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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建国历史短浅，新加坡领导人向来着重把国人对岛国的认同感建立在对未来展望，

这样的理念虽然有助塑造一个愿意广纳人才、充满活力的社会，然而有资深新闻工作者和新移

民对如此建立起的身份认同是否经得起考验的问题表达了顾虑。  

 

《海峡时报》助理总编辑贾纳达斯·蒂凡（Janadas Devan）认为，一个所需付出的代价

是：我们会建立起一个富裕但缺乏文化底蕴的社会（nation of parvenus）。  

 

贾纳达斯是已故总统蒂凡那的儿子。他昨天受邀在“2011 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针对如

何加强新加坡人对国家认同感的问题提出看法时，发表上述看法。  

 

在这个开放式的环球化经济时代，他指出，要如何避免国内那些流动能力高的环球人

（global），和流动能力相对较低的在地人（local）因出现分歧而造成社会分化，这个情况

值得关注。   贾纳达斯指出，我国必须继续敞开门户欢迎各地人才，但是他认为政府有必

要更好地调控引进的新移民人数，因为“激增的移民人数会压垮社会吸纳移民的能力”。 

  

另一方面，他也吁请新加坡社会精英以及政府关注贫困国人的处境，避免日益扩大的贫

富悬殊问题分化社会。  

 

其他针对这个主题发言的还包括本地著名整形医生吴志良（Woffles Wu），以及原籍以

色列、在本地成家并已入籍新加坡的企业家奥里·赛森（Ori Sasson）博士。  

 

吴志良医生主要以本地创意圈人才如何凭坚定信念在圈内耕耘写下属于他们的篇章，来

定义“新加坡精神”。  

 

“新加坡精神”（Singapore Spirit）的概念最先由李显龙总理在去年的国庆群众大会

上提出，他认为这个精神体现于新加坡人共同的经历和价值观、对国家作出的奉献，以及新加

坡公民的共同梦想。  

 

身为新移民的奥里·赛森博士则从日常生活观察中列举新加坡人的特质，尝试从中定义

他眼中的“新加坡精神”。  

 

  虽然他认为新加坡把国家身份认同建立在未来展望而非过去历史，这对历史短浅的国家是

个较实际的做法，但他认为，这样的身份认同是否够坚固，能否承受得起内部或外来打击，这

点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