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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我们不时颂赞这种多元种族精神，但也往往被提醒要维

持种族和谐是艰巨挑战。 

在组屋区、职场和艺术领域，不同族群和习俗相互碰撞。出现矛盾时，我们可以选择感

到愤怒或让他人感到愤怒，或把事件变成深化对彼此了解和强化凝聚力的机会。这样也

许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更理性地学习、体现对多元种族的敏感性，不再只是一味遵

照来自“有关当局”的指示。 

 

《新兵正传 4》（Ah Boys To Men 4）试镜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偶然出现的机会。我们

应该借此好好地反省并从中成长。 

 

新兵正传系列电影在这里很受欢迎。本地印度同胞演员巴尔加瓦（Shrey Bhargava）

前去试镜印度军人的角色。导演要求他以浓浓的印度腔，演出一个让人觉得好笑的“典

型印度人”。他虽然照做，随后却在个人面簿表示这经验让他反感。他形容这是“不经

意地流露出来的种族歧视”。 

 

他后来虽然澄清在过去的演出中，可能也曾使用类似口音，却提出了两个更深层次的问

题：少数族群可以扮演的唯一角色，就是其他人对他们的既定印象吗？（毕竟，这是非

常成功的新加坡电影系列）。我们是否应该以娱乐的方式助长这种既定印象？ 

 

诚然，主办试镜的选角小组有权要求表演者尽情发挥演技，甚至表示最终的演出不一定

会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一切呢？也许可以从三方面来看。 

 

首先，从电影和娱乐的角度来说，电影制作人要以对某一族群的夸张演出来博取观众的

笑声，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效果是好是坏，大体上将由观众和影评人决定。 

 

其次，新兵正传是反映新加坡生活方式的系列电影。因此，从透视社会的角度来看，我

们必须考虑社会的另一方面——印度人社群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即使在印度人社群里，人们对此大概也会反应不一。不过，巴尔加瓦却有权表示，他对

试镜要求所隐含的族群既定印象感到不自在。我们不时表示希望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

互理解，学习尊重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国家里的其他族群。因此，我们更应该乘这个机会

反思，到底是什么让人感到不快？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拿来开玩笑，并一起开怀大笑

的？什么事情却不可以呢？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假设，或更糟糕的，因为害怕出错而退缩到我们熟悉的圈子来避免任

何误会。这两种做法都会削弱不同族群、宗教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流。 

 

第三，从一个民主公民社会如何运作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向自己证明，我们有能力处

理艰难的对话，并因此加强而不是损害整个社会与政体的凝聚力。遗憾的是，对巴尔加

瓦面簿言论的反应，并没有显现我们最好的一面。许多网民的反应是尖酸刻薄的，尤其

是占大多数的华族。他们反守为攻，指他“玩种族牌”。巴尔加瓦完全有理由觉得他再

次成为受害者。就像一般网上的争议一样，参与者情绪激动，没有人愿意冒险呼吁人们

冷静与文明地进行讨论。 

 

如果可以重来，我们可不可以采取一种更有建设性和包容的方式？ 

 

首先，我们先不要质疑提出问题的人，就当他的用意是好的。不管他是否有说服力或采

取了适当的措辞和语气，我们应该着重的，是他投诉的重点和这会如何影响整个国家社

区的共同利益。 

 

以这起事件来说，巴尔加瓦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深化既定印象，鼓励“带种族意味

的幽默”，还是应该培养对各族群——包括华族和少数族群——较符合现实的印象？ 

 

我们也可以问，当巴尔加瓦以喜剧演员身份嘲讽自己或自身族群时（据一些人所说），

情况为什么又不一样了呢？巴尔加瓦解释说，他希望碰到难得的好机会时，少数族群的

角色不会要求他们贬低自身或族群的整体形象。 

 

跟着，我们必须问自己一个意义更重大的问题——我们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显露出种

族主义行为？我们的一些姿态、言论或行为，会不会造成对一些人或族群的不敬？不论

我们是否有意，这些人最终是否还是觉得被伤害了？ 

 

还有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表演工作者是否享有更多空间，可以使用幽默来刺激自我

反省和社会意识？什么方式和在什么时候，这是被允许的？电影制作人嘲讽某个族群的

做法，会不会让我们在捧腹之余，突然停下来反思自己的反应？ 

 

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由人们自己确定。以这起事件来说，也包括制片人。大家必须走出

熟悉的圈子和“社交媒体”，同“其他人”沟通。因为这是让我们可以知道对方如何看

待我们言行的唯一方法。 

 

慢慢的，在平和的气氛中，我们可以学习理解其他人为什么会感觉受伤害；学习在不加

剧伤害的情况下表达不同的意见，并最终肯定彼此间的共同信念和利益。这样，我们支

撑多元种族主义的各种沟通方式，也可以进一步加强。 

 

最后，我们应该同意，不是每一次的争论都必须以报警收场。我们对所关注课题自然流

露和用心良好的意见，应该共同分享和处理，这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凝聚力。我们必须



对彼此间的沟通与交流感到自在，不需要诉诸“有关当局”来压制另一方。这只会养成

我们的依赖性。 

 

毕竟，真正的跨文化交流和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社会，同我们内心的感受息息相关，不应

该牵扯上法律规定或制裁。即便没有官方行动，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处也应该是可以持

续的。 

 

种族歧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网上对试镜事件的争议不是太过火爆，应该可以强化

而不是削弱我们的凝聚力。 

 

目前，族群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高涨。新加坡也面对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在我

们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里族群代表对问题的更积极讨论。我们希望上述事件会促进包容性

和相互理解，而不是扩大分歧与差异。当我们的社会凝聚力面对更严峻挑战时，这些将

是宝贵的经验。 

 

所以，在面对种族课题时，我们可不可以从“男孩变成男人”，以文明的方式处理争

议？ 

 

亚洲新闻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 2016 年的一项族群关系调查显示，在受访的 2000 名新

加坡居民当中，56％认为本地华人是“轻度种族主义者”（mildly racist）或“种族

主义者”（racist）。至于对新移民的看法，65％受访者认为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是“轻

度种族主义者”或“种族主义者”；认为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新移民是如此的受访者，

分别是 54％与 56％。 

 

这些是受访者的观感。问题是，我们做了什么以致周遭的人觉得我们是种族主义者？此

外，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积极消除种族主义态度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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