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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国家因素与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宗乡文化之复兴

曾 　玲
（厦门大学 历史系，福建 厦门３６１００５）

摘　要：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加坡政府为了适应世界、亚太地区的变迁，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改变

了世界格局的新形势，对其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在文化上推行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政策，这些新的国家政策

的制定与推行，为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和中华文化 提 供 了 发 展 的 契 机。当 上 世 纪８０年 代 政 府 重 新 赋 予 华 人 社 团

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功能之后，几乎所有的华人社团 都 积 极 响 应 政 府 的 号 召，尽 最 大 的 努 力 促 进 中 华 文 化 在 新

加坡的发展。当代华人宗乡文化的内容与形态有：中华传统节庆活动、制度化的常年宗乡文化活动、由方言社群主

办的“方言文化节”。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一个新的发展动向，是为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人族群的传播中扮演

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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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华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宗乡文化在新

加坡建国以后的社会变迁中，曾因华人社团的边缘

化、华文教育的式微、年轻一代华人对方言与华语的

淡漠等因素而面临没落的危机，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

中叶以后才开始出现新的发展生机。本文主要根据

笔者在新加坡所进行的田野研究和收集的有关华人

文化、华人 社 团 编 撰 的“会 讯”、报 刊 报 道 等 各 类 记

录，从中华文化在新加坡传承与发展的当地社会历

史演化、当代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平崛

起的新形势等脉络切入，具体考察与讨论当代新加

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内容与形态等问题。
一、制约当代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的社会变迁

与国家因素

中华文化伴随华南移民南来拓荒而传播到东南

亚的土地上，并在当地社会变迁的历史脉络下传承

与发展。

东南亚绝大多数的华人社会大致可以二战为界

分成殖民地时代与本土社会两大历史阶段。在殖民

地时代，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实行半自治统治，华南

移民运用传承自祖籍地的中华文化资源整合社群，
在当地的人 文 环 境 下 再 建 华 人 社 会 结 构 与 文 化 形

态。近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和晚清政府的海外华

侨政策，以及英殖民政府对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等

政策，也直接影响与制约那一时期中华文化在新加

坡的发展［１］。二战以后，在当时世界反帝反 殖 的 时

代浪潮中，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相继摆脱

殖民统治，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伴随二战以来的

时代变迁，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也转变国家与身份

认同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华人社会

则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与东南亚大多数

新兴国家一样，新加坡在建国之初面临许多内外矛

盾，尤其是国家认同的建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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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宗教等 问 题，更 制 约 新 加 坡 的 社 会 凝 聚 与 发

展。在这一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新加坡政府有

关华人社会 与 文 化 等 问 题 的 处 理 及 相 关 政 策 的 制

定，不仅直接涉及华人对新兴国家的认同，亦对华人

社会与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新加坡是中国以外全世界唯一一个华人人口占

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其国家领导层中亦以华人占

绝大多数，然而中华文化在建国以后新加坡的发展

并非一帆风顺。自从１９６５年独立，新加坡在其建国

以来的近五十年中，华人文化在当地的发展大致可

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界分成两个阶段。新加坡建国

之初，基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新加坡政府以淡化、
抑制国内多元民族的种族与文化认同为代价来建构

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在此国策之下所推行的“去

中国化”政策，致使华人社团组织、中华语言文化、华
文教育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开始，新加坡政府为了适应世界、区域、亚太地区的

变迁，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迅速崛起改变了世

界格局的新形势，全面调整其内政外交政策，在文化

上则推行多元种族与多元文化政策，鼓励各民族在

强化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基础上，保留自己的语言文

化与传统［２］。
自新加坡调整其基本国策以来，采取许多鼓励

与推动中华语言、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为了鼓励

华人讲华语，政府从１９７９年开始推行讲华语运动，
该运动发展至今已有３０余年。虽然此一运动的最

初动机是以华语取代方言，但由此取得在华人社会

普及华语的成效是显而易见的［３］。在华文教育的问

题上，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在以英语为基本

教学媒介语的教学体系下，增加华文学习的时间和

内容，提高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水平。为了适应正在

世界范 围 内 兴 起 的“全 球 华 文 热”，总 理 李 显 龙 于

２００８年９月６日《联合早报》八十五周年的报庆 晚

宴宣布，将由新加坡教育部和国立教育学院成立一

所“华文教研中心”。该中心的基本任务是在未来的

五年内，分批培训全国的４０００名华文教师，以强化

和提高新加坡的华文教学水平［４］。对于中华文化的

发展，新加坡政府也以国家的力量积极推动。例如，
从１９９１年开始，由政府推动，新加坡各大传媒、人民

协会、国家艺术理事会、工商团体、宗乡会馆、文艺及

基层团体等联合策划的新加坡“华族文化节”连续不

断地每两年举办一次。该文化节举办至今，已经成

为新加坡发扬推广华族文化的一项盛大活动［５］。
在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行中，受影响最大

的是华人传统宗乡社团。在殖民地时代，华人社团

不仅是维持 那 一 时 代 华 人 社 会 运 作 的 基 本 组 织 架

构，亦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和发展的最重要载

体之一，为华南移民保留中华文化、传统与习俗等提

供基本和重要阵地。建国以后，在新加坡政府以国

家认同取代种族认同的一系列政策下，作为华人社

会重要支柱的宗乡社团被认为是政府推行政策的障

碍而成为牺 牲 品。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以 来，当 新 加 坡

政府调整其国策、允许各种族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

及传统习俗的同时，也鼓励华人宗乡社团传承中华

文化，这使面临边缘化的华人宗乡社团重新被赋予

历史重任。为此新加坡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复兴宗乡

社团与促进华族文化发展的政策。这些政策较为重

要的有：１９８４年 当 时 任 不 管 部 长、后 成 为 新 加 坡 总

统的王鼎昌走入会馆与华社对话，直接推动新加坡

宗乡联合总会（以下简称“宗乡总会”）在１９８６年１
月的成立。宗乡总会的成立，标志着政府对华人社

会、华族文化和传统宗乡社团的态度从打压到鼓励

的转变［６］７－２４。
从经费上帮助宗乡社团发展华族文化，是新加

坡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９日，在李

显龙接任总理的晚宴上，当时的宗乡总会主席黄祖

耀宣布，为了配合政府最近实行的修改华文教学的

措施，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将筹集１０００万新元设

立“中华语言文化基金”，以推动中华语言和文化在

新加坡的发展。对华社此一行动，政府马上宣布，教
育部以一元 对 一 元 的 方 式 资 助 与 支 持 基 金 会 的 设

立。政府的鼓励与推动，促使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

会积极采取各种办法筹集款项。根据宗乡总会会讯

的报道，截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华社和政府已为“中华

语言 文 化 基 金”筹 集 到１６００万 新 元。其 中 已 拨 出

３９万元 资 助２０项 提 升 中 华 语 言 文 化 的 活 动。此

外，政府也另设３００万新元的津贴计划，资助华人社

团保留传统文化［７］。
政府鼓励华人宗乡社团传承中华文化的另一项

重要举措，是在２００７年首次颁发公共服务勋章与华

人社团领袖。到目前为止，已有晋江会馆主席、客属

总会会长等华人社团领袖获此勋章［８］。政府透过公

共服务勋章的颁布，既是表彰华社在传承与发展中

华文化及服务社会等方面的贡献，亦具有重新肯定

宗乡社团在当代新加坡社会占有重要地位的象征意

义。
二、宗乡文化复兴的组织机构：宗乡总会与传统

宗乡社团

根据笔者的田野研究，当代新加坡华社承担推

进宗乡文化 复 兴 大 任 的 主 要 是 宗 乡 总 会 和 宗 乡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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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到目前为止，宗乡总会属下有１９１个宗乡社团。
作为在政府直接推动下成立的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

社团的最高总机构，宗乡总会在其章程中明确阐明

以弘扬与促 进 中 华 文 化 在 新 加 坡 发 展 为 其 基 本 任

务：“促进、主办或资助教育、文化、社会及其他活动，
以提高公众对华族语言、文化和传统的认识、了解和

欣赏能力。提倡、资助或从事有关华族华文、文化和

传统的研究”。自１９８６成立以来，宗乡总会在其２０
多年的运作中，以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为己任，并在

凝聚华人宗 乡 社 团 和 开 展 促 进 中 华 文 化 发 展 等 方

面，扮演总机构的组织功能。宗乡总会成立２０多年

来，其最大的一项成就就是参与并主导了延续于整

个农历春节的新加坡的“春到河畔迎新年”（以下简

称“春到河畔”）大型民俗活动。“春到河畔”开始于

１９８７年，每年吸引数十万新加坡和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参与其盛。“春到河畔”不仅在形态和内容上创

造性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的节庆文化，亦透过华人宗

乡社团属下艺术团体共同呈现“宗乡之夜”的方式，
为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的复兴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

意义的表演舞台［６］８３－１４４。
宗乡总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联合属下宗乡和

宗亲社团举 办 全 国 规 模 的 中 华 文 化 活 动。自２００５
年以来，宗乡总会举办全国性的常年活动包括“全国

小学现场书法比赛”“宗乡杯全国学生象棋锦标赛”
“全国中小学生群口讲故事比赛”“全国中小学相声

比赛”等。这些全国性大型活动采用宗乡总会与属

下社团联办的组织形式。以总会成立２０年举办的

“新加坡宗乡会馆文艺大汇演”为例。为了筹办此次

大会演，总会集合了新加坡的２０多所会馆的文艺团

体和５００多名文艺爱好者参与表演，表演了华乐、华
族舞蹈、客家山歌、粤剧、潮剧、芗剧、京剧等，让观众

从不同角度领略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内涵［９］。上述

内容与组织方式显示，宗乡总会集合华社力量推动

中华文化发展的过程，也具有重新整合与凝聚华人

宗乡社团的功能。
会馆是当代新加坡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另一类

重要的组织载体。不过在当代新加坡，并非所有宗

乡会馆都有能力承担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由于历

经建国以来的社会变迁，有些会馆因受各种因素的

制约已逐渐被边缘化。目前活跃在新加坡社会舞台

上的会馆组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扮演祖籍地缘社

团总机构角色的会馆。如福建会馆、潮州八邑会馆、
客属总会、广东会馆、海南会馆、三江会馆等。另一

类是经济实力较强、且聚集人才较多的会馆，如同安

会馆、南安会馆、安溪会馆、晋江会馆、应和会馆、茶

阳大埔会馆、丰顺会馆、福州会馆、福清会馆等。自

移民时代以来，作为华人社会三大支柱之一的华人

社团原本就是中华文化在东南亚传播与发展的最重

要载体之一，当上世纪８０年代政府重新赋予华人社

团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的功能之后，几乎所有的华

人社团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尽最大努力促进中

华文化在新加坡的发展。
三、当代华人宗乡文化的内容与形态

１．中华传统节庆活动的恢复与制度化

宗乡社团是华人社会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阵地。在殖民地时代，宗乡社团通过举办常年活

动来保留中华文化。这些活动内容中有相当部分是

庆祝中国传统的节日习俗。如春节、春秋二祭、中元

普渡、中秋迎月等。新加坡建国以后，鉴于当时的局

势，不少华人社团已经放弃或减少这些传统节庆活

动。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开始，为了配合政府多元

文化和保留华人传统的政策，许多宗乡社团恢复或

扩大了 这 些 常 规 活 动 的 内 容。２０多 年 来，新 春 团

拜、春秋二祭、七月中元、中秋圆月等中华节庆活动

已经成为绝 大 部 分 华 人 社 团 制 度 化 的 常 年 运 作 内

容。
中华传统节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亦

是移民时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华人文化传统之一，当

代新加坡华人宗乡社团恢复中华传统节庆活动，并

将这些节庆活动作为其常年运作的内容，不仅显示

这些社团在中华文化历经移民时代到当代传承之连

接上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亦展示了社团所属的华人

社群对中华文化与传统的认同。

２．制度化的常年宗乡文化活动

当代新加坡华人社团在复兴宗乡文化中，已经

发展出许多常年举办且已经制度化的活动。这主要

包括：福建、广府、潮州、海南、客家等宗乡社团常年

开办方言学习班和以方言讲授的中华文化与历史课

程；包括粤剧、潮剧、客家山歌、南音、芗剧、福建歌、
方言诗词大汇演等在内的方言戏剧文化活动；以“尝
美食，识祖 籍”为 诉 求 的 具 有 方 言 所 属 地 方 特 色 的

“美食文化节”等。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宗乡社团在方言活动之外，

也在可能的条件下举办超越方言的文化活动。以新

加坡福建会馆为例。根据福建会馆会讯《传灯》的记

录，该社团在１９８６年成立文化艺术团，在短短的一

年里，就发展出成人合唱团、舞蹈团、华乐团等演出

团体。１９８７年，该 团 开 办 新 加 坡 第 一 个“儿 童 演 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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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演艺班的儿童上课时以标准华语学习戏剧及歌

唱。１９８８年，艺术 团 成 立 儿 童 团，并 在 接 下 来 的 几

年里相继成立少年团、青年团。经过２０年的发展，
到现在青 少 年 团 的 人 数 已 经 达 到 数 百 人。另 一 方

面，福建会馆艺术团也开设与中华语言文化相关的

语文班、书画班、演讲班、作文班等，每周上课人数高

达２０００多人。由于不懈的努力，福建会馆艺术团已

成为新加坡最大的以传承中华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民

间团体。２００６年新加坡华族文化节，福建会馆艺术

团受邀成为“周末演出重点节目”的艺术团体。２００７
年，该团参 加 福 建 会 馆 举 办 的“双 文 化 华 文 优 选 课

程”，为会馆属下五所小学高年级提供生动活泼的华

文口语教学。根据福建会馆艺术团提供的资料，２０
多年来，他们辛勤耕耘的目标是“我们选择了让新一

代学习中华文化，学做一个有用的人”。正是凭此信

念，他们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以来，在“英文至上”
的新加坡坚持向年轻一代传承中华文化［１０］。

３．由方言社群主办的“方言文化节”
从２００６年以来，新加坡宗乡文化复兴发展出一

种新的形态，那就是各方言社群相继以举办文化节

的方式，来展示与弘扬各自的宗乡文化。到目前为

止，已经举 办 的 文 化 节 有“福 建 文 化 节”“潮 州 文 化

节”“海南文化节”“客家文化节”等。这些文化节的

举办有以下的一些基本特点。
其一，文化节以举办社群的方言作为基本活动

语言。如“潮州文化节”“海南文化节”“客家文化节”
所采用的语言是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

其二，文化节的组织机构，通常是以社群总机构

组织该社群的其他宗乡社团，共同主办文化节。
其三，文化节的基本内容，是展演包括方言在内

的方言文 化。这 些 文 化 通 常 又 涵 盖 了 两 部 分 的 内

容。一部分是祖籍地的地方文化，另一部分是传承

于祖籍地并具有新加坡本地特色的方言文化。
以下以福建文化节为个案具体讨论。
祖籍福建的新加坡华人有１００多万，约 占 新 加

坡总人口的２５％，是新加坡华族最大的方言群。自

１８１９年开埠以来，福建社群对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福建社群的总机构是福建会

馆，目前有会员近４０００人。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至２９日，福 建 会 馆 联 合 福

建公会、晋江会馆、安溪会馆、永春会馆、同安会馆、
莆田会馆、福州会馆、福清会馆等１９所闽属会馆，共
同举办了 为 期１０天 的 首 届“新 加 坡 福 建 文 化 节”。
福建会馆属下的道南、爱同等六所学校以及艺术团

也参与了文化节的活动。根据福建会馆会讯《传灯》
和宗乡总会会讯《宗乡简讯》的记载，此次文化节获

得社会的热烈响应，有２万多名公众参与该文化节

的各项活动。
新加坡福建文化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展示具

有悠久历史的中国闽南地方戏剧，在文化节上，主办

单位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内外著名的闽剧团体，
在新加坡戏 剧 中 心 联 合 演 出 七 大 福 建 优 秀 地 方 戏

剧。即莆仙戏、芗剧、闽剧、梨园戏、高甲戏、掌中戏

及提线木偶。精彩而富有新意的演出获得观众热烈

的欢迎。此外，文化节汇集安溪、金门、福 州、厦 门、
莆田、永春等３０多种福建各地的地方小吃，举办“古
早福建美食”美食节。

文化节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举行“波靖南溟”新
书发布会和开幕“福临狮城，建立家园”文化展。“波
靖南溟”以文字、文化展览以文物和图片，总结与近

两个世纪以来福建移民在新加坡生存、发展与贡献

于当地社会的历史。
举办文化节对于传承与复兴福建文化的意义，

福建会馆会长黄祖耀在开幕礼上有明确的宣示。他

说：主办福建文化节就是希望帮助年轻人了解福建

文化的丰富遗产，展现新加坡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
鼓励年轻人参与会馆活动，进一步加强会馆与乡亲

之间的凝聚力。他还宣布，今后每两年举办一次文

化节，让年轻人认识福建文化与它的历史发展，把优

良的福建传统文化传承下去［１１］。
从上述福建社群举办文化节的个案可以看出，

“方言文化节”是当代新加坡一个传承与复兴宗乡文

化的重要 舞 台。透 过 文 化 节 这 个 综 合 性 的 表 演 舞

台，不仅可以展示华人祖籍原乡丰富多彩的地方文

化，亦具有强化新加坡华人与祖籍地的文化纽带、凝
聚华人社群的重要功能。从这些意义上可以说，方

言文化节的举办，显示当代新加坡宗乡文化的传承

与复兴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

４．为推动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人族群的传播扮

演桥梁作用

当代新加坡华人宗乡会馆一个新的发展动向，
是为中华语言文化在非华人族群的传播扮演推动的

桥梁作用。这项新功能的出现，与“９·１１”事件对新

加坡种族关系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对于地处马来

世界且又与西方关系密切的新加坡来说，在“９·１１”
之后处理国内多元的种族关系尤其马来族群问题更

为小心，政府希望透过民间文化交流的方式来促进

国内的种族和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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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宗乡会馆 被 赋 予 与 非 华 族 进 行 文 化 交 流 的 新 使

命。
根据《联合早报》和宗乡总会会讯的报道，目前

宗乡会馆向非华族传播中华文化的工作主要涉及中

文学习与中华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例如，２００６
年宗乡总 会 与 中 华 总 商 会 联 合 开 办“华 语 会 话 班”
“协助马来同胞融入华族社会”。为此，新加坡环境

及水源部长兼回教事务主管部长雅国博士亲自到中

华总商会大厦“华语会话班”课室，鼓励马来人学习

华语，以加强马来族群对华族文化的认识［１２］。２００７
年农历新年前夕，宗乡总会和中华总商会为马来社

群组织了一场“感受华人农历新年气氛”的活动，还

在福建会馆举办讲座，讲述中华传统节庆的来历与

习俗以及与此相关的典故与传说等［１３］。２００８年 农

历新年期间，宗乡总会等华人社团还邀请马来族群

将“马来文 化 与 婚 俗”搬 上“春 到 河 畔 迎 新 年”的 舞

台，并在 除 夕 夜 与 华 人 同 庆 中 华 民 族 最 重 要 的 节

日［１４］。
根据笔者的调查与研究，当代华人宗乡社团向

非华族传播中华文化的工作还刚刚起步，且更多是

为了响应政府“种族和谐”的号召。然而在客观上，
华人宗乡会馆与非华人族群间的文化互动，不仅有

助于新加坡的种族和谐，对于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

播亦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在东南亚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

谈中，深刻感受到传承自华人祖籍地的宗乡文化对

于东南亚华人社会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宗乡文化

属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范畴。这些文化形态不仅

是移民时代华人社会建构的重要文化资源，亦是当

代东南亚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值得提出

的是，历经东南亚的社会历史变迁，这些从祖籍地传

统民间文化演化而来的宗乡文化已经发展成为华人

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之一。不仅如此，在中国崛起，
全球开始掀起中华文化热的时代背景之下，东南亚

的非华人也开始了解与参与中华文化活动，例如在

新加坡，“多元种族庆中秋”、“多元种族庆中元”、印

度人马来人参与农历新年华人的活动等，已经成为

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岛国在文化上的一大特征。
这说明，在东南亚，中华文化已开始跨越华人社会，
成为属于各族群的东南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

鉴于此，我们应该以中国传统民间文化为纽带，透过

与东南亚华人社会联系之加强及推动中华文化在当

地的发展，来加强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与文化

交流。
参考文献：
［１］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Ｍ］．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１９９１：２６５－２７７；李元瑾．东西文化的撞击 与 新 华 知 识 分 子 的 三 种

回应：邱菽园、林文庆、宋旺相的比较研究［Ｍ］．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出版，２００１：２４－３１．
［２］曾玲．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Ｍ］．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３－２２．
［３］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华人、华语、华文［Ｍ］．新加坡：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２０００：５５－６３．
［４］华文教研中心大有可为［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８－０９－０８．
［５］华族文化的节节提升［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８－０２－２６．
［６］巴特尔，林文丹，等．总会２０年［Ｍ］．新加坡：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２００５．
［７］维文部长与宗乡会馆领导人聚餐谈社群传统文化津贴计划［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６（９）；中华语言文 化

基金拨出３９万元提升中华语言文化活动［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６（１７）．
［８］华社代表建议：政府应嘉奖有功的会馆人士［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６－１０－０６；本刊专访：林光景，首位获颁国 庆 奖 章 的 会 馆 领 导

人［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７（２５）；何侨生：一步一脚印默默无私奉献的会馆领导人［Ｊ］．（新加坡宗乡联合

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８（３７）．
［９］宗乡会馆文艺大汇演［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５（３）．
［１０］苏君英．回眸２０：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２０周年纪念特刊［Ｍ］．新加坡：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２００６．
［１１］方言文化的新定位［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６－１１－０３；口福、眼福、耳福三福齐聚：福建文化盛宴［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

简讯，２００６（１６）；新加坡福建文化节［Ｊ］．传灯，２００７（３８）．
［１２］开办华语会话班，协助马来同胞融入华族社会［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６（９）；工作场所华语班　马 来 同

胞纷报名［Ｎ］．联合早报，２００７－０１－３０．
［１３］游天福宫、听讲座、逛牛车水：马来同胞感受华人过年习俗［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７（１９）．
［１４］马来文化与婚俗将亮相春到河畔［Ｊ］．（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宗乡简讯，２００８（３０）．

［责任编辑　孙景峰］

·９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