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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国后，根据国情将东西文化融合创新，创造出
新加坡价值观。新加坡利用西方文化中的科学精神和理性思
想，推动国家快速步入现代化；同时保留了东方文化中的传
统美德和优良因素，以此应对物质化和全球化的挑战。

一、新加坡价值观发展的历史溯源

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为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实行文
化上全面开放政策，导致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潮泛滥。李
光耀曾说 “进入80年代中期，年轻人似乎没有那么强的儒
家道德观念，比较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1] 

20世纪70年代，政府开展反对西方腐朽价值观、倡导东
方价值观的文化再生运动。80年代，政府要求学校增设道德
教育课程，后又改为宗教课等。1991年，政府发布《共同价
值观白皮书》，意味着新加坡价值观的正式建立。

二、新加坡价值观的核心思想及基础

核心思想是共同价值观。该价值观认为：国家和集体利
益高于个人利益；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个人的权益受
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各民族要团结一致，求同存异；多元
种族和宗教间要和谐共处、相互包容。

基础在于对东西文化的兼容并包。李光耀将儒家道德归
纳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赋予其新内涵。
他还强调东方价值观在国家繁荣与进步中的重要性。如父母
应该向子女传授东方价值观，该价值观重视家庭关系，在家
庭中，个人对父辈和后代都负有责任。新加坡能够取得“惊
人和非凡的转变”，在于人民“有勤奋、节俭的美德，具备
惊人的耐力和灵敏”及个人为社会做出的牺牲和奉献，尤其
是华人[2]，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家长制、迷信思想、等级观

念、裙带关系、贪腐、缺乏效率等不良因素，李光耀坚决摒
弃。

对于西方文化，新加坡人有着自己的看法。吴庆瑞曾
说，新加坡人应有自己的价值观，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那一
套。新加坡人完全学西方，会对国家的经济活力和发展造成
极大的破坏[3]。同时，西方文化也有它自身优良的一面。对
于西方文化，新加坡人应该心胸开阔，吸取其中的优良和精
华的部分，从而让人民生活得“更美好、更优雅”。

三、新加坡价值观的影响力

1.颠覆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论断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
出，西方价值观在很多国家都遭到了反对，其中马来西亚、
印尼、新加坡、中国和日本是最坚决的。如今由西方文化主
导的时代已经结束，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已成为现代
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因而，现代化并不意味着就是西方
化，许多国家在变得现代化但西方化因素在减少。目前，西
方国家需要把自己的文明当成特殊的文明，这样才能避免非
西方国家的挑战。

二战后，许多国家都在设法摆脱贫困，只有东亚获得成
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地区在二战后的迅速发展，打破
了西方文化自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垄断地位，体现了东亚文化
自身的复兴。阿马蒂亚·森认为，不同的价值观都有可能为
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二战后东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
成就。亚洲经济增长和发展表明：欧洲文化并不是通向现代
成功的唯一道路[4]。

约翰·奈斯比特认为，亚洲正在“重塑自我价值观”，
亚洲现代化模式包含了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
等，将东西方价值观进行了完美的结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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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道德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趋势

如今，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堪称完美，即使被人们视
为很“现代”的市场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仍不能构成
完整的制度结构；而被认为很“传统”的家族制度、宗教制
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恰恰成为“现代”制度必不可少的补充。
因为前者是依赖外部的他律来规范的，后者是依赖自律来规
范的。自律制度安排缺失，他律制度安排就无法实现。李光
耀运用“现代”的市场与法治使新加坡获得最初的成功，而
后其对传统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和对“亚洲价值观”的阐
释，正是新加坡试图用“自律”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他律”
的制度安排的意识体现。

新加坡价值观克服了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
冲突与对抗的状态，契合了人类社会重视道德与文化作用的
发展趋势。马哈蒂尔曾指出，亚洲价值观优于西方价值观。
后者给全世界带来了苦难。前者并没有像后者那样给世界造
成如此多的破坏，所以显得重要[6]。让-路易·马戈兰也指
出，随着道德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观念的迅速发展，新加坡价
值观符合了这一世界发展趋势。虽然“不很完美，但却相当
成功地打入了国际思想市场”[7]。
3.克服西方文化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个人主义是近代西方宗教改革的产物，它使个人可以摆
脱群体和社会关系的束缚，得以最大限度地追求自身的权
益。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体利益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
了促进社会发展的客观目的。但随着19世纪以来社会达尔文
主义的风行，导致只顾自己，不顾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兴
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社会稳定和民主秩序。19世纪末
以来，西方社会逐渐兴起反思个人主义和西方文明的思潮，

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价值观开始被人们质
疑，一些西方国家的政要和学者甚至号召学习东方价值观。
在此背景下，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首的东亚国家领导人适
时提出亚洲价值观，以集体观念和合作意识来抵制个人主义
的西方价值观。

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关系方面，新加坡价值观尤为提倡
儒家思想中的集体意识，突出强调国家观念，注重家庭和人
际和谐，倡导民族、宗教间的合作意识，对于社会秩序的稳
定、社会的长久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新加坡也重视
维护个人的权益与发展，提倡个人价值的实现，既超越了儒
家的群体意识，又超越了西方的个人主义，实现了群体与个
人的结合，从而得以避免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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