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淬鍊與創新：百年校慶

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壹、慶祝黃埔創校百年：國父紀念館與陸軍官校合辦

	 「傳承、淬鍊與創新：百年校慶學術研討會」

本館與陸軍軍官學校於5月24日共同主辦「傳承、淬鍊與創新：百年校慶學術

研討會」，出席開幕典禮的貴賓包括陸軍官校大學部主任張桂琥、國立國父紀念館

館長王蘭生、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等人，出席人員包括陸軍官校教育

長、政戰主任、校內老師、幹部及同學等共六百餘人。上午開幕典禮儀式簡單隆重，

下午研討會活動熱烈溫馨，特別是慶祝黃埔創校百年更彰顯歷史意義非凡。

陸軍官校大學部主任張桂琥表示，本次活動很榮幸與國父紀念館共同主辦，誠

摯向文化部與國父紀念館表達感謝之意。陸軍官校是由國父孫中山先生指示籌辦，

成立於民國13年6月16日，中山先生同時也核定首任校長蔣中正先生所撰寫的「親

愛精誠」為該校校訓，希望藉由軍校來培養革命軍事人才，進而造就堂堂正正的革

命軍人為中華民國奮鬥。陸軍官校在一百年前激發全國知識青年的熱情，吸引優秀

青年積極投入革命建國事業，以我國第一個現代化軍事學校的地位，帶領全國軍民

經歷過無數次的挑戰與勝利，其精神與成就值得我輩軍人學習。

本館王蘭生館長則表示，國父紀念館是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而興建，各項館務

目標與任務使命皆是為弘揚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與學說，今日來到陸軍官校能深刻感

受到該校傳承、淬鍊與創新的精神。緬懷黃埔建軍的艱辛歷程，以及國軍保家衛國

的重大貢獻，要誠摯表達尊敬與感佩之意，也相信陸軍官校未來仍將肩負國軍承先

啟後與繼往開來的重責大任，讓黃埔精神持續發光發熱，再創下一個允文允武、蔚

為國用，以保家衛國的輝煌百年。

傳承與創新
113年度學術研討會大事記

鍾文博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維開以「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的創建」為題發表主題

演講，他分別針對黃埔軍校的歷史意義、孫中山為什麼要創辦黃埔軍校、孫中山如

何創辦黃埔軍校，以及孫中山對黃埔軍校師生的最後期許等四個面向加以闡述，最

後總結陸軍官校是中華民國建軍史上最為重要的一頁。

民國初建時軍閥割據，列強環伺下內憂外患，為建立國家武力、培養革命人才，

國父孫中山先生決議設立「陸軍軍官學校」，於民國13年6月16日於廣東省廣州市

黃埔區長洲島創校（故世人也稱為「黃埔軍校」或「黃埔官校」），任命蔣中正先

生為校長，並親頒「親愛精誠」校訓。其後因應時局曾三度遷校，包括南京、成都，

最後於民國39年遷至高雄鳳山。黃埔軍校總共為國軍培育文武兼備的幹部達廿八

萬餘人，包括東征、北伐、抗日等均能以寡擊眾、以弱克強，為國捐驅犧牲者前後

達十餘萬人，英勇壯烈成仁的事蹟堪與日月同光。民國13年陸軍官校成立時，大

門門楹上的對聯寫著：「升官發財請往他處，貪生畏死勿入斯門」及「革命者來」

橫幅，明白宣示了黃埔軍校立基的革命精神，而「黃埔精神」正是「不貪財，不怕

死，愛國家，愛百姓」與「犧牲、團結、負責」的精神，此正是陸軍軍官學校傳承

百年的光榮革命精神。

貳、紀念羅福星逝世110週年：國父紀念館舉辦紀念研討會

暨史蹟踏查活動

為紀念「苗栗事件」抗日烈士羅福星逝世110週年，本

館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國立聯合大學

客家研究學院苗栗學研究中心等單位合作，於5月31日辦理

「孫中山民族思想暨苗栗史蹟保存利用」學術研討會暨「乙

未保臺暨羅福星苗栗事件史蹟走讀」活動。

王蘭生館長於「傳承、淬鍊與創新：百年校慶學術

研討會」開幕式中致詞

楊同慧副館長(右)感謝聯合大學侯帝光校長(左)協辦活動

王蘭生館長(右)致贈陸軍官校大學部

主任張桂琥(左)紀念品

政治大學歷史系劉維開教授專題演講

「孫中山與黃埔軍校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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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辦2024「第6屆中山學術青年研討會」－

	 推動孫學研究的在地傳承與開展創新

國立國父紀念館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國防大學政戰學院

共同主辦2024「第6屆中山學術青年研討會」，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國防大學政戰學

院政治學系、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等五校師生聯合參與，10月

25日於國防大學復興崗校區皓東樓舉行大會開幕儀式，出席貴賓包括國父紀念館

王蘭生館長、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李建榮秘書長、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謝勇維將

軍，會議主題為「孫中山的發展觀與現代化進程」，議程包括1場專題演講與15篇

論文發表，計有學者專家與博碩士班研究生超過百人與會，氣氛溫馨莊重且熱烈。

國父紀念館主辦本次研討會的目的除緬懷孫中山先生偉大人格及革命行誼，

並弘揚其思想學說外，更是要鼓勵優秀青年學者投入孫學研究的傳承與創新行列。

王蘭生館長表示，孫學研究是國父紀念館重要的核心業務，而青年學者與博碩士班

研究生則是推動孫學研究的源頭活水。國父紀念館長期以來重視資深學者的學術耕

耘，但更期待青年學者的熱情投入，為此，國父紀念館積極前往校園扎根，透過博

雅教育的理念來推廣孫學相關活動，期盼藉由本次研討會推動孫學研究的在地傳承

與創新開展，為孫學研究增添嶄新多元的風貌。

本館楊同慧副館長表示今年是羅福星烈士逝世110週年，選在他的家鄉苗栗辦理

學術研討會暨走讀活動特別具有意義，活動除邀請羅福星孫女羅秋昭教授做專題演

講外，並針對孫中山先生民族思想、苗栗地區保臺戰史研究，以及苗栗地區史蹟保

存與活化等實務議題進行探討。學術研討會的部分能貫穿古今且連結在地，史蹟走

讀踏查部分則期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能承古傳今進而讓學術理論與在地實務相互

結合。值得一提的是，本館中山文化園區內重要景點「中山碑林」中，也收集了羅

福星烈士手書「破碎山河誰補綴，天涯兄弟合流離」的感懷詩，特別令人尊敬與動容。

6月1日辦理的「乙未保臺暨羅福星苗栗事件史蹟走讀」活動，則帶領民眾至

相關歷史地點實際參訪，並邀請乙未生活館館長賴世若、聯合大學文化觀光系兼任

教授黃鼎松及獅頭山解說員廖綺貞等文史工作者擔任導覽老師，帶領大家透過實地

踏查與專業導覽，一同體會乙未年間土地的風華，和擁有眾多歷史文化遺產的苗栗

史蹟。

本次走讀地點緊扣「乙未保臺」與「羅福星苗栗事件」為主題，包括苗栗銅鑼

天后宮、吳氏宗祠以及惇叙堂等歷史古蹟，見證當年社會的繁榮、歷史的更迭與文

化的融合；銅鑼天后宮作為吳湯興抗日誓師地，吸引著眾多信徒和遊客朝拜，而吳

氏宗祠則展現出大家族的榮耀與客家文化傳承；惇叙堂是丘逢甲的出生地，象徵著

苗栗地方世族的英雄情懷，吸引眾多學子前來參訪。此外，徐驤紀念公園和貓貍山

公園則結合自然景觀與文化史蹟，提供了環境清幽的觀光休憩場所。簡言之，透過

歷史文化的踏查與走讀，不僅僅是走訪歷史的歲月痕跡，更期昐維護和傳承這些珍

貴文化資產與史蹟。

「乙未保臺暨羅福星苗栗事件史蹟走讀」活動合影

王蘭生館長(左)致贈齊德縈博士生(右)論文發表證書

「孫中山民族思想暨苗栗史蹟保存利用」學術研討會大合影

徐驤紀念公園和貓裹山公園史蹟走讀活動

中山學術青年研討會學生聽眾提問

王蘭生館長(右5)與全體論文發表人合影

(右4為謝勇維將軍，右6為李建榮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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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區網站的主文與回文作為資料庫，透過大數據搜尋引擎的爬梳，描繪慈濟四大志

業的網路輿情圖譜，包括網路趨勢、網路情緒、關鍵領袖、熱門頻道、議題擴散等

面向，並據以析論慈濟對於臺灣社會的貢獻與影響性。

而在孫學研究的議題方面，日本國立鳥取大學地域學部漆麟副教授發表《革命

家與書法―關於孫中山先生在日題詞「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論文；

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科學學院前院長周家華教授發表《孫中山互助利他的服務人生

觀與一個非營利組織的永續發展》論文；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

李孔智副教授兼所長發表《〈實業計畫〉中的「區域經濟」概念淺析》論文。另外，

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鍾文博研究員發表《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演講100週年―

王道文化、濟弱扶傾與互助利他思想探究》論文；展覽企劃組黃宗偉助理研究員發

表《文化互助利他的展覽策略―國父紀念館在後博物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實踐》論

文；研究典藏組邱啟瑗助理研究員發表《博物館與走讀活動：從國父紀念館辦理之

「走讀臺灣」活動談起》論文。

綜言之，第五屆「天下為公與大愛思想的踐行」學術研討會彰顯了學術理論與

實務實踐的交融，深化孫學與慈濟學的相互對話與理解，並為未來慈善文化的全球

傳播與學術研究奠定基石。國父紀念館則期盼藉由持續的學術交流，推動天下為公

與大愛精神在生活中的進一步落實。

（鍾文博／本館研究典藏組研究員）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李建榮秘書長則指出，期盼青年學子加入孫學研究的行

列，該會願意提供研究生獎助學金，配合國父紀念館一起培育青年學術人才。國防

大學政戰學院院長謝勇維將軍也表示，很榮幸承辦本次極具意義的學術活動，國防

大學政治學系也是國內孫學研究的前驅之一，與國父紀念館攜手合作辦理學術活動

多年，互動情誼與合作成果難能可貴，為表示支持孫學研究的永續發展，國防大學

樂意未來配合相關學術活動。

2024「第6屆中山學術青年研討會」共評選錄取18位博碩士生，包括陳作人、

常桂蓮、林泓泰、王懷慶、桂學寧、朱柬、陳世安、于子揆、黃姿萍、劉郁寧、許

平欣、許馨月、蕭彥丞、俞貞沅、劉德昌、郭俊麟、齊德縈、李建緯等，共同針對

大會主題：「孫中山的發展觀與現代化進程」進行論文發表，同時邀請國立金門大

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周陽山教授進行主題演講：「孫中山思想與政治現代化」，

深入闡述孫中山先生思想如何影響中華民國的政治現代化進程，包括臺灣現今所享

有的自由民主與開放等成就。

肆、第五屆「天下為公與大愛思想的踐行」學術研討會－

	 推動「孫學」與「慈濟學」對話

11月20日國父紀念館與慈濟大學於該校建國校區國際會議廳，共同主辦2024

第五屆「天下為公與大愛思想的踐行」學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共聚集22所學術

與研究單位的59位學者專家，總共發表27篇論文，論文總字數超過33萬字，內容

豐富且具學術價值。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為「弘法利生與互助利他」，涵蓋孫學、慈

濟學、國家發展、非營利組織運作與社會責任等議題。會議中藉由理論與實務的相

互對話，增進對於孫學研究與慈濟大愛精神更深入的了解。

國父紀念館王蘭生館長表示，走進慈濟大學校園即能感受濃厚的求學氛圍，這

是在其他校園中鮮少見到的，再加上慈濟人於全球各地的辛勤付出與點點滴滴，足

以見證證嚴上人的大愛精神。慈濟教育志業王本榮執行長則認為，所謂「上醫醫國」

講的即是國父孫中山先生發起革命乃為追求階級平等；而證嚴上人以「佛法生活化、

菩薩人間化」來推動革新，強調慈悲觀念，更從「利他」中學會「自愛」。

銘傳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杜聖聰副教授兼主任發表《慈濟四大志業永續發展的年

度實踐：以2023-2024年的網路輿情分析為例》論文，以新聞媒體、社群媒體與討

論文評論人郭雪真教授(台前右2)發言

國父紀念館王蘭生館長於開幕式致詞 王蘭生館長(左)致贈慈濟大學劉怡均校長(右)紀念品

第五屆「天下為公與大愛思想的踐行」學術研討會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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