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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500 名本地民众在一项最新调查中选出，两家综合度假胜地的赌场开幕是他们印象最深

刻的新加坡历史事件。尽管印象深刻，赌场开张却不是民众眼中重要历史事件，在重要度排名

中位居最后。 

沙斯疫情对个人影响最大 

民众觉得对个人产生最大影响的本地历史事件，是 2003 年爆发的沙斯疫情。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在去年 8月至 10月间，首次针对 1516 名年龄

在 21 岁以上的新加坡公民，进行面对面的调查。参加调查者的年龄、性别和种族等都具代表

性，他们在 50 个从 1819 年至 2011 年发生的事件中，选出让他们印象最深刻和认为最重要的

事件。 

这项名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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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调查团队从不同来源筛选 50 个事件，不仅邀请 50 人参

加两场讨论会，也由新跃大学的学生率先进行一个以 470 人为对象的小型调查，以核实这些事

件具代表性。 

梁振雄指出，最近发生的事件更容易让人有印象。调查中排名第一至第四的事件都是近 10 年

发生的，除了 2010 年赌场开张和沙斯肆虐，还有 2011 年地铁大瘫痪，以及 2008 年轰动一时

的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逃出拘留所事件。 

不熟悉事件也能汲取教训 

反观最少人有印象的 10 个历史事件，都发生于上世纪 50 至 80 年代，包括冷藏行动（1963

年）、捣毁“马克思主义阴谋者”（1987 年）、骑劫拉裕号（Laju）渡轮（1974 年）、大学

毕业母亲生育优先权计划（1984年），以及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1980 年）。 

梁振雄说，调查并没要求参加者解释不熟悉这些事件的原因。他认为，尽管少过一半的人熟悉

这些事件，但却能让我们从中汲取教训。他以“大学毕业母亲生育优先权计划”为例，指出政

策与社会价值观不符，值得制定政策者关注。 

为扭转教育程度较高女性比教育程度低女性生育少的趋势，建国总理李光耀与时任教育部长的

吴庆瑞，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母亲，在为子女选择学校时享有优先权。此举不仅

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连大学毕业母亲也提出抗议，政府后来取消了计划。 

梁振雄也注意到，一些与特定种族相关的事件都令有关族群更为关注。例如参加调查者中，马

来族更为熟悉 1950年发生的玛丽亚·赫托（Maria Hertogh）暴动，而华族对关闭南大的印象

更深刻。 



研究员把 35 个让民众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分为三大主题：建国、矛盾和国家韧性（National 

Resilience），再分析相关事件是否与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息息相关。调查结果发现，重视新

世界酒店倒塌和河水山大火等考验国家韧性和团结程度事件的人，对未来也更乐观。 

梁振雄说：“标志建国的里程碑包括地铁通车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让人民产生认同感的信约

等。另一些事件则导致人民在如何治国方面出现分歧，例如生育计划等，而河水山大火等让全

国同心合力渡过难关。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以为沙斯疫情是凝聚全国的事件，但调查结果却是

事件也造成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