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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大儒王守仁（陽明先生，1472—1529），期許世人知行合一，讓道德理念可

以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筆者何其有幸，能認識一位具備知行合一的當代學者：臺灣大學黃光國教授。

這位海內外知名的華人心理學創始人，用他深厚的學術涵養，與劍及履及的實

踐精神，敢於挑戰社會不公與批判政策謬誤。黃老師效法曾在香港新亞研究所

任職、知名思想家牟宗三（1986）的格言：「不從政、不做官」的信念，善盡公

共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黃光國教授以推行華人本土心理學為終生志業。年輕時在夏威夷大學留學，他

親眼目睹二戰珍珠港事件中被擊沉的亞利桑那號戰艦等展示，深知戰爭的殘酷

與帝國主義的邪惡本質。中年時批評現代世界主流的社會心理學，多數建立在

歐美大學生的實驗之上，是以「個人主義」為前提的心理學論述，不適用於非

西方國家，如華人以「關係主義」為預設的社會情況，並根據「儒家的庶人倫

理」的論述基礎，批判西方倫理對於中國文化的誤解。為此他和瑞典戈登堡大

學 Allwood教授展開長達三年多的國際學術辯論，兩人發表了十七篇論文，成

為華人社會中能夠挑戰西方心理學論述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等身，包括：《儒家

思想與東亞現代化》、《民粹亡台論》、以及《教改錯在哪裡》等。其中的《人情

與面子︰中國人的權力遊戲》一書，採用西方社會科學最新理論，生動活潑的

剖析華人社會至今盛行的社交潛規則，如：丟臉、不要臉、沒臉見人、臉皮

厚、要面子與看我的面子等案例，深受讀者喜愛。 

 

有別於一般大學教授，黃老師經常以實際行動走出學術象牙塔。由於憂國憂

民，他常在報章針砭時事，更在 2003年 7月，召開百餘位臺灣學界連署記者

會，發表著名的《教改萬言書》，向臺灣當局提出檢討十年教改等四大訴求，並

帶領筆者等教改論壇友人，共同對臺灣教育提出建言，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

黃老師還經常參與臺灣社會各種重大抗議事件，同時為促進兩岸和平而努力。

近年來，許多社會充滿民粹主義，導致「天地閉，賢人隱」。可貴的是，黃老師

始終秉持孟子的這段話：「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達道；得

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是之謂大丈夫」的氣概。面對強權時能義正詞嚴批判；面對普羅大眾不厭其煩

的勸說教化。對於權位名利的無忮無求，讓他得以堅持「不信公義喚不回，不

容青史竟成灰」的阿 Q精神，堪稱當代華人學術界的良心。 

 

「海島之上、冰雪之下：黄光國教授的麫食記憶」一文，生動的描述其傳奇性

的前半生。這位出生在東北長春，終其一生未曾與父親謀面的他，曾經在夏威

夷留學時展開尋父之旅。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當時在溥儀身旁擔任御醫的黃

父被下放到西伯利亞勞改，1959年在大陸過世，而由黃母含辛茹苦撫養姐弟三

人。日後黃老師做學問能追根究底、旁徵博引而一門深入，可能與自小喜歡大

量閱讀有關。相對於學術上的嚴謹與批判，他私底下為人隨和。誠如一位三十

年前受業於黃老師的心理醫生回憶說：印象中他是位憂國憂民的學者，大三時

上他的社會心理學，雖為必修課，但黃老師風趣幽默，課堂上充滿笑聲，及那

些有趣的社會心理學實驗，迄今印象深刻！這些年不論晴雨，他都是以腳踏車

代步，穿梭在臺北的大街小巷，甚至到總統府諮詢或到紀念堂靜坐示威。這位

滿腹經綸、學富五車的著名學者，經常頭頂戴著草帽，輕裝簡行，隨時可以起

而論道，或捲起衣袖與基層民眾站在一起。他的赤子之心，常給求教的晚輩

如：好啊！很好啊.... 等正面回應。他心胸寬大，鼓勵各地研究團隊成員，針

對他的研究取向提出批判，並親自予以回應，以此師生學問相互激盪，精益求

精。 

 

黃光國教授一生以愛與知識，為華人社會科學本土化而篳路藍縷。他知行合一

的智慧與膽識，為後人展現大儒風範！ 

 

(謹以此文向黃師母致敬，感謝她數十年來無私的奉獻，讓黃教授盡情揮灑人

生，無後顧之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