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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祥是新马宪制斗争的杰出领袖 

其斗争总结是留给人民的思想财富 

                                            ——为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而作 

                                                                庄明湖（新加坡） 
 
                                      http://sahabatrakyatmy.blogspot.sg/2016/03/blog-post_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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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作者庄明湖（左图），新加坡公民，油漆工人出身，早年曾参与工人运动，晚年为执业中医

师，今已 79 高龄依然行医。本文是他特地为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他在

这篇文章中表露了他对探索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新马左派运动（包括工运）由兴而衰的历史

真 相 的 执 着 。 

 

他 在 文 中 提 出 了 两 个 “ 小 小 的 希 望 ” ， 期 待 着 相 关 人 士 的 响 应 。  

 

 

一、悼念林清祥的现实意义，主要是学习他的和平宪制斗争经验 

林清祥是一个在 1950—1960 年代真心诚意献身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民族民主运动，具有很强

的工人运动背景的杰出领袖。他已在 1996 年 2 月 5 日去世。可是，直到今天他依然活在人们的心

中。他主张的和平宪制斗争群众路线，依然是当前我国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政治思想指导。 

今年 2 月 5 日是林清祥去世 20 周年纪念日，我们悼念他，追思他的意义，是学习他全心全意为马

来亚工人运动和反殖民族民主运动的献身精神。我们不但要学习他的献身精神，而且更要从他在宪

制斗争的艰苦经历和经验总结中吸取教训，更好地推动新加坡、马来亚和砂沙人民当前阶段的民主

人权斗争。 

二、林清祥从反剥削反压迫的工人运动走上反殖斗争的政治舞台 

英国殖民政府在 1948 年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后，人民普遍遭受紧密钳制和残酷迫

害，对紧急法令迟迟不取消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1954 年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奋起反对英国殖民政府

推行的”国民服役”而爆发了“5•13 事件”和孕育了随后的学生运动；1955 年新加坡福利巴士工

友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的罢工遭受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引发全岛暴动的“5•12 事件”和引发了此起

彼落的工人反迫害斗争。英殖民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于 1955 年推出林德宪制下的议会选

举，并在法律上允许政党、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出现。这个局面为工人大众争取权益的进步工会的

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1 年底林清祥就读新加坡华侨中学初三，参与了罢考事件，遭遇逮捕拘留一周，被教育部开除出

学校，从此被剥夺了应有的读书权力。1953 年底或 1954 年初，他投入进步工会的活动。起初，他

同时担任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简称“巴联”）属下两间分会（樟宜分会、巴耶礼峇分会）的

受薪秘书。随后，他兼任马来亚纺织厂工友联合会秘书。过后，他又担任于 1954 年 4 月 4 日取得

注册新成立的各业工厂工友联合会（以下简称“各业工联”）的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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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林清祥来说，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亲身体察最底层

的劳动工人求生存、求温饱的疾苦； 他认真细心为劳动工人提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合理诉求；

他热情带领工会积极份子，号召各业工人团结起来参加工会，向资方展开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斗

争。当年，林清祥刚担任各业工联的总务时，会员仅近千名，不到一年，却增加到三万多名，可见

其影响力之大。林清祥在各业工联等工会的领导能力和表现以及他当时所发表的言论和主张，也就

使他很快地成为当时新加坡进步工会和工人群众之中最有威望的一名工运领袖。 

林清祥的杰出表现也引起了在 1954 当年筹组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的关注，通过当时的学生领袖的

安排，两人开始有了接触。他在 1955 年 2 月的新加坡议会选举中，接受李光耀的委派，作为人民

行动党竞选武吉知马区议席的候选人（还有包括李光耀本身在内的 4 名候选人竞选其他议席），结

果高票中选。他在競选期间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以及中选之后在立法议会中的发言，他反对殖民主

义统治的特出表现，赢得工人群众与广大人民的赞赏和信任，成为真正代表工人群众与广大人民利

益的代议士。林清祥从此成为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反殖斗争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著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加坡反殖力量的壮大和人民要求自治独立呼声的高涨，吓坏了英殖民统治者

及其代理人，而迫使它们再次露出法西斯面目，在 1956 年 9 月 18 日开始大镇压，逮捕大批进步工

会和民间团体领袖及民主人士，进而封闭“各业工联”和进步民间组织。到 10 月 26 日再逮捕进步

工会领袖：楊高錦、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陳国偉、普都查理等人。据《星洲日报》1956 年

10 月 28 日报道，单 26 日这天遭“公众安全法令”逮捕拘留的就有 234 人。10 月 26 日的镇压事

件，引起民众极度愤怒，现场爆发自发性游行示威抗议，却遭受当权者的暴力镇压，甚至开枪射杀，

并施行戒严宵禁。造成 15 人死亡，伤者众多。 

1956 年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26 日的大镇压，并没有动摇工人大众反殖斗争的信心。不久之后，众

多工会诸如：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新加坡

商店职工联合会等涌现出来，团结失去工会组织的工友，继续进行争取更大民主权利的反殖斗争。 

三、林清祥领导工人力量支持行动党上台，却令李光耀担心害怕 

人民行动党从 1954 年成立后一直打着反殖民主义的大旗，终于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赢得了 51

个议席中的 43 个，准备上台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新加坡广大人民特别工人大众都期待上台执政的

李光耀继续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赶走英殖民主义者，继续带领人民摆脱殖民统治者的枷锁，

改变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可是，李光耀骗取政权后很快就暴露其反工人的真面目。他害怕工人团

结力量对他的权位有所威胁，但因在大选前已经作出“释放政治扣留者”的承诺而不得不释放了林

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 8 名工会领袖，并把林清祥和方水双分别安插在“财政部政治秘书”和

“劳工部政治秘书”的职位上，把蒂凡那安插在政府筹组的职工总会（NTUC）的领导位子上，而

对统一工人运动、开放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等诉求却装聋作哑，所有恶法照旧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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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领导层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建党原则与斗争目标而在反工人、反人民的亲英道

路上滑下去的时候，以林清祥、李绍祖为首的坚持反殖斗争的领袖和干部，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成

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继续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反对假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社阵党章，第

二章党的目标第二条，标明：“基於出生於或效忠於马来亚的成人的普遍选举权，建立一个民主的

马来亚政府。”这清楚说明了马来亚紧急状态结束后的进步工人运动所实践的宪制斗争路线和目标，

已被列为社阵全党上下遵循的政治斗争路线和目标。 

林清祥以秘书长身份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日召开的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这么强调

“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采取具体的步骤取得跟联合邦的所有左翼力量和反殖力量的团结和合作，以

便通过宪制途径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唯有在取得了这个目标实现

后，马来亚的农民、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改善。唯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

能实现一个基于平等民主原则真正的新马合并。也唯有通过这样的途径，马来亚人民的民主权利才

能得到保障，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才能建立起来。”  

正是上述和平宪制斗争路线和目标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广受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在反殖群众运

动斗争中才能团结最大多数人发挥强大威力，取得节节胜利，对李光耀和行动党的统治地位造成越

来越大的威胁。从 1962 年中期以后的新加坡政治形势发展看来，若按照宪制安排在 1963 年举行大

选，行动党集团必败而社会主义阵线必胜无疑。李光耀集团为了挽救它们即将失去权力的厄运，多

么想要对反殖民主势力进行大镇压，特别是把林清祥囚禁起来，但又苦于找不到下手的“借口”。

因此，李光耀集团在“2•2 事件”以前，使尽手段图谋刺激和诱导林清祥等人采取“过激”行动对

抗，以便套用“马共制造暴乱”罪名加以镇压。 

1962 年关于新马合并的“全民投票”的抛出，其实就是暗藏上述大阴谋。若林清祥在当时号召抵制

“全民投票”，李光耀一方面可以利用林清祥等人意图制造暴乱为借口进行大逮捕、大镇压，另一

方面又可以宣布那些抵制全民投票者除非能说明“合理”的理由，否则就丧失下次大选投票权，从

而取消一些反殖民主人士的选举权和投票权，进一步把反殖民主力量排除在 1963 年大选之外。 

面对极端不公平的全民投票，林清祥等人理智应对，在全民投票前与过程中以温和方式发动全民性

政治运动，深入宣传教育，说明全民投票的不合理内容，揭穿宪制民主的欺骗性实质，号召投空白

票，化解了李光耀集团的阴谋诡计。 

1962 年 12 月 8 日发生的“汶萊人民武装起义事件”，为李光耀集团逮捕林清祥等政治领袖和干部

以及镇压新加坡反殖力量，及时提供了他们(李光耀集团)梦寐以求的“借口”。已有一些历史学者揭

露，“汶萊人民武装起义事件”其实是由英殖民统治者派遣的特务所主导的，其阴谋是英殖民政府

藉此事件扑灭汶萊和砂朥越的反殖民主势力，也让新马的统治集团藉此镇压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反

殖民主势力。结果这个阴谋得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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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清祥倡导的斗争路线被李绍祖等社阵领导所破坏和糟蹋 

1、林清祥在上世纪 60 年代如何看待“和平宪制斗争”和“国会民主” 

1962 年 9 月全民投票结果，新加坡反殖势力受挫折，那时反殖运动中有些人对宪制斗争的作用产生

怀疑，从而浮现悲观消极的思想倾向，或者是冒险激进的思想倾向。 

林清祥，在全民投票后 9 月 12 日，对投票结果作检讨总结所发表的“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

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的斗争。”相信是为克服当时对宪制斗争的作用产生怀疑的“右倾”

与“左倾”的错误思想倾向而提出的。 

同年 10 月 21 日林清祥接受《阵线报》记者访问时又说：“在右派反动势力的眼里，‘国会民主’

就是他们永远保持执政的地位，如果信奉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有可能依循和平宪制的方法取得执政，

右翼反动派也是不允许的。“关于和平宪制斗争的估计，林清祥这样说：“反动派的否定和平宪制

与国会民主，正好证明社会主义者遵循和平宪制途径取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可能性。在这种基础上，

军事镇压是不能够消滅或阻碍人民社会主义力量的前进。”  

他又说：“我国的左翼是要通过和平宪制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只有大多数人民需要社会主义，社会

主义才会到来。反动派向升涨的社会主义浪潮进攻是白费气力的。因此反动派将越加依赖反民主和

法西斯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显然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势力通过宪制方式取得进步，所以联合

邦反动集团就采取反民主的行动。 

林清祥在发表 1963 年新年献词时，进一步指出：“如果联合邦极力主张增强警察恐怖的势力如愿

以賞，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将达到一个转捩点。左翼势力到时就必须对这种局面作出必要的

判断。”  

以上林清祥对和平宪制斗争的论断，是他辩证地对待和平宪制斗争的作用与意义的铁证。实践证明，

把林清祥所倡导的和平宪制斗争路线歪曲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疑是马来亚左翼运动中的某

些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领导者为了自私目的和个人议程而作出的严重损害马来亚（包括新

加坡）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不幸事件。对这个事件至今已历半个世纪尚未见到应有的检讨。 

2、李绍祖等人指林清祥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议会迷” 

不少涉及上世纪 60 年代反殖运动内部的政治斗争路线分歧论争资料已先后出现，当年对有关事件

的知情者不再避忌谈论往事，当年关键人物之一的前社阵淡边尼支部主席傅孙力，透露了不少鲜为

人知的内情，为我们梳理事件的脉络提供了方便条件。我尝试简述於下。 

⑴李绍祖 1964 年初在社阵党内其“粉碎国民服役法令，杯葛登记”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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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 9 月新加坡大选前，李绍祖本人对胜选滿怀信心，受挫后浮躁情绪冒起。同年 11 月间，李

绍祖受邀出席马来亚劳工党在柔佛新山举行的一个集会发表讲话时开始提出杯葛国民服役法令的主

张，他说：马来西亚将施行国民服役法令，我们必须进行杯葛——这是李绍祖在新加坡社阵党内提

出杯葛国民服役法令主张的先兆。 

1964 年 1 月间，社阵中央开始召开现存的中央委员与立法议会委员联席会议，就反国民服役法令的

对策进行讨论。出席共有 10 人，即李绍祖、刘坡得、顾泱、谢太宝、王连丁、陈清动、林焕文、傅

孙力、高棋生、蒋清谭。经过多次讨论，李绍祖始终坚持主张“粉碎国民服役法令，杯葛登记”，

只得顾泱 1 人支持，其他 8 人都反对。反对者，有的主张“在抗议之下去登记”，有的主张“有原

则去登记”。 

⑵林清祥对反国民服役法令斗争的表态，被李绍祖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违背党的原则和

立场”。 

1964 年 2 月间，林清祥从监牢传出一封致社阵中委与立委的信件，表达对反国民服役法令斗争的态

度。信中的要点大意是： 

 经过 1963 年“二•二事件”和 10 月 8 日总罢工事件，新加坡的群众运动已处于低潮状态，不适

合进行高形式的斗争，只能够进行低形式的斗争。 

 我们应采取在抗议之下去登记。我们与群众关系，如鱼和水。如果没有了水，鱼是无法生存的。

如果没有得到群众支持，我们是无法进行任何斗争的。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起来要求斗争的时候，

暂时不可进行高形式的斗争。 

 现在不进行高形式的斗争，不等于今后就没有机会开展高形式的斗争。敌人的不合理法令是很多

的，今后还等待着我们去开展斗争。 

李绍祖批评说：这是悲观消极的思想态度；政治运动是永远高潮，也永远没有低潮的。许多国家的

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只有几个人而已，今天我们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还说是低潮吗？这是右倾机会主

义思想，不敢斗争、屈服投降，违背党的原则和立场。李绍祖提出的公开号召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

主张，在 1964 年 4 月 29 日举行的党特别代表大会被推翻。李绍祖等 8 人因此在 1964 年 5 月 4

日辞去党职和退党。 

 

⑶1965 年 3 月 7 日李绍祖以征服者的姿态重回社阵后，大力鼓吹“革命路线”，掀起“反对右倾

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不点名发展到公然地批判林清祥和他所倡导的斗争路线。 

自 1965 年新加坡退出大马起，李绍祖等人在以下两个方面批判林清祥及其斗争路线日益露骨。试

述於下—— 

 



7 
 

关于“新加坡退出大马”  

1965 年 3 月 8 日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在 30 工团联合庆祝三八妇女节特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

散大马 退出大马》论述星洲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的政策性文章。同日，社阵实笼岗花园支部出版的

庆祝三八妇女节特辑里也刊出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往那里走？》的文章，此文对“新加坡退出大马”

的论述，与工团联络秘书处所持的观点雷同。当时就流传着此文是林清祥所写，有心人四处寻找皆

无缘阅读此文。李绍祖 3 月 7 日回归社阵，他岂能容许党内出现异议？相信社阵实笼岗花园支部出

版的特辑已全被销毁。 

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布独立那天，李绍祖在日本出席反原子弹和平大会，他从日本

用电话指示顾泱、谢太宝宣布“这（新加坡独立）是假独立，（社阵）不承认新加坡独立。”也在

同一天，以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简称“厂商工联”）为主导的全星 30 左派工团，发表了题为

《星退出“马来西亚”：英帝统治受挫折被迫采取新欺骗》的联合声明（见 1965 年 8 月 15 日《厂

商工联会讯》第 15 期）。声明指出：（1）”这是人民反马来西亚斗争的进展，这是联盟和行动党

两个傀儡政权“连手”的失败，这更是英帝国主义在本地区的新殖民统治的挫折。”声明还指出

“‘独立自主’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也是左派职工运动一路来所坚持奋斗的目标。”声明更

提出了“新加坡‘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以及“争取星马真正

复归统一”的斗争目标。当 30 左派工团遵循林清祥所倡导的斗争路线，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发表了

上述声明，李绍祖很快就把“承认假独立”、“敌人代理人”等莫须有罪名硬套在当时以陈辛为首

的工运领导的头上。 

林清祥在已发表的《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里有这么一段话：“…….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

而独立时，我从牢里写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反对其指独立是假的，要求他承认独立，并指出这是

行动党所推行“合并”主张的破产，应该要求马上释放全体因反对行动党（推行）‘合并’而被逮

捕的人士。” （见于该文中的“新加坡宣布独立时，你感受如何”的段落） 

关于“放弃议会斗争”  

李绍祖从日本回来后，从 1965 年 8 月 16 日起，社阵中央召开过几次会议，讨论新加坡退出大马宣

布独立之后如何对待议会斗争问题。李绍祖强烈主张：  

 国会民主已死亡，社阵必须杯葛国会； 

 新加坡是“假独立”，不能继续出席国会； 

 社阵必须指令全体立法议员集体辞职； 

 粉碎“议会迷”思想，开展街头斗争。 

他的主张，引起党内基层干部的强烈反弹，同年 11 月 17 日“社阵十二支部事件”的发生，就是社

阵基层干部普遍抗拒李绍祖激进路线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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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 10 月间，林清祥从监牢再次传信给社阵中委与立委，表达他反对“放弃议会斗争”。其要

点大意是：社阵是一个宪制的政党，只能够从事宪制斗争；如果认为国会民主已死亡，就轻率放弃

议会斗争，开展街头斗争，这是不符合社阵的宗旨，社阵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身陷囹圄的林清祥试图影响当时的社阵领导避免采取激进路线的努力，终归失败。1966 年 10 月 8

日，社阵五议员（顾泱、谢太宝、王连丁、陈清动、傅孙力），在李绍祖的指令下，联袂到国会向

议长提交议员集体辞职信，并在议会外展示“国会民主已死亡〞标语的黑色横幅。自此之后，完全

脱离了林清祥及其路线的社阵组织，在李绍祖推行疯狂冒进路线的支配下，迅速走到了脱离群众、

自取灭亡的结局。不仅如此，许多左派工会和团体的领袖和干部，也在李绍祖的疯狂冒进的思想的

支配下，自动或被动地放弃他们的组织，让当权者轻易地先后消灭了这些组织，加速了反殖民主力

量的崩溃。 

林清祥在 1962 年 9 月 2 日全民投票结果公布之后向社阵全党干部分析今后斗争方向的讲话以及在

1962 年 10 月 11 日向社阵第 1 届代表大会提呈工作报告所提出斗争路线和方针，已深受社阵党内

外左派干部和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却在李绍祖以征服者的姿态重返社阵之后全面破坏了。李绍祖还

非常得意地把他和他的同伙全面破坏林清祥所提出的斗争路线和方针的活动，都写在第 2 届(1967

年)党代表大会和第 3 届（1969 年）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书中。 

当年李绍祖宣布他及其他 7 人退出社阵之后， 在新加坡的马共代表人物对社阵领导传达指令，说什

么“李绍祖的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主张是正确的，必须向他承认错误”、“李绍祖是个人才，社阵

没有他不行，必须争取他回来领导社阵……”这对李绍祖轻易实现其“隐议程”起了“临门一脚”的

效应。历史事实证明，马共的这项决策对林清祥来说，无疑也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五、林清祥不愧是新马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 

1，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集团加强迫害林清祥 

英殖民政府、李光耀统治集团和阿都拉曼统治集团为了阻遏反殖、反假合倂、反马来西亚计划的和

平宪制斗争，利用“汶萊人民武装起义事件”， 1963 年 2 月 2 日在新加坡进行了一场代号为“冷

藏行动” 的大逮捕、大镇压，林清祥等 100 多名反殖领袖和干部就是在涉嫌“准备背弃宪制斗争”

的指控下而没有经过审讯就被长期监禁、虐待和摧残。1965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宣布

独立，正好证明：林清祥等反殖民主人士反假合倂、反马来西亚的行动是正确的，而李光耀推行假

合并、加入马来西亚是错误的。对广大的被压迫的各族人民来说，被逮捕、被监禁和被迫害的林清

祥等领袖和干部才是真正的反殖爱国人士。 

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李光耀自然会想到，继续囚禁因反对行动党（推行）‘合并’而被

逮捕的反殖爱国人士特别是林清祥，就是背负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李光耀集团为解除压力，就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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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变本加厉逼迫那些政治扣留者屈服就范或变节投降，从而摧毁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其劲敌林清祥

更是如此。林清祥在这期间，患上严重的忧郁和高血压等症状而表现出一些反常怪异行为，监狱医

生配药医治反而使病情更加恶化。到 1965 年 12 月初，报章报道“林清祥被调去中央医院，他在那

儿企图自杀”的消息，引起人民群众密切关注，而对李光耀集团愤怒之声四起。12 月 8 日，新加坡

30 个左派工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行动党政权加强对林清祥的人身迫害，甚至图谋杀害，是挫折整

个左派运动和打击左派干部信心的一个阴谋。 

1969 年 7 月 23 日林清祥在监牢办公室亲手交一封誌明 7 月 21 日的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宣布对

斗争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坛。同时他也致函给李光耀表示他“放弃政治”。随后，在一位精神病医生

和一位政治部警官陪同下离开新加坡，飞去伦敦。他被迫在伦敦艰苦度过 10 年流放生活，而在

1979 年才被允许回返新加坡——一般能够正常思考的人都会理解，这是李光耀还在担心已经因受

残酷身心迫害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林清祥或许对他的权位还会有些威胁所采取的最后一项安全措施。 

2，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也致力消除林清祥的政治影响力 

很不幸的是，在李光耀集团加强迫害，想要摧毁林清祥的政治生命的关键时期，李绍祖为首的社阵

领导，为了推行其自以为是“革命路线”，也通过各种各样的管道和途径，大肆批判林清祥和以林

清祥为代表的政治斗争路线和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议会迷思想”。李绍祖及其同伙这

么做的主要目的，也是想要消除林清祥的政治影响力，破坏林清祥在反殖运动中的领导权威。不难

想象，这种来自反殖运动内部的打击，对林清祥来说，在精神上所受的冲击和痛苦，绝对不会轻过

来自外部敌人的迫害和摧残。 

林清祥所代表的政治斗争路线，是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紧急状态结束以后的新加坡地区的工人

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这条政治斗争路线，是在现代宪制环境下的斗争路线；它是维

护人民切身利益的斗争路线；它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斗争路线。因此，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和民

族民主运动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一定的斗争成果。但是，这条行之

有效的斗争路线，从 1966 年开始就几乎被李绍祖等人疯狂鼓吹的“革命路线”全面取代。到了

1969 年底，由林清祥等反殖运动领袖艰辛建立起来的强大群众基础，已濒临消失。这一个亲痛仇快

的局面，使到追随林清祥的政治斗争路线的广大干部与群众悲愤不已，但又深感无奈。这个时期的

林清祥本已因饱受残酷折磨，处于精神沮丧、忧郁症深重状态，再经受“敌人从内部来攻破堡垒和

阵地”这种沉重打击，其病情岂有不加剧恶化之理？ 

3，盖棺定论：林清祥是从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涌现出来的杰出领袖 

林清祥在 1953 年（20 岁）开始投入工人运动，随即在翌年现身于政治舞台。1955 年代表人民行

动党出战武吉知马区议席，高票中选。1956 年遭林有福政权逮捕入狱。1963 年又被李光耀政权囚

禁。人在牢狱，他依然非常操心牢外的政治发展动态。当社阵党内自 1964 年起数度出现“左倾冒

进”倾向，他都想方设法劝阻。可以说，他劝阻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避免走上脱离群众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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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已经做到力尽心碎的地步。在辞世前，他撰写了关于新马早期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评

断以及对他亲身经历的重大的斗争事件的反思和总结的回忆录，供人参考研究。这就说明，当他还

有一口气时，他依然对新马民族民主运动表示他的关心和期望。在回忆录中，他揭露敌人在各斗争

阶段所耍弄的阴谋诡计，也指出人民内部在某些事件上所犯的错误。这是敢于面对历史并勇于向人

民负责的严肃态度的体现。在 20 多年前，林清祥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勇于反思过去的对与错的榜样，

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仿效。 

综观林清祥一生对新马民族民主运动的努力和贡献，当年他让自己流放到伦敦去，就算是“自愿”，

也只是他人生中的一点瑕癖，依然不会削弱他作为新马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杰出领袖，甚至是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建国一代的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林清祥的一生献给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的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事业已不容置疑。 

六、我个人在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斗胆提出两个小小的希望 

实践证明：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所主张的政治斗争路线，已彻底失败。从当年批判林清祥所代表

的政治斗争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议会迷”，迄今已有 50 年了，林清祥含冤作古，迄今

也有 20 年了。当年参予错误批判林清祥的人物，有的已先后过世，但在世的还为数极多，不少已是

古稀之年，在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之际，我希望那些还在世的当年的批判闯将（特别是关键人

物），趁人生有限时刻，尽早还林清祥公道，以慰藉他在天之灵。 

林清祥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回忆录是他留给人民关

于改革斗争的思想财富，我有理由相信，各民族各阶层人士都愿意分享他的光辉思想，那些跟林清

祥一起参与斗争的亲历者，更加急于分享他的经验总结。2013 年初新加坡左派人士之间已有传说，

林清祥在世时，已将他所写的回忆录全文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打字排版，并准备出版。之后为何没有

出版，众说纷纭。2014 年 7 月林清如（林清祥之弟）出版他的回忆录《我的黑白青春》一书，附录

了林清祥回忆录中的片段——一篇题为《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的文章。众多读了这已发表的片

段的人都认为，林清祥写下他的回忆录，就是有心留下他的重要的奋斗事迹和珍贵的经验总结。换

句话说，林清祥的遗稿，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他有心留给人民的思想财富。 

相信《林清祥<答问>遗稿》未出版的部分，还有诸多鲜为人知，甚至属敏感性事物的情节。那些跟

林清祥一起参与斗争的战友们以及林清祥的路线的追随者，都期望有生之年有机会阅读全文。在悼

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之际，希望已被“珍藏“多年（应该是至少 20 年）的《林清祥<答问>遗稿》

（全文）迅速发表，以实现林清祥生前出版全文的夙愿，也满足众人阅读全文的渴望。 

写于 2016 年 1 月 

修于 2016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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