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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 读 】 最
近，年轻人婚恋、
生育等问题又被推
上风口浪尖。要不
要婚？要不要生？
这 些 个 人 选 择 问
题，事实上也难免
受到社会的影响。

上 世 纪 8 0 年 代
开始，新加坡遭遇
了类似人口婚育问
题，保持单身的大
学生尤其是高知女
性在增加，生育率
在下滑，引发从家
庭到政府的普遍忧
虑。时任总理李光
耀公开讲话指出，
新加坡男性若还指
望 下 一 代 有 所 作
为，就不该愚昧地
坚持选择教育程度
和天资较低的女性
为妻。他认为孩子
的能力介于双亲之
间，少数会超越或
不及他们的父母，
他也鼓励高知女性
生育、培养更多的
后代。这次讲话后
来被称为“婚嫁大
辩论”，引起强烈
回响和争议，甚至
危及李光耀政府的
支持率，但李仍强
硬推出四项行动：
一 是 以 事 实 “ 棒
喝”说服那些不愿
娶高知女性的精英
男，二是政府出面
当红娘，三是用税

收优惠鼓励年轻人
婚育，四是积极引
入外籍人才，力图
扭转新加坡的人口
资源困境。

由 于 时 代 差 异
和国家体量之别，
李光耀的一些观点
和做法是否适于今
天的社会，有待商
榷；但其革新东亚
传统观念、为年轻
人婚育提供有力支
持、培养代际人才
等观点，具有一定
的参考意义，供读
者思考和探讨。

李 光 耀 ： 新 加
坡“剩女”问题如
何解决?

促 使 我 决 定 发
表那次“婚嫁大辩
论 ” 演 讲 的 ， 是

我桌上那一份198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
分析报告。报告显
示，新加坡最聪明
的女性没有结婚，
下一代缺少她们的
传人，因为学历相
等的男性不肯娶她
们，这意味着将会
产生相当严重的后
果。

新 加 坡 的 大 学
毕业生一半左右是
女性，其中将近三
分之二小姑独处。
无论是华族、印度
族或马来族，亚洲
男人都宁可娶个教
育 程 度 较 低 的 妻
子。1983年，只有
3 8 % 的 女 性 大 学 毕
业生嫁给学历相同
的男性。

▍ 一 、 给 男 性
一记当头棒喝

对 这 种 失 去 平
衡的婚姻与生育趋
势，我们再也不能
不闻不问，不加以
干预了。我决定给
新加坡的男性一记
当头棒喝，使他们
从愚昧、陈腐、具
破坏性的偏见中醒
悟过来。

我 引 述 了 美 国
明尼苏达州对好多
对双胞胎所做的一
项研究的结果：这
些孪生兄弟姐妹在
许多方面都非常相
似，即使分别由不
同家庭在不同的国
度带大，他们在词
汇、智商、习惯、
对饮食和朋友的好

恶以及性格和个人
特 征 等 方 面 ， 仍
有 8 0 % 左 右 完 全 相
似。换句话说，一
个人性格习性的塑
造 ， 近 8 0 % 是 先 天
遗 传 的 ， 大 约 2 0 %
则取决于后天的栽
培。

孩 子 的 能 力 介
于双亲之间，少数
会超越或不及他们
的 父 母 。 因 此 ，
大学毕业的男性娶
教育水平较低的女
性，等于没有充分
制造让孩子能够升
上大学的条件。我
呼 吁 他 们 娶 教 育
程度相等的女性为
妻，也鼓励受过高
等教育的女性生育
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 学 毕 业 的 女
性心里不舒服，她
们的情况经我一提
成了举国注目的焦
点。非大学毕业的
女性，还有她们的
父母亲，怪我劝阻
男性大学毕业生跟
她们成婚。报章舆
论排山倒海般向我
袭来，抨击我是精
英主义者，因为我
相信人的资质是遗
传的，不受教育、
饮食和培训等后天
条件的影响。

一 对 从 事 专 业
工作的夫妇对所谓

李光耀: 我当年是怎么4步
化解“剩女”难题的?(1)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