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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臺灣以前物資匱乏的時代，黃博士以「新平庸年代」，來描述目前臺灣所陷入的困境：

紛亂、高物價、低所得、經濟發展停滯、年輕人看不見未來的社會現象。並且以自身成長、攀

向人生高峰的歷程，提出突破新平庸年代的切入點，讓我們能夠重新省思：造成目前困境的原

因，以及其因應之道。

綜觀全書，以「教育學習、身體力行」做為主軸。教育問題，確實是造成臺灣競爭力大幅

下滑的主要原因，而多數學者在探討這個問題，大多聚焦於教育制度，或是教育政策方面，例

如：入學制度、十二年國教、技職體系崩壞等等。但這些議題，都不是一般民眾所能深入研究的。

而黃博士究其根本，從最基本的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入手，以描繪他自小接受來自於父母親與

師長的身教與言教，使得黃博士以一個屏東窮苦漁村的孩子，能夠克服萬難，堅持理想，一步

一步完成博士學業，甚至獲聘為美國奧斯汀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客座學者；並且擔任國內多所

頂尖學府的教授，以及警察大學教授兼公關室主任、圖書館館長、世界警察博物館館長等職務。

令人十分欽佩黃博士的成就，也足以成為青年學子的典範！

書中的第一部到第四部，介紹了黃博士的成長與求學過程，一方面講述其過程中的點點滴

滴，一方面也是利用這些小故事，來對比目前的社會亂象，強調建立正確的價值觀、正確人生

目標的重要性。例如，黃博士的父親擔任過教師與村長，由於受過較好的教育、個性又耿直，

常為村民排難解紛，頗受愛戴；同時，這樣助人為樂的價值觀，也深深烙在黃博士的小小心靈裡。

黃博士再對照目前社會的自我主義及享樂主義，「當個人只追求自我享樂，不瞭解甚麼才是人

活著真正的價值，價值觀偏差，也就無法為他人付出與犧牲」、「人的價值不在於自己享樂了

多少，而在於為多少人做了服務；結局不在於你在乎多少人，而是有多少人因為你的付出使人

生更美好」、「父母能給孩子真正億萬家財，不是給他多少錢，而是給孩子好的身教、正確的

價值觀，並且訓練他有生存的能力，讓他們可以在一生的過程中好好奮鬥，走在自己想過的生

活，才是真正給他們的億萬家財」。

黃茂德│臺北市恆春古城文化推展協會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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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從車城小學、恆春中學、一直到輔大、臺大，黃博士真是非常珍惜

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與師長保持良好的互動、認真於課業，並且深入體會師長的教誨以及書

本以外的人生智慧。廣泛的涉獵、培養多元的興趣與能力，從而擇一立為人生目標，堅持到底，

絕不放棄。書中提到：「別只抱怨 22K，試問哪個時代沒有困局 ? 為什麼只會抱怨 ? 不能身體

力行，在陽光下流下汗水，或咬緊牙關，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要怎樣突破平庸的困局，

該如何面對自己的人生路，心態才是重要的，有突圍的心，有人生的目標，便能逆轉平庸、開

創新局」。

第五及第六部，黃博士將焦點擴大到家庭關係及社會網路，例如：婚姻、婆媳、社群網路、

高齡化社會以及社會公益等等。其中，有關「小確幸」的探討，確實發人深省。我非常贊同黃

博士對「小確幸」的看法，「小確幸」不應該是消極、慵懶，甚至是逃避現實、自我安慰；而

其本意應該是：不好高騖遠、腳踏實地、怡然自得的生活美學。黃博士認為：「小確幸當道，

臺灣進入平庸年代是必然的現象。年輕人應該認清環境，收拾起慵懶的眷戀，大步向前行，勇

敢與世界爭鋒，因為處在這個全球化的地球村、處處講求競爭力的時代大浪潮中，臺灣人若不

能從曲解的小確幸之錯誤理念枷鎖突圍出來，那將會被時代的浪潮所沖走，跌入難以翻身的逆

境」。真是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修身、齊家、創業、治國、平天下」向來就是知識分子的抱負。在黃博士《突圍，新平

庸年代》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黃博士切身真正地實踐，沒有沽名釣譽、譁眾取寵的詞藻，

以一種真切、溫暖、悲天憫人的筆觸，啟迪人心。猶如一股清新的暖流，注入在這資訊爆炸卻

又晦暗不清的社會，提供全體國人，特別是年輕人，一個沉心自省，策勵將來的指引的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