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我报 星期二 2011年1月18日本地新闻

新加坡式英语
（Singlish）

东西方特色

“怕输”

“敢敢做”

种族和谐

任人唯
贤

繁华中寻找身份认同感
传

说古希腊有位国王
Midas，向神灵祈求
“点石成金”的本

领。一开始国王乐极了，只要
他碰到什么就能变成黄金。不
过很快他便发现这是一个灾
难：花儿因为他的触碰失去了
原本的艳丽，食物因为他的触
碰变成黄金而无法享用，就连
心爱的女儿投入怀抱，也变成
了黄金雕像。

国王拥有满屋子的黄金，
所失去的生命中的宝贵事物却

更多。新加坡迈向国际化的
过程犹如黄金般闪亮耀眼，但
“点石成金”的背后，岛国是
否也在无形中失去属于它“原
汁原味”的特点？

杨丹旭 洪艺菁 杨漾

Singlish、kiasu、东西融合、敢敢做等是新加坡人独一无二的标志。

在许多国人看来，新加坡式
英语（Singlish）仍是新加坡
人独一无二的标志。这些夹
杂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方
言的独特句子，往往只有新
加坡人才能“听得懂”。

22岁的学生林苑婷受访
时说：“在国外生活时，有
时看到一群东方人，一开始
认不出他们是新加坡人，但
只要他们一开口说话，我就
知道他们是新加人。”

她说：“新加坡人的另
一个特色是骨子里融合了东
西方特色。相比洋人，我们
的思维有东方的保守；不过
新加坡人又比其他一些亚洲
国家的人来得开放。”

从事软件开发行业的
Ori Sasson博士（39岁）则

认为：“新加坡的人口多元
化，不同的人对‘什么是新
加坡人’有各自的定义，这
也意味着不同人会对新加坡
有不同的认同感。”

环球化不会削弱认同感
Sasson原籍以色列（Israel），
4年前成为新加坡公民。在
他心目中，新加坡人有“敢
敢做”（can-do）的精神，
会努力去实现梦想；种族和
谐、任人唯贤任人唯贤等价值观也是
新加坡人的特色。“当然也
别忘了一些有趣的特色，例
如新加坡人讲的Singlish，所
吃的各种美食。”

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杨
加田（3 2岁，经理）说：
“环球化并没有削弱我的国

家认同感，我在和外国朋友
接触的过程中，更清楚意识
到我身为新加坡人的独特之
处。务实务实、重逻辑、重视法
治、做事之前考虑周详，这
些特征都已根深蒂固，也成
了新加坡人的优势。”

IPS院长王景荣则认为，
本地人普遍存在的“怕输”
（k i a s u）性格已成为了一
种“国家素质”（national
q u a l i t y），有好也有坏。
“很多家长已开始担心孩子
将来面对来自外国学生的竞
争，也有人感觉在职场中受
威胁，这种‘怕输’的性格
造成了他们对外来人才产生
顾虑，但这些心理通常被夸
大了。”
相关报道刊A2、A4

贫富悬殊 pín fù xuán shū:
Polarization of rich and poor
wealth gap

侵蚀 qīn shí: To erode

任人唯贤 rèn rén wéi xián: To
appoint people on their merits

务实 wù shí: Pragmatic

我的字典HELPDESK

“环球都市”VS“亲切家园”
近年来，越来越多大型国际活
动和会议在新加坡举办，本地
两家综合度假胜地（IR）也开
幕了，这除了让新加坡的国际
地位有了显著提升，城市发展
也更趋向全球化。

不过，非选区议员兼工人
党主席林瑞莲认为，“环球都
市”和“亲切家园”之间难两
全。“2006年，新加坡主办
IMF国际大会，声称要让外国
人看到4 million个笑容。但这
个大型国际会议却对许多国
人造成了不便，也许4 million
个笑容还未看到，却先出现4
million个愁容。”

她指出，所谓“家”应该

是一个让人们感到熟悉、让人
心系的地方。若要国人把新
加坡视为“家”，就必须安抚
民心，保障国人会受到良好照
顾。“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我们
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照顾到
老一辈的国人。很多人其实都
挺害怕在新加坡变老。”

外来人才所带来的竞争，
也让一些国人感到压力重重。
前非选区议员谢镜丰说：“生
活费上涨、贫富悬殊贫富悬殊，是我们
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低薪阶
层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又看到
外国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受重
视，难免觉得自己被国家遗弃
了。”

缩紧移民政策
以新加坡人利益为先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黄
根成在政策研究院（IPS）的
常年论坛上发表开幕演讲时坦
言，并不是每个新加坡人都能
适应改变的步伐，有人埋怨生
活节奏变得太快、压力更大；
也有人把拥挤和物价上涨等问
题归咎于本地出现了许多外国
人；一些人则担心环球化将侵侵
蚀蚀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感。

他透露，政府将随时调整
人口政策以应对变化，我国在
去年缩紧移民政策，批准的新
公民人数从2009年的19,928人
减少到2010年的18,758人。

批准的永久居民（PR）人
数则从2009年的59,460人削减
到29,265人，PR的整体素质也
有所提升。统计局较早前公布
的2010年数据显示，49.5%的
PR拥有大学文凭，这比2000

年的32.7%增加了许多。只有
中学程度或以下的PR，则从
43.7%锐减到26%。

黄根成表示，政府会以新
加坡人的利益为优先。但他也
透露，我国生育率在2010年已
跌至1.16，比2009年的1.22还
低。因此他表示新加坡仍需要
引入足够的外来劳动力，来维
持经济发展和缓解人口老龄化
的影响。

在适当引进外来人才的同
时，政府也得留意如何保留
本地的优秀人才。政策研究
院（IPS）研究员梁振雄博士
说，目前移民去国外的新加
坡人还是少数，不过也值得
注意。“我们需要了解他们
离开是因为pull factors还是因
为push factors，如果是push
factors，那又是什么？”

新加坡人有哪些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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