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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什么都有，就是
没有灵魂？

电力站前艺术总
监Sasitharan昨天在政策研究
院（IPS）的常年论坛上，在
众人心中留下了这个问号。但
他也指出，许多人尽管对新加
坡有诸多不满，却依然选择留
守这片家园，继续打造属于这
城市的灵魂。

约800人出席了“2011年
新加坡透视论坛”，一同探讨
新加坡在迈向环球都市的过程
中，“亲切家园”的感觉是否
依然存在。

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追
求经济发展，在城市与社会面

貌迅速改变中，国人失去了很
多他们视为情感依据的事物。
随着经济发展较稳定，人们开
始质问何谓“新加坡人”，
尝试抓住一些共同的认同感
（sense of identity）。

本地导演陈子谦（35岁）
认为，26岁至35岁的新加坡人
对国家的认同感到特别迷茫，
因为他们是一批“时代的产
物”，在不断变化的政策下生
活。

陈子谦说：“我就属于
那个年代。我们这批人算是
guinea pigs，成长过程中，教
育和住房等许多政策都不断改
变，这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失
落的感觉。”

纪录片《悄逝的记忆》

（Diminishing Memories）
的导演翁燕萍（33岁）将这
种情感称为依恋感（sense of
attachment）。但她认为，如
今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一代所面
对的可能是另一种身份迷惑。
他们刚开始在事业中探索，仍
在努力“发掘与寻找自我”，
因为必须先找到“自己”，才
能够自信地去寻找对社区和国
家的认同。

政策研究院（IPS）研究
员梁振雄博士认为，过去几年
移民快速增加，难免让新加坡
人缺乏安全感。他认为，政府
应该更好地与人们建立密切联
系，尤其是年轻的一代，聆听
他们的想法，了解他们的需
求。

非选区议员兼工人党主席
林瑞莲则认为，若要让新加坡
人对国家有归属感，首先应该
归权于民，让人民觉得有能力
对不满的方面作出改变。她因
此建议政府应该从国人的一些
生活领域中退出，如体育总会
的领导层，应该让民间推选领
袖。

随着新加坡城市面貌不断
改变，国人是否迷失了方向，
在这个岛国找不到心目中熟悉
的“家”？

在环球化中，新加坡人究
竟该心系何方？什么才是真正
的“新加坡精神”？《热点新
闻》带你去探索这些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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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变化中
可还有熟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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