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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youtube.com/watch?v=Kc50NUInsi0&feature=related



新加坡文化？

•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
singapore/culture-heritage/

• 道地新加坡人亲述的9个文化特色：

http://www.bomb01.com/article/7565/%E9

http://www.visitsingapore.com.cn/see-do-singapore/culture-heritage/
http://www.bomb01.com/article/7565/%E9
http://www.bomb01.com/article/7565/%E9


楔子



绪论：多语言、多文学、多文化

不管是双文化或多文化，你越深入探讨，你越发现
它们的联系。表层的接触，只会导致他们分裂。或
者用另一种说法，多重文化的认知越高，延伸到各
自的领域也越广，如看到所有枝叶相互接触。但茎，
和主干依然是分开的。但是如果你更深入钻研，你
会发现树根相碰；再高些，树干相触、树叶接触。
而这就是交叉授粉之处。而再深入地层，两者也吸
收相同的养分。这就是多元文化之美。

-- 新加坡已故国宝级戏剧家郭宝崑





新加坡文化与文化新加坡
/柯木林

什么是新加坡文化？什么是文化新加坡？

这个问题不易回答，但在每个人的心中，又似乎有自己的
答案。新加坡文化是不是华人穿马来服装跳印度舞? 新加坡文
化是不是我们的大杂烩美食“Rojak”？新加坡文化的特色又是
什么？

实事求是，目前新加坡的文化建设还是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
更严格点说，我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千里之遥，始于
足下。凡事都不会太迟，只要决心去做，一定可以成功。当今
国策已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重视国人共同记忆，这是好的开始！





备课的思考 /陈志锐

“就深入探讨本土已故文化人的故事吧！”我告诉自己。

想到过去自己与世界各地的同学、友人或陌生人谈到新加坡，
除了经济效率、港口机场、口香糖、新式英语的话题，谈到人
的时候，他们就都只能说出一个名字。当然，李光耀先生的盛
名毋庸置疑，可是我们还有好多文化人及新加坡文化的故事值
得我们去分享吧。先人走了，却留下了无限的文化资产给我和
我的学生，以及我学生的学生。



A。人物

文化创造者、文化人



一、潘受

潘受（1911-1999）被誉为新加坡“国宝文

化人”，是当代教育界与文学界的泰斗，也
是一位天赋异凛的诗人及书法家。其原名潘
国渠，字虚之，号虚舟，笔名衣虹、虹，福
建南安人，自幼爱好写作及诗歌创作，曾于
1928年参加中国“全国拒毒论文比赛”荣获
第一名（北大蔡元培校长为主任评选）。



1930年19岁南渡新加坡，初任《叻报》编辑，1934年起执教于华侨中学、道
南学校及马来亚麻坡中华中学，后担任道南学校校长（1935-1940）。1953年
参加筹办南洋大学，任南大执行委员会委员。1955年南大校长林语堂离校，
潘受临危受委出任大学秘书长，度过没有校长的4年。间中的1958 年，潘受
被英国殖民政府褫夺公民权。



潘受诗词

春到南园蔚大观。啸歌未与夜俱阑。

衣沾雨润清明近。笔扫云开碧落宽。

多士龙门同鲤跃。一时鲲海待鹏搏。

无人知有河阳令。来对千桃袖手看。

——潘受〈春到南园〉

图片来自
http://www.kundian.net/post/%E3%80%90%E7%94%9F%E6%B4%BB%E3%80%91%E7%99%BE%E8%8A%B1
%E9%BD%90%E6%94%BE-%E8%89%BA%E6%B5%B7%E7%94%9F%E8%BE%89.aspx



二、郭宝崑



•余秋雨、著名戏剧家赖声川、
荣念曾、杨世彭、高行健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
《推销员之死》，北京中央戏剧
学院的《虎符》，台湾表演工作
坊的《这一夜，谁来说相声》等



•展开华、英的剧本创作（1984年《棺材太大
洞太小》。

•1980年代后：形式、语言、内容、意识
形态的多元性和开放性。



三、“先驱画家”刘抗



•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oral_history_interview
s/record-details/f6db91b4-115d-11e3-83d5-0050568939ad

• 7:30 -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oral_history_interviews/record-details/f6db91b4-115d-11e3-83d5-0050568939ad




1952年，钟四宾和陈文希、刘抗、陈宗瑞，一起到印尼巴厘岛写生，对他的艺术创作有
极其深远的影响。







B。 载体：

文化载体
如新谣

如新加坡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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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谣”代表作
《细水长流》
词/曲：梁文福

年少时候 谁没有梦
无意之中 你将心愿透露
就在你生日的时候
我将小小口琴送
最难忘记 你的笑容
友情的细水慢慢流
流进了你我的心中
曾在球场边 为你欢呼
你跌伤我背负
夜里流星飞渡
想象着他日的路途
晚风听着我们壮志无数

24



新谣历史：“唱自己的歌”
• 1970s：台湾现代民歌的兴起
• 海外华人地区：“唱自己的歌”运动
• 1980s：台湾校园民歌
• “借由歌曲表达心声”、

“在歌曲中表达对社会的批判”
• 新加坡青年：“我们的歌在哪里?”
• 1983年初：《邂逅》（巫启贤作曲；黄言惠塡作词）
• 《邂逅》成为焦点
• 开始举办有关歌曲创作的座谈会

25



《新加坡派》

歌词是如何体现新加坡人的

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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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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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星国我街道
——新加坡文学地图







最早的新加坡华文地志？



地志：地大于志、史笔大于文笔

•马欢著，成书于明景泰二年（1451年）。
•曾随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
乐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
年）三下西洋。记二十国的航路、海潮、
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
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
和野生动植物。

•“满剌加国”条写道：“自占城向正南，
好风船行八日到龙牙门。入门往西行，
二日可到。”（从南中国海到了龙牙门之后西行两天
便可以抵达马六甲，指大方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5%92%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4%B9%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5%BE%B7






东北部



新加坡地标诗集：东北线

• https://lynwen98.wixsite.com/website/
%E4%B8%9C%E5%8C%97%E7%BA%BF

https://lynwen98.wixsite.com/website/%E4%B8%9C%E5%8C%97%E7%BA%BF




《雾榜鹅》 /希尼尔

古早古早以前的清晨
浓雾总徊逗在椰林与泥土之间
不肯离去

那时候纷扰不再
喧哗不再
我的陋居高迈
百叶木窗外
一些泥黑
一些猪香
一些叶绿
清晨时分
一片雾白
一片烟浓

今后的清晨或傍晚
停留在枯叶与天空之间
所有的绿色隐去
所有椰林连根拔起
只留下老秃椰干和打桩机
周旋到底。最终
倒下，老椰林
竖起，洋灰城
带来一片阴森
一片嚣张
工地危险的牌子四处升起
铲泥机在教堂后喋喋争议
一次豪雨
泼落最后一景暮色
拆散所有情深的黑泥

雨后
耶稣出走
独留十字
刺向天空





列车在乌麻麻的地铁隧道穿行
——读李元瑾《林文庆的思想》(节)/黄嘉

一

Bibibi——
列车在乌麻麻的地铁隧道穿行
不见光的前方谁在操作驾驶盘?

Next station: Boon Keng
门扉开启
探头
闪过林文庆重叠着的两个身影
一个长袍翩翩
一个西装革履
一个儒雅地摆动着清朝的长辫
一个短发英气
把握门扉开关之间的六十秒

快告诉我——
柏拉图的理想国 是否在离骚找到建构的宝地？
汨罗江与爱琴海 您可计算过之间借着多少海里？

Please mind the platform gap
“爱只有在经历困难方可获得
并且必须循序渐进”
如果早知赴厦大诉职注定是悲剧结局

您是否依然为陈嘉庚两肋插刀义无反顾地豁出
去？





文化

在你我身边



地球村裡的在地文化教學
的三个关键词：

人物
载体

在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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