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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一些移民团体成员接触，谈新公民融入问题，其中一个常被提及的是国民教育的缺乏。有

意见反映，护照本转换颜色伴随的是复杂的心路历程，这个新公民身分蕴含了什么责任与义务、

什么权益与权力？现处土地承载着怎样的历史？同胞之间的情感依归乃至薄弱点在哪里？这些都

需要有人引导并渐进适应的。 
 
其实，别说新公民对这些内容不太确定，许多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也未必清楚知道自己的公民身

份承载着怎样的责任与义务。另外，宪法之外，作为一个新加坡公民和一个新加坡市民也有所差

别。前者赋予的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而后者则是一种生活智慧的累积与约定俗成。例如，男

性新加坡公民有义务为国家安全付出两年时间全职服役；而作为良好市民，不管男女，在公共交

通系统上发现可疑包裹都应向执法单位报告，这是市民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又如，宪法规定英

语、华语、马来语和淡米尔语为国家官方语言，任何新加坡公民都可享有在官方机构使用这四种

语言的权益；然而，作为良好的新加坡市民在行使这项语言权益时也得考虑维护种族与社会和谐

的市民义务，在与不同种族人士沟通时适当选择使用语言。 
 
但很多时候，在有利益冲突时，我们往往只记得争取权益和权利而忘了我们的责任与义务，甚少

顾及在坚持自己的利益时，是不是同时无意间在要求对方放弃其尊严。 
 
在跟人提起华族新公民融入新加坡的课题时，许多人的反应都认定语言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然而，新公民的体会是，语言其实不是最大问题，我们常常听到的沟通不顺畅，很多时候都是语

言背后所展现的姿态使然。 
 
以英语为工作语虽然没写入我国宪法里，但自建国以来就已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强势语言意识形态

并主导了许多语言政策，一般国人也普遍接受了英语优先以跟世界与工商科技的发展接轨的说法。

四种官方语，对应三个主要族群及国家发展需要，在宪法上被赋予公平、公正、平等的对待权益。

不过，在近期的反移民声浪中，似乎这项权益逐渐被理解为在新加坡社会生活必须会讲并应该先

使用英语的典范市民义务。因此外来人口（往往笼统包括新公民、永久居民、短暂居留者和客工）

必须要懂得并优先使用英语才能算是真正融入本地社会。这种让语言成为强势者的施压工具的现

象，再次提醒我国对多语多文化的尊敬与推崇，在一些层面仍然停留在纸面宣言，甚至有被曲解

之嫌。地铁公司数月前在舆论压力下终止地铁站名的华语播报就是一例。 
 
再举一例，不久前网络面簿流传一则有关一名马来族家长在一间传统华校听到来自中国的家长对

在学校看到巫族学生与家长而感到惊讶，那名巫族家长即刻以流利的华语反问：“那怎么会有中

国人在新加坡呢？” 巫族家长过后发布网文叙述此事，贴文在网上迅速流传，许多留言都谴责来

自中国的家长有种族沙文意识。 



 
甚少人意识到，外来移民很多都来自种族单一的国家，对多元种族和多种语言的概念和体会大多

数没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来得深刻。对在这里长大，熟知维护种族和谐重要性的国人来说，中

国家长的言论无疑违反了良好的市民义务，那作为一名拥有这一特有生活智慧的良好新加坡市民，

是不是更应该发挥智慧，以宽大助人的胸怀、以理解体谅的态度去传达国人引以为傲的独特新加

坡特色，而不只是偏激的埋怨甚至讥笑别人的不知（不等同无知）。 
 
这些例子说明两个事实，第一、国人对作为新加坡公民的义务与权益的了解体会其实并不深入，

甚至有所偏差。第二、新公民和永久居民对于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缺乏足够的引导说明。 
 
外交部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周一在政策研究所举办的“2013 年新加坡透视论坛”上整理出新加坡

的四大核心价值观为：多元种族／语言／宗教、遵守法律与秩序、任人唯贤，以及廉洁，并认为

这些是新加坡建国立基的关键价值观，不容动摇。许多会上发言的主讲人和与会者都表示赞同。

另外，令人欣慰的是，会上也确认了传达这些价值观给新移民的任务必须由本土国人承担，过程

会有紧张冲突，但责无旁贷。 
 
刚发表的人口白皮书预计在未来 20 年间，我国人口将超越 600 万人，而引进外来人口也势在必

行。白皮书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机，让我们重新检视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精髓涵义。诚邀大家

一起思考以下课题： 
• 你知道作为新加坡人的公民义务是什么吗？宪法以外，在新加坡社会作为一名良好市民，

你觉得需要履行什么责任？ 
• 身为新加坡公民，你能享有哪些权益？对你至关重要的是哪项权益？作为一名公民，你

如何维护这项权益？ 
• 你到目前为止所受的国民教育足够让你思考以上问题吗？这些知识能在日常生活中帮助

你正面面对挑战并履行公民及市民义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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