至 80 年代中期,新加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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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地区自治、独立建国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

出现过两个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一是以李光耀

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的费边社会主义阵营,二是

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
在思想层面上,新加坡式“社会主义”的产生

有多层支援意识。 其一,作为马来亚的政治和经

济中心,新加坡在 1957年之前长期被殖民主义国

家占领,殖民统治者在新加坡实施严苛的强权管

制,对反殖民主义者采取监禁和驱逐措施。 作为

殖民地,新加坡的社会文化危机凸显了国家干预

在社会政治治理中的重要性。 其二,因为受到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社会主义思想在新加坡传播开来。 其三,以理性

和科学为核心的现代性话语是新加坡社会运动的

内在意向,它表达着不同政治团体和学生团体的

使命。 其四,处于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背景下的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成为处于殖民主义极权

统治下的新加坡左翼社会变革的另一支援意识。
例如,前批判理论时期,格律贝格(Carl Grünberg)
领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关于社会主义史与工

人运动史研究[1] ,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

理论家马尔库塞关于非压抑性文明可能性与现实

性的讨论等思想,20 世纪 50 年代在欧美大学校

园传播开来,引发了许多新社会运动;还有“性解

放运动”“女性主义运动”等,这些影响了留学于

西方的新加坡左翼成员们,为新加坡工会运动、工
人运动和学生运动指明了方向。

在现实层面上,独立前的新加坡曾是马来亚

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因而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
路探索离不开马来亚共产党的影响。 在英国殖民

主义的长期暴力统治下,马来亚产生了反对帝国

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共产主义运动。 1930 年 4 月

30日成立的马来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目标是通过组织工人运

动、协助工会展开地下非武装活动以反对英国殖

民政府,从而实现马来亚的民主统一。 20世纪 50
年代,马来亚共产党是东南亚共产主义运动的中

坚力量。 这对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具

有强烈刺激。
“二战”后,新加坡经历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

治多元化和意识形态杂糅时期,在意识形态迷雾

中构建自身的理论意向和现实逻辑是每个党派触

动和改变现实社会的前提条件。 在新加坡当时的

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脱颖

而出。 那个时候,新加坡主要有两个社会主义阵

营:一个是温和改革派的费边社会主义,这是人民

行动党内部李光耀集团的意识形态,主要受英国

哈罗德·拉斯基①的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主张

通过温和改良道路来批判、改革资本主义,建立一

个公平、正义、机会平等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以

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社会主义,主要是受东方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建立

一个议会政府,目标是在民族独立、民族自治的基

础上建设一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没有压迫和

剥削的、自由而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
新加坡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非常

复杂,既有共通性又存在着矛盾和对立。 最初,费
边社会主义与左翼社会主义,由于共同的左翼立

场和斗争目标曾经达成暂时的合作,这是因为两

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通性:其一,两个阵营的主要

领导人和成员均为华人,对儒家文化传统和中华

文明价值观有先继性的认同;其二,两个社会主义

阵营最初都具有左翼立场,即反对殖民主义的政

治意向,力求实现新加坡独立和地区自治。 然而,
后来它们分裂成两个矛盾和对立的阵营,这主要

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1)作为指导思想的意识形态不同。 费边社

会主义作为一种源于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受到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暗中扶持,这也导致后来

该阵营对马来亚共产党持敌对态度;而左翼社

会主义的运动与发展,都离不开马来亚共产党的

支持。
(2)在社会变革道路问题上,费边社会主义

阵营一直坚持改良主义、非暴力的渐进路线;而左

翼社会主义则经历了从通过建立议会政府的和平

方式到最终转向暴力革命的斗争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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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哈罗德·拉斯基 (Harold Joseph Laski, 1893—
1950),英国政治学家、工党领导人之一,费边社会主义和

政治多元主义重要代表人物。



(3)在国家治理、民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顺

序问题上,费边社会主义将经济发展置于民主发

展之前;而左翼社会主义则呈现了截然相反的发

展意向。
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两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代

表的利益群体的差异———费边社会主义代表了新

加坡中产阶级的利益,左翼社会主义则主要代表

了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群众的权益。

  二、人民行动党与费边社会主义

(一)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立场的转变

20世纪 40 年代,新加坡社会主要矛盾是殖

民主义与新加坡人民之间的矛盾。 因此,反抗殖

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是当时有志之士的共同目

标,从而也成为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

主义进行政治联盟的前提条件。 1954 年 11 月,
新加坡这两个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成立左翼政

党———人民行动党,它以“非共非暴力的民主社

会主义”为纲领,以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为宗旨,
反对英国殖民者和既得利益者的压迫与统治,反
对殖民者所控制的宪法,号召建立一个平等、自
由、团结、幸福、安全、繁荣的国家[2] 。 在《伦德尔

宪法》①(Rendel Constitution)支持下,人民行动党

成为新加坡左翼运动的旗帜。
为进一步巩固执政能力并整合人民行动党内

部的意识形态,李光耀主张新加坡与马来亚等

地区合并为统一的马来西亚联邦 (简称 “新马

合并”),这得到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而以林清祥

为代表的党内激进左翼反对此时进行 “新马

合并”,1961年 7月,林清祥、方双水、兀哈尔与李

绍组四位激进左翼领导人被人民行动党开除

党籍。 经过新、马、英三方协商以及全民投票,马
来西亚联邦得以成立。 然而,马来西亚联邦成

立后,新加坡州政府与马来西亚中央政府之间产

生冲突,中央政府在公民待遇与税务制度方面的

不公引起新加坡各方不满,政治和经济问题上的

不可调和的分歧使人民行动党和联盟党政府的关

系恶化,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势在必行。 最终,
1965年 8月 9日新加坡独立建国,新加坡共和国

自此成立。

当时,作为一个刚刚脱离了殖民统治的新兴

国家,民族矛盾在新加坡社会矛盾中的地位下降,
人民行动党面临新的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如

何在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的情况下独立建设与发展

新加坡? 如何缓和新加坡内部逐渐暴露的社会阶

级矛盾? 此时,人民行动党的基本目标从“新马

合并”转为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继续开展对激进

左翼人士的肃清运动,以巩固人民行动党在新加

坡的执政党地位。 此后几年间,人民行动党在新

加坡确立起了一党统治地位,并从中左政党转变

为右翼政党。 由此可见,人民行动党政治立场的

转变与新加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及人民行动党本

身地位的改变直接相关。
(二)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尽管在 20世纪 60年代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立

场发生了转变———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
但人民行动党仍然具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征,
因为其“所有创始人都深深地信奉经典的教义,
即幸福的工人,正义的斗争,必然胜过资本主义和

殖民主义的新社会的纯洁性,以及世界革命事业

的正确性” [3] 。 此时,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试图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建立一种可以

替代共产主义方案的社会主义制度,即费边社会

主义。
作为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李光

耀以一种实用主义方式将费边社会主义理论本土

化。 194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政治学教授哈罗

德·拉斯基的课上,李光耀被费边社会主义理论

所吸引。 1950 年 8 月,李光耀从英国返回新加

坡,试图以费边社会主义作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

政治理念,这主要是因为费边社会主义的两个理

论主张符合当时新加坡的社会历史状况:(1)费
边社会主义主张的公正、平等思想是当时尚处于

殖民统治下的新加坡人民所亟须的政治诉求;
(2)费边社会主义承认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

所代替,但反对暴力革命,而是主张采取一种渐进

式的改良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建构社会主

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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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主导意识形态,费边

社会主义在新加坡有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其主

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1.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

社会”。 新加坡费边社会主义承继了英国费边社

会主义的基本政治意向,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走

温和式的改良主义道路。 其基本纲领包括“追求

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公正,追求公开社团中的信

仰”;主张“一人一票制”的选举制度,“追求通过

自由选举而定期审查政府的人民权利”;在政府

治理方面,认为只有在国家稳定、经济发展的基础

上,才可以逐步实现民主政治。 1965 年,人民行

动党确立了“一党专政”的政党制度,以严格立法

限制贪污受贿,建设自上而下且廉洁高效的政府

是其政治特色。 此外,“拒绝那种执迷于通过种

族、宗教和语言上的团结一致来求取国际和平、繁
荣和公正的粗俗教条”。① 在外交上,一贯保持中

立地位,以保障国家经济不受动荡国际局势的

影响。
2.在经济层面上,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末,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念为核心,着力转

变殖民地时期残留的自由企业制度,实行中央计

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大力推动经济转型。 在人

民行动党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标志在于国家控

制而非实行公有制,但公有化仍被视为新加坡经

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同时还主张,要加快发展工

业和转口贸易。 不过,在 60年代中期开始逐步建

立自由市场,强调私营企业在贸易发展中的重要

地位;引进国际金融机构、建立国际银行,以吸引

更多的外资企业在新加坡建厂;成立经济发展委

员会,为外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同步推进的还包

括建立公平的再分配制度,以抵消经济快速发展

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
3.在社会层面上,采取了三种举措:一是着力

建立社会基础保障服务。 例如,推行政府公共住

房计划,以使新加坡居民“居者有其屋”;建立中

央公积金制度,以及医疗保险制度等。 与此同时,
拒斥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制度,认为这种制

度会滋生民众懒惰性、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一个

积贫积弱、自然资源匮乏的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经

济增长。 因此,社会各阶层都应充分发挥积极性

和能动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②从而建设一

个机会平等、公平正义、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国

家。 二是在教育方面,扩建教育机构,大力培训技

术从业人员;推行共同语言和双语教育,以促进民

族团结与对外交流。 三是在文化价值观方面,自
20世纪 70年代开始,开始主张有选择性地建立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家庭社会为基础的“亚洲

价值观”,提倡“以礼待人” “爱人” “尽孝”等,试
图以儒家思想塑造新加坡文化价值观,借此排

除西方意识形态对新加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

的影响。
我们可以这样说,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李光

耀在新加坡所传播和实施的费边社会主义是欧洲

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融合的产物,本
质上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 然而,就像李光耀所

说,20世纪 70年代新加坡实施的“国家计划和国

营公司的办法没有带来经济上的改革” [4]145,因
为费边社会主义与人民行动党的经济建设纲领

相悖。 这样,转变经济制度就成为新加坡的必然

选择———转向自由市场制度,即在一个“社会主

义政府”所提供的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下发展

经济。 有鉴于此,1976 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被

开除出“社会主义国际”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这就预示着费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在新加坡的终

结,也宣告了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在新加坡的彻底

退场。

  三、“社会主义阵线”与左翼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阵线”的形成与基本立场

在“新马合并”问题上,与李光耀持积极支持

的态度不同,林清祥、李绍组等人持反对态度,认
为这次“虚假的”新马合并只是“英国人在幕后策

划的阴谋,目的是借用反共的马来亚政府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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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S.拉贾拉南 ∶ 《草创的亚洲革命》,1966年 6
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代表大会第八届国际青

年联盟上的讲话。
参见李光耀:《一个更平等和公正的亚洲社会》,

1965年 5月 6 日在亚洲社会主义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

讲话。



摧毁新加坡的左翼” [5] 。 由于人民行动党内部矛

盾激化导致党的分裂,被开除党籍之后,林清祥、
方双水、兀哈尔与李绍组于 1961年 8月联合其他

退出人民行动党的议员成立“社会主义阵线”。
1961年 9 月,“社会主义阵线”召开党发起人大

会,选出党的第一届领导人并通过党章,李绍组担

任党主席,林清祥任秘书长。 这一党章规定了

“社会主义阵线”的建党目标:“第一条,废除殖民

地主义,建立一个疆域包括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

坡的统一独立的马来亚国;第二条,基于出生于或

效忠于马来亚的成人的普遍选举权,建立一个民

主的马来亚政府;第三条,实现一个确保社会繁

荣、稳定和公正的经济制度;第四条,动员各民族

各阶层人民建立一个马来亚国族。”①由于“社会

主义阵线”的建党目标符合当时的工人阶级和中

下层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

持,从而也引起了人民行动党的退党潮。 林清祥

宣称,“社会主义阵线”目前的目标是打倒早已经

违背人民利益的现政府,即人民行动党政府,并通

过赢得大选组织一个代表大多数人民愿望的新政

府;长远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

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 [6] 。
“社会主义阵线”成立后,新加坡左翼社会主

义的政治立场越来越激进———林清祥领导的早期

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坚持和平议会的政治路

线;李绍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走向了街头暴

力革命路线,故可以称为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运动。
鉴于此,政治立场转变后的人民行动党对“社会

主义阵线”进行了严厉打击。 1963 年 2 月,人民

行动党开展 “冷藏行动”②———以 “共产主义运

动”为名,未经审讯便逮捕“社会主义阵线”重要

领导人和大量左派人士,重创了“社会主义阵线”
的组织力量,使之无法派出得力干将参与选举,导
致该年选举失败。 但“社会主义阵线”愈挫愈勇,
决定从抵制议会的斗争转向街头革命斗争。 1965
年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李绍祖领导下的“社会

主义阵线”将人民行动党当作主要斗争对象,重
申自己的宗旨,即动员马来亚人民大众反对美英

帝国主义统治,反对“假合并”的“马来西亚”,以
便实现一个包括新加坡岛在内的真正独立、统一

和民主的马来亚[7] 。 即不仅要继续反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 “反人民、反工人、反民

主” [7]的法西斯主义,将李光耀为代表的费边派

社会主义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同时也批判了苏联

的修正主义,这足以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已经成

为新加坡的主要反对党。
(二)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是左翼社会主义阵营反

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 以新加坡自

治为拐点,分为以下三个发展时期。
1.殖民时期(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中

期)林清祥领导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主要从事

工会运动并初步建构社会主义理念。 自 20 世纪

40年代起,新加坡就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左翼社会

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就是早期左翼社会主

义阵营,主要包括学生、知识分子、工会活动家,他
们的思想意识主要受到马来亚共产党和马克思主

义的影响。 1948 年,阿卜杜勒·拉扎克·侯赛

因、莫里斯·贝克、吴庆瑞等同学在伦敦创立“马
来亚论坛” (The Malayan Forum),论坛创立的目

的是为建构“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的马来亚和

新加坡”而鼓与呼,即为之作舆论和思想理论方

面的准备———这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

理念的萌芽。
2.革命时期(20世纪 50 年代中期至 50 年代

末)包含在人民行动党成长过程中的左翼社会主

义,在反殖民主义的实践基础上建构社会主义理

论图景。 1953年,马来亚大学左翼知识分子成立

了“社会主义俱乐部”(the Socialism Club)。 这是

一个政治俱乐部,其成员大多是受过英国教育的

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为“大学社会主义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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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社会主义阵线”党章及其规则》,http: / /
xingmarenmin. com / projects / 01％ 20％ E7％ A4％ BE％ E9％
98％B5％E5％85％9A％E7％AB％A0.pdf.。

“冷藏行动”(Operation Coldstore)系 1963年 2月
2日新加坡政府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的警方诱捕行动,共逮

捕或拘留反政府的左翼人士 131 人,包括“社会主义阵

线”领导人林清祥等,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行动党

的一党统治。



而,他们一方面进行殖民主义批判,同时为工人和

学生提供声援;另一方面又深入社会现实中,认为

解决殖民地社会危机和生活境况的秘密在于,在
民族自治基础上实行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以公平分

配社会财富———这可以被视为新加坡左翼社会主

义理念的推进。
与学生活动家不同,左翼社会主义领袖林清

祥成功地将战后新加坡的不同政治力量整合成一

个强有力的社会主义阵营。 为了声援和支持新加

坡工人罢工运动、维护工人应有的权益,1954 年 4
月,林清祥和方水双等人联合各个分散的工会组

织成立“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林清

祥被推选为秘书长。 在林清祥的领导下,同年发

动了百余次罢工,次年联合会成员增加至 3万人,
将新加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 这不仅极大地提高

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觉悟,也迅速壮大了新加

坡左翼社会主义运动队伍,为左翼社会主义提供

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1954年,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联合

成立人民行动党,这是当时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主

要力量。 人民行动党的竞选纲领表明,在政治层

面上,要建立一个多语种的、全部民选的、主权的

立法议会;在经济层面上,实施税率改革的同时争

取马来亚贸易自主权;在社会层面上,废除劳工法

令中不利于工人阶级利益与权益的条款。
20世纪 50 年代,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到现实层面呈现出双重向度:一是对外而言,
反抗英国殖民主义者在新加坡的殖民统治,实现

马来亚的民族独立、社会民主与人民自由;二是对

内而言,他们主张通过和平方式建立议会政府,他
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图景即实现国家与人民的自由

与解放。 因此,“必须唤醒与团结所有最受压迫、
最受损害的人,团结起来奋斗到底” [8] 。 即在工

人阶级联合与团结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剥削、
压迫,没有贫穷、疾病,人人可以平等、自由与充分

发挥个人潜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的实

现” [8] 。 由此,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理念在革命

时期完成了初步建构。
3.后革命时期(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李绍组

领导的“社会主义阵线”,在批判人民行动党的基

础上将革命矛头转变为街头暴力斗争。 毫无疑

问,在人民行动党内部,起主导作用的是费边社会

主义者。 1959 年,新加坡成为自治州,由此实现

民族自治从而进入后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暂时被

掩藏的社会阶级矛盾重新显现并进一步激化,现
代化建设问题在后革命时期的新加坡日益凸显。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左翼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

与李光耀政府的保守理念日益相悖,在政治立场

和社会目标方面的分歧日益加剧,“新马合并”成
为导致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

最终原因。 1961 年,从人民行动党内部分裂出

“社会主义阵线”,这成为左翼社会主义理论与实

践的转折点。
在实践层面上,为了进一步反对人民行动党

的右倾机会主义执政措施,维护新加坡中下层工

人、穷人的权益,宣传自己的激进左翼社会主义思

想和政治理论,“社会主义阵线”出版发行了一系

列书刊,例如,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机关报《阵
线报》(1961 年 11 月 15 日创刊)、《党讯》 (1964
年 1月 1日首发)、《区讯》 (1966 年 9 月 15 日发

刊)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青年》,其是 1966
年由社阵中央宣教岀版委员会创刊的华文月刊,
目的是为了“教育群众,提高干部群众的政治水

平及思想认识,从而促进反帝反殖民事业和民族

解放事业的发展” [9] ;它还重点刊登了中国革命

战争的历史经验以及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

学文章、语录,以期指导该阵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

展。 然而,左翼社会主义实践一再遭受严厉打击,
即使出版了系列刊物,其理论不但没有实施的基

础和空间,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实践体系。
首先,客观原因在于,左翼社会主义因其激进

社会主义理念一方面与英殖民主义冲突,致使英

国政府暗中对其打压;另一方面又与人民行动党

的费边社会主义理念相悖,从而遭受人民行动党

的打压。 再者,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仿

效亚洲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形式,但在新加

坡,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工人阶级革命意志不强,
既不具备阶级革命的发生条件,更不具备武装斗

争的条件。
其次,从主观方面看,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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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没有建立一个坚强的、稳定的、先进的政党以组

织、团结、引领工人运动,其工人运动仍保持在早

先的无产者、无政府状态。 前期,以林清祥为代表

的左翼社会主义虽然完成了社会主义理念的理论

建构,但在实践上为政治联盟的团结而一再向右

翼党派妥协;后期,李绍组领导的激进左翼社会主

义在实践中又走向极左路线,从议会选举中退出

就等同于退出新加坡政治舞台,放弃之前所采取

的和平议会道路转向街头暴力革命并发起了抵制

国会的斗争,这是新加坡激进左翼社会主义衰败

的直接原因,也是新加坡左翼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的分水岭,由此,在 20世纪 70年代其逐渐退出了

历史舞台。 1988年,“社会主义阵线”加入新加坡

工人党,这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

实践宣告失败。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加坡在寻求地区自治、独立建国

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不同的社会

主义阵营:一是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温和改革派的

费边社会主义阵营,二是以林清祥为代表的左翼

社会主义阵营。 在 20世纪 40年代到 50 年代末,
尽管两大阵营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但由于当

时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殖民主义与新加坡人民之间

的矛盾,加之它们有共同的左翼立场和政治目标,
即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这样,就有了新

加坡左翼社会主义与费边社会主义进行政治联盟

的前提条件。 20 世纪 50 年代,左翼社会主义与

费边社会主义联合而成的人民行动党,成为当时

新加坡左翼运动的主要力量。 但这一合作只是暂

时的,随着人民行动党在 20 世纪 60 年代政治立

场从中左政党转变为右翼政党,林清祥、李绍祖等

人被开除出党;但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

应战,又于 1961 年成立“社会主义阵线”以对抗

日益保守的人民行动党。 就是说,“社会主义阵

线”成立后的左翼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立场越来

越激进———林清祥领导的早期左翼社会主义运动

一直坚持和平议会的政治路线;李绍祖领导的

“社会主义阵线”走向了街头暴力革命路线,故可

以称为激进左翼社会主义。 不过,好景不长。 20

世纪 70年代,“社会主义阵线”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 1988年,“社会主义阵线”加入新加坡工人

党,这表明“社会主义阵线”在新加坡的政治实践

以失败告终。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在新加坡式“社会主

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人民行

动党,它的立场和主张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是

两条相对立的道路,新加坡既不选择共产主义

道路,也不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试图走符合

新加坡国情的、超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的

第三条道路,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

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即新加坡式“社会主义”。①

人民行动党宣称,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

主义、在经济上坚持自由市场,目标是“让每一

个人都有机会在一个稳定和有秩序的社会里取

得进步,并且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过美好的生

活” [4]570。
在这种自由经济制度下,政府的主要职能转

变为制定明确的国家和经济发展方针,建设公共

基础设施,组织和管理社会秩序,建立健全公平自

由的贸易市场,以技术性产业替代人力资源型和

自然资源型产业;同时,为人民提供舒适的住房、
体面的工作并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以此解

决殖民时期和封建时期遗留下的大规模失业和生

活条件低下等问题,从而保障人民的工作积极性

和动力。 在此基础上,人民行动党逐步建立起执

政的权威。 然而,这种新加坡式“社会主义”,就
其基本特征而言,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思想资源

杂糅,不仅混杂着民主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也
包含了儒家思想以及本土文化资源,在政治上表

现为威权政府和家长式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

上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因此,就其实质

来说,新加坡式“社会主义”不过是一种披着“社
会主义”外衣的国家资本主义。

诚然,在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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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76年,在人民行动党被开除出“社会主义国

际”之后,为了论证其变革后的制度仍然是“社会主义”制
度,李光耀率一众新加坡政治学家出版了《行之有效的社

会主义:新加坡道路》(Socialism That Works:The Singapore
Way)一书,为自己的体制进行辩护。



中,新加坡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例如,
1959—1975年,新加坡的国民生产总值从 6.43 亿

美元增长到 57.73亿美元;20世纪七八十年代,成
为与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并列的“亚洲四小

龙”之一。 2000 年,人均 GDP 仅次于中国香港;
2013年,人均 GDP 据“亚洲四小龙”之首,达 5.2
万多美元。 这也充分显示出自由经济制度转变对

社会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 然而,亚洲金融危机

以后,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

经济体制下,新加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财富差距

过大、种族冲突、工人罢工、劳动力短缺、性别歧视

等综合性危机问题日益严重,即使新加坡现任总

理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在住房、医疗和教

育方面,从强调个人承担为主转变为政府津贴为

主,也只是对社会危机的滞后性补救与社会矛盾

的阶段性缓和。 也就是说,人民行动党构思的新

加坡式“社会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危机。
新加坡式“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经验教训,对中

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具有借鉴

和警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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