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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这是为了纪念 1964 年 7 月 21 日的族群冲突，提醒新加坡人种

族与宗教和谐不是理所当然的，族群关系是需要经营与维护，以避免惨痛历史重演。学校在促进

族群关系与和谐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种族和谐日自然成为学校重点活动之一。每年这

个时候，各所学校便以各种方式庆祝，包括让同学分享不同族群的美食，或让学生穿上异族的传

统服装上台表演，或举办小型展览让大家了解不同族群的习俗与节日等。除了为学生提供不同族

群互动交流、建立友谊的空间，学校也通过课程，系统性地促进学生对异族文化的了解，培养学

生多元文化意识，以及教导他们如何对待彼此间的异同，社会科学课程和公民课程之类的设。  

经过多年来各方面的努力，新加坡的族群关系似乎相当融洽。根据 2013 年政策研究所公布的族群

和谐报告，新加坡的种族与宗教和谐状况令人宽慰，高达 80%的新加坡人表示，不介意与不同族

群宗教的人深交。然而，同一份报告也显示，有 40%的新加坡人认为，在新加坡族群间的紧张关

系尚未消除，还有 31%经历过族群之间的不愉快。另一方面，近年来，我们的互联网频频出现有

关种族排他或歧视的言论和新闻，好些牵涉到年轻人。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新加坡的族群关系,

难道还只是处于互相容忍的阶段？  
 

笔者曾与一群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讨论新加坡族群和谐问题，好几位都认为，新加坡现阶段对待

族群差异的方式，很多时候是“容忍”多过于“接受”。虽然独立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种族与宗教冲

突，但是这并不代表族群间已培养了良好关系与深入了解彼此。有人提出学校有关多元文化与族

群关系的教育有待加强。种族和谐日与课程提供一些基本知识，认识各个族群的历史饮食、服装

或文艺活动等。如果能进一步交流，有机会纠正刻板印象、调节矛盾，也许族群关系能由“容忍”

升华为“接受”。不过几位年轻人透露，在学校很少讨论族群与宗教的话题，因为这类课题被公认

是敏感话题，怕说错话冒犯他人，甚至被误认自己带有种族歧视。一位曾经在新加坡教育学院执

教的学者在她的学术文章透露，一位社会科学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在课堂里讨论族群问题时，还特

别说了一句：“不要担心，你们说的，我不会去举报。”（Don't worry, I'm not going to report you）  

对于“敏感”话题，老师似乎也有相同的担忧。根据教育学院学者在一份 2010 年学术期刊中，分

享与社会科学中学老师的访谈，许多老师虽然认为，让学生平时讨论更贴近生活的族群话题，可

以促进群体关系，可是因为种族与宗教在新加坡被视为敏感课题，于是在教课时不敢深入讨论，

怕触及无形的底线，也担心自己无法好好处理而引来麻烦，甚至还要面对法律制裁。学校师生双

方似乎都觉得深一层交流是有意义也有需要，但都因大环境营造了族群与宗教的敏感氛围而却步

了。  

然而，避而不谈是否是族群相处的最佳方式？大家为了不伤和气，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不敢进

一步提问、交流、了解，这是否是我们理想中的融合？满足于现状的“和谐”的后果，会不会有一

天潜伏已久的不愉快，意外地一触而发？  
 



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谈论，而是应该如何谈论才有建设性，怎么样表达才是尊重他人。

经历了 50 年的建国历程，新加坡社会如果可以承担一些风险，可以改变围绕族群宗教的敏感氛围，

给予老师一些空间，让他们引导学生针对族群与宗教课题，作深入的思考和诚意的对话，培养学

生负责任、有技巧地表达意见、敏锐观察和尊重他人的感受，或许对族群和谐与关系，会有较大

的提升。学校的训练，有益于年轻人在发表观点时会比较懂得深思熟虑，在表达意见时，会比较

得体。这样，或许族群和谐才有可能从“容忍”的阶段，提升到“接受”甚至互相欣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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