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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尾獅Merlion 

首都：新加坡市 
最大城市：新加坡市  
國家語言：英語 
貨幣：新加坡元（SGD） 
面積總計：724.4平方公里 

新加坡是位於東南亞的島國，地
處馬來半島南端，毗鄰麻六甲海
峽南口，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尼

相望，北有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
相隔。由新加坡島、裕廊島、德
光島、烏敏島和聖淘沙島等60多
個島嶼組成。主島新加坡島的面
積占90%以上。於北部建有新柔長
堤，西部有第二通道，兩座橋樑
相連於新馬兩岸之間。其中，新
加坡最大的外島為德光島。 

Located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consists of one 30-mile-
long island (called mainland Singapore) surrounded by 62 
smaller islands. The country’s neighbors include Malaysia to 
the north and Indonesia to the south.  

是一種虛構的魚身獅頭動物，於1964年由
當時的Van Kleef水族館館長Fraser Brunner先生
所設計的。兩年後被新加坡旅遊局採用
作為標誌，一直沿用到1997年。而這段期
間，魚尾獅已成為新加坡的代表。 
魚尾獅獅頭的設計靈感來自關於新加坡
歷史的一個傳說。根據《馬來紀年》的
記載，公元11世紀時一位來自三佛齊，名
叫聖尼羅烏達瑪的王子在前往麻六甲的
途中來到了新加坡。他一登陸就看到一
隻神奇的野獸，隨從告訴他那是一隻獅
子。於是他將此地取名為「新加坡拉」
(Singapura在梵文中意即「獅子城」)。 
而魚尾則是因為新加坡是一個海島，它
的一切都跟海密切相關--從前新加坡只是
一個漁村，是一個海之鎮。 
新加坡全境共有七座魚尾獅雕像，最著
名的一大一小兩座，位於現在的魚尾獅
公園內。 

聖淘沙島最初只是一個小的漁村，名叫Pulau Belakang 
Mati，在馬來語中是「絕後島」之意。1972年，新加
坡政府決定將該島開發成國內假日旅遊景區。根
據公眾的建議，該島被重新命名為「聖淘沙」，
即馬來語「寧靜」之意。 

新加坡地形平緩，最高點為新加
坡島上的武吉知馬丘陵，海拔高
度為163.63公尺。新加坡河流由於
地形所限，都很短小。新加坡境
內共有32條主要河流，加起來總
共93公里長，最長的加冷河僅10公
里。 

聖淘沙Sentosa 

新加坡是世界上填
海造陸比例最高的
國家之一，多達22%
的國土透過填海而
成。 

Jewel Changi Airport (also known as Jewel or Jewel Changi) is a nature-themed 
entertainment and retail complex on the landside of Changi Airport, Singapore, 
linked to three of its passenger terminals. Its centrepiece is the world's tallest 
indoor waterfall, the Rain Vortex, which is surrounded by a terraced forest setting. 
Jewel includes gardens, attractions, a hotel, about 300 retail and dining outlets, 
and convenient early baggage check-in aviation facilities. Its attractions include 
the Shiseido Forest Valley, and the Canopy Park at the topmost level. 

聖淘沙島面積5平方公里，距離新
加坡本島南岸只有半公里，是新
加坡第四大島嶼。島嶼面積的70%
被次生雨林覆蓋，棲息著巨蜥、
猴、孔雀和鸚鵡等動物以及各種
其他當地的動植物群。島上還有
3.2公里長的白色沙灘，是很受歡
迎的旅遊勝地，包括聖淘沙名勝
世界及新加坡環球影城主題公園
皆在其中。 



夜間野生動物園 Night Safari 

                                         
 
  

 

動物園於1994年開幕，現占地面積35公頃，位於新加
坡北區萬禮，坐落在新加坡動物園和實里達蓄水池
上段旁的熱帶雨林，是新加坡標誌性旅遊景點，亦
是全球首座專為夜行動物設計的野生動物園。 
動物園中約有100種動物，其中有41%為瀕危物種，包
括亞洲象、馬來貘、漁貓、馬來穿山甲和紅毛猩猩
等。亞洲象「查旺」是園中最受歡迎的動物之一，
也是動物園的動物大使。 
夜間野生動物園與裕廊飛禽公園、新加坡動物園及
河川生態園同由新加坡野生動物保育集團管理。每
年吸引遊客約130萬人次。 
夜間野生動物園採用「開放式」的理念，盡力重現
動物生存的自然環境，不使用籠子，而是使用植物
網、水道等作為自然屏障將動物分隔開。園區周圍
的鐵絲網採加寬的網格，避免傷害動物們的蹄子。
園區內的植物繁茂，與自然屏障連為一體，以給遊
客提供真實叢林的感覺。園區還為非本土動物引進
了其棲息地的植物，為動物營造熟悉的環境。 

新加坡飲食文化 Singaporean cuisine 

是位於新加坡濱海灣中央的公園，
於2012年落成，佔地101公頃，花園
興建於填海土地上，毗連濱海蓄
水池。興建濱海灣花園的構思開
始於2006年，期望可以促進新加坡
由花園城市進化為「花園中的城
市」。包含中央花園、東花園、
南花園三區。 
其中南花園區為三個花園中面積
最龐大的一個，佔地54公頃，主要
設計理念在於打造一個顯示熱帶
園藝和園林藝術的頂級平臺，總
體規劃概念的靈感來自於「蘭
花」 。 

濱海灣花園 Gardens by the Bay 

牛車水 Chinatown, Singapore 

位於新加坡歐南園區，是新加坡
的唐人街，也是新加坡歷史上重
要的華人聚集地，為新加坡的著

名旅遊景點之一。 
1819年，新加坡還沒有自來水設
備，全島所需要的水都得用牛車
自安祥山和史必靈街的水井汲水
載到此處，於是這個以牛車載水
供應用水的地區就稱為牛車水。
隨新加坡的發展和人口的繁榮，
牛車水變得過度擁擠，華人移民

則開始向新加坡的其他地區遷移。 

由於新加坡的地理位置，飲食反映出馬來西亞文
化的多樣性--來自中國、印尼、印度、土生華人、
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緬甸，以及來自十九世
紀英國所帶來的西方移民傳統所產生的相互影響
和互動而成。 
各族群除了帶來原有的飲食文化外，彼此之間也
互相影響，甚至融合出新的特色。在新加坡的小
攤販中，即可見得此一現象：華裔廚師受到印度
文化的影響，會嘗試多樣化的調味品及配料，如
羅望子、薑黃和酥油；而印度廚師則可能提供炒
麵等華人菜色。隨著來自各種不同國家的影響，
進一步影響新加坡的飲食習慣與料理方式。著名
的新加坡美食包含：蝦麵、叻沙、海南雞飯、肉
骨茶、炒粿條、沙嗲、椰漿飯、辣椒螃蟹、咖椰
烤吐司、黑咖啡、螃蟹米粉、肉脞麵等。 



新加坡不准吃口香糖的秘密 資料來源    地球圖輯隊 

在宣布禁嚼口香糖的時候，李光耀已經當了 31年的總理，
退居幕後轉成內閣資政，成為背後巨大的力量。 
他在 2000年接受BBC記者彼得(Peter Day)訪問時說道：「我們被
稱作『保姆國家』，但結果是今天我們表現得比30年前更
好，也住在一個更宜人的地方。」 
當時，李光耀正在推動企業創造力，彼得猶豫的說，嚼剩
的口香糖黏在路面上可能是創意精神來臨的跡象。 

不嚼沒法思考？試試看香蕉吧！ 

務實的烏托邦主義者 

「把口香糖黏在地鐵車門讓門打不開，這不叫創意，這
叫惡作劇，」李光耀接著說：「如果你不嚼東西就沒法
思考，試試看香蕉。」 

罰款城市在這裡 

如果你隨意吐口香糖製造垃圾，仍要面對大筆罰款。
「我們開這些政策的玩笑--我們新加坡人形容新加坡是個
『罰款城市』，半開玩笑的描述各式各樣不檢點的行為
都會被罰。」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陳慶文說。
雖然 2004年有修法，不過陳慶文說：「你還是很難在新加
坡看到有人在嚼口香糖。」以陳慶文個人來說，他一點
也不想念可以嚼口香糖的日子，人行道因為沒有難看的
口香糖痕跡變得美多了。 

無論如何，普拉特提到，口香糖現在已經可以合法嚼了。
況且，人們本來就可以攜帶少量的口香糖到星國嚼。而 
2004年美國和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簽訂後，藥師和牙醫獲
准可在有處方時，販賣治療用口香糖給病患，其中包含
標準的無糖口香糖。 

在 3月23日去世的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以將新加坡
這個小港口變成全球貿易中心而聞名。此外，他
對整潔與得體行為也有所堅持——落實在新加坡
不能吃口香糖上。然而，為什麼他這麼不喜歡口
香糖？ 

目前正在倫敦留學的新加坡籍學生余佩宜也認為不嚼口
香糖有好處。他說：「我有在（英國）演講廳和教室被
口香糖黏過的不好經驗。」余佩宜補充道：「多虧了李
光耀，在新加坡，我們才有乾淨的環境。」 
曾造訪過新加坡數十次的普拉特在遵守法律上從來沒問
題，雖然他說他畢業自美國柏克萊大學的妻子總是有股
衝動想要走在草坪上。 
普拉特提到，新加坡「過度乾淨、物價過高、政策也過
多」，其實和他的故鄉加州比佛利山沒什麼兩樣。 

禁口香糖是新加坡生活的一部份，星國還有一系列
禁止隨意丟棄垃圾、塗鴉、違規穿越馬路、吐痰、
甩鼻涕、隨地便溺的法律。如果你使用公共廁所，
法律規定使用完後一定要沖水。 
 
 

1992年，新加坡下令禁食口香糖，
當時有許多外國記者紛紛報導
這件事。李光耀在和美國記者
普拉特(Tom Plate)的訪談中抱怨：
外國記者在新加坡就只想報導
禁口香糖和鞭刑。 

普拉特指出，李光耀認為公共政策能解決一切，即使是
在路上或大眾運輸地鐵車門上的口香糖。「他就是我說
的那種務實烏托邦主義者。」普拉特繼續說：「他早上
醒過來然後說：『我今天要怎麼讓新加坡更好？』」 

第一世界的綠洲 

1965年新加坡獨立，當時的星國還只是個沒什麼資
源的小國。身為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推出了
個生存計畫，也就是把新加坡打造成「第三世界
中第一世界的綠洲」。 

物價高、政策多、太乾淨 

新加坡長期以乾淨、修剪工整的草坪、有效率的
運輸系統超越其他已開發國家，想見受劍橋大學
薰陶的李光耀企圖追求完美。 

「多年來身為一位待在星國的
專欄作家，我也曾不懂為什麼
不准吃口香糖，但後來逐漸了
解到，當局認為吃剩的口香糖
可能被到處黏來黏去，明顯破
壞新加坡追求完美的野心。」
美國作家普拉特在他的書《李
光耀對話錄：新加坡建國之路》
(Giants of Asia: Conversations with Lee Kuan 
Yew)中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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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巴生出現肉骨茶攤，但19世紀末新加坡可能就存在
肉骨茶？ 

爭論不休的「肉骨茶」發源地是？ 

1945年二戰結束後，來自中國福建的李文地在馬來西
亞的巴生經營了第一個肉骨茶攤位。據傳早期苦力
們就是把藥材帶到李文地的食檔集資煮食，後來他
參照配方加以改良，才演變出馬來西亞「巴生肉骨
茶」的最初版本。 

到馬來西亞與新加坡旅遊，如果不吃肉骨茶，當地美
味佳餚地圖的蒐集，勢必會缺一大塊。但實際嚐過兩
地的肉骨茶，就會發現它們很不一樣！雖然都是帶肉
的骨煲成的湯，但馬來西亞是黑湯，新加坡卻是白色
的湯，為什麼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呢？另外，兩國對於
肉骨茶的發源地也一直爭論不休呢！ 

•福建黑湯派：使用各種中藥材、香料、黑醬油烹調，
煮出的湯色較濃郁且藥膳味明顯，是馬來西亞最常見的
類型，又以「巴生港口（Port Klang）」為代表。 
•廣東黑湯派：在藥膳湯底中加入藥酒以加強其藥效，
較為小眾，僅在馬來西亞部份地區可以嚐到。 
•潮州白湯派：符合潮州人清淡的口味，通常以大蒜和
胡椒提味，熬煮的湯顏色較淺。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檳
城州受到歡迎。 

關於肉骨茶，你是白湯派還是黑湯派？ 

「苦力論」中指出，20世紀初，許多福建人因原鄉土
地不敷使用，加上糧食不足，聽聞南洋遍地黃金後，
甘冒著生命危險義無反顧出洋南下，從事苦力工作。
這些工作場景有人說是巴生港、也有人說是新加坡，
但大致上都是苦力們在搬運貨物的過程中，偶有藥材
碎片掉落在地，於是拾起來蒐集後，拿到專賣肉骨的
攤位集資煮食，逐漸形成肉骨茶這樣的特色佳餚。 

常見的肉骨茶原來分成3種  
各自口味大不同 
在深入挖掘肉骨茶發源地前，需先了解所謂白湯與黑
湯的差別。在新馬兩地，常見的肉骨茶共有3種： 

最具代表性的是「苦力論」 

如果去問馬來西亞人，幾乎所有人都會言之鑿鑿肉骨
茶就是起源於巴生港。同時，也有一些新加坡人宣稱
肉骨茶早在巴生以前就存在於新加坡當地。肉骨茶的
起源存在諸多說法與傳說，但不管是哪裡，流傳最廣
且最具代表性的都是「苦力論」。 

1945年二戰結束後，來自中國福建的李文地在巴生經營了
第一個肉骨茶的攤位。在新加坡，根據淡馬錫理工學院
出版的《新加坡小販經典揭曉：解讀25種最喜歡的菜餚》
指出，肉骨茶在20世紀60年代才成為流行的街頭美食。那
時正巧是1965年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的時代背景，
許多華人移居到新加坡，並且把肉骨茶帶到當地，白湯
底的潮州肉骨茶可能也是那時候形成的。 

上述的時間軸其實已經很完整，然而卻有人認為肉骨茶
可能早在19世紀末就已經出現在新加坡，讓真相變得更
撲朔迷離。新加坡「I eat I shoot I post」的Leslie Tay博士實際
採訪後，發現當地有老人家在二戰前就已經有邊吃肉骨
邊喝茶的記憶。馬來西亞美食作家林金城也曾做過肉骨
茶發源地的研究，他指出由於飲食史料嚴重不足，並缺
乏資料性的深刻紀錄，因此挖掘過程只能對坊間傳說耐
心推敲及田野調查。最後他綜合所有想法後，推斷肉骨
茶發源地就是巴生！而其中最主要的關鍵，竟然在於肉
骨茶中的「茶」。 

起源故事中並沒有提到「茶」，肉骨茶為何叫「茶」 ？ 
林金城指出，在肉骨茶起源的故事中，並沒有提到茶所
扮演的角色，但何故名稱卻叫成肉骨茶呢？順著「茶」
的線索考究下來，得出了巴生就是肉骨茶發源地的結果。
他指出，在福建泉州、廈門一帶，以前就有邊吃肉骨邊
喝茶的飲食習慣。後來新加坡開埠初年，就有苦力把這
套習慣傳到那裡。這也是為什麼Leslie Tay會從採訪得知老
人家在以前就有相關記憶，而福建原鄉並沒有肉骨茶這
樣的說法。 
肉骨茶名字的來源，實際上出自李文地。由於李文地是
肉骨茶的創辦人，有人為他取了個花名叫「肉骨地」，
而泉州話中「地」與「茶」同音，久而久之肉骨地變成
肉骨茶。後來李文地乾脆將泉州吃肉配茶的食俗結合，
「肉骨茶」一詞正式誕生。而肉骨茶（Bak kut teh）中的
「Bak（豬肉）」是福建話，也象徵它的福建血統。 

綜上所述，肉骨茶發源地的確是馬來西亞巴生。之所以
會有許多人混淆，以為發源於新加坡，這得歸功於新加
坡出色的行銷能力，實際上潮州式白湯肉骨茶的確也源
自於新加坡。如今，肉骨茶的飲食文化已經在世界上存
活60餘年。60年的歷史其實並不算長，但是「肉骨茶」的
名號已經傳到全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