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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选择到牛津读佛学引热议，有两名公众投书称不解修读此科能如何帮助国

家，公共服务委员会指对本地宗教的了解有助于制定合理的政策。 

本报上周四报道，南洋理工大毕业生祖哈克（Zulhaqem Zulkifli，27岁）在父母离异后，曾

和弟妹露宿组屋楼下，周末则和父亲去捡破烂、纸皮卖，如今获公共服务委员会(PSC)奖学金

到牛津 大学攻读佛学。 

不过，有公众昨日投函《海峡时报》，对这名奖学金得主可以到牛津修读佛学提出质疑。其中

一人Cheng Choon Fei就写道：“作为奖学金得主选择的科系，不应跟宗教扯上关系。学费是

用纳税人的钱支出的，修读的东西理应跟我国的经济与整体发展有关联。” 

另一读者Stanley Ong则质疑修读佛学更似个人兴趣，大于公共服务，觉得佛学科系难以为我

国贡献出价值：“为何要到这么贵族的学府来修读佛学？本地也有好多佛教学院提供相关课程

啊。”  

公共服务委员会：有助实现宗教和谐 

针对这些质疑，PSC秘书处司长黄丽莎答复本报询问时表示，除了工程和科技领域外，当局希

望也有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奖学金得主。 

她指出，在新加坡，世俗主义不意味宗教内容的缺失。我国公共空间就包含不同宗教背景的国

人。为此，我国决策者在实现宗教和谐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为此她表示当局寻找“思维清晰、思想开明，与公共服务价值观保持一致，渴望学习并为新加

坡服务的人。” 

“在派遣他们修读不同课程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带回特殊的视角，为团队做出贡献，帮助

新加坡前进。” 

她指出，拥有更多元化的奖学金得主，将让我国公共服务更有弹性，更好的应对未来国家或面

临的复杂或跨领域的挑战。  

学者：需跨宗教人才 应付极端主义 

学者指出，国家需要能理解跨种族跨宗教的珍贵人才，以便应付极端主义。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受访时大力肯定PSC的做法。她表示，世界各地

的政治领袖都视社会融合为重大议题，背后最大的威胁来自各个文化、宗教、种族间缺乏彼此

了解。 

“尤其加上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况，这些不满的人会以这些议题作为政治语言，甚至延申成极端

主义。” 



她认为，能有这样的宗教专长的人在公共服务领域，能确保国家面对跨文化问题时，能找出方

案，确保我国社会和平。   

奖学金得主：望透过研究理解 不同宗教的想法 

奖学金得主坦言，曾遭他人质疑。 

本报记者之前访问祖哈克时，问及他为何会选择佛学，他坦言这个选择也曾遭到过别人的质疑

，但这是自己研究的兴趣所在。 

“我希望透过佛学研究来理解不同宗教的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增进彼此了解。” 

祖哈克也积极投身志愿服务，每个周六会前往社区为年长人士或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