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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定本地历史事件熟悉，不一定就会让人觉得有关事件对自己和后代会造成大影响；而多年

前引起争议的事件，现在可能有了正面的意义。 

“新加坡历史认知调查”（Perception of Singapore's History）的首席调查员、政策研究所高级

研究员梁振雄博士做出上述总结。 

他举例说，高达 98.8％参加调查的民众（或 1500 本地人）知道，两家综合度假胜地的赌场在

一片争议中开幕，却不觉得它是个影响个人和后代的重要历史事件。针对“赌场开张对个人的

重要性”，民众在代表最不重要的 1 分到 5 分（最重要）之间，平均打了 3.09 分。在最重要事

件的排名中，2003 年爆发的沙斯疫情排名第一，取得 4.37 分。 

除了赌场开张，莱佛士于 1819 年登陆新加坡，以及我国在 2010 年举办首届青年奥林匹克运

动会，虽然在民众印象最深刻的新加坡历史事件中，分别排名第八和第 10 位，在重要性方面

却只分别排名第 26 和第 29。 

调查显示，年纪较大者对历史悠久的事件相对熟悉，跟其他年龄层相比，他们也认为，这些年

代久远的事件更为重要。例如，1516 名年满 21 岁的受访者中，只有 252 个（或 16.6％）对

1963 年的“冷藏行动”大逮捕有印象，当中年满 50 岁的就占了 120 人（或 47.6％）。在重要

性方面，年满 50 岁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平均给冷藏行动打了 3.38 分，而 21 至 34 岁受访

者则只打了 3.28 分，35 至 49 岁者则只打了 3.08 分。 

调查也显示，政府于 1966 年在学校推出双语政策，使英文成为第一语文，当时引起争议，参

加调查者却觉得，这个政策具正面意义。以最负面的 1 分到最正面的 5 分为标准，民众给双

语政策打了 4.18 分，在最正面的事件中，排名第 10 的位置。地铁通车意义最正面 

民众认为，最正面的本地历史事件是地铁于 1988 年通车。 

最能牵动人心的 10 大本地历史事件，排名顺序是：沙斯疫情、地铁通车、樟宜机场开幕

（1981 年）、拟定信约（1966 年）、首批国民服役人员入伍（1967 年）、创作“前进吧，新

加坡！”（1958 年）、双语政策、地铁大瘫痪（2011 年）、建屋局成立（1960 年），以及李

光耀因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在电视上落泪（1965 年）。调查也显示，政府于 1966 年在学

校推出双语政策，使英文成为第一语文，当时引起争议，参加调查者却觉得，这个政策具正面

意义。以最负面的 1 分到最正面的 5 分为标准，民众给双语政策打了 4.18 分，在最正面的事

件中，排名第 10 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