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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起出國留學的經驗，黃榮山教授表示，

原先大學是考上台北醫學院醫學系，但

實在是與興趣不合，想一想終究決定改念別

系。當時的成績足以進入台灣大學，不過黃

榮山卻選擇了成功大學的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而促成此一決定的關鍵原因仍是興趣。當

時國家正在發展航太工程，是前景看好的學

科領域；不過黃教授也沒想過出國深造、歸

國任教這個可能，頂多就是繼續於國內深造 

。一如現在大部分的大學生，仍未對人生有

什麼規劃，未來一片朦朧；黃榮山教授當時

也還在瘋棒球，單純地想說走一步是一步。

年輕就是本錢 冒險留學不吃虧

直到大學畢業，考上了清華大學動力機

械工程研究所，當時一位好友突然選擇遠赴

國外深造，讓黃榮山教授感到非常驚訝。他

不禁開始思索自己的人生該怎麼走，並產生

了「也去國外充實自己、見識這個世界」的

念頭，認真地考慮以後的方向。漸漸地，原

本總是出現在棒球場上的身影，變成要去圖

書館裡才找得到。完成了清大的碩士學業，

黃榮山考上了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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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榮山留學期間居家煮食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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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一邊念書，一邊開始積極尋找各種出國

的可能性：有沒有公費留學的名額？申請的

資格是什麼？需要通過什麼考試？申請的時

間與流程？⋯⋯

和現在的情況相比，當時環境不佳、資

訊取得不易，政府對原住民的態度也不友

善，原住民學生沒有什麼機會。原住民公費

留學的名額只有1個，不像現在多達10個，實

在比以前好得太多。黃榮山教授回憶當初查

詢學校時，與自己的理工領域較相符的，在

美國有UC系列，像UCLA（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UC Berkeley（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最後他選擇了UCLA，那是一所非常頂

尖的學校，排在全球前30名。

「年輕就是本錢，不妨就試試；冒個險，

不吃虧。」除了這樣的滿腔熱血驅使黃榮山教

授決定申請進入UCLA，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

博士班的教育方式。念博士與念大學的差距很

大，黃榮山覺得博士班很像師徒制，你跟的教

授研究什麼領域，你也就八九不離十了。而他

當初想要追隨的教授剛好就在UCLA教書，因

為想加入教授的研究團隊，所以向UCLA提出

入學申請。經過好幾個月的奮鬥，黃榮山很幸

運地獲得錄取，他也慶幸最後考上了公費留

學，否則家裡根本無法支應出國的開銷。於

是，在台大博士班尚未念完的時候，他就收拾

東西、整理心情，滿懷期待與不安地離開台

灣，踏上不一樣的國土展開又一場冒險。

興趣主導學涯 出國鑽研微機電系統

博士班很像師徒制，你跟的教授研究什麼領域，你也就八九不

離十了。黃榮山當初就是為了加入教授的研究團隊，才決定向

頂尖名校UCLA叩關，反正「年輕就是本錢，不妨就試試；冒個

險，不吃虧。」

黃榮山與UCLA韓裔指導教授Chang-Jin Kim（前排右二）及同門碩博師兄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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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適應、財務 出國三大難題

出國之後，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語言跟

生活適應問題，這其實是各個文化、語言的

人來到異地的相同處境。在日常方面，不外

乎就是在學校跟同學相處時，會被人嘲笑英

文很糟或「菜英文」；其他諸如外宿第一天

就得自己去申請水電、必須在銀行開一個帳

戶、迷路時得問路等，每件事情都仰賴著英

語能力才能解決。雖然有托福的英文認可，

但對於實際置身國外的人來說，其實依舊是

不夠的。

在生活適應方面，因為一個人在陌生的

地方，也會想家、也會寂寞，有時候遭遇了

挫折就感到非常煩躁。但畢竟樂觀就是原住

民的天性，黃榮山教授每天都會跑步運動，

愈跑心情也愈穩定，很快地調適好對抗壓力

的態度。如今跑步健身也已養成習慣，無論

搬到哪裡，都會注意附近哪裡可以跑步。

除了上述兩個問題，金錢方面也得費些

心力。畢竟公費補助也不是食、衣、住、行

照單全收，還是需要自己支付一筆錢。出身

在花蓮鄉下的黃榮山教授並沒有充裕的生活

費可供運用，除了省吃儉用，當時也藉由擔

任研究助理（RA）賺取工讀獎金，就這樣勉

強度過了3年。 

  

出國念書的差異 不在環境而在態度

黃榮山教授出國後，整整花了3年的時間

在鑽研微機電系統（Micro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MEMS）；其實這門研究在當時也不

屬於主流理工領域，但憑著個人的興趣加上

一股腦兒的熱忱，使他選擇往這個窄門前

進。對於受聘至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擔任教

授，黃榮山感到很慶幸。

黃榮山認為，若純粹比較國內外讀書環

國外的文憑就像一塊磚頭，能幫你敲開公司的門；但是留學對

未來究竟能有多少幫助，就要看自己的努力了——「態度」才

是決定一切的關鍵。

從洛杉磯前往聖地牙哥途中，路旁美麗雪白的摩門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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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其實差異不大，出國念書唯一的差別反

而在於自己的「態度」。因為在國內讀大學

時，較少遇到沒錢讀書的窘境，成天想的大

部分就是玩；可是國外學費非常昂貴，美國

私立學校的1個學分幾乎等於台灣國立大學1

年的學費。更何況1門課程絕對不只1個學

分，而且1個學期也不可能只修1門課程。

換句話說，國外因為學費貴得令人咋舌，

除非具有足夠強烈的企圖心，否則根本不會想

要升大學。當然，對黃榮山而言，這次的機會

彌足珍貴，勢必要好好把握。態度改變後，學

習就會變得比較主動和積極——態度決定一

切。於是這也證明了，為什麼台灣高中學生程

度屬於世界頂尖，可是到了大學卻非常不起

眼。不可否認這與政府政策有部分關係，但是

學生在大學時期對自身的生涯規劃並未明確仍

是重點。反觀國外的學生在大學都能找到目標

並持之以恆，努力研究。

留學帶來的啟發

談及留學對人生的啟發，黃榮山認為，

其實很多啟發都是關於內心的部分；價值觀

會改變，會體認到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在

整個留學過程中，他找到了人生的目標、研

究的方向；幸運地認識了妻子；體會到一個

人的極限和渺小，也歷經了心靈的成長。一

個人非得身處外地，才能夠真正地從心剖析

自己，跟心中最原本的自己對話。而一個人

獨立生活，也必定會讓自己成長很多，這是

一個很特別的人生經驗。

想要出國留學，一定要具備的條件是什

麼？黃榮山認為，就是要有「破釜沉舟」的

精神，願意去冒這個險；過程也許會讓你很

寂寞、甚至放棄，但你一定要能堅持，能夠

堅持到底的人就有機會在這個新的世代，找

到一個屬於你的好位置。

國外學歷像塊磚 敲開求職大門

黃榮山教授最後要對所有大學生說的一

句話是「就是出國」。早期出國念書和現在

出國念書的定位不同，以前是不一定要出

國，現在出國則是必須的。他非常鼓勵大家

出國留學，因為出國留學絕對不是壞事；國

外的文憑就像一塊磚頭，能幫你敲開公司的

門。至於留學對未來究竟能有多少幫助，就

要看自己的努力了，與大家共勉之。 

興趣主導學涯 出國鑽研微機電系統

黃榮山四兄弟於UCLA畢業典禮上合照，左起為黃榮文（三

哥）、黃榮山、黃榮隆（二哥）、黃榮輝（大哥）。

黃榮山勉勵年輕學子出國留學，儘管過程也許會很辛苦，但能

夠堅持到底的人就有機會在這個新的世代，找到一個屬於自己

的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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