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当“独眼龙” 勿持双重标准 

受访各界：总理提醒来得正是时候  国大副教授陈恩赐同意总理有关的“独眼龙”

说法，他说，人们有两只眼睛就是为了要平衡，既看到他人的长短，也要看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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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是“独眼龙”、“小心眼”、“大小眼”？总理在国庆群众大会上的“独眼龙”比喻引

起了一番议论，受访的本地人和新移民都认为总理的提醒恰是时机。 

 

担任社区调解官 12 年的芽笼士乃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彦臻说，这个比喻凸显了人们只顾自己却

看不到别人的自大心态。 

 

“这就好像你有一块钱，我也有一块钱，但是人们总是觉得我的一块钱比别人的一块钱值钱，想

也不想就认定是别人不对。”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同意总理的说法，他指出，人们有两只眼睛就是为了要平

衡，既看到他人的长短，也要看到自己的。 

 

专门研究移民与融合课题的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梁振雄博士说，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好的

事情总是比较能获得人们的关注，跟“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人家会

说，新加坡人‘大小眼’，对自己跟外国人双重标准。” 

 

李显龙总理前天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花了不少时间谈本地人的这个双重标准：外国人做了好事没

人议论，但做了不好的事就引起轩然大波。 

 

他举例说，有人投函报章说巴士上有乘客呕吐，别的乘客忙着躲避，只有一名外籍护士上前帮助，

这件事没有被宣传。但同样在巴士上，两名女乘客为了争座位吵架的录像片段却大肆渲染。 

 

总理说：“这就好像台湾作家所说的‘独眼龙’，我们可当不起‘独眼龙’。” 

 

总理也提到新加坡的一些丑陋行为让人担忧，比如因共用的走廊清洗问题、噪音问题、停车问题

和反对住家楼下建乐龄公寓问题而互不相让。 

 



他说：“我们不应该让这个趋势蔓延，把我们变成丑陋的新加坡人。” 

 

受访的社区调解员说，总理发出的信息正是时候，值得人们反思。 

 

有 15 年经验的高级社区调解官林兰源博士说，不管这是否真的能改善人们的行为，但总理利用国

庆群众大会发出的呼吁足以敲响警钟。 

 

“行为和操守不是政府能轻易左右的，这要打持久战，需要不断教育和辅导，而且最好是在孩童

时期就灌输。” 

 

黄彦臻也说，他在为居民做调解时，常劝导他们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大家要共享公共空间，不

能因为是本地人就有优先权。不过，他也说，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讲道理的，愿意以正面的心态

解决问题。 

 

律政部属下的社区调解中心在去年就处理了 593 个个案，比前年的 498 起高，但一般来说，七成

的个案都能得到解决。 

 

总理在前天的演讲中，也提到新移民社团关爱会通过做慈善回馈社会。关爱会秘书长俞扬说，昨

天被总理点名感到非常荣幸和惊讶。 

 

她说，自己来新 20 年，觉得新加坡一直对自己很好，很感激孩子能在这里受到良好教育，所以也

想为这里做点什么。 

 

“现在新移民比较多，难免有些负面影响，但总理特地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强调这点，显示这个课

题受到重视。” 

 

另一名新移民伍治坚（32 岁，基金管理公司经理）说，新移民要获得认同，首先要把英语学好，

而且要多读本地历史、文化和政策，这样跟本地人沟通时才有话题。 

 

梁振雄也指出，跟以往国庆群众大会强调经济发展相比，总理这次将重点放在打造新加坡的软实

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谈到融合问题时论述风格也起了变化。 

 

“这次没有成功新移民的故事，反而整个演讲穿插一般人如何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这更能引起大

家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