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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自成立以来，一直秉承着“兼存东西方、汇合百家文”的理念。身处在东

方，却受到了西方教育影响的新加坡，选用了儒家思想作为国本，遵循着儒家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同时也用“共同价值观”统一了新加坡人民的价值观。新加坡

的儒家文化体现在新加坡的道德教育、政治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中，以保证海内的民族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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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方的东南亚有一个国度，它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比邻，以“狮城”著称。先当

今已是全球数一数二的移民国家，也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发达国家，它就是新加坡。新加

坡是一个华人比例相当高的国家。时至 2023 年，新加坡的华族占比高达 74.2%，远超马来

族（13.2%）和印度族（9.2%）的占比。1 

黄松赞（1992）曾经提及，新加坡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国家，其特色可归纳为三点：第一

点是“小”，指国土面积小。新加坡国土总面积只有 633 平方公里，而且四周皆是海，资源

稀缺。这也直接地影响了新加坡人的心理，觉得国家“难保守”，于是新加坡与其他国家建

立良好的外交关系。第二点即是“多”，指新加坡有非常多的种族、语言和文化，从而导致

新加坡变成一个拥有多元文化的国家。此外，黄松赞先生还指出了“多”的另一层含义是社

会矛盾多。因为多民族产生的多元文化，造成了种族与种族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文化与

文化之间存在世界观、价值观、政治观、人生观、社会观和立场的差异，因此难免冲突。第

三个特点，也是最有特色的点，即“中”。新加坡处于中介地理位置，有中介经济作用、中

介文化的特征，是在它百多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新加坡人“中庸”、“折中”、“兼有”、“不排

他”的特性也由此而形成。溶西方的科学求实精神与东方伦理道德于一体。 

面对如此的多元文化，新加坡国会在 1991 年发表了白皮书提出了五点内容作为尚在建

设中的新加坡“共同价值观”（Our Shared Values）观念。该观念的内容为：“国家至上，社

会危险；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

教宽容。”从“共同价值观”内容中可以看出，新加坡以多元文化为背景，提倡社会和谐。

和谐共存才是最重要的原则，与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谋而合。或

 
1 来源：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countries/singapore-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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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新加坡是以儒家思想作为国之根本。 

“儒学”是儒家学派通过对宇宙、道德、知识的知性探究，进行对人心、人生、人性的 

内在体验，并以对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追寻与实践为基础，进一步对社会、政治和历史的

主张和探索。
2
儒家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注重以人为本，以人性为主体。苏鑫（2022）总结

了儒家孔孟荀“中庸思想”，认为其思想有三个特征。一是“以仁为核心”，因为“仁”在儒

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二是“以和为贵”，儒家学说认为，人须与自然，人与社会（包括

家庭）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也须达成一定的共识，共同维护这份和平；三是“重视教育”，

这里体现在学习传统文化，倡导学者积极思考，以及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以上种种，我们可以得知新加坡的国家体系、原则引进了儒家思想，在“共同价值观”

里处处都有儒家思想的痕迹。那么，在实践“共同价值观”的同时，等于实践了儒家学说的

核心，即“以仁为本”，“以和为贵”，“重视教育”。具体体现在哪个方面？我们参考了大量

的文献，以及采访了几位新加坡籍的同学，结合了一些实际案例，针对这个问题做了系统性

的分析后做了归纳与总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新加坡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体现在教育、

政治以及民众生活三个方面。 

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的体现 

 

一、教育 

“以德育人”在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新加坡在教育体制上至今都把道德教育排在较为

重要的位置，这体现在在学校的课程和对民众的道德教育。 

（一）注重“品格与教育”  

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说：“如果我们不能让孩子清楚认识基本的价值观，知道什么

是对是错，是好是坏，是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我们就会受到处罚，将无法把孩子培养成人。”

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品格与教育课程，并把该课程设为核心课程。根据新加坡教育部 2014

年推出的《品格与教育课程标准》（小学），新加坡小学“品格与教育”课程的核心价值观内

容有六点：1）尊重，尊重他人等于尊重自己；2）责任，满怀爱心地对自己、家庭、社区、

国家和世界尽责；3）正直，坚持自己的道德原则，并有道德勇气为正义挺身而出；4）关爱，

待人处世表现出爱心与同情心，并为改善社会与世界做出贡献；5）坚毅，拥有坚强的意志，

不屈不挠，具备勇气、树立乐观的态度和应变能力；6）和谐，寻求内在的快乐，提倡社会

团结，并重视多元文化社会中求同存异的精神。从”品格与教育”课程目的来看，新加坡在

教育方面遵循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内容，也就是说，新加坡在教育体制上引进了儒家学

说的思想。 

（二）开设“儒家伦理”课程 

新加坡在 1984 年倒 1992 年之间曾开设“儒家伦理”的选修课程作为中学生的德育课之

一。当时新加坡政府也曾开发一套名为《儒家伦理》的教材，甚至培训教课老师。梁秉赋（2021）

曾以这套教材为切入点对“儒家伦理”课程进行进一步的考察。经考察，《儒家伦理》这套

教材体系完备，课本篇幅和内容丰富，设计了辅读课本和作业本，还有教师专用手册，可见

教育部对其的重视不一般。在 1985 年，修读这门课程的学生接近 6000 名，并且不断地上

升。 

（三）语言课中的儒家思想 

除了以上两种课程之外，新加坡的母语教材中还出现了不少与儒家思想有关的内容。母

语课程除了传授语言知识之外，教材的思想内容主要围绕在华族的文化与传统，如华族的节

日、礼仪，华族的家族观念，以及反映华族价值观的中国古代戏曲和神话故事。通过这些课

 
2 水仙[泰].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社会的体现.浙江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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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华族文化，吸取课文所提倡的爱国、孝亲、仁爱、礼让、诚信等道德

思想。
3
可见，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新加坡的教育体制里。 

（四）全民文明礼貌月 

除了学校设置的课程以外，新加坡政府还不忘对自己的人民进行道德教育。王冬艳（2002）

在《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影响》提过，新加坡政府将每年的 7月定位“全民文明

礼貌月”，并在这个期间对全国人民进行礼貌教育，内容包括人与人之间如何礼貌相处、谦

恭有礼；如何注意谈吐、仪表整洁；如何尊师重长；如何维护公共卫生，遵纪守法；如何对

同胞一视同仁，对外国人不卑躬屈膝；如何实行“微笑服务”等。这也体现了儒家文化在新

加坡的教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新加坡的教育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非常深。 

 

二、政治 

政治是国家治国理政的大政方略和灵魂。儒家思想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国，不同于西方

的以法治国。新加坡以儒家思想作为国之根本，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国之父李光耀 

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首任总理，新加坡今时今日的佳绩少不了这位被新加坡人民称为

“国父”李光耀先生的功劳。新加坡反对党领袖刘程强也曾说过：“如果没有李光耀过人的

智慧和胆识，游走于大国之间，推销新加坡对他们的价值和所能提供的潜在利益，并且获得

大国领导人的尊重，我们在经济上不会成功。我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

空间。”（参考：严春宝《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及其政治取向》）
4
在 2015年逝世以后，新加坡国

会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发言者都一致肯定了李光耀先生留下的政治和精神遗产。
5
李光耀先生不仅设计了间接使新加坡走向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及社会运动，还为新加坡留

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严春宝（2018）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李光耀先生的文化认同感和政

治趋向。他认为，李光耀先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不容小觑。当西方媒体在秀“先

入为主”的优越感，同时贬低东方文化时，李光耀先生因为政治家的身份经常发表一些维护

亚洲价值观和儒家文化的言论。此外，李光耀先生也推行了一些儒家文化浓厚的整治措施，

如上述提到的礼貌运动、华语运动以及“儒家伦理”教育运动等。 

（二）《共同价值观白皮书》 

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白皮书》（英：White Paper on Shared Values）于 1991 年 1 月 2 日

正式发布并实行
6
，内容包括新加坡的五个建设新加坡价值观的基础。“共同价值观”的第一

条是“国家至上，社会为先”，意义就是国家的利益先于个人的利益。高伟浓（1992）曾在

东南亚研究报刊里解析过新加坡的五条共同价值观。他认为，亚洲文化强调社会的力量，西

方文化强调个人的权力。因此“国家至上，社会为先”这一条价值观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代

表的东方价值观。 

共同价值观的第二条即是“家庭为根，社会为本”，这一条价值观的深层意义在于，把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才能建设一个稳定的社会。“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是共同价值

观的第三条，该价值观提倡关心个人，保证每一个新加坡公民都能公平竞争，为新加坡公民

提供一个好的起跑点。第四条价值观是“求同存异，协商共识”，通过协商而非加剧矛盾（对

抗）来解决问题。
7
《共同价值观》的最后一条价值观是“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因为种族

和宗教的和谐被认为是“基本财富”，因此新加坡非常重视种族和谐这个概念。 

综上所指，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在本质上与儒家的家国情怀，“以和为贵”

 
3 王冬艳.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影响.北方论丛,2002. 
4 新加坡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呈献、韩咏梅主编：《典藏光耀———建国总理国丧全记录》(电子书) 
5 严春宝.李光耀的文化认同及其政治取向.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6 Parliament of Singapore (PARL).White Paper on Shared Values.Prime Minister's Office. Singapore, 1992. 
7 高伟浓.新加坡“共同价值观”析.东南亚研究,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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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出一辙。 

（三）儒家“八德”作为治国之纲 

水仙[泰]（2012）在《儒家思想在新加坡社会的体现》的论文中提到了新加坡以儒家的

“八德”作为治国之纲。他所提的儒家的八德包括：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其

中的“忠”被看作时忠于国家，忠于新加坡，这与新加坡共同价值观的第一条相符：“国家

至上”。其中的“孝”就是要维护和保证新加坡的家庭继续发挥缓解社会压力减压器的作用。

主张“仁爱”就是要使民众意识到，无论什么民族，大家都是一家人，要共同维护新加坡这

个“家”。推崇“礼仪”就是要每一个人都以礼待人，友好相处，讲求信用，不搞尔虞我诈。

其中的“廉”是指政府官员要懂得为官之道，曰清曰廉与勤。最后的“耻”是时刻提醒新加

坡人民，贿赂官员是羞耻的行为，知耻而后行，就不会出现腐败的现象。 

（四）民族与宗教的融合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这既是它的特点，也是它治理国家的难点。新加坡现任总

理李显龙曾说过：“他最担心的是人民长期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因为新加坡是多元种族、宗

教的社会，但在国际现况，种族和宗教变成明显的分裂线。”（狄英、游常山、李雪莉，2002）
8
因此，新加坡采取了很多能够融合各种民族、文化与宗教的措施，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全国人

民要宣誓《新加坡国家信约》（英语：National Pledge of Singapore），以巩固全国人民对于这

个多元文化国家的信心。据采访，新加坡公民在学校进行集会或上课之前，新加波武装部队

日那一天，国庆庆典或纪念日仪式上，都需要宣读誓言。宣读誓言时应握紧右拳，放在胸前

左侧，象征着对国家的忠诚。《新加坡国家信约》的内容是：“我们是新加坡公民，誓愿不分

种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并为实现国家之幸福、繁荣与进

步，共同努力。”。在重要场合上，考虑到民族团结的因素一般是用英语来宣读的。这一举动

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团结互助”的观念。 

（五）“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 

王冬艳（2002）认为，仅仅靠道德教育是不能禁止不道德行为出现的
9
，因此新加坡政府

结合了“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如随地吐痰，随地乱丢垃

圾，随地吸烟、涂鸦，按照新加坡民法规定是会被罚款 500新币。此外，新加坡还制定了许

多提升公共道德，维护公共秩序的种种规定。 

以上种种，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已经渗入到新加坡的政治与法律里。因此可以判断，新加

坡的政治与法律也是新加坡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 

 

三、民众生活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民众生活有保障无疑是强国的象征。新加坡将儒家思想贯彻到每一

个民众的生活里。王冬艳（2002）在《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影响》的文章里分析

了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教育以及社会的影响。我们悉读该文章，并提取了一些比较重要的部

分来做解释，以体现儒家文化在新加坡民众生活的体现。 

（一）营造儒学氛围 

新加坡为了对民众推行道德教育，在地铁里贴了许多孔老夫子语录的广告和大型海报，

并翻译成英语、马来语和塔米尔语。
10
这一举动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孔老夫子伟大的形象，

以供人民敬仰、使人民崇拜，进而营造充满儒学氛围的新加坡。 

（二）尊老爱幼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新加坡也借此实施了一系列“尊

 
8 鲍瑶锋.道德教育在新加坡中小学推展之评析.台湾教育评论月刊,2017. 
9 王冬艳.儒家道德观对新加坡道德教育的影响.北方论丛,2002. 
1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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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爱幼”的教育和措施。譬如说在地铁里设了“爱心专坐”，称老年人为“乐龄人士”。1994

年新加坡实施了了《赡养父母法令》，内容是：不承担起赡养父母责任的儿女，罚款一万新

币或判刑一年。除了尊老，新加坡还提倡爱幼，采取了设立教育保险的措施，确保每一个孩

子都能拥有良好的教育。这一举动体现了儒家思想“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道德规

范。 

（三）提倡节俭 

尽管新加坡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但政府和学校还是很崇尚借鉴的教育。新加坡小学一年

级“公民与道德教育”的其中一个教学目的是“节俭敬业”
11
，通过教育为国人养成“富而

节俭”的习惯。政府也倡导人们节俭、克己，这与儒家思想的观念如出一辙。此外，根据以

为新加坡同学的陈述，她们在用纸巾时会把纸巾撕成两半，在新加坡人看来这是“节俭”、

“不浪费”、“不破坏地球”的行为。 

 

结语 

新加坡作为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借助“共同价值观”来同步自

己与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的脚步。身处在东方，却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影响，新加坡选择了“中

庸之道”，因而采用了儒家思想作为国本，遵循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

想。时至今日，新加坡依然在道德教育、政治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当中不断地宣扬儒家文化，

以至于新加坡国土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儒家文化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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