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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谈到对中国最深刻的印象，“发展速度”成为吕德
耀口中的关键词。1997 年首次访问中国时，吕德耀对
上海的印象仅有东方明珠。后来重访上海陆家嘴，他
看到了当地巨变和不断加快的发展步伐。在苏州、天
津、重庆、广州、深圳……每次故地重游，当地日新
月异的变化都让他惊叹。“当你对比后就会发现，中国
的发展速度惊人！”

今年 5月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期间，吕德耀首次以
驻华大使的身份访问天津。大到城市道路交通，小到
居民垃圾分类，天津市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效率
让他印象深刻，“基建和科技的发展大大改善了人们的
生活质量，提供了诸多便利。”

在吕德耀看来，中国取得飞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在
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年 6 月，吕德耀应邀参观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他看
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贫困落后发展成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最重要的是，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成就。这
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回顾历史时会倍感自豪。”吕德
耀说。

在吕德耀看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才能更好
地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出任驻华大使后，吕德耀每
到一处，都与新加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州工
业园区、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广州知识城，这些都是中新两国标志性合作项
目，自开工建设以来，均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带动了合作模式与理念的创新。

防疫期间中新合作不止步

新冠肺炎疫情没有阻止中新两国合作的步伐。吕
德耀特别强调，近两年来，两国开拓了多个新的合作
领域，进一步增进了双边关系。防疫期间，中新 （重
庆） 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旗下的“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成为医疗物资流通的重要保障，为抗击疫情
提供了有力支持。2020年6月，深圳与新加坡签署了8
份谅解备忘录，涉及电子贸易、数字身份互认、科技
人才交流培养、跨境仲裁等领域，共同打造全球智慧
城市合作新样本。

身居中国看中国，吕德耀不断发现新的投资机
遇：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生活方式的多
样化选择促进新消费；老龄化人口比重增加，养老护
理服务市场潜力巨大；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绿
色转型发展催生新需求……

同时，吕德耀也对中国企业赴新投资表示欢迎。

他说，在新加坡，华为、字节跳动等企业很有名；中
企多次承建新加坡地铁站及隧道开凿项目；中日联营
公司承建的跨岛线地铁预计于 2030 年通车，届时将成
为新加坡最长的全地下地铁线。吕德耀表示，新加坡
地理位置优越，投资环境优良，政治环境稳定，是中
企理想的合作伙伴。

吕德耀期待双边合作迸发出新活力：“一方面，中
国未来机遇无穷，希望新加坡企业能把握机会。另一方
面，新加坡愿意帮助中企在新开展更多业务。”

鼓励更多新加坡年轻人来华

国之交在民相亲。在深化经贸合作、扩大双向投
资的同时，吕德耀希望可以推动两国人文交流，尤其
是帮助新加坡的年轻一代更好地了解中国。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崛起、科技进步和文化发
展，从新加坡来中国参与文化交流的青年人数有增加
趋势，交流内容和形式也更丰富多元。

今年 6 月，中新两国共同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新加坡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实
施青年实习交流计划的谅解备忘录》，旨在推动两国
青年互访实习，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新加坡青年
将在中国顶尖大学学习6个月，然后到中国企业实习6
个月，这将是非常宝贵的经验。”吕德耀表示，他会积
极鼓励正在寻找发展机遇、希望了解中国的新加坡年
轻人参加该项目，亲眼观察中国社会，亲身体验在华
生活。

吕德耀也在积极寻求与中国年轻人建立联系，“年
轻人的意见很重要，我们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未来一
代。”为此，他专门在中国社交平台开设个人账号，一
方面，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另一方面，
聆听中国网友们的意见与建议。“期待疫情结束后，两
国之间的往来会尽快恢复。”吕德耀说。

“中国的发展速度惊人！”
——访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

海外网 任天择

“我来过中国很多次！”吕德耀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说。

就任新加坡驻华大使一年多来，吕德耀对中国的了解日益深入。他说，

中国电子支付的普及、网络购物的便捷令人惊讶，大江南北不同城市的

历史底蕴、旖旎风光令人着迷。吕德耀认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对东亚和

世界都极为重要，新加坡的年轻人应当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
峡出入口，新加坡坐落于此。优
越的地理位置使这个国家成为世
界重要的转口港，是世界贸易和
航运中心、世界第二大港口和远
东地区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
第三大炼油中心。

游客落地樟宜机场，琳琅满
目的商家与妙趣横生的公园足
以让人沉浸其中。拥有 240 多间
商店、120 多间餐饮店的机场本
身就是新加坡零售额最大的商
场。除了可以购买免税商品、
享用东南亚美食，也可以在各
个航站楼的热带特色主题公园
免费畅游：蝴蝶园里，蝶影翩
翩；锦鲤池中，不同品种的鲤
鱼悠游嬉戏；兰花园展示着新
加坡国花“胡姬花”和樟宜机
场特有的石斛花；露天的仙人
掌花园汇集了来自非洲和美洲
的仙人掌，恐龙时代幸存下来
的巨型塔斯马尼亚树蕨是这里
的“明星植物”。新加坡向来被
誉为“花园城市”，樟宜机场的
设计也延续了花园的概念。独
特的设计与贴心周到的服务，
让樟宜机场被评选为世界最佳
机场。

从“花园机场”前往新加坡
市区，市中心的滨海湾是领略新
加坡城市风光的不二选择。错落
有致的地标建筑在滨海湾勾勒出
迷人的天际线。尤其是金沙酒店
空中花园，这一“工程奇迹”满
足了游客“飞天冲浪”、俯瞰繁
华都市的想象——面积达 1.2 公
顷的“空中花园”足以停放 4架
A380大型喷气式客机及1架小型
客机；这里还有全球最大的高空
户外泳池，在长达 150 米的泳池
内畅游，周围的摩天大楼仿佛近
在眼前、伸手可触。

新加坡著名地标“鱼尾狮”
塑像也位于滨海湾地区。塑像高
8 米，狮口喷泉气势十足，夜幕
降临时狮眼还会射出激光光束，更显神采奕奕。据马
来西亚史籍记载，公元 1150 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
利佛逝王国王子盘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黑兽，
当地人告知其为狮子，而“新加坡”则是梵语“狮
城”的谐音。在其后的神话传说中，出没于新加坡的

“神兽”逐渐脱胎成“狮首鱼身”的形象。1972年，矗
立着“鱼尾狮”塑像的鱼尾狮公园开园，新加坡前总
理李光耀在致辞中表示，希望“鱼尾狮”能成为新加
坡的象征，就如埃菲尔铁塔是法国的象征一样。1986
年，“鱼尾狮”正式成为新加坡国家徽标。

离开市区，圣淘沙岛是休闲度假的必备行程。圣
淘沙岛位于新加坡本岛以南，集自然美景与各式娱乐
设施于一身，不仅是新加坡最大的旅游胜地，也是亚
洲乃至世界性的度假天堂。

作为世界上除中国之外唯一华
人占多数的国家，新加坡华人占比
超 7 成。熟悉的面孔，亲切的中文，
中国人走在新加坡街头并不会感到
陌生。从 19 世纪起，华人就开始浩
浩荡荡下南洋，“龙狮之缘”也由此
展开。

在新加坡寻觅“龙狮之缘”，作
为海外中华文化坐标的唐人街可谓
首选。与其他国家不同，新加坡唐
人街有个特别的名字：牛车水。这源
于早期华人移民多以牛车运水，从
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国人吃苦耐劳的
性格。往昔的牛车水，是下南洋、谋
生计的华人开辟的聚居地。如今的
牛车水，鳞次栉比的同乡会馆，老字
号的中药铺，热闹的食肆……满街

中文招牌、大红灯笼，最能展现华
人社区的烟火气。

“潮州粿条福建面，广府叉烧海
南鸡，北方水饺湖南辣……”当地歌
谣中对中华美食如数家珍，令人深
切地体会到味蕾中的乡愁牢牢牵绊
着牛车水乃至新加坡华人的心。有
新加坡诗人写道：“我的老家曾经
在那里，我的味蕾还停留在那里，
我在那里习得方言口语的咿咿呀
呀，我的童真依旧懵懵懂懂根植在
那里。”

与各国唐人街相比，新加坡的
牛车水更显多元文化的包容之美。
在这个华人街区，印度的马里安曼
兴都庙、詹美回教堂与恢弘的佛牙
寺龙华院一道伫立；摩肩接踵的人

群中，身着印度“纱丽”和马来
“可巴雅”的身影来来往往。华裔、
马来裔、印度裔，乃至阿拉伯人、斯里
兰卡人、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
不同族裔在此和谐相处。这不仅源
于新加坡深入人心的平等理念，也得
益于牛车水华人开放包容的心态。

新加坡还有许多“龙狮之缘”
的印记，比如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晚 晴 园）。 晚 晴 园 原 名 明 珍 庐 ，
1905 年由富商张永福买下，原本为
其母亲颐养天年之用，因此借唐代
诗人李商隐诗句“天意怜幽草，人
间重晚晴”中“晚晴”二字，改名
为“晚晴园”。随后，孙中山在此
建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1994 年，
晚晴园正式被列为新加坡国家历史
古迹，并于 1996 年正式更名为孙中
山南洋纪念馆。在这里，人们可以
追忆百年前孙中山在新加坡的革命
事迹，缅怀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峥嵘
岁月。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新 加 坡 素 有 “ 花 园 城
市”的美誉，来到新加坡驻
华大使馆，也仿佛走进了一
座大花园。远远望去，灰墙
红瓦的建筑掩映于翠绿的树
影中。走进院子，只见一方
池塘中几株荷叶亭亭玉立，
不时有蜻蜓低飞盘旋，掠过
的水面泛起一圈圈涟漪。

“我在中国当大使”栏
目组的采访正值 8 月 9 日新
加坡国庆日前夕，使馆外墙
悬挂五颜六色的庆贺条幅，
节日气氛十足。走进使馆正
厅，一幅书法作品赫然映入
眼帘——“同尊孔孟道，共
铸仲昆情”，折射出中新两
国文化互通。通往会客厅的
走廊两侧墙壁上，挂着多幅
水墨画，或绘以虾蟹鱼虫，
或描摹山水风景，展现出使
馆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

会客厅中央墙壁上，悬
挂着中新两国领导人邓小平
与李光耀的巨幅彩色画像。
令人惊叹的是，这不是普通
的摄影作品，而是一幅手工
刺绣。刺绣针脚细密平整，
色彩明暗融合，搭配相得益
彰，甚至人物的头发丝、西
装上的纹理都清晰可见。

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
介绍，这幅作品的创意来源
于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
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李光耀
亲切握手时的场景。“两位
领导人身后的背景也大有深
意，除了两国地标性建筑之
外，其中还有如今已经建成
的苏州工业园区夜景，这是
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
目。”那次出访中，邓小平
参观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

区。1994 年 2 月 26 日，中新两国政府正式签订合
作协议。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合作项目，以新
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为蓝本的苏州工业园区诞生在
江南水乡。园区位于苏州东部，自建设伊始就承
担改革开放“窗口”和“试验田”的功能。“当年
两位领导人对未来合作的畅想，已经变为现实。”
吕德耀说。

自 1976年首次访华以来，李光耀在 39年间共
访华 33 次，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现在，
李显龙总理等新加坡政要也多次到访中国。吕德耀
认为，“认识中国一定要亲身前往、亲自体验。”他
希望，疫情结束后，更多中国朋友也能去新加坡感
受新加坡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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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车水里寻乡愁

新加坡驻华大使吕德耀近照。 海外网 谢 明摄

新加坡滨海湾夜景。 新加坡旅游局供图

新加坡金文泰组屋区。 新加坡旅游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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