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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文报纸的传播特色 

作者： 彭伟步  

关键词： 新加坡 华文报纸┊阅读：581次┊ 

新加坡位于印支半岛最南端，扼守马六甲海峡，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实行 资本主义制度，经济自由度很高，经济繁

荣，社会稳定，人民富裕，在亚洲人均年收入仅次 于日本。国家虽小，但由于国民富裕，因而其所推行的各种政策都为

世界所瞩目，特别是其 在过去20年推行华语运动，弘扬儒家思想，提倡中华文化，更是为世界所关注。在现有人口 

中，华人占了77 7%，因而属于一个华人社会，但是它又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社会有着显著的 不同，它交融了马来、印

度、西方各国的文化，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新加坡华人文化。在承传 中华文化，弘扬东方价值观，扩散“新儒家学说”，

以及形成和宣扬颇有特色的新加坡文明 过程中，大众媒介特别是华文报纸起了重大作用。 

一、扮演新加坡政府的喉舌和助手的角色 

新加坡被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包围，这两个国家以马来人居多，同时由于新加坡曾受长期 的英国殖民统治，境内又有

为数不多的西欧人后裔和印巴移民，因此国际环境和民族构成十 分复杂，中华文化、马来文化、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在

此汇合，造成各民族文化的强烈碰撞 ，一旦政府处理不当，便会引起民族冲突，因此新加坡政府对各民族文化的承传和

融合都十 分重视，通过控制大众传媒，推行多元宗教政策，充分发挥和利用多元宗教的伦理道德规范 功能，限制媒介

的政治功能，从而确立以中华文化为主体，融合其他种族文化的文化体系。 把媒介国有化的做法，是新加坡因应特定的

历史条件和环境做出的决策，也是历届政府控制 媒介舆论，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的一贯政策，以避免引起他国的猜

疑——“中国大陆与 台湾之外的另一个中国”，为他国吞并找到藉口。正如人民行动党前内阁部长奥斯曼渥说， “种

族、语言和宗教是非常敏感的课题，一旦被挑起，将会带来灾难，使多元种族的社会分 裂。因此，当有人特意挑起这个

敏感的课题时，必须坚决地对抗。此外，国人也应牢记，我 国易受外在因素影响，邻国任何骚动会影响我国，因此应避

免让外在冲突影响了我国的和睦 共处，以致回到60年代动荡不安的局面”。①作为对社会影响较大的大众媒介特别是代

表 众多华人声音的华文报纸，成为政府宣传民族和谐的重要工具和手段，成为推行新加坡 政府决策、政治意识形态的

代言人。 

正因为华文报纸代表了众多华人利益，它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都会引起其他种族的猜疑， 一有不慎便会变成社会动乱

的导火线。鉴于此，新 加坡政府严格管理包括华文报纸在内的媒介，不允许它们充当“第四权力”的角色，而力求 它

们成为自己的助手和喉舌。也就是说，它们要帮助和促进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稳定，而不是 煽动人民的不满起来反对政

府。它要向人民宣传和解释政府的政策以及向政府反映民意， 而不是为反对派提供阵地和制造混乱。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新加坡政府通过成立报业控股公司、购买报纸股份、合并等办法基本上将所有华文报纸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新加坡目前有7家日报，其中有两家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和《商业时报》)，三家华文报 纸(《联合早报》、《联合晚

报》和《新明日报》)，一家马来文报(哈利安报《Berita,Hari an》)和一家印度文报(淡米尔报《Tamil Murasu》)。华

文报纸与英文报纸分别由政府控股 下的时报集团与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所拥有，体现出新加坡政府控制媒介但又让

其产业 化的新闻政策。另外，它还通过制订和不断修订“新闻及出版法”，将报刊的“言论自由” 严格限制在政府允

许的范围内，以法治媒介。在政府的控制下，华文报纸无论是内容还是新 闻报道的角度、方法，都要考虑政府的立场和

观点，与政府保持一致。特别是《联合早报》 带有明显的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内容侧重政治新闻，每天都有赞成政府的

社论、言论，评论 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法令等。前总编黎德源说，“《联合早报》的办报方针，一是要客观 报道每

天发生的新闻，二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为读者提供健康的知识和娱乐”。②由于新加 坡政府控制了华文报纸的大部分股

份，并且对华文报纸的言论严格控制，严禁传递极右势力 的华人社会团体的信息，华文报纸实际上起着政府喉舌的作

用，起着向国人传达政府的有关 方针、政策的作用。也正是因为太过注重政府的喉舌作用，过于重视民族的和解与相融

和社 会的稳定，在新加坡严密的限制新闻言论的法网下，华文报纸少了一个监督政府和官员的社 会功能，通过华文报

纸传递出来的声音趋于同质化，这也是它们在与包括国外英文媒介 竞争过程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实行新闻高度管制的

新加坡，可谓是世界上严格限制新闻自 由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 

二、加强与海峡两岸的文化联系和经贸往来 

由于华人占新加坡人口的77 7%，与中国大陆、台湾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因此，华文报纸 承传了一贯的办报传统，对

中国大陆和台湾有着较多的关注，经常辟专栏、专版、特别 专辑报道讨论两岸事务。如《联合早报》每天开辟专版——

“中港台”，用二个版面对两岸 事务 予以报导。1998年夏发生的长江大水灾，《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

日报》也进 行了多次、多角度的详细报道，并开设专栏探讨发生水灾的前因后果，分析颇为精辟，结论 令人深思。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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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报道大陆的水灾情况外，华文报纸还大力呼吁新加坡华人捐赠钱物，以救助 被洪水夺去家园的灾民，发扬了中华民族

救死扶伤，乐施于人的美德。1999年澳门回归后， 两岸的统一，台湾的回归就提上中华民族实现历史性团圆的议程中，

成为华文报纸日益关注 的焦点。为了深入探讨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团圆所引发的世界 性

课题，华文报纸请了不少专门研究两岸事务和国际事务的专家就两岸的局势撰写文章，作 详 尽的背景分析和透视，以

求更加深入地介绍两岸的最新动向，展望两岸统一的发展态势等。 如 克林顿访华期间，华文报纸都制作专辑，全面报

道克林顿访华盛况，报道鲜为人知的美国总 统访华的背景新闻，邀请专家评论克林顿访华的重大意义和探讨总统访华对

台湾造成的冲击 ，预测海峡两岸的局势发展和台湾因应的政策调整等。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海峡两岸的局 势，关注

两岸的统一。 

华文报纸报道中国大陆的时事多采用中国新闻社和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和通讯稿，在特别时 期也派记者到大陆采访，如

派记者专门采访2000年3月的人大和政协会议。而报道台湾的新 闻多引用台湾本地报纸的新闻。据估算，每天海峡两地

的新闻常常占据了华文报纸至少二个以上的版面，并被放在重要位置。 

近几年来，随着大陆经济的发展及其国际地位的提高，影响的扩大，华文报纸对大陆的报道 也越来越多，特别在经济方

面，华文报纸不断扩大版面和报道强度，介绍大陆迅猛的经济发 展、经济政策和值得开拓的新市场等，并常常请经济专

家撰写特约文章，开辟财经专栏，深 入探讨两地的经济合作，优势互补，促进两地的经贸发展。这在一方面也宣传了新

加坡政府 的经济政策。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除了港口以外没有其他可供利用的自然资源的国家，严重依 赖西方国家的转

口贸易，扮演着货物中转站的角色，为了实现多元经济，新加坡政府有意利 用大陆低廉的人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与大

陆保持经贸上的紧密联系，从而进一步 发展本国经济，增加经济竞争力。华文报纸扮演了经济“急先锋”的角色。 

华文报纸开辟多个专版对两岸事务深入报导，除了加强与海峡两岸的经贸联系外， 还想通过潜移默化的大篇幅的强势宣

传，以增强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使中华文化的 “根”能够深植在他们的头脑中。曾做过新加坡副总理的李显龙

指出，“华文报纸在推动华 语运动，加强与海峡两岸的经贸联系方面确实起到了其他英文报纸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却不 

应是其惟一目的”。华文报纸报道大陆事务所担负的另外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保存华语和发 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并加

强新加坡华族的认同感。如华文报纸的副刊继承了《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创办初期注重宣扬中华文化的宗旨。它

既有反映新加坡人文景观的内容，也 有介绍中国古代历史以及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变化文章。由于其兼有知识性、趣味

性、时效性 ，传递浓郁古朴的文化习俗和人文景观，吸引了众多读者。 

华文报纸不断开辟版面强势报道大陆的令人振奋的经济建设和悠久的文化历史，无疑 增强了华人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为

他们了解大陆提供了一个窗口，同时也响应了新加坡政府 推广华语运动、增强华族民族认同感的号召。 

三、注重融合和承载多种族文化 

新加坡具有移民社会、多元种族社会、开放社会、都市化和工商业社会等特殊国情，在特殊 国情的基础上产生了独特的

新加坡精神文明。例如，移民社会中，移民与土著之间，移民与 政府之间很难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缺少浓厚的爱国主义

感情。同时境内生活着多个民族，如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一些欧裔，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虽然华族成为主体，

但是由于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因素，实现多民族文化的融合是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奉行的政策。 

华族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沧桑，经历了与其他种族相融，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历程，把昔日荒

芜的土地变成现今高楼林立，经济繁荣的国家，不仅丰富了新加 坡华人文化，而且也促进了各族群的了解和融合。实际

上，新加坡华 人文化与大陆传统文化已有非常大的不同，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发展了中华文化，成为中华 文化的亚文

化圈。新加坡文化今天之所以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传统文化，原因就在于新加坡华 裔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行为、生活方式，

也就是新加坡华人文化有它自己的个性，如国人普遍 使用英语。华人文化的核心虽然是中华文化，但却有马来、印度、

西方文化的影响等。新加 坡华人文化的特点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华文报纸中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的“根”文

艺专版与《新明日报》的文艺专版上，凸现出浓 郁的中华文化，折射出新加坡文化与中国大陆文化一脉相承的影子，但

是又反映出它经历数 百年的文化变迁，与马来民族、印度民族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和演绎过程的情况。三报的副刊 内容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大多以揭示当代人的生活为主题，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 和当代文学，以及传统习俗等文

艺性较强的文章。其中在副刊发表的生活絮语、诗歌、散文 、小说等多种文体，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实，所承载

的文化特征表现出新加坡华人文 化独特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成为联系新加坡华人的精神纽带。 

由于长期的英国殖民统治，英语已成为新加坡社会最重要的工作语言，此外新加坡推行高度外向型自由经济战略，强调

经济的高度开放和世界各国联系的政策，侧重于英语教育，因 此许多华文学校的学生毕业之后，往往很难找到学以致用

的工作，造成众多华人舍华语就英 语的局面。据调查，华族学生在家里讲英语12年内的人数增长了12倍，从1980年的9%

迅速增 加到1922年的31%。《海峡时报》在一篇报道中引述一次调查报告时指出，新加坡受英语教 育年龄在25岁以下的

华族年轻人，有11%至17%只阅读华文报，而有80%的学生没有阅读华文 报。 ③对此社会中一批有识人士对华文报业的

生存和发展甚为关注。他们认为华文报不单 是华族的文化遗产，也是国家的有用资产。在种族情绪还未消除的社会环境

中，华文报纸负 有一项神圣的任务，那就是淡化极端、偏激与狂热情绪，抗拒种族政治，实现民族真正和谐 ，才能使

国家发挥更大的团结力量，对建设和社会的改造作出更大贡献。著名华人律师 杨培根在1986年10月发表的一次演讲中指

出：“办报是搞民族事业，……我们要让华裔学生 知道华文是我们的母语，是民族的根，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掌握它，珍



惜它。这样华文报就一 定有接班人。华文报也要刻意避免宣传极端的民族情绪，要实现民族的和解和相融……”这 正

反映了老一辈华人的民族意识和内心的愿望。宣扬多种族文化，强调民族融合，是新加坡 华文报纸的安身立命之本。 

四、弘扬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方价值观，增强华人的民族认同感 

新加坡政府把弘扬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保留新加坡儒家价值作为其新时期整个文化发展战 略关键性的一环。新加坡资

政李光耀在1990年2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告 诫说，“如果新加坡人尝试采取美国人那样更为自由自

在的生活方式，新加坡将面临毁灭， 我们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生活在变化无常的东南亚的中心的一个小岛上，必须时

时警惕振 作，才能生存。”④据统计，华文报纸的发行量1982年约为32 6万份，到1991年增加至4 0万份。而英文报则

从1982年约29万份，增加到1991年的43万份。英文报的发行数在1990年 第1次超越华文报。在1992年以前的9年中，3家

华文报读者人数虽然增加了25%，但同时期的 英文报《海峡时报》的读者却增加了34%。⑤现任总理吴作栋在1988年8月

人民行动党青年 团主办的一个晚宴上对新加坡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问题表示严重的关注，他说：“我们的 社会已经

改变，人民阅读外国报纸杂志，收看英、美国家的广播和电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受到西方文化的同化。”⑥新加坡毕

竟是一个东方社会，越来越多的华人舍华语就英语， 将会改变整个社会结构和精神面貌。正如一位在新加坡工作了26年

的英文教师所说：“英语 公认为国际语言，新加坡采用英语，吸引西方科技，引进外来投资……的确促进了狮城的 经

济文化发展，但是，采用英语并不是新加坡经济成功的惟一因素。早期华人移民那种不屈 不挠的创业精神，以及量入为

出的理财美德，是造就新加坡今天繁荣的重要因素。当时，他 们讲的不是英语，而是华语。假如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不

学华语，一个英语社会逐渐形成，过去先贤遗留下来的创业冲劲是否能够得以继续保存值得怀疑。”⑦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意识到西方式的教育严重冲击了中华文化的生存，在推行英、华双语教 育的同时，利用具有强大传

播功能的华文报纸重点推广华语普通话，倡导儒家思想，以期同 归到东亚文化圈来。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1992年9月华

文报“三庆”开幕式上说，“推广和 保留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是报章和书籍的主要任务，如果华报能保持一

个数量的 读者，我们将可以通过语言和文化的联系，把传统的价值观保留下来，充满干劲和活力的华 文报，能帮助我

们保留与推广华文和传统价值观。”⑧吴作栋还期望通过华文报纸的大力 弘扬，“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

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 才不会迷失我们的方向”。新加坡政府借助华文纸开展了倡导儒家思想的

活动。它的宣传不是全盘否定西方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而是在保持华人在市场经济中的 竞争力的前提下，学习和吸收

西方先进科技和管理方法，实现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 的结合。作为新加坡政府重要喉舌的华文报纸《联合早

报》本来定位的受众就是华人读者，因而对于政府大力推介新儒学的目的自 然也就心领神会，以维护本土文化为己任，

大力宣扬儒家思想，强调家庭观念，增强国家、社会的凝聚力。这恰如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联合早报》75年周年庆典

时指出，“《早报》今天已经不只是一份报纸，在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社会里，它也是代表着华文知识界和华 族文化

的主要机构，在社会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⑩ 

华文报纸为弘扬中华文化，早在《联合早报》的前身《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创办初期 就开设了文艺副刊，以期

推动新加坡中华文化的发展，使华人对中华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和认 同。到今天，华文报纸的副刊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

各个侧面，大多以揭示当代人的生活为 主题，但也有介绍中国古代文化和当代文学，以及传统习俗等文艺性较强的文

章。另外，在副刊上发表对两岸时事的评述，基本上是以南洋华人的眼光和角度加以分析，使得中华文化又多了一份特

别的诠释力。副刊多年坚持出版和不懈地传播中华文化，无疑为推广华语运动 ，提高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地位作出巨大

的贡献。 

为了与政府推行的文化政策保持一致，华文报纸中的领头羊《联合早报》还专门开设了一个 电子副刊，不遗余力地向华

人推介中华文化。副刊内容丰富，异彩纷呈，既有新加坡华人的 日常生活花絮，也有精美、纤秀的抒情散文；既弘扬了

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也反映了当代新加坡华人精神上的空虚和人际间的冷漠，既有妙趣横生的笑话，也

有令人忧 伤的短、中、长篇悲剧小说。可以说，电子副刊比较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新加坡华人的生活 百态和精神走

向，由于网上《早报》的编辑方针和世界观有别于英文报纸，因而它更加真实 地反映、影响了许多新加坡人的观点和感

受，在维护和弘扬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方面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1991年6月，新加坡政府批准举办了长达一个月的

“华族文化节”， 由三家华文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和《新明日报》主办。内容包括世界华文 发展、

国际华文文艺营、书画展、龙舟展、语文讲座、音乐舞蹈等一共38个项目。主办单位 希望，通过这个华族文化节“能给

华族和非族人士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和认识华族文化的机会 ，让华族文化不断发扬光大”。 

应该看到，长期经受着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震荡，新加坡华人在文化心理上形成了一种强 烈的寻根意识和文化归属意

识，“儒学复兴”可使身在异国他乡的华裔寻觅到自身存在的文 化之根，从而在与异文化的冲突中获得自身的文化归

属。这种寻根和归属的强烈意识与 “后现工化社会”普遍的返朴归真情绪汇合成“儒学复兴”的主观动因，也是新加坡

华文报 纸不懈承载和传递中华文化的一大动因。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丧失了民族文 化，便丧失了民族性。华文报

纸的出版和发行，为新加坡华人学习中文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 境，也为维系新加坡华人的民族感提供了条件，使中华文

化得以与西方文化并存在新加坡， 为众多的华人所接受和肯定，也得到了海内外华人的普遍高度赞誉。 

新加坡华文报纸的文化传播受当地环境和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制约和影响，但它又具有反向的 推动力，对短期的社会舆论

的引导和长期社会的人文景观的形成具有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力 。文化遗产需要媒介的传递，特别是以华人为主体的新



┊ 关于我们 ┊ 会员注册 ┊ 交换链接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广告服务 ┊ 

© 2001-2009中华传媒网版权所有 京ICP061016 

Copyright © 2001-2009 MediaChina.net All Rights Reserved

加坡社会如果没有华文报纸对中华文 化的承传，政府决策的宣传与民族合解相融政策的贯彻，新加坡就难以形成今天颇

具特色 的人文景观。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迫使华文报纸以发挥媒介教育功能，推广华语， 宣传中华文化的价

值观为首要任务。在新加坡政府继续奉行经济高度自由的外向型经济和多 种族和解和相融的政策背景下，随着推行华语

运动日愈深入，华文报纸文化传播的特点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会继续存在，并将深远地影响后人。 

注释： 

①《联合早报》1998年10月12日。 

②《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吴庆棠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245页。 

③《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吴庆棠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55页—256 。 

④《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曹云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⑤转引自《新加坡华文报业与中国》〓吴庆棠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年版，257页。 

⑥《新加坡的精神文明》，曹云华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⑦李植潘《华人与本族语言》，载1992年4月15日《联合早报》之《读者来论》。 

⑧《联合早报》1992年6月19日。 

⑨⑩《联合早报》1998年9月6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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