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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研究期末報告 

《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之形象、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 

任課老師：楊聰榮老師 

陳文麗（海華碩二 60385001i） 

 

 

摘要 

新加坡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但因為其土地面積非常小沒有自然資源，在經

濟發展上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資源支持，然而極其需要人才的新加坡卻又是世界

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吳作棟總理曾說「沒有外國人才，我們將不能成為經濟一

流的國家，我們必須從國外引進人才補充國內人才的不足」，1引進外來人才成為

了新加坡解決人才問題的主要政策。新加坡的移民中，中國新移民和馬來西亞華

人移民佔大多數。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雖依然維持在大多數，但

是當中的組成結構其實有了很大的差異。三個地區三種不同生活形態的華人聚集

在一起，其實多多少少有著隔閡與摩擦。本篇報告，筆者嘗試通過資料的收集與

簡單的觀察，運用移民研究的理論，研究對象以中國新移民為主，馬來西亞華人

移民為輔，對生活在新加坡同屬華族的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情況，尤

其是他們在新加坡人眼中的形象、與他們在當地的文化適應問題，進行比較與研

究分析。希望找出聚集在新加坡的，另外兩種不同形態的華人移民的特點，這或

許有助於三者消解之間的隔閡差距，更融合地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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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宏，《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形象：當地的視野與政策考量》，《南洋問題研究》，2012 年

第 2 期，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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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新加坡是世界上最袖珍的國家之一，也是東南亞區域最小的國家，國土面積

僅 710 平方公里，人口約逾 500 萬人。2然而，像新加坡這樣一個缺乏自然資源

的國家，卻是亞洲四小龍之一，它通過推行自由貿易，培養高效率的勞動隊伍等

策略扭轉劣勢，成功運用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發展成主要的航道上的國際樞紐

港。3那麽作爲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經濟强國，人，成爲新加坡最重要的並賴以發

展經濟的資產。然而極需人才去維持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的新加坡，卻又是世界

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4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曾說「沒有外國人才，我們將不能成

為經濟一流的國家，我們必須從國外引進人才補充國內人才的不足」，5引進外來

人口到新加坡工作、求學、投資或移民一直是新加坡解決這項問題的主要策略。 

 

「毋庸置疑的是，新鮮血液的涌入緩解了新加坡較低的人口替代率，高素

質的人才更為新加坡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

耀所說，新加坡需要不斷從中國、印度、東南亞引進聰明能幹和充滿活力的新

移民，才能繼續保持動力與活力。」6新加坡移民中，中國與馬來西亞移民佔了

大多數，有其歷史脈絡與原因。新加坡的英殖民政府基於反共理由，限制從中

國大陸來的移民，1949 年以後，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幾乎完全停止。新加坡主

要由由四大族群組成，即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其他（包括歐洲人、阿拉伯

人、日本人等），而當中無論是人口數量或是政治地位，華人皆處於優勢族群

（majority）的地位。7直至 80 年代從中國來的移民大多是 1949 年以前就定居

在新加坡，而那時候新加坡大量接受從馬來西亞來的華人移民，以保持種族比

例的穩定。880 年代中期開始中國放寬對外移民政策，而新加坡的門戶開放及人

才招攬使中國新移民數量快速增長。 

 

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雖依然維持在大多數，但是當中的組成

結構其實有了很大的差異。新馬華人的祖輩雖源自中國，與中國人可謂同源同，

但畢竟那已是幾代人以前的事了。新馬華人文化屬於中華文化的分支，受到東南

亞多元種族文化等影響，再加上不同的生活方式與習慣，與中國人確實存在很多

的差異。而新馬華人雖在地理位置上是接近的，但兩地也因著政治等關係差異性

也很顯著。三者在新加坡這樣一個華人社會生活，卻多少有著隔閡與摩擦。本篇

                                                      
2 參見《新加坡旅游局》http://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zh/experience.html 

3 《新加坡旅游局》http://www.yoursingapore.com/content/traveller/zh/experience.html 
4 2015 年全球生育率統計表，新加坡眼 http://www.yan.sg/2015quanqiuushengyulutonjibiao/ 
5 劉宏，《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形象：當地的視野與政策考量》，《南洋問題研究》，2012 年

第 2 期，頁 70。 
6 《生育率低迷新加坡將引進移民補充人口應對老齡化》國際在綫

http://gb.cri.cn/27824/2013/01/30/6611s4007099.htm（閲讀於 2016 年 2 月 3 日） 
7 謝國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44。 
8 謝美華，《近 20 年來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數量估算》，《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 年 9 月第 3

期，頁 53。 

http://gb.cri.cn/27824/2013/01/30/6611s4007099.htm（閲讀於2016年2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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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筆者嘗試通過資料的收集與簡單的訪談/觀察，運用移民研究的理論，研究

對象以中國新移民為主，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為輔，對生活在新加坡同屬華族的中

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情況，尤其是他們在新加坡人眼中的形象、與他們

在當地的文化適應問題，進行比較與研究分析。希望找出聚集在新加坡的，另外

兩種不同形態的華人移民的特點，這或許有助於三者消解之間的隔閡差距，更融

合地相處。 

 

 

二、新加坡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的概況與發展（1990 年迄

今） 

中國新移民（New Chinese Immigrants）一詞相對於早期南來的中國移民而

言，指的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前往國外並取得當地居住權或居住國國籍的

華僑和華人。」9根據上一節所述，中國於 80 年代中期放寬對了外移民政策，而

與新加坡於 1990 年建交。而新加坡本土華人出生率在 80 年代以後大規模下降，
10於是新加坡在 20 世紀 90 年代以後新加坡開始大量接受中國移民，一方面是就

兩個政治與經濟貿易的改善與發展而言，而更主要的原因在於其將引進華人移民

作為最主要的發展戰略之一。11這明顯與其種族政策是有關的，用以維持新加坡

華人的人數，保持其華人族群的優勢地位。然而中國人雖與新加坡華人屬同源同

種，看似能夠比其他族群更快融入新加坡社會，卻在後來的二十餘年仍與新加坡

人多有明顯的衝突與摩擦。 

 

 2013 年 2 月 16 日下午新加坡發生了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抗議集會。當

天有超過千名新加坡人聚集在位於商業中心的芳林公園（Hong Lim Park），

抗議國會於 2 月 8 日通過的人口政策白皮書。12聚會是針對新加坡政府引進外

來人口來填補勞動力的不足的政策提出反對的聲音，而其中的矛頭又特別指向

中國新移民。此次事件，顯露出新加坡人與中國新移民之間的矛盾衝突在 20 年

來其實是越演越烈的。1990 年代起大量湧入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改變了新加坡

人口的結構，在短短二十年内，中國新移民的人口已達 40-50 萬，約爲新加坡

人口的 1/10。新移民人口在新加坡增長速度非常快，但是在生活與文化融合上

卻相對緩慢，再加上中國新移民中很多都是投資移移民或到新加坡唸書的，與

                                                      
9 吳前進，《1990 年以來中國-新加坡民間關係的發展—以中國新移民與當地華人社會的互動為

例》，《社會科學》2006 年第 10 期，頁 84。 
10 根據新加坡政府的統計，在 1970 年，新加坡華人人口出生率是 3.03%；接下來逐年下降，到

2006 年華人出生率已下降到 1.11%，跌幅非常之大。參見謝美華，《近 20 年來新加坡的中國

新移民數量估算》，《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 年 9 月第 3 期，頁 53。 
11 謝美華，《近 20 年來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數量估算》，《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0 年 9 月第

3 期，頁 54。 
12「白皮書提議通過引進外國移民來填補本地勞動力的不足，預計在新加坡現有的 530 萬人口

基礎上，到 2030 年最多達 690 萬人口。」 《新加坡上千人舉行集會抗議政府未來人口規

劃》，《國際在綫》http://big5.cri.cn/gate/big5/gb.cri.cn/27824/2013/02/17/6611s402137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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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形成競爭的關係，因此兩者之間衝突接二連三發生。 

  

 至於新馬，因為兩國地理位置以及歷史與外交關係關係，一直維持移民的

往來。根據學者謝美華所敘:「1980 年，基於之前英殖民政府對中國移民的限

制，出生于中國的華人大多數是 1949 年以前就頂據新加坡的，僅占所有國外出

生人口總數的 35.9%，占新加坡總人口的 7.8%。雖然缺少從中國來的移民，但

新加坡大量接受從馬來西亞來的華人移民，以保持種族比例的穩定。」80 年代

左右應該是馬來西亞人移居新加坡的高峰期，比中國移民潮要早 10 年。之後，

新加坡的經濟持續成長，相較之下，馬來西亞的生活水平與之的差異越來越

大。新加坡經濟優勢以及對於人才的招攬，加上馬來西亞的政治和教育等等問

題，促使馬來西亞人無論是海外留學或國內大學畢業的人都考慮往外走，尤其

是鄰國（筆者按：新加坡）成為了他們首選之地。13而近幾年，馬來西亞也開

始成為新加坡移民的主要選擇之一，根據馬華全國組織秘書長鄭修強於 2012 的

發言，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馬來西亞是新加坡人首選的移居地。14 

 

 

三、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在新加坡的文化適應與文化認同 

由於長期的移民歷史和文化地理上的毗鄰關係，中國已成為了過去 20 年來

（1990 年中新建交之後）這個島國最主要的移民來源地。15 然而中國新移民這

樣一個新加坡人口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在 20 年來多有未融入新加坡社會的情

況。相對的，他們帶來的諸如物價和房價等問題也衝擊著新加坡，使新加坡人

對其多有不滿，類似的情況從一些報導或網路資源均可見一斑。如德國之聲中

文網的一篇文章就記錄了新加坡和中國新移民對彼此的不同看法，一名從事人

力管理的新加坡人表示：「工作上他們有一些人薪水要求比較低，學歷方面比

我們高，帶來强力競爭。那些高學歷的人來到新加坡，他們不會認爲自己是新

加坡的一份子，什麽都是中國最好，也不想要融入新加坡。」16中國新移民紀贇

則持認為「就思想上而言，兩地居民就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中國新移民往往太

『聰明』，但在一個契約社會裡，太聰明的人往往會讓人覺得未必靠得住。這主

要還是與中國社會的現狀有關。在中國合法的事往往比非法的還要難辦，所以

在這種社會裡生存的人，往往就學會了一整套的變通與取巧的方法，喜歡在辦

事時繞過規則或乾脆忽視規則。但在一個健全的社會中，這種人往往會因為太

聰明而最終吃虧。」 

                                                      
13《馬新人口大挪移》，轉引自東方日報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912（閱讀

於 2016 年 1 月 12 日） 
14《10 萬新加坡人移民馬來西亞》，新加坡文獻館，2012 年 10 月 18 日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906（閱讀於 2016 年 1 月 13 日） 
15劉宏，《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形象：當地的視野與政策考量》，《南洋問題研究》，2012 年第 2

期，頁 71。 
16轉載自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加坡:中國移民帶來的衝擊》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

1.shtml（閲讀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912（閱讀於2016年1月1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912（閱讀於2016年1月12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8906（閱讀於2016年1月13
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1.shtml（閲讀於2016年1月18
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1.shtml（閲讀於2016年1月18


5 
 

 

從上述兩人的看法，我們可以管窺新加坡人以及中國新移民的觀點的差異

以及兩者的矛盾所在。新加坡人視中國新移民爲外來的競爭對手，而且和新加

坡人獲得相同的福利之餘，卻又在政治認同上傾向於中國。再加上文化的差

異，表現出與新加坡人很不一樣的習慣與生活方式，而新加坡人將這樣的現象

推因爲中國新移民住在此地卻不願意改變自己融入新加坡社會。然而，從中國

新移民的角度來看，他們表現出的種種行爲與習慣其實是深受母國的文化背景

所影響而型塑成的，中國的社會現狀使其學會了有別於新加坡人的生存之道，

剛好這樣的方式於新加坡這樣一個以法治國的地方文化背道而馳。進而，中國

新移民會覺得他們在新加坡是吃虧的，這樣的情況其實會加劇他們和新加坡人

的矛盾與隔閡。另一邊廂，馬來西亞也是新加坡外來人才的主要來源。大量的

馬來西亞人跨越長堤到新加坡工作、唸書甚至選擇移民到彼岸。相比中國新移

民，從馬來西亞移民到新加坡的族群，整體而言感受到難以融入的情況比較

少，也沒有中國新移民感受到那麼強烈的疏離感。17  

 

根據學者游俊豪的分析「儘管是屬於同一種族，但是他是來自不同的國

家。所以當新加坡人碰到中國人的時候，他們不會認為這是華人碰到華人，而

是兩個不同國、族的人在一起了。」18那是什麼原因導致血緣、文化和語言和新

加坡相似的中國新移民在文化適應上久久未能調適，導致經歷了 20 年的時間仍

未能融入新加坡社會？在移民與族群研究者看來，新加坡也許保有著世界上最

大的華人離散群體（diaspora）。雖然不同地域的華人在文化上有相通之初，但

新加坡是一個尤爲獨特的環境：以華人爲主體的移民社會通過族群混居政策，

已經構建出新的國家認同。19根據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劉宏教

授表示「新加坡華人和中國移民的思維方式不一樣。新加坡華人從小受的是英

文教育，文化多元並以西方文化為主，工作語言、學校教育都是西式的，後面

連帶的一整套行為、思維方式，包括對人情的認知，和中國移民都不一樣。而

中國人整個文化環境是依據中華文化的傳統，來到新地方更注重的是人情關

係。在中國行得通的習慣，來到這裡卻不太被接受。所以本質上是兩種不同文

化的社會化過程。社會化是十幾年文化教育熏陶的結果，所以要求新移民來到

這裡幾個月就要改變是很難的。」20這說明了原屬同源同種的華人，新加坡和中

國新移民卻因為教育與社會生活方式等差異，其社會化的過程本質上是屬於不

                                                      
17參見《探討新加坡人與中國新移民：接納與融入間的對視》，《中國新聞網》，2012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 2016 年月 11 日） 
18轉載自德國之聲中文網《新加坡:中國移民帶來的衝擊》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

1.shtml（閲讀於 2016 年 1 月 18 日） 
19林知陽， 《當「新加坡華裔」遇見「新加坡人」》http://cnpolitics.org/2015/03/new-

immigrants-in-singapore/（閲讀於 2016 年 1 月 23 日） 
20《探討新加坡人與中國新移民：接納與融入間的對視》，中國新聞網，2012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 2016 年月 11 日）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2016年月11
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1.shtml（閲讀於2016年1月18
http://bbs.tianya.cn/post-333-243411-1.shtml（閲讀於2016年1月18
http://cnpolitics.org/2015/03/new-immigrants-in-singapore/（閲讀於2016年1月23
http://cnpolitics.org/2015/03/new-immigrants-in-singapore/（閲讀於2016年1月23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2016年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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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化的。劉教授還提到中國人的傳統是注重人情的，但是新加坡卻是一個法

治國處處依法辦事，這樣相異的兩種處世觀念就是盾衝突的原因之一。 

至於馬來西亞華人，在新加坡的文化適應是相對良好的。近二十年來，隨

著華人新移民不斷湧入新加坡，本地排外的情緒隨之高漲，然而同爲華裔的馬

來西亞華人卻免於類似的排外敵意，而被新加坡華人視爲「兄弟」一般的群

體。21這或許與新馬印等東南亞國家的建立過程不無關係。新馬印華人在當地要

適應多元種族社會，在建國過程中還面對了文化與過族認同的轉變，這種種的

新挑戰促使三地華人有著相似的經歷，因此整體來説新馬華人在文化與思想上

是極其相似的。這正如王賡武教授的〈東南亞新興國家中的華人族群性〉一文中所指出

的:「族群的劃分通常是以文化為中心，族群的自我意識即體現在文化根源意識。他認為族

群有其歷史和進化的過程，每個族群有自身文化認同意識，而國家建構則是現代現象，人

爲痕跡及其明顯。因此，以深厚文化自豪的華族，參與新、馬、印新興國家的建立，同時

又得面對文化源遠流長的其他族群，這是個巨大的挑戰。華族要從一個以文化為基礎的社

群轉向以國家為基礎的社群，即由文化認同轉向國家認同，已經是一種很不容易的調試過

程，何況三地自身的國家概念還是處在薄弱的階段。而正當學習接受國家新概念時，全球

化的衝擊，又迫使華族將視野越過國家疆界，甚至轉回到文化認同。全球化可能對國家建

構產生反作用，但也可能為華族提供一個窗口，借以處理在國家建構過程中受到的不公平

待遇。」
22
這樣的特別際遇，尤其多元種族社會的適應與文化認同轉向國家認同的改變是中

國新移民無法體會，也難以輕易達成的。這是一種長期的文化養成，在新馬華人身上成爲

了根生蒂固的文化習慣，因此中國新移民想要在短時間内形成這樣的思維方式或習慣是非

常困難的。 

 

以理論來分析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在本地的適應與融入現

象我們可以得知「從人類歷史發展觀之，傳統社會的族群關係傾向於『凝聚同

類、排斥異己』的機械性鏈接（mechanical solidarity）的狀態。」23新馬華人因爲

相似度比中國新移民大，因此新加坡人更趨向於接受馬來西亞華人，而排斥明

顯與之不同的中國新移民。另外，「在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或種族主

義（racism）的驅動下，容易出現負面的族群關係，因此掌控國家機器的優勢族

群就容易出現包括種族滅絕（genocide）、驅逐出境（expulsion）、排除

（exclusion）、壓迫（oppression）、隔離主義（separatism）、強化同化

（assimilation）等負面的族群政策。相對而言，在現代社會，人際關係由於社會

                                                      
21《探討新加坡人與中國新移民：接納與融入間的對視》，中國新聞網，2012 年 9 月 10 日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 2016 年月 11 日） 
22李元瑾，《新馬印華人族群關係與國家建構》，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 年，頁 3。 
23轉引 Durkheim《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謝國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灣國

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45。 

http://www.chinanews.com/hr/2012/09-10/4171879.shtml（閱讀於2016年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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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處於有機連結（organic solidarity）的狀態。」24相反的也可能會出現較積極

正面的族群關係：「族群間也會因分工合作而出現包容和諧的族群關係，優勢

族群基於此也會發展出強調和平共存的多元主義（pluralism），甚至互相尊重與

欣賞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25從這個理論的角度分析，雖然看似

同源同種，但是因爲種種的差異，中國新移民或許更容易被定義爲外來群體，

而若將他們視爲不同於本族的其他「族群」，這樣一個理論基礎也是能夠成立

的。從各種新聞與輿論來看，中國新移民在新加坡其實可視爲遭遇了程度較輕

的「負面族群關係」，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類似排除、壓迫、同化的現象發生在

他們身上。 

 

那麽在新加坡的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的兩種不同文化適應能力是什

麽原因所致？前面提及，新馬華人及中國新移民可以説是同源同種，和所謂

「民族國家」有其相似的地方。若以歐洲民族國家爲例，可以管窺馬來西亞華

人和中國新移民文化融合的差異所在: 

「民族國家在歐洲的最初形成，是因爲那裏的人民已經居住在一起很長時

間，並共同擁有很多東西。最為顯著的是，他們擁有相同的語言、單一的宗教

信仰、共同的歷史記憶。簡而言之，他們擁有一個單一的主導性文化，主要由

單一人種組成。久而久之，它們也創造出國家的現代制度，並將身份認同的同

一性和國家結構相結合。因此，那裡的文化共性和自我意識，能夠與現代國家

的邊疆與制度緊密結合。」26
 

  

從上段的敘述，我們可以類推到馬來西亞華人在新加坡文化融合程度之所

以比中國新移民高的原因或許和唇齒相依的地理和歷史有著莫大的關係。首先

新馬華人在語言上有其特殊性，在詞匯上出現混雜華語、英語、馬來語及各籍

貫的方言的習慣，在語法和語用上也多出現本土化現象。此外，新加坡實行的

是雙語教育，其「雙語教育的邏輯很清楚，使用英語為第一語言，對內可以凝

聚族群團結，發展新加坡國家認同；對外則可以有效讓新加坡與國家接軌，在

國際貿易上可以更具競爭力。」27「而母語教育的教學，雖然僅佔所有的課程

兩成左右，但一方面可以宣誓政府對各族群的關照，另一方面也可藉由母語與

文化的連結，來達到捍衛亞洲人的文化認同與道德素養的目的。」28新加坡通過

英語教育已經建立了本身的國家認同，其國家認同更勝於民族本身的認同，加

上母語教育其實也有其政治目的，因此新加坡華人對於華族的文化認同是不那

                                                      
24同上註。 
25轉引 yetman《Majority and Minority》謝國斌〈族群政治>，謝國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

《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45。 
26王賡武，〈東南亞新興國家中的華人族群性〉，李元瑾主編《新馬印華人族群關係與國家建

構》，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6 年，頁 15。 

27謝國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47。 

28同上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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麽强烈的，與中國新移民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新加坡華人與中國新移民可説前

者爲說英語的華人，後者是說華語之華人，「說英語與說華語之華人間的隔

閡，不僅僅是文化與價值觀的隔閡，更存有社會階層的差異，即說英語者的社

會階層優於說華語或其他方言者。」29 

 

其二，多元民族是新馬兩地的組成特色，形成獨特的多元文化共性，使兩

地華人與中國新移民的文化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文化適應上，馬來西亞華人必

然比中國新移民更快速更容易。除了新加坡曾經加入馬來亞，在地理位置上因

爲相近人民來往頻繁，加上電視、報刊雜志、電臺等的影響，兩國人一直擁有

相同的不僅是歷史的更是現時的記憶。對於移民的經歷，有這樣一段敘述： 

「作為移民，個人的生命記憶，是流動的。在家鄉，人與自然的互動，以

及人與人的實質交流，都因移民，而成為歷史記憶；與自然的經驗，成為對家

鄉土地記憶，與人事的交流，成為對家鄉的情緒累積。作為移民，生命經驗記

憶化，很難再現；不過，且因為移民，所以會大量傳承給下一代，成為一條家

族漫長的歷史記憶……不過，當第一代移民，或第二代移民，同一家鄉的人匯

聚在一起的時候，彼此之間，心靈交織的，其實，並不是共通的『家鄉符

號』，而是共同的移民經驗，共通的經驗無法再現的記憶交流。因為此種交

流，家鄉符號，變成一種實質情感的再現。也因此，素不相識的人，可以因為

家鄉的符號，迅速聯結；因為，聯結的是那種曾經的生命經驗。也因為這樣，

記憶，透過再現，又再度變成生命認知上的真實。」30 

華人是 19 至 20 世紀移民到新馬的，第一、二代的移民的生命經驗傳承給

下一代，因此雖然超過百年的時間，新馬華人卻往往還有著共同的移民經歷；

而中國新移民是 20 世紀 90 年代才陸續到新加坡，在移民經驗與記憶方面與新

馬華人是非常不一樣的。因此在連結上，中國新移民與新加坡華人是相對較弱

的。 

 

 

四、結語 

 新加坡是世界經濟強國之一，然而其經濟實力其實靠的多數是外來人才。 

「正如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所說，新加坡需要不斷從中國、印度、東南亞引

進聰明能幹和充滿活力的新移民，才能繼續保持動力與活力。」31而中國新移民

與馬來西亞華人占據了外來移民的大多數，而這兩國華人雖然看似與新加坡華

人同源同種，卻在新加坡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文化適應問題。 

                                                      
29 謝國斌，《新加坡的族群政治》，《台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9 卷第 1 期，2013 年，頁 48。 

30 邱正宇，《阿根廷臺裔客家人族群認同維持與流動》，行政院客家委員會「築夢計畫」成果報

告書，頁 26。 
31 《生育率低迷新加坡將引進移民補充人口應對老齡化》國際在綫

http://gb.cri.cn/27824/2013/01/30/6611s4007099.htm（閲讀於 2016 年 2 月 3 日） 

http://gb.cri.cn/27824/2013/01/30/6611s4007099.htm（閲讀於2016年2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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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地區三種不同生活形態的華人聚集在一起，其實多多少少有著隔閡與摩

擦。生活在新加坡同屬華族的中國新移民與馬來西亞華人移民，卻有著明顯不同

程度的文化差異。馬來西亞華人比起中國新移民是較能融入新加坡華人的。根據

本報告的研究，主要的因素在於新馬華人有著較多的歷史淵源與文化接觸。而中

國新移民與新馬多元文化所產生出的本土性文化與習慣是需要較多的時間去適

應的。相信，只要三地華人有更多時間的接觸，摒棄先入為主的觀念，定能在新

加坡這個多元民族國家擦出燦爛美好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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