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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小娘惹》(2008 年)在新加坡的播出不仅取得了空前的收视率，也掀起了一股“娘惹旋

风”。在观众殷切追看的当儿，此剧也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者。这和新传媒机构与

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有关。下文即将讨论新加坡近年出现的国家意识，如何笼络及收编

土生华人文化属性，把曾一度被边缘化的土生华人身份，变成正统国家敘事的核心意识，

以此建构新加坡国族身份。随后，笔者将关注此剧如何为了迎合大部分对土生华人文化

不了解的观众作出调整，以致此剧的正宗性(Authenticity)有所牺牲。最终导致此剧宣扬

的一些文化和意识无法成为建构人们的国族意识的有力资源。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将以

国民母的概念分析剧里的正面女性人物如何被再现成国民典范；以及此剧如何利用性别

扮演（Gender Performativity）来塑造两极化的人物形象，在女性权益备受关注的语境

中和与之形成角力的（政府认同的）儒家思想进行协商，尝试左右逢源。过去研究《小

娘惹》和土生华人文化的学者不少，但笔者希望将之放入新加坡媒体的大环境，掀开此

剧华丽的包装低下暗藏着的冲突与意图。 

 

关键词：小娘惹    国家意识形态    土生华人    正宗性    观光者的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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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The Little Nonya was broadcasted in Singapore, its viewership broke local records and 

stirred a “Nonya wave” amongst locals and foreigners alike. As its fans religiously stay tuned 

to every episode, the show also became a practical tool in propagating government-endorsed 

ideologies. Taking The Little Nonya as an example, I will analyze how Peranakan ideology is 

construed to intersect with national ideologies. Through which some were selectively endorsed 

while others not in-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were staged against. This sums up not 

only as national ideology but also as an essential resource to the construct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reon, I argue that the drama made adjustments to cater to the targeted audience who were 

largely unfamiliar with Peranakan culture. The resulted inauthenticity undermined the 

potential of the Peranakan culture exhibited extensively in the drama, in contributing to the 

people’s national identity. The paper sums up with a presentation of the position taken by the 

production team (and possibly the government behind), in negotiating issues of national 

ideology, government interests and the purpose of culture. 

Keywords:    The Little Nonya, National Ideology, Peranakan, Authenticity,  Tourist Gaze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页 7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剧情简介 

 《小娘惹》(下简称《小》）是一部由新加坡新传媒电视(MediaCorp TV)制作的

华语电视剧，也是新传媒电视 45 周年的台庆剧。总共 34 集的《小》在 2008 年 11 月

25 日由新传媒电视属下的八频道首播, 故事从 30 年代展开, 横跨 70 年直到 2008 年。此

剧的女主角欧萱，一人分饰两角，扮演黄菊香和山本月娘，两位命运坎坷的母女。菊香

出生在一个土生华人大家庭，是个出身低下妾侍的女儿，形象温柔漂亮，自幼从母亲身

上学到一手好厨艺和女红。天生聋哑的她，备受歧视，在日军南下前夕，被安排嫁给富

有的峇峇当妾。菊香反抗逃婚，遇到一位日本青年。经历一番波折，两人结婚，诞下女

儿山本月娘。动荡的时代，夺去了她与丈夫的性命，留下 8 岁的月娘。月娘辗转回到趋

于没落的外祖父家。在外婆的督导下，月娘学习传统娘惹的厨艺和女红，形象和她母亲

一样贤惠、耿直。战后，逃难到英国的外祖父一家回来了，月娘就像当年的母亲一样在

黄家饱受折磨。但为了保护外婆，她忍辱负重。长大后，月娘的美貌引来了表姐1黄珍

珠（由郭蕙雯饰）的妒嫉，也引来众多名门望族的峇峇头家、富少的青睐。但，她却独

爱一个她本以为“身无分文”的（由戚玉武饰）司机陈锡。陈锡其实是个名门子弟，起初

隐瞒身份和月娘来往，最终深爱上她，然而二人的恋情却碰到重重阻难。在各方的压力

下，陈锡被逼娶了珍珠，而月娘则被卖给杀猪贩刘一刀。月娘不甘一生由他人摆弄，宁

可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的刚烈，反让刘一刀敬服，与她拜为兄妹。月娘决定走出自己的

路。她开始学做生意，过程艰辛但她都一一克服，最后还重振已经衰败的家族生意。然

而到最后，相爱着的月娘和陈锡却因为月娘对表妹黄玉珠（由白微秀饰）的愧疚，而没

有和对方在一起。月娘最终和洋律师，Paul 结了婚，而陈锡也和她的好友利贝儿成了亲。

如此高潮迭起的剧情吸引了大批观众追看，而男女主角未能续缘的反高潮结局更是引起

                                                 
1
  在此的表姐妹用来解释月娘、玉珠和珍珠同一外公，但不同外婆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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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观众的不满，甚至自编结局，2出现前所未有的观众反成编剧的现象。这总总的依

据都反映了，《小》在剧里剧外都形成了值得研究的现象。 

 

第二节：《小娘惹》的影响力及代表性 

 观众的热烈反应确切地体现于此剧的收视率，首播当晚《小》就迎来了 99 万 8000

名观众的非凡成绩。随后，此剧更是创下了 104 万 7 千人3的平均收视率，刷新了新加

坡电视剧 15 年来的收视记录4。而大结局的收视率更是高达 33.8%，5。随后，为了回应

观众对结局的不满，“八频道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剧终后推出后续短片”
6，显示了观众对

此剧的热烈回响。作为一部纯虚构的连续剧，它的收视率却比新加坡乒乓队在世界体育

盛事——北京奥运会上争夺银牌的直播节目更高7。另外，附上英文字幕的《小》也成

功地吸引了一群新加坡的非华族观众追看8。因为受到广大回响，剧终后还出现了一系

列相关的娱乐节目。例如在 2009 年的农历新年播出的特备节目《小娘惹大团圆》，还

有“《小娘惹》的延续”
9舞台剧《娘惹之恋》。有趣的是，在大结局播出后，晚间新闻

还带有宣传口吻地播报此剧分为上下两集的 DVD 的售价10，似乎将《小》从一个肥皂

                                                 
2
  陈秋雁 《不满小娘惹结局网友自创多种大结局》 ，见《新明日报》（新加坡），2009 年 1 月 7 日。  

3
  不同报导提供不同的数字，在此根据新传媒中文节目与宣传企划部副总裁陈国明所提供的数字。 

叶伟强《〈当我们同在一起〉首播成绩不如〈小娘惹〉只有 91 万观众收看》，见《新明日报》（新加坡

），2009 年 11 月 1 日。 

4
  洪铭铧《〈小娘惹〉收视创 15 年新高批评声浪也空前》 ，见《联合早报》（新加坡），2009 年 1 月 5

日。 

5
  《〈小娘惹〉大结局收视达 33.8%》 ，新传媒八频道《晚间新闻》 （新加坡）2009 年 1 月 5 日。 

6
 《〈小娘惹〉主角月娘陈锡星期天晚上重逢》见《晚间新闻》（新加坡：新传媒八频道），2009 年 1

月 9 日。   

7
  Lam, Pin Foo (2009, Januarary 25). A Popular Television Melodrama Boosts a Declining Culture. Retrieved 

August 29, 2011, from Lam Pin Foo’s website: http://lampinfoo.com/2009/01/25/ 

8
  Khoo Gaik Cheng, “The Little Nyonya and Peranakan Chinese identity”, Presentation paper for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joint conferenc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31 

March 2011, pp.2-3. 

9
  《采访〈娘惹之恋〉的导演》见《晚间新闻》（新加坡：新传媒八频道），2009 年 4 月 30 日。 

10
  《〈小娘惹〉DVD 即日起开始销售》，新传媒八频道《晚间新闻》（新加坡），2009 年 1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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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的身份抬高至正统的官方话语的舞台上。而在新加坡首播后，此剧还陆续卖埠到马来

西亚、香港、美国、柬埔寨、越南、中国和泰国11。其中，在中国大陆12和马来西亚的

收视率更是取得了杰出的成绩13。在新加坡学术圈内，此剧的播出更掀起了一股讨论土

生华人文化的热潮，另外也推动了和土生华人文化相关的商品的销量14。除了观众给予

的肯定，《小》也在国内演艺圈最高殊荣的“红星大奖”获颁 11 奖项，导致“红星大奖”

被喻为“小娘惹红星大奖”
15。在国际舞台上，《小》也荣获了第 14 届亚洲电视大奖的

最佳电视剧。此外，由于《小》口碑佳、海外版权询问度高，新传媒在 2009 年更带着

《小》远赴康城电视展16，这是新加坡电视圈空前的盛举。 

 

第三节：研究目的 

 做为政府属下的部门之一，国家传媒发展部（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为

什么会愿意耗资大量金钱17资助新传媒拍摄《小》呢？新传媒有限公司是个由政府部门

演变而成的商业机构，但其唯一的股东仍然是新加坡政府所掌握 18的淡马锡控股

                                                 
11

  佚名 《小娘惹攻陷港美亚洲》， 中国报 （马来西亚），2009 年 8 月 10 日。检索自 Factiva 数据库。 

12
  在中国的《第 16 届上海电视节》上获得了白兰玉奖"最佳编剧"的提名。甚至购买了改编权，制作“中

国版”的《小娘惹》。 

见黄爱莉《中国版〈小娘惹〉开拍 欧萱戴阳天再续前缘》，Xin.MSN（新加坡），2011 年 6 月 1 日，

http://entertainment.xin.msn.com/zh/celebrity/buzz/asia/photos.aspx?cp-documentid=4885476 见 Xin.MSN（新

加坡），登录于 2012 年 1 月 19 日。 

13
  郑凯文《〈小娘惹〉马国播放收视率高》 ，见 《新明日报》 （新加坡），2009 年 8 月 9 日。检索自

Factiva。 

14
 佚名 《〈小娘惹〉起效应• 狮城客赶到古城品尝娘惹餐》 ，星洲日报 （马来西亚）,2009 年 3 月 10

日。  检索自 Factiva。  

15
   佚名 《新加坡 2009 红星大奖 》，中国报 （马来西亚），2009 年 4 月 27 日。检索自 Factiva。 

16
 佚名 《〈小娘惹〉闯欧洲》 ，中国报 （马来西亚），2009 年 4 月 3 日。检索自 Factiva。 

17
  虽然没有具体数目，但传媒发展部部长坦言耗资了“大量金钱”。  

看南洋视界网站《新加坡网民赞成检讨津贴本地新加坡节目》，

http://www.nanyangpost.com/news/singapore/3048.html（2009 年 9 月 18 日），登录于 2011 年 10 月 11 日

。 

18
  在此的意思是新加坡政府拥有淡马锡控股 100 八仙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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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asek Holdings)
19。换句话说，新传媒公司和政府在某些程度上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

根据国家传媒发展部宣称，其宗旨在于推动和调节传媒界，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和帮助培

育一个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社会20。也就是说，“社会和谐”
21和“经济增长”是他们的主

要使命。显然地，其议程是出于一个政府机构（而非独立的传媒个体）的立场。作为垄

断新加坡大众媒体的企业，新传媒和上述的政府机构的合作关系就有足够的理由超出经

济范围，在某些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上成就彼此。这样的互补关系其实就是通过意识

形态的形塑来发挥统治作用，也就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指出的“意

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的一种。22应该被强调的是，统治者通过

这些国家机器来塑造的意识形态和人们的真实生存状态往往带有差距。而在引导人们接

受这些意识形态的当儿，许多社会上其他的声音和想法则往往被掩盖。本文旨在分析

《小》对观众的询唤(Interpellate),探讨剧里所编入的意识形态以及背后的选择性。 

 

 

 

 

 

 

 

                                                                                                                                                       
见淡马锡控股的官方网站《淡马锡年度报告：管理架构》

http://www.temasekreview.com.sg/2011/governance/governance_framework.html 登陆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 

19
  淡马锡控股的官方网站《淡马锡年度报告：投资组合》  

http://www.temasekreview.com.sg/portfolio/major_telecoms.html 登陆登陆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 

20
  国家传媒发展部官方网站《关于我们》

http://www.mda.gov.sg/AboutUs/Overview/Pages/VisionMissionValues.aspx 登陆于 2011 年 11 月 2 日。 

21
  在此的“和谐社会”是政府所认为的“和谐社会”，而不一定是人民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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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土生华人和国家机器（State Apparatus)的意识形态的交汇点 

第一节：语境和名词的定义 

 宏观看待，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各个国族和文化间的疆界一再受到挑战。许多学

者指出：全球化延伸而出的游移性和地理上的不固定性间接引发人们反思自己与所处

的地方的关系23。换句话说，随着人们越来越有机会普遍出国，甚至长期居住在国外，

政府也更难以掌握人民的国族认同和归属感。出身地和国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不

那么直接。在新加坡，对身份和国族意识的反思和延伸出的焦虑已形成一股暗流，不

约而同地在许多文艺作品中涌现。例子包括：近年来新加坡诸多以“探索身份、国族、

政治和家”为主题的诸多戏剧和短片24；和新加坡最多产的现代作家之一，Colin Cheong

在诸多作品中所展现的社会批判和国族意识的瓦解25。另一方面，李光耀在 2009 年的

一场国会演讲时也说“新加坡是个历经时代变化而成为一个拥有多元种族和文化的族

群……但，我不认为我们已是一个国家。”
26在此之上，一位学生在 2010 年李显龙总

理到访南大时，向总理发问：“你是否知道许多年轻人已对国家丧失归属感？……［身

为军官的］我已不知道我在捍卫什么。”
27，在报章和社交媒体引起热烈讨论。由这些

                                                                                                                                                       
22

  Althusser, Louis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Althusser, edited by Ben Brews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1, p.96. 

23
 O’Riordan Timothy and Church  Chris,  “Synthesis and context” in Globalism, Localism and Identity, (London: 

Earthscan,  2001). pp3-26. 也可参考 Schuerkens, “The soci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Current Sociology  3.4  (2003) : 209-222. 

24
  例如今年的新加坡戏剧节 ，见 2011 年新加坡华语戏剧节官方网站

http://www.mansingaporetheatrefestival.com/the-festival/about-the-festival/；  

和“让新加坡人表现和拥护自己的国族身份的短片比赛”，见 cine65 短片制作比赛官方网站 

http://cine65.sg/about.php  

25
  参考  Goh Robbie B. H,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s: Dis-Locating Authority,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ovels of Colin Cheong”.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42.3  (2007) : 45-59.   

26
  Au Yong, Jeremy (2009, July 19) “Racial harmony is not a given: MM, PM”The Sunday Times. Retrieved from 

Factiva database. 

27
  Lin, Rachel (2010, October 30)  “A disempowered generation?”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from Fac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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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体制内外，国民和领导人发出的声音可见，近年来在新加坡确有一股对国族和身

份的不确定情感。 

当国族和身份缺乏确定性的时候，这个族群共同的文化遗产便能成为一个参照的指标，

在游移和不确定中给予一个稳定和不变的定点28。因此，埋藏在历史的文化遗产其实蕴

含着巩固或建构人们的身份和国族意识的重要资源。在旅游业等经济效益的考量以外，

国家传媒发展部耗资大量金钱资助《小》的制作，看来也考虑到了此剧作为国族话语的

有力工具。 

 细微看待，新加坡社会同时面临另外一组问题。有学者对此作出合理的观察：“新

加坡的道德危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吸毒、色情、嘻皮、离婚、堕胎等社会问

题日趋严重；二是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怕吃苦，怕脏怕累，不赡养

老人，年轻夫妻不想生孩子等等”
29。这些问题恰好是共同价值观的对立面，显示政府

有意识地知道这些问题的存在。对此有学者进一步讨论：“根据政治领导当局的看法，

当前的道德危机，反映了两大根本问题，一是东方优良传统和价值的失落，使得现代新

加坡人成为没有根，也没有文化的人。这道德危机是因为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所

造成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可以保留东方价值观，便可以建立文化信心，足以抗拒西方

（败坏）文明的侵蚀。另一问题，也是造成东方传统价值没落的一个因素，是大家庭的

解组。这削弱了东方传统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家庭既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三代同堂的

大家庭的消逝，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30从 80 年代政府提倡的儒家学说，和 90 年

代至今政府所倡导的共同价值来看，东方美德的削弱与新加坡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由政府

看来的确有着密切甚至直接的关系。 

 

第二节：政府所倡导的意识形态 

                                                 
28

  Hewison, R.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London: Methuen. pp. 46-47 

29
  王文钦《新加坡儒家文化三特征》，见新加坡文献馆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4614

（2010 年 5 月 2 日）登陆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 

30
   郭振羽《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社会背景和条件》， 见《儒学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齐鲁：齐

鲁书社，1989）页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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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上述长久以来的问题，政府除了赏罚法令等硬性方案的措施，也在 80 年代

尝试将儒家思想编入国家意识形态（National Ideology）来消减社会问题。80 年代新加

坡掀起的新儒学运动便尝试抵抗西方价值观的弊病。但在 5 年后，基于族群分歧的担忧，

儒家伦理课程便和宗教课程一起被终止。此后，政府转用共同价值观(Shared Values)的

推行,来应对上述新加坡面临的问题。 

 为了解决西化的影响，国会在 1991 年将以下声明采纳为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国

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族群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

谐宗教宽容31。以统治者的立场来看，其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温顺守法守礼的社会，以及

对政府的权力的巩固。这组从国家意识形态重新命名而成的共同价值（Shared Values）

是一套由上而下加给的意识形态。而这套政府想要推崇的的意识形态恰好和儒家思想有

许多重叠面。在华人人口占 75%的新加坡，将儒家思想编入国家意识形态不仅可以轻

易地与多数群众取得共鸣，还可以借此模糊间中存在的（政府和人民间的）权力分歧。 

 政府拟定的共同价值和儒家思想存在着数个交汇点。例如，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义

务感、和“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的观念重叠。视家庭为本指向人民对国家的组成单位，

即对自己的家庭应有有义务感。而儒家思想中，自我约束和一致意见的达成的观念也和

其他四个共同价值相辅相成的。虽然如此，政府对儒家思想的挪用却非全盘接受。就如

新加坡前教育部长吴庆瑞所言, “儒家学说可分为两个部分，即政治思想和与个人道德行

为相关的思想。新加坡所要汲取的是儒家学说中的关于个人行为的道德思想, 而不是关

于政治的思想学说。”
32

 比起政治上的醒觉，政府似乎更重视借助儒家学说，抵制个人

行为，约束西化思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 

 许多学者也注意到，除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怀，政府的正统性(Legitimacy)和权力

也是备受关注的33。在人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意识的醒觉下，人民更勇于发

                                                 
31

  Tan, Eugene Singapore Shared Values.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1, from National Library Database 

http://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542_2004-12-18.html 

32
  Hussin Mutalib “Imagining Singapore”in Singapore’s Quest for a National Identity, edited by Ban Kah Choo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2004. 

33
  前资政（李光耀）和总理（吴作栋）也注意到了人民在倾向于西式的民主主义的同时，也对掌权者采

取了更尖锐的态度。来源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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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普遍地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对掌权者的正统性带来威胁34。这导致政府更依赖通过

意识形态的推崇和人民取得政策上的共鸣。李显龙说 “ 这五大价值观强调社会在个人之

上,即以社会为本。”
35他又说“ 在我们强调社会为先的同时,我们也鼓吹国家至上, 国家利

益不只是在个人之上, 它也在任何社群利益之上。”
36

 在几乎政党合一的新加坡，这样的

言说间接地将决策权从人民手中收复到政府手里。李光耀话下的“好政府比民主人权重

要。37
”便更直接地道出这一观点。剧里多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便恰好呼应了政府极力推

行的政策。从《小》两极化的人物塑造中，观众被积极地灌输：人权主义、自由主义和

民主主义的定义。巧妙地是，尽管涉及这些与国家紧紧相关的课题，剧里却不曾出现人

民与政府的角力。我们看到的，仅是在商场和私人领域展演的冲突与抗争。即使有在此

之外的角力，也只针对二战时期的日军。政府在横跨 80 年的时段似乎不曾对剧里的人

物产生任何影响。  

 另外，针对上节所勾勒出的，国人在国族身份意识方面的不确定性，李显龙总理

也反复地尝试通过对“新加坡精神”的界定，38来巩固可以凸出新加坡和提升国人的国族

意识的无形(Intangible)意识。李显龙认为，“随着世界越渐全球化，而新加坡的旅客流

动量也越来越多，‘是什么组成新加坡精神’便成了值得关注的问题。”
39在定义“新加坡

精神”（Singapore Spirit）时，李显龙进一步说明“新加坡精神不建立于共同的种族、语

言或信仰。而是我们所共同拥有的价值，例如：种族的多元性、实力主义（Meritocracy），

或对每一个精英的尊重；对国家共同的忠诚和效忠；对彼此共同的责任，和对我们的成

                                                 
34

  社交媒体的逐日发达也给人民带来更多难以经过政府审查的发声管道。这导致政府必须在实施硬性

措施以外，更重视如何通过对话和其他管道给人民建立正面印象。例如 2011 年大选期间，李显龙总理

和其他候选人（如杨荣文、陈硕茂、维文医生等）前所未有地通过社交网站 Facebook 和部落格等新媒体

、和人民会面开启多种沟通管道，反映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已从单向的统治演变成双向的协商。在

此之上，执政党也由于反对党近年来的强势作风和人民对其的更高认同而失去了绝对的优势。 

35
  佚名 《共同价值观并不是教条》，联合早报（新加坡）, 1991 年 1 月 15 日。 

36
  同上。 

37
  李光耀《李光耀 40 年政论选》，（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 1993），页 576。 

38
  在 2005 和 2010 年的国庆演说分别被提出和强调。 

39
   Nur Dianah Suhaimi (2010, August 30) “The Singapore spirit, five years on, Nation distinguishes itself by its 

forward-looking and idealistic people” The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from Fac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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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的自豪感；共同的记忆和梦想和志向……”
40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定义是总理或者

政府的看法，这些看法是和和政府拟定的政策相辅相成的，却不一定是最符合现实，或

国人最为认同的。但因为政府对国家话语权的掌控，人民通过报章、电视等国有传媒得

来的信息便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推崇的意识有所重叠。 

 综上所述，从 80 年初代政府积极倡导的儒家思想，到 80 年代末的“共同价值”，

到 90 年代末至今政府鼓吹的“新加坡精神”，国家的首要关怀点似乎都离不开巩固政权；

促进种族和谐；和建构可以区分新加坡的独特国族身份的核心本怀。这样的国家论述除

了通过 80 年代末租屋内种族比例的限定，和强制性的国民服役等硬性措施的实施，也

通过大众传媒直接或间接地向人民灌输维持种族和谐的“正确意识”。《小》便巧妙地利

用了土生华人意识形态与上述的“正确意识形态”的交汇点做到了这点。为了了解这个交

汇点，我们将分析土生华人族群内蕴含了哪些适合国家机器挪用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土生华人族群蕴含的意识形态 

 土生华人所蕴含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土生华人的出

现是由于早期华族移民皆是没有携带配偶，或本就是单身的男性，他们与当地土著妇女，

尤其是名义上的回教徒(Nominal Muslim)或非回教徒结婚。其后代成了具有华人与马来

人的文化特征的新族群41。在服装、语言、饮食、和节庆上都可掺杂了马来族和华族的

影响。这些土著妇女大多是马来人。值得注意的是，19 世纪初或更早以前，“马来人”

作为一个族群概念和“回教徒”这个宗教概念还没建立绝对的连带关系。这导致当时的土

著马来人和南来的华人在结合时免去了信仰差异上的问题。如今，这样的差异不仅存在

于本地，更成为了统治者在推崇种族和谐时所面临的挑战之一。但在剧里，土生华人却

巧妙地被包装成种族和谐的“代言人”，对此在第三章的第三节将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因为两族的结合未明显地涉及信仰方面的融合，马来文化的影响大多止于其物质

文化和语言的采纳。在剧里，马来文化的影子虽止于建筑、服装和饮食等物质文化，却

成了再现土生华人文化的主要符码。其中有关文化再现的问题也将在第四章深入探讨。

                                                 
40

  Editorial: PM Lee defines the Singapore spirit. (2010, August 30) ,  My Paper. Retrieved from Factiva. 

41
  国大图书馆:咨询题库，《“峇峇”、“土生华人”、“海峡华人”与“海峡土生华人”》，见

http://libportal.nus.edu.sg/media/media/databank-baba.pdf 登陆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页 16 

 

非物质文化方面，宗教信仰是土生华人意识文化的主要资源。笔者认为土生华人主要受

到儒、释、道三个华族民间宗教的影响。其中，儒家学说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土生华人慎

终追远的精神。而这样的精神则实践于土生华人家庭内深受道教影响的繁琐祭祖仪式。

另一方面，中国佛教的影响则大量体现于其建筑风格和瓷器等摆设所选用的图像42。这

些东方思想所蕴含的“美德”非常贴切地提供了对抗西方腐朽的“陋习”的文化资源。因

此，它们自然地反复出现在剧里。另一方面，土生华人作为土著和华人的后代族群，恰

好地示范了华族和种族上对立的马来人撇开种族差异，成就一个独具一格的族群的美好

成果。剧中一再凸出的丰富物质文化也给新加坡文化戴上了美好的光环，让这个原本被

称为思想空洞的人民(Tabula Rasa)
43之国，顿时被赋予丰富文化的面貌。如此般，对内

（新加坡政府和人民之间）、和对外（外国旅客）土生华人文化都通过《小》和之后形

成的“土生华人风潮”得以宣传。 

 在发展的脉络中，土生华人的没落与复兴也与新加坡的历史息息相关。建国初期，

新上任的人民行动党政府秉着反殖民情绪，强力打压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士44。与

英国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亲密往来的土生华人因此感觉到隐藏自己的族群身份的压

力45。在这个时期以前，土生华人的亲英作风(Anglophilic)一直是这个族群最显著的标

记，也是造成他们在阶级上高于非土生华人（Totok）和其他种族的主要因素。但独立

后，镶嵌在土生华人身份内的亲英色彩反而成了土生华人的负担。46这些阶级差异，当

然也没有在剧里得到再现。观众看到的，只有土生华人在同样程度上，与华商和英国人

的生意往来。这不仅忽略了上述土生华人与英国人特有的亲密关系，更删除了土生华人

                                                 
42

  White Magaret,  “Nonyawares of Phoenixes and Peonies” in Passage: magazine by Friends of Museum, 

Jul/Aug issue (2009): 12-13. 

43
  Locke John,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44
  Turnbull Constance Mary A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p. 272. 

45
  Rudolph Jü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 189. 

46
  因为当时非常依赖华语社群的拥护的人民行动党强烈抨击“不可取的崇洋风格”，而土生华人族群正好

被理解为崇洋的代表。这样的情况持续至 70 年代初。 

看 Turnbull Constance Mary, A History of Singapore 1819-1988,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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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土生华人的互相排斥。47这被少数看得较入微的观众发觉，并指出“《小娘惹》借

用了娘惹的饮食及服饰，［但］并未点出海峡华人在英殖民地时期及新加坡建国阶段的

独特性……［剧情］换成任何时空背景都行。”
48剧组对剧里的物质文化都极其讲究，

显然对土生华人和其文化作了具一定深度的研究。因此，对土生华人在这段时期（30-80

年代，也就是此剧大部分的时代背景）的特殊身份的忽略便显得有意图地刻意排除。  

 土生华人的“隐身”在 80 年代初有了转折，儒家学说的盛行为蕴含着浓烈儒家思

想的土生华人文化带来了复兴的契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在台面上的“复出”更多的是

以“华巫文化的结合体”的姿态，而非早期标志这一族群的阶级优势。可见，土生华人和

其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政府的政策左右的工具，在能辅助国家意识形态时予以

复兴的机会；在与国家的发展方向有所矛盾时被摒弃。这也就解释了剧里，土生华人和

其文化的正宗性的次要位置。简言之，即使探索和发扬土生华人文化曾认真地被纳入制

作组的考虑范围，也仅占次要的位置，或是在其他例如国家意识和旅游业的助力底下，

顺水推舟而成的。 

 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产物，《小》在再现土生华人和其文化的时候，自然也

只择选出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元素，同时排除其他“不光彩”或对国族意识的建构“没有

帮助”的元素。下来将进一步论证此剧如何发展上述两个意识形态的交汇点。 

 

 

 

 

 

                                                 
47

  剧里大部分剧情以 30 年代到 80 年代的时段为背景。而在这个期间，土生华人族群是具有一定的排他

性的。他们只在族内成亲，而他们与非土生华人在文化上和阶级上的差异也进一步筑起了两群间的隔阂。

对此，土生华人和非土生华人也似乎不觉得有必要跨越。非土生华人视土生华人为不纯正的华人，而土

生华人则往往因其文化自豪感而看不起其他华人。 

看 Tan Chee Beng, Chinese peranakan heritage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67. 

48
  陈俊雅 《〈小娘惹〉收视报捷不合理内容惹观众批评》，见《联合早报》（新加坡），2008 年 12 月

18 日，摘自 Factiva。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页 18 

 

 

 

 

第三章：《小》如何发展两个意识形态的交汇点 

 

 

 

 

 

 

 

 在宣传国族话语方面，《小》巧妙地借助了土生华人和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上的

交汇点来尝试消解广大国人所潜在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小》的编剧似乎都了解

到这些政府关心的“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在剧本中恰好融合了这些议题并且引导观众去

认同光明人物，从而修正上述政府所认为的“不可取”意识，同时引导观众认同他们所认

为“可取”意识。 

 

第一节：推崇东方美德、抵抗西方“不可取”的意识形态 

 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产业的摧毁、金钱的流失和人口的伤亡，许多保留土生华

人文化的条件都不复存在。此外，二战期间许多较富裕的土生华人家庭因为和英殖民者

的良好关系而有机会逃到英国。随之，他们的孩子也在英国接受教育。西方的影响导致

许多土生华人摒弃华人民间宗教和族内的习俗和仪式，转而拥抱基督教以及天主教。这

大大地导致了土生华人文化的稀释49。如剧中所呈现的，土生华人文化的没落很多时候

都和西化的影响和现代化的崛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一个肥皂剧，这样的关系在《小》

里被方便地放入一个二元对立的框架，通过刻画空洞、势利的现代与西式文化来展现土

生华人的光明文化。在此，西方文化和意识的侵袭对土生华人和本地政府分别造成了文

                                                 
49

  这表现在俚语和爱情歌谣（dondang sayang）程度的下降、纱笼与卡巴雅（sarong kebaya）较罕见地被

娘惹穿上、和娘惹饮食的简化 

 

  《小》 

体现 

的意识 

形态 

土生华人的

意识形态 
国家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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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权力上的威胁，导致二者产生了“共同的敌人”。如此般，政府在通过国家意识形态

的塑造来达到抵抗西化和巩固政权等议程的同时，就能借用剧里看似去政治动机的土生

华人家庭背景得到更广大的认同。而且，此剧大部分篇幅都放置在 30 至 80 年代，时空

所创造的距离感也有助于淡化剧中所编入的国家意识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肥皂剧二元对立的性质，剧里体现的西化意识大多都是极端

邪恶的。当然，这并不能全面或公道地再现西化意识。但正因为如此，当二元对立的框

架难以避免地将西化意识塑造成“万恶之源”的时候，观众更强力地被引导去否定剧里的

西化意识50。同时，观众也不知不觉地认同了政府的价值判断，认同这组西化意识为“不

可取”。 

 在塑造这个二元对立的框架时，慎终追远的主题成了一个多次被强调且光明化的

观念。在剧里的第 10 集，剧组通过月娘和玉珠的对话，向观众解释“追远”的意思：“要

记住你从哪里来，不要忘了你的源头的意思。”而在第 19 集，剧组通过陈功与陈老太的

对话，再一次强调“追远”即“记着祖先，不能忘本”的意思。”
51这正是上述的一大社会问

题（大家庭的解组和个人主义的侵袭）的对立面。摄影师多次运用特写镜头强调祠堂里

摆在最高位置的“追远”匾额。作为进行惩罚和奖赏的地方，祖先堂再现了祖先在土生华

人家族里，或至少在剧里的重要地位。另外，陈黄两家每逢节日或出远门归来后首先做

的都是到祖先堂上香祭拜，表示祭祖在剧里的重要性。此外，“追远”的主题还在第 19

集，陈老太在自己的 80 岁大寿为孙子陈锡征选妻子的一段，通过女主角月娘的女红再

次被凸出和美化。此集大幅度挪用了童话经典《灰姑娘》的叙事脉络，通过刻画女主角

奸诈阴险的表姐来凸出女主角的善良纯真。当陈老太接获各位女佳丽的刺绣时，给予的

评价良莠不齐，但始终没有一个让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到了最后一个作品，编剧

通过陈功和陈老太的对话提醒观众这“多出来的”刺绣是由陈锡特别邀请的女生所绣的。

因此在还没看到作品前，就已经和其他女佳丽的作品有了正面的区别。当陈老太看见月

                                                 
50

  李显龙总理将政府建构“共同价值”的首要目的归咎于抵抗西化意识。 

见 Tan, Eugene Singapore Shared Values.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11, from National Library Database 

http://infopedia.nl.sg/articles/SIP_542_2004-12-18.html 

51
  字典对此作出稍微更清楚的解释：“虔诚地祭祀先人，表示追念。” 

见卢家彬、程静合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广州：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页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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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的刺绣时，其素雅无奇的样式再次和其他花俏斑驳的作品形成了强烈对比。月娘的作

品上的“追远”二字更在陈老太的评赏下将其他如“大富大贵”、“吉祥”、和“福”的祝词显

得庸俗。一方面，这强调了月娘的人格和手艺，另一方面也使在众多贺词中脱颖而出的

“追远”成为观众的认同对象。似乎丰裕的物质和健康的身体都不比“追远”来得“有意

思”
52。 

 另外，祭祖的仪式作为追远的体现也在剧里备受重视。月娘孝顺地为遗孀设立牌

位且在他们的祭日烹煮母亲爱吃的佳肴，还违抗黄家上下的阻挠，坚持一定要让外婆（天

兰）的遗体从黄家正门“光明正大”地离开。这份念祖的坚持和天宝、珍珠从英国归来后

给祖先上香的不屑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本是峇峇的查理张“不认祖宗”、“把祖先的牌

位烧到一个不剩”
53的即忘本又崇洋的作风更是受到剧里的正面的人物的大肆抨击。黄

家内同一辈分的第三代人物更形成两派人物。西式的影响体现于天宝和珍珠的个人主

义；而东方传统的孝悌美德则体现于月娘和珍珠的虔诚敬祖。文本再次利用反衬的手法

引导观众认同东方的孝悌美德，否决西式的个人主义，和支持儒家思想里的家庭观念的

国家机器一气呵成。 

 

第二节：性别角色的塑造 

 此外，《小》也充分地挪用了性别角色的扮演来体现东西方意识的对立。剧里的

女性人物各个被要求懂得烹煮土生华人佳肴、做女工、穿传统服装（尤其在重要节日）。

基本上，生活中的大小细节都由女性包办。因此，她们背负了文化传承的重任。这是女

性在土生华人族群内的作用。反观剧里的男性则多数从事生意的买卖。他们穿着西装或

现代衬衫，忙于和洋人和华人在生意上的往来。如此，《小》通过性别的刻板化让男性

记录国家的现代化和商业化；同时通过女性捕捉私人领域内仍然活跃的土生华人生活形

态。由此打造一个丰富、想象出来的国家象喻（National Imagery）。但，从第二章里

对土生华人的发展来看，土生华人在 30-60 年代的主要指标并非他们的文化传统，而是

他们亲英的特点和与其他族群的阶级差异。在此，被塑造成文化的核心体，且在剧里占

据中心位置的女性，除了带有文化传承的使命，也背负着模糊这段导被边缘化的历史以

                                                 
52

  陈老太对绣着“追远”的作品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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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族群特征。如此，女性自然成为剧中的主角。作为主角，剧里的女性人物自然承载了

东西文化对立的主题。为此，剧组将女性人物放入二元对立的框架，与两极化的东西文

化相呼应。其中，西化女性的两个代表人物，秀娟（由许美珍饰）和上述的珍珠各自严

重违反了儒家学说重视的三重四德，一个勾引有妇之夫；一个则红杏出墙。在此，编剧

将妇道的逾越和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女性主义编入两位负面人物，导致和东方美德

对立的女性主义蘸上污点。以下就剧里几个显著的情节为例。 

 作为西化的负面代表，一头短发的秀娟取洋名、爱跳舞、和珍珠一样排斥女红烹

饪等家务。剧里第三集秀娟到了大结局，西式的秀娟坦言“遗憾不是个好娘惹，不会做

娘惹蔡，不会做娘惹糕点，不会绣珠绣鞋，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让我最怀念的全是娘惹

的点点滴滴。”也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独立女性作风，说道“我只是不甘心，但不甘心又能

怎样，我一个人还是一样不快乐。”并且托月娘向姐姐（秀凤）道歉，对自己和姐夫的

不轨之恋表示歉意。剧里第 11 集，黄家为了和较富裕的陈家攀上亲戚关系，邀请陈家

到府上享用长桌宴。为了增加和陈家结为亲家的机会，陈少奶奶聘请了一位老娘惹教导

家两位小姐女红和烹饪的技巧。在学习女红的过程中，浸染于西式的现代主义的珍珠不

耐烦地向母亲抱怨“都什么年代了，我不要当什么传统的娘惹！整天在这个房间里面绣

这些无聊的东西……现在流行的是高跟鞋啊，谁要穿这些土里土气的鞋子。”而在学习

烹饪的当儿，她也不断埋怨教导她和妹妹的老娘惹（牡丹婆），甚至埋怨“天啊，我怎

么这么不幸生在这个家庭。我多希望自己变成一个英国人啊……我受够了，我要去看电

影！”之后珍珠将工作推卸给月娘，还刮了她一巴掌，才高傲地离开。在此，娇生惯养

的珍珠作为一个西化了的代表人物，体现的是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负面影响。戏剧通

过凸出珍珠的人格缺陷来否定普遍侵袭东方传统美德的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批判的

对象，编剧自然只针对西方意识形态中与东方美德对立的“不可取”性状，排除掉其积极

面。在此东西方意识形态不只被两极化，同时也在编剧的刻意截取下被本质化。可见，

到最后西化的女性人物不是后悔就是被刻画成执迷不悟54，唯有坚守三重四德的贤妻良

母被刻画得幸福、开心。 

                                                                                                                                                       
53

  这是剧里第三集，通过正义的陈老太对查理张提出的指控。 
54

  指被刻画成任性地离家，和别的男人私奔的珍珠。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页 22 

 

另一方面，《小》也在打造光明的女主角的同时，打造一个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国民

母”形象。在塑造月娘这个光明正面人物的时候，《小》通过一段跨越三代人物的进程

予以女主角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强化55。但贤良淑德的特质却是形影不离地贯穿这三代人

物。更宏观地看待，剧里的每个正面女性人物，包括倡导女权的丽贝儿，最终都成为相

夫教子的妻子和母亲。正面的女性人物的模式似乎都局限于女性对丈夫和孩子的贡献。

这样因为子嗣而重视妇女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尤其被强调。光绪三十一年（1905），‘国

民母’这个名词就首先出现在上海出版的《女子世界》56。随后更引起了对“国民母”，也

就是女性所扮演的母亲角色，的热烈讨论。在 20 世纪初面对外有内患的中国，女性因

为被视为“文明之母，自有之母，国民之母”
57而得到重视。一般，只有在怀孕或诞子后

（尤其是男嗣）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才有所提升。这样“母以子贵”的观念正好也与土生

华人深受重男轻女的意识形态有所重叠。这导致《小》可以将这样女性形象的“典范”

合理地编入剧中。这样的“女性典范”不只是与国家意识形态中，“家庭为本”的概念相呼

应，也和政府鼓励国人多生育的呼声相呼应58，充分地利用了政府和土生华人意识形态

中的另一个交汇点。 

有趣的是，为了突显“国民母”为一个精神概念而非纯粹地怀孕生子，《小》更是安排第

三代的女主角月娘两次流产。虽没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但她把玉珠和罗伯特的孩子视为

己生，甚至尝试向安琪隐瞒生事，不让安琪知道她的亲生祖父母便是罗伯特和玉珠。这

样无私奉献的精神体现了此剧对女性的形象的要求之一。 

                                                 
55

  从第一代胆小怕事的天兰，到其女儿，机灵但却失聪的菊香，到其女儿勇于反抗且生理健全的月娘。 

56
  “皇帝子孙神明冑，缘何甘为奴隶死？乘此风浪好进行，大家勉造国民母。” 

佚名亦无诗题，见《女子世界》（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5），第二期，页 10。 

57
  曾竞雄〈女权为强国之元素〉，《女子世界》1.3，（上海：常熟女子世界社，1904），页 1。 

58
  譬如，李光耀多次说明如果要解决外来移民的问题，国人必须多生育。 

Benita Aw Yeong(2012, Feburary 4) “Fewer babies, so we have to accept immigrants” The New Paper, Retrieved 

from Factiva. 

此外政府也通过 2008 年公布的一系列政策鼓励国人多生育。 

见 Editorial: Singapore plans new measures to boost birth rate. (2008, July 21). AFX Asia. Retrieved from 

Facti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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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性别模式看似在肥皂剧里被层出不穷地挪用。值得注意的是，剧中的正面女性角色是

披上女权自觉的漂亮包装的。跟着上述，正面女性角色的蜕变，观众被积极地引导着去

注意她们由弱至强的改变，从而认为女性已升华至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但，剧中有办法

突破命运的女性其实都具备了许多条件。而这些条件都是确保男性的霸权不受动摇的人

格及生理特征。如上所述，正面女性都得先具有男人喜爱的外貌、善良天真的个性与打

点家务事的巧手。总之，《小》利用个性坚强不屈服的女性人物制造支持两性平等，尊

重女性的权利的印象，但却在情节中安排一些女性无法突破的局限，例如女性在成为妻

母后相夫教子的责任；和在公共领域有限度的成功。其结果是被局限于私人领域，成为

服务男性和社会的要求的贤妻良母。 

 

第三节：“新加坡性”的建构 

 建国初期，因为快速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务实主义的走向，新加坡发展方向倾向

于去除代表落后、陈旧的旧建筑物，建立崭新的现代化都市的面貌 。但，这样的“大扫

除”却导致新加坡越渐丧失自身的独特性质，甚至被喻为‘曼哈顿了的’城市——西方都

市的复制品59。因此，除了在现代化的同时如何抵抗西方化，另一个政府关心的议程便

是如何建立一个对内、对外都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身份”。“共同价值”和“新加坡精神”

的建构，都示范了政府想方设法为独立不到半个世纪的新加坡寻找可以奠定人民的国族

身份的资源的尝试。 

 土生华人文化所具有的亚洲渊源便成了有力的资源。其文化、历史和新加坡之间

的合法（legitimate）性关系在剧里、剧外都多次被强调。譬如，许多报章报导都说《小》

是部“代表新加坡文化”或“看了会更了解新加坡文化”的戏剧。这样的指涉对于占据新加

坡华人人口仅 8.34%
60或新加坡总人口仅 0.96%

61的土生华人显然有夸大的迹象。土生华

                                                 
59

  Chua Beng Huat Between economy and race: The Asianization of Singapore. In Space, 

Culture and Power, edited by Ayse Oncii and Petra Weyland. ( London: Zed Books, 1997) p.28. 

60
  Peranakan Resource Library. (n.d).How many Chinese Peranakans are there in the world . Retrieved 27, 

January 2012 from http://peranakan.hostoi.com/Essays.htm 

61
  新加坡统计局官方网站 《人口序列》，见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themes/people/hist/popn.html （

2011 年 12 月 28 日），登录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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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化固然是新加坡文化的一部分，但以本地人口的比例来看，它绝对没有概括新加坡

文的代表性。那它为何会顺理成章地成为众多人眼里，代表新加坡文化的适当象征？而

相对地，占据新加坡公民总人口 9.2%
62的印度人的丰富文化似乎则不受到同样的重视。

印度人传统文化馆(Indian Heritage Centre) 被预定在 2013 年底开始运作63，相对地土生

华人博物馆 (Peranakan Museum) 则早在 2008 年由总理掀开序幕。64
 

 除了土生华人所具有的丰富物质文化以外，笔者认为土生华人在新马一带的专属

性也是这个族群受到国家话语的推崇的原因之一。从根源上来看，这个族群的诞生和新

马的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同于本地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土生华人是当

地土著和南来华人的后代，经由一个内化的过程推展出一套自己的生活方式、语言、信

仰和文化。这样的渊源给予新加坡一个有别于西方，甚至有别于来自中国、马来西亚、

印度等地的外来移民的专属65族群。在新加坡，暂时居留的外来人口多达总人口的四分

之一。66人数之大引起了许多国人的不安，也动摇了国人的国族意识。在这般充斥着对

“他者”的焦虑的语境下，土生华人作为“我族”的一份子便成了新加坡建构国族意识的重

要文化资源。 

 此外，从统治者的出发点来看，土生华人是个极好的种族和谐的代言人甚至核心

体(Embodiment)。新加坡的两大族群既华人和马来人，两族各有着不同的渊源、宗教信

仰、饮食和节庆文化。因此，在各自的族群认同的强化下，彼此很容易地会被视为他者。

而对本地的统治者来说，种族和谐从建国以来至今一直是非常关键的。在这样的议程下，

土生华人恰好可以被方便地塑造成超越种族差异，享有两族的优良文化的“模范族群”。

比起今天的华马通婚，土生华人在 30 年代的诞生免去了信仰上的冲突。因此，土生华

人尤其成了华马两族最融洽的结合体，也是种族和谐的最佳代言者。虽然剧里没有出现

                                                 
62

  新加坡统计局官方网站《2010 年人口发展趋势》，见

http://www.singstat.gov.sg/pubn/popn/c2010acr/key_demographic_trends.pdf 

63
  Chia Adeline, (2009, January 24), “New museum to showcase Indian heritage”, Straits Times , Retrieved from 

Factiva. 

64
  Wong Tessa (2008 April 21) “Opening of Peranakan Museum” Straits Times, Retrieved from Factiva. 

65
  在此的专属性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土生华人的发展其实是在新马未分家前就已萌芽。 

66
  新加坡统计局官方网站 《人口序列》，见 http://www.singstat.gov.sg/stats/themes/people/hist/popn.html （

2011 年 12 月 28 日），登录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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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华族，而对话也不用峇峇俚语，但尽显于服装、摆设、饮食等物质文化的符号却充足

地把马来族对土生华人文化的影响表露于观众眼前。马来族同胞对此剧的追看67也反映

了一定程度的认同。在观众认同其精致且丰富的文化的同时，他们其实也被引导着认同

协商共识、互相尊重宽容的种族和谐意识形态。但，更深入地探讨，土生华人作为对时

下新加坡的种族和谐的典范就不一定和其产生的年代一样贴切。如上所述，早期当中国

人南下和马来土著结合时，马来族和回教信仰之间还没形成绝对的关系，68因此两族的

结合并未涉及现今存在的信仰差异。另外，土生华人从马来人吸取的文化成分很大程度

上只停留在物质文化和语言上的摄取和融合，因此许多土生华人非常坚持自己为华人而

并非马华或华马两族的混合体。因此，虽然土生华人的渊源与《小》的土生华人背景或

有被利用来建构种族和谐的意图，但追根究底这也只能成为一个虚有其表却不合时宜的

宣传工具。 

 

 除了外向的抗衡，《小》的意识形态也顾及到内向的国族主义的巩固。这表现在

同样反复地在剧里被强调的文化遗产的保留。坚守文化遗产的精神主要寄托于剧里的三

位正面人物，即月娘、陈盛和一位失意的中年峇峇。陈盛是一位深深浸染于土生华人文

化，乐于传统歌舞也热衷于传统诗歌（Pantun）的朗诵与记录。他还爱好收集峇峇家庭

丢弃的瓷器和古董，因此和志同道合的中年峇峇成为知己。两人都视维护土生华人文化

为己任。当他发现月娘也抱有同样的热忱时，他积极地教导月娘如何鉴赏这些古文物，

让月娘依靠这一技之长赚取一些收入。多年后，老迈的月娘依然秉持文化传承的热忱，

计划在孙女安琪的协助下将黄家的故居装潢成一栋私人博物馆，展出自己和陈盛多年以

来收集的土生华人文物。除去念旧的感性色彩，文化的保留其实为一个国家和其政府带

来存在和统治的合法性。尤其在建构仅 47 年的新加坡，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更不是理

所当然的。另一方面，这也正面地体现了国家崇高的人文素养，起着内向国族意识的巩

固和外向的正面宣传的双重作用。 

                                                 
67

  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从报导和学者的观察可推测马来族同胞的观众应占一定数量。 

68
  廖建裕，〈马来西亚的土生华人：回顾与前瞻〉，何国忠主编《百年回眸：马华文化与教育》 

（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05），页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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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新加坡，文化遗产不只是国家历史的见证，也给予人民

一定的安全感，提供建构国族想象的资源。如第一集和大结局里69，感情失意而重返家

乡的安琪在巴士上所言“如果你不了解你的过去，你就像树叶不知道自己是树的一部

分。”在此，历史被赋予鉴定身份的用途。恰巧的，在新加坡的城市发展所采取的方针

中，文化遗产的保留和身份认同也带有紧密的关系。2001 年，掌控本地城市的发展方

向的主要管理局，市区重建局（URA）公布，身份认同的考量将会成为发展计划中的

重要考量。而在 2001 年当市区重建局回顾他们的长期计划的时候，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也被视为一个可以凸出新加坡的重要标签。同时，文化遗产的保留也被纳入

主要的关怀点，被认知为增强城市的宜居感的关键主题。如 Hewison 所解释，在国族

身份受到动摇的时候，怀旧是维护社会凝聚力和加强国族认同的重要缓和物。70近年来

频频涌现于新传媒的怀旧、复古电视剧如：《当我们同在一起》《阿娣》（829,000）

《新洲之夜》《甘邦情》（750,000）或许和积极地想要建构明确的国族身份的本土语

境稍有蹊跷。 

 除了通过正面人物来引导观众认同保留和鉴赏自己的文化遗产为一种崇高事业，

《小》也透过山本洋介71和李修文72两位非土生华人的“他者”的眼光为土生华人的丰富

物质文化予以认同。这两位由剧组想像出的角色投射了剧组理想中的他者形象。一方面

引导外国观众对土生华人文化予以钦羡的眼光，另一方面通过他者的赞赏引导新加坡人

珍惜己有的文化。如此，敬祖追远和文化保留的主题除了是积极的孝悌等东方美德的实

践，更因为他者予以的优越感而变得更“吸引人” 。 

 另一方面，上述的“新加坡性”的建构除了内向的国族认同，对于外向的形象建构

也是关键的。但在通过土生华人文化来建构内向和外向的国族形象的当儿，《小》也遭

到“不正宗地再现土生华人文化”的指责。这些来自部分观众（尤其是老一辈的土生华人

观众）和学者的指责勾勒出了此剧在推崇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中最显著的牺牲品，也引

发了背后一系列的问题。 

                                                 
69

  剧组刻意地反复强调反映了对“寻根”和“家”之主题的重视。 
70

  Hewison Robert., The Heritage Industry: Britain in a Climate of Decline, (London: Methuen,1987) 

71
  一位来自日本的摄影师，后成为菊香的丈夫，月娘的父亲。其形象为好丈夫、好父亲。 

72
  在香港出生。幼时与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当地的大学认识安淇并暗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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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正宗性（Inauthenticity）的问题 

第一节：土生华人文化如何被扮演 

 “正宗性”是一个具争议性的游移概念。在此，笔者引用阿帕度莱(Appadurai)的说

法，认同正宗性取决于各个观察者经过判断所给予的价值73。在此之上更应该注意的是，

正宗性并非客观、独立的概念，而是由社会建构出的(Socially Constructed），因此也具

有一定的协商空间74。放入土生华人文化和《小》的框架，这个协商空间更体现了其中

嵌入的权力关系。从《小》对土生华人文化的再现，我们不仅看出一道声音如何从其他

不同声音中，经合法化成为公认，甚至唯一可听见、可实践的声音；也看出“文化”在国

家的发展蓝图以怎样的姿态被放置在怎样的位置。 

 作为一部在黄金时段播出的肥皂剧，剧组面对的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预设观

众。而在土生华人人口低于 1%的新加坡，剧组自然地尝试通过“扮演的正宗性”（Staged 

Authenticity）75来迎合观众在观看荧幕上的他者时所追求的“正宗体验”
76。 在这个过程

中，剧组精心利用层出不穷的物质符码尝试满足预设观众对“正宗土生华人文化”的票

准，尽量地涉及最广泛的社会符码（Sociosymbolic Meaning），取得广大观众群的共鸣。

除了反复地展现一些土生华人的物质文化，《小》也通过 MacCannell 所提出的“视觉景

观的神圣化”（Sight Sacralisation），通过场面调度、灯光、和镜头的设计将几个特定的

文化符码包装成为“崇高”或“价值非凡”的物品。在此笔者对剧里反复出现的拍摄手法做

了一些整理：特写镜头（针对如娘惹糕点、女红、瓷器等物质符码）、马来乐器的配乐

（尤其在通过任务的对白道出有关土生华人文化的知识时）、影像色彩的加工（通常倾

                                                 
73

  Appadurai Arjun,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pp.3-63 

74
  Cohen Erik,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in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5.3 (1988) : 

371-386. 

75
  在此 MacCannell 将此现象运用在观光景点上，在此笔者将这个现象套用在《小》里，希望反映剧里

为了迎合他者的眼光而建构的性质。 

见 Dean MacCannell, “Staged Authenticity: Arrangements of Social Space in Tourist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973):  592. 

76
  如阿帕度莱所提出，笔者认为所谓“正宗体验”其实是个主观并且被建构出的虚假概念。它随着最有权

力塑造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主体（在新加坡这往往是统治者）所选择认同的文化符码而被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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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黄或暗红色，以制造历史悠久的印象）77。由此，我们可看出剧组刻意将土生华人

文化包装，以引导观众认同第三章里的描述的意识形态。 

 除了拍摄技巧，剧里所用的语言更有趣地呈现了《小》的非正宗性。为了迎合八

频道的预设观众，整部剧除了对长辈的尊称、菜色、节日、少许对话和传统歌舞(Pantun)

以外，都以华语贯穿。虽然这的确导致《小》更有效地在新加坡播出后迅速在中国和其

他地区播出，并迅速走红，但却牺牲了峇峇俚语的语言张力，78也导致人物的刻画始终

难以体现土生华人通过戏剧所认知的典型人物。毕竟，就如第一集里月娘对安琪和修文

所说“虽然很多 Baba 和 Nonya 都不会讲华语，不懂得看中文字，但是却保留了很多中

国的传统文化。”反讽的是，作为剧里的“模范娘惹”，月娘做得一手好娘惹菜、绣得一

手好女红、而且清楚知道多数峇峇和娘惹“都不会讲华语”，但却以流利的华语道出这句

话。在此，语言的选项不只显得别扭、滑稽，而且明显地将此剧迎合观光者凝视(Tourist 

Gaze)
79的姿态暴露出来。在另一个层面上，峇峇俚语所包含的大量方言，也因为政府

推行的“讲华语运动”
80而被完全排除在此剧以外。更宏观地看待，将土生华人草率地归

纳为华族，并且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学习华文的双语政策，不仅导致土生华人学生和自己

族群的文化疏离；也促成了土生华人最终被同化为失去了土生华人特质81的“其他”华人

82。作为土生华人文化的重要指标和把关者83，峇峇俚语在剧里却几乎完全被禁。有趣

的是，剧里极罕见的峇峇俚语尽用于凸显土生华人的身份认同。例如，在第三集当陈老

太看见崇洋的查理张时，经过一番以华语道出的冷嘲热讽后，陈老太更是以“Ada angin 

                                                 
77

  在此，拍摄技巧并非重点。笔者意在于带出剧本以外所用以达至景观世视觉圣化的技巧。 

78
  Khoo Gaik Cheng, “The Little Nyonya and Peranakan Chines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31 March 

2011, p.5. 

79
  在此，笔者挪用 John Urry 提出的“观光者凝视”的概念，将之套在与荧幕上的土生华人人物有一定的

文化差异的大部分观众（无论本地或外地），意在带出此剧的观众在观看时，和观光者对景点和他者投

射的，具消费意识的眼光是相似的。 

80
  始于 1979 年，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方言的使用，鼓励国人多讲华语，促进双语能力。 

81
  Rudolph Jü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p. 370-371. 

82
  在此引用双引号，希望带出“其他”是个从土生华人的角度出发的主观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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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u pokok bergoyang”（也就是“无风不起浪”的意思）回应查理张对关于“不认祖宗”之

谣言的辩护。之后，查理张更是通过炫耀自己对土生华人餐桌礼仪的了解，尝试推翻自

己忘本不孝的形象。在此，峇峇俚语成为“正宗的土生华人”（陈老太）在对抗“非正宗

的土生华人”（查理张）时的有力武器。这一幕不仅反映出了峇峇俚语给“正宗的土生华

人”带来的文化自豪感，同时也印证了峇峇俚语作为土生华人文化的指标和把关者的重

要地位。而在观众对这一集的众多评语中，也有四分之一是类似“我为自己身为土生华

人的身份感到自豪”的评语84。这表示剧组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通过峇峇俚语和其他文

化属性询唤观众，让观众对独特的土生华人文化产生认同的欲望。矛盾的是，在峇峇俚

语完成了凸出土生华人特质的重任后，便马上被消音，除了偶尔听闻的食物名称和

Pantun 歌舞以外，几乎无所听闻。总之，由峇峇俚语在戏里戏外如何分别被利用和管制

可见，政府的条例与愿望总是远远凌驾于文化传承的考量。如此，体现于《小》的“追

远敬祖”与“文化保留”的核心主题便显得牵强、甚至虚伪。 

 此外，编剧也巧妙地在这个“纯正”的土生华人家庭里加入了几个扮演“外人”的配

角，例如之前提过的山本洋介和李修文。两人除了都非常崇拜土生华人文化，也恰巧地

对土生华人文化非常好奇并感兴趣。这导致观众在观看不熟悉的人事物时，所可能产生

的疑问，能够通过两人的发问被解答。换句话说，山本洋介和李修文其实是剧组对想象

的预设观众的具体投射。他们的出现不仅不断地对剧中的文化符码投射赞叹的眼光，也

通过各自的相机不断拍摄剧里的文化符码，在摄影师对文化符码的大特写拍摄以上，进

一步强化此剧对“景观世视觉神圣化”的追求。同时，他们也反复通过诸如“真有意思！”

和“真是太漂亮了！”的赞叹引导观众赞赏陌生的土生华人（物质）文化。在此之上，每

当镜头通过特写拍摄剧里的文化符码时，充满“异族韵味”的加麦兰、二胡和其他马来和

华族乐器便会奏起，进一步“神圣化”镜头内的文化符码。接着，便是通过两位“外人”

各自和其他“纯正”土生华人的对话向观众讲解文化符码背后的深层意义。整个过程中，

                                                                                                                                                       
83

  Lim Brandon Albert, B.A.(Hons) thesis, Historicising Space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of the Peranakan 

Place, NUS, 2009. 

84
  佚名 《 小娘惹 第三集，第一段》，见 YouTube 网站

http://www.youtube.com/all_comments?v=PkX2mCcFaEY （2011 年 1 月 26 日），登陆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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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介和修文通过自己对文化符码的青睐不断引导观众和他们产生一样的积极情感。在这

个意义上，两人的出现其实已说明了剧组理想的预设观众为消费土生华人文化的“观光

者”。85简言之，这是场剧组扮演的“正宗”土生华人文化景观。如上所述，其宗旨不在文

化的正宗性，而是在于通过观众对文化符码的消费和对人物的认同，“默默”宣扬国家意

识形态。 

 此外，洋介和修文除了被土生华人文化吸引以外，也深深分别被菊香和安琪所吸

引。爱情在此成了烘托土生华人文化的工具。例如，在剧里第五集，当菊香问洋介是否

会因为天天用相机拍她而看腻时，洋介坚定地回答“怎么会腻呢？就像你做的菜，你做

的娘惹糕点，我怎么吃都不会腻。”在此，洋介对土生华人文化的热爱和对（身为娘惹

的）菊香的痴情不仅重叠而且相辅相成。另外，洋介第一次为菊香拍的照片更成为反复

被“神圣化”的对象，不仅在每集播出片头曲的时候亮相，还在每段广告前后亮相。照片

里穿着传统娘惹服装的菊香一来通过身体成为剧里一个中心的文化符码，二来也因人物

不断强调此照片是由深爱她的洋介亲手上色而另外裹上一层爱情的“神圣”包装。另一方

面，修文对土生华人文化的敬仰也美化了他对安琪的家族历史的认知。洋介和修文这两

位在作用和性格上极相似的人物所牵涉的爱情都恰巧地和土生华人文化互相交织、互相

衬托。 这是在“景观世视觉神圣化”以外，剧组为了烘托土生华人文化而精心安排的另

一细节。以下，笔者以两幕为例，进一步说明剧组如何达至上述的“视觉景观的神圣化”：  

                                                 
85

  在此也指新加坡国内的广大观众。看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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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图片摘自新传媒八频道制作的《小娘惹》，第二集。 

例子一：山本洋介到访黄家86
  

 

着迷于土生华人文化的洋介受邀到黄家参加

长桌宴。摄影师的工作让他常常随身携带相

机。在剧里，洋介（与后来出现的修文）不

断地拍摄土生华人文化符号（如建筑、瓷器

等），在摄影机对文化符码通过特写与放大

进行的膜拜之上，加强对文化符号的“神圣

化”。在此，镜头时而拉近，放大文化符号；

时而拉远至全景镜头，让拍摄文化符号的洋

介成为镜头的对象。 

  

随后，洋介恰巧地遇上手拿Kam Cheng（以

“感情”取名的瓷器）的菊香。Kam Cheng

在剧里是一个穿越80年，在不同时代反复出

现的文化符号。当洋介将镜头从建筑、家具

等土生华人符号转移到菊香时，这个娘惹身

体顿时被洋介的凝视物化(Objectify)，成为土

生华人文化的符号之一。同时，两人间互有

的情愫更增添了菊香的美，也合理化了洋介

的拍摄。 

  

在此镜头首先拍摄主体（洋介）之视线方向，

呈现菊香的画面。后从客体（菊香）被凝视

的方向拍摄主体。在此，典型的正反打镜头

(Shot Reverse Shot)适当地将焦点放置在两人

的对望中，凸出爱情与文化互相衬托的这一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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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图片摘自新传媒八频道制作的《小娘惹》，第二集。 

例子二：李修文到访安琪的祖母家。87
 

  

 

在参观安琪之奶奶的家时，修文偶然看见挂在

墙上的照片。他被照片里的菊香深深吸引，凝

视着走向照片。 

 

 

 

 

剧组在此同样利用正反打的镜头技巧向观众

交代修文凝视的对象。当荧幕上出现菊香的照

片时，画面渐渐出现金黄色的光。加上同时传

来的歌剧般的歌声，视觉景观的神圣化顿时被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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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幕上，来自照片的的金黄光影更是打在

修文的脸上。在此，正反打镜头引导观众

产生光果然打在修文脸上的错觉。镜头随

着修文渐渐走向照片，自然地在反拍照片

时，以特写镜头放大照片。在此，观众不

只看到修文的凝视，而且还在荧幕上出现

照片的大特写时，被引导去凝视照片中的

菊香。 

 

   

随后，修文再用对白表示对菊想之美的赞

叹。至此，金黄光、歌剧般的歌声等效果

都是剧组安排来引导观众认同修文的手

段。 

  

接着，修文更拿起相机企图拍摄照片。其

赞叹的表情和当年的洋介非常神似。两人

在凸出此照片时扮演着同样的功能。如此，

照片通过上述的技巧被神圣化。这不仅通

过菊香这位“模范娘惹”铺垫了全剧对土

生华人文化的光明再现，也美化了安琪的

家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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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析了两极化的女性人物和这些“外人”配角后，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是剧组

如何在现代复制过去的人物，88以重申和强调剧里的主题。上文不断提及的人物塑造的

两极化在肥皂剧里是非常经常被挪用的形式，但分三代人并且在现代复制过去的人物性

格，是《小》较独特的一点。如此般，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工具，《小》试图通过

人物性格的重复向不知觉的观众反复询唤，引导观众轻易地将剧里的意识接受为自己的

意识及价值观。 

 回归正宗性的问题，此剧在人物的刻画也因为“华语戏剧”的类别而难以避免地将

土生华人文化本质化，对其族群和文化的再现无法超越物质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层面89。

此外，此剧大部分以 1930-1960 年代为背景，而根据许多学者的观察，这时期的土生华

人族群与英国人的亲密关系和其他族群的阶级分歧是标志土生华人的主要特征，但此剧

却完全排除了这个标志土生华人身份的阶级差异。譬如，当时典型的富裕土生华人家庭

所熟悉的印度园丁、马来司机和跑腿、马来按摩师、和海南厨师90在陈黄两家都无所听

闻91，或是被说得一口流利的华语的非土生华人或土生华人取代。可以说，《小》是一

部关于土生华人文化的华语戏剧，而并非一部土生华人的戏剧。有趣的是，仅存在于剧

里的物质文化和儒家意识形态的土生华人特质却成功地询唤了观众，让观众认同这大幅

度简化了的包装就是土生华人和其文化的真实面貌。 

 

第二节：土生华人观众的文化自豪感 

 在新加坡，土生华人仅占低于 1%的总人口，而从这个族群形成至今，他们独特

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排他性。从早期的族内通婚，到土生华人戏剧里所使用的俚

                                                 
88

  除了洋介和修文， 流淌在（第一代人物）天兰、（第二代人物）菊香和（第三代人物）月娘里的尽是

勤奋刻苦、善良贤淑的人物原型。另外，（第三代人物）珍珠的西式淫荡与（第二代人物）秀娟重叠。

荒淫奸诈的罗伯张（第三代人物）更是父亲（第二代人物）查理张的复制。 

89
  Khoo Gaik Cheng, “The Little Nyonya and Peranakan Chinese identity”, University of Australia, 31 March 

2011, p.8. 

90
  Khoo, Joo Ee (1996) The Straits Chinese: A Cultural History. Amsterdam; Kuala Lumpur: Pepin Press. 

91
  虽然在第三集里出现的厨师确实是海南“Chong Po” （方言指厨师）但剧组却没有体现任何可看出其

籍贯的特征。 

 

ATTENTION: The Singapore Copyright Act applies to the use of this documen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Library 



页 35 

 

语、引用的笑话和对经典人物的塑造都显而易见92。一位观看土生华人戏剧的非峇峇记

者就说道“我看着前后左右的人不住嘻哈绝倒，前俯后仰杨，却觉心境苍凉。”
93，这反

映出了非土生华人在鉴赏土生华人文化和艺术的障碍。土生华人戏剧所运用的独特语言

和笑柄让对此文化不熟悉的观众无从了解。而即使《小》所再现的土生华人文化已经过

调整，将土生华人文化通过一系列物质符码本质化，但观众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将其视为

不熟悉的他者文化。这点，我们可从观众的反馈得知。许多观众反应，此剧有助于自己

了解土生华人文化，且有浓烈的教育意义。有趣的是，本地和外地观众对剧里，土生华

人文化的再现所表露的新鲜感和好奇心并没有明显的不同。甚至有些本为土生华人的观

众反应：此剧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文化94。这样的反馈除了反映出了本为土生华人的观

众和自己所属的族群和其文化的距离，也凸显了许多观众在观看时所带有的隐含假设：

即《小》所再现的土生华人文化准确地代表了土生华人文化的面貌。 

 对此，本章已在第一节提出质疑。可见，无论是本地或外地的观众，在透过此剧

怀旧的镜框，面对多个富丽堂皇的文化符号时，都接受了制作组的询唤，予以观光客的

凝视（Tourist Gaze）。除了 John Urry针对观光客的凝视提出的必备特性(Minimal 

Characteristics)以外95，观众对土生华人文化的不熟悉也导致剧里的符号在经过包装后轻

易地被接受为观众所认可的“土生华人文化”。简言之，剧里的土生华人文化是被放置在

“他者”的基础上被消费的。但巧妙的是，经过这个消费过程，许多之前不关心甚至不认

识自己文化的土生华人观众，顿时间积极地通过传统服装和食物的消费顺理成章地将自

己（包括自己所属的族群或/和国族）和这个不熟悉的“他者”作出突兀的结合，顿时间“内

化”并且“拥有”了多了一份本属“他者”的文化元素。在此，“消费者”和“文化拥有者”交织

                                                 
92

  以土生华人戏剧为例子是因为相较其他与土生华人文化相关的产物，其戏剧较不受经济效益和政府

的政策影响。 

93
 佚名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谁家？第二届亚细安戏剧节题外话》，联合早报（新加坡），1990 年 10

月 13 日。 

94
  Teo Kimberly “ Enter the Nonya”Heritage TV (Singapore ) ,  29 April 2009, url: 

http://www.youtube.com/watch?v=Dxmw8tfYceo 

95
  见厄瑞 (John Urry)， 叶浩译《观光者的凝视》（台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2007），页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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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暧昧的关系。这些之前对土生华人文化不了解甚至不感兴趣的（自称）土生华人可

否被看成是土生华人文化的拥有者？他们和单纯消费土生华人文化的人有什么差别？ 

 首先，我们必须先思考如何界定土生华人文化。虽然多数人都对土生华人作为华

族男子和土著女子的后代有所共识，但对于要具备什么样的“文化证据”（Cultural 

Evidence）才能被视为土生华人就众说纷纭了96。有人认为土生华人应该在日常生活中

穿插土生华人的文化特征（在某些意见中，这甚至包括职业和语言）97；也有人认为土

生华人的身份应该随着时代演变，而不应该局限于一套固定的身份指标98。这两派思想

形成了土生华人社群里的两大阵营。和“正宗性”一样，这是个主观而且难以取得共识的

概念。然而，两派的认知都反映出了一个重要的共识：即文化拥有者和自己拥有的文化

并非单向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文化拥有者和自身文化之间应该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

比起消费者和产品之间的从属关系，笔者认为文化拥有者和其文化的关系是在一个较平

等的平台上运作的。这也牵涉到了下一节会提到的“具反射性的正宗性”(Reflective 

Authenticity)。如此看来，《小》引起的“娘惹热潮”或“土生华人文化复兴的契机”就明

显和影坛频频鼓吹的“哈日”或“哈韩”风潮没有太大差异。作为一部大幅度将土生华人文

化本质化的戏剧，观众即使在观看后“爱上娘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无法超出物质

文化的层面。而且，这些物质文化吸引人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们在当下新加坡已现

代化的空间里难以被瞧见。换句话说，大多数“爱上娘惹文化”的观众爱上的不过是剧组

为这些华丽的文化符码披上的怀旧包装、和其罕见性。一来，这是在众多例如促进旅游

业等经济效益的考量拼凑出的，政府或者剧组认为的“土生华人文化”。二来，作为凝视

主体（Gazer）的观众，如果不经反思地接受剧情的询唤，观众的认同也只能表示：意

识形态已成功地复制于他们身上。因此，如“这部剧让我更了解自己的文化”的反馈所包

含的问题便不攻自破。 

                                                 
96

  John Clammer, Straits Chinese Society: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the Baba Communitie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 

97
  Tang Ser Wei Shawna, Consuming Peranakan Food, unpublished B.A thesis, NUS, 1998, p.13; 

Tan Kim Neo Rosie, The Straits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tudy of the Straits Chinese Way of Life,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Malaya, 1958, pp.1-2. 

98
  Rudolph Jürgen, Reconstructing Identitie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Babas in Singapore (Aldershot: Ashgate, 

1998),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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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非正宗性的问题 

 上两章我们讨论了《小》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产物，如何利用土生华人意识

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的数个交汇点进行宣传，同时建构“新加坡性”。从以上对此剧的正

宗性所提出的质疑，我们也看出被摆在第一位的国家政策如何凌驾于土生华人的生活面

貌和其他有关正宗性的考量。这其中牵涉了两个问题：即剧里以政策和经济效益为首要

考量的文化再现能否实在地成为建构“新加坡性”的资源；而如果不能，究竟问题何在。 

 一个族群对于自身文化的认知和其文化的正宗性是建构身份意识的重要资源。换

言之，文化的正宗性对人们的身份意识和与之重叠的国族意识起着关键的作用 。但，

如上述对“正宗性”的讨论，这是个由社会建构而成的概念。因此，在此讨论的重点不在

于对“正宗性”的定义，而在于强调应该对正宗性作出的思考。而文化的正宗性对身份和

国族意识的贡献便是思考“正宗性”的主要推动力。 对此，Alessandro Ferrara 提出的“具

反射性的正宗性” （Reflective Authenticity）便予以合理的解释。此概念将文化上的正

宗性解释为步入现代化的大染缸的必要条件。在全球化的时代，对文化正宗性的尊重能

够让人们在保持与外界的关联的同时允许文化差异的存在。而这份对文化差异的宽容在

面对外来文化的入侵（或面临文化空洞的窘境99）时，便能在身份和国族意识的方面成

为合法（Legitimate）且有力的资源。在这基础上，个体将有更多的资源发掘自己的身

份。100与此同时，各个族群间的差异便有突破对立关系的空间，在政府所认知的单一“正

宗文化”以外，探索自身文化、身份，和彼此间的关系。或许，国家需要认识到：族群

间的差异除了可能构成冲突以外，也可能给多元文化的生态提供宝贵的资源。当然，间

中还涉及许多其他条件的考量，而文化的正宗性和身份以及国族意识之间或许也存在着

更多重的关系。在此，笔者并非想在文化的正宗性和身份意识之间建立绝对的关系；而

是想提出：作为一部大众媒体的产物，《小》涉及的是广大群众，因此对正宗性的要求

并非无缘由的执着，而是值得更深入思考的课题。这也是对《小》所示范的：政策和经

济考量凌驾于文化的正宗性的态度，提出的质疑与拷问。 

 

                                                 
99

  在本文第二章，第三节所谈到。 

100
  Alessandro Ferrara ,Reflective Authenticity:  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Modernity (London:Routle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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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第一章，本文反复强调和印证《小》为一部剧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戏剧：除了非凡的

收视率，此剧也在海内外备受关注，在民间掀起了“娘惹热潮”也在学术圈引起热烈讨论。

毋庸置疑，在新加坡的演艺史上，此剧论内容、论影响力都是一部具代表性的重要作品。

随后，笔者通过印证新传媒机构和新加坡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发展此剧作为国家意识

形态机器的观点。此后，笔者在国家意识形态和土生华人意识形态的交汇点上阐述政府

想传达的观念如何经由土生华人文化的包装，得以展演。 

跟着，笔者在第三章勾勒出了几个被剧组不断重复使用的手法以及主题，以印证上述的

推论。随之，通过分析剧里经常使用的手法、推敲其背后的意图，以及分析土生华人文

化如何被再现，非正宗性的问题也自然地浮上台面。经过讨论后，政府看待文化和其作

用的姿态也跟着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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