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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館執掌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集、典藏及展覽事項，為推展此

項業務，本館除與國內國史館、中國國民黨黨館等相關機構保持聯繫，

加強對國父紀念文物、史蹟資料之蒐集外，對大陸地區各孫中山宋慶

齡相關館所亦建立聯繫管道，加強兩岸對國父相關文物及史蹟的交流

工作，而兩岸對國父相關文物及史蹟最重要的交流平臺，就是孫中山

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 

「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於 2014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在中國大陸南京市舉行，共有來自全球 32 個孫、宋紀念機構

65 名代表參加。本次聯席會係以「如何發揮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在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地位與作用」為主題，本館基於弘揚中山思想，

促進館際合作與交流，爰指派推廣服務組龔錫家組長及研究典藏組羅

美鎮副研究員代表參加。 

參加「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之重要心得如下：一、

緬懷國父革命精神，檢視實踐中山思想過程。二、舉辦孫宋紀念地聯

席會對弘揚中山思想有正面效益。三、瞭解大陸對孫中山先生的認知

與論述。四、推廣孫學研究、增進館際合作平臺。  

 

建議未來可採行之作法：一、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動，

應積極參與並爭取發言權。二、擴大建立聯繫管道，加強兩岸對國父

相關文物史料的蒐集與研究。三、整合更新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之資

料，編印《全球孫中山紀念館》專書。四、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

服務平臺，分享本館研究成果。五、創造誘因，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孫

學研究，培植孫學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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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由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及中國第二歷史

檔案館所共同主辦的「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於 2014

年 10 月 30 日至 10 月 31 日在中國大陸南京市舉行，共有來自全球孫、

宋紀念地 34 個機構 65 位代表出席。  

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

係全球孫、宋紀念地機構年度工

作會議，亦是全球中山思想及其

文物史料的重要交流平臺。本次

會議本館係由推廣服務組龔錫家

組長及研究典藏組羅美鎮副研究

員代表參加，在會議中除發表工

作報告之外，並與許多友館代表進行會談與交流，針對如何促成人員

互訪、文物互展、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等議題相互對話，對促進館際

合作，擴大對國父相關史蹟、史料之蒐集與研究，有正面助益。茲將聯

席會議成立之背景、參加此次會議之行程、心得及建議事項分述如下： 

一、「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的成立背景  

   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

會」原名「孫中山宋慶齡紀念

地聯誼會」，係全球孫中山宋慶

齡紀念地基於「加強聯繫、促進交

流、增進友誼、共同發展」，所主

動發起之業務交流會議。1989 年 5 

月 29 日，第一次聯席會議於中國大

陸南京梅花山賓館舉行，與會的單

位有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

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上海宋慶齡陵園管理處、廣東翠亨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南

京中山陵園管理局、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等紀念館所。 

 二、「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現況與發展 

    據統計目前全球孫、宋紀念地成員計有 46 個，依照慣例每年輪流

在各紀念地舉辦聯席會議，本館係孫、宋紀念地聯席會成員之一，每

年均會受邀參加，各紀念地機構透過每年所召開一次的聯席會作相互

交流，彼此對一年來對弘揚孫中山及宋慶齡思想、事蹟等工作進行切

第 26 次孫宋紀念地聯席會開幕情形 (  2014/10/30) 

本館人員與國父曾侄孫孫必達先生合影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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磋檢討，並對所擁有的史料文物進行考證研究，係孫中山宋慶齡紀念

地機構所組成的年度工作會議，希望藉由此工作會議建立交流平臺，

增進各紀念地機構更密切之交流與合作。 

    三、本館參與聯席會情形 

    本館於 1990 年 8 月第二次在廣東翠亨村舉行時，首次派員參加，

聯席會迄今已舉辦 26 次，計派員參加 17 次，本館參加歷次孫宋紀念

地聯席會情形附表一。本館曾於建國 100 年(2011)在臺北市舉辦第２

３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共有來自海峽兩岸、香港、澳

門、美國、日本、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地的 76 名代表與會，

並邀請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邵銘煌館長主講「孫中山與臺灣」，說明國

父與臺灣那看似「短暫卻又影響深遠」的關係，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國

家發展研究所鄧志松教授主講「孫中山的革命行旅」，剖析國父為籌

措革命及建設國家而踏遍全球，於

日本、夏威夷、美洲、歐洲及東南

亞等地皆留下足跡。會後並安排與

會代表參觀國父史蹟紀念館（梅屋

敷）、故宮博物院、101、鶯歌、

日月潭、阿里山、太魯閣、花蓮等

臺灣風景名勝等。  

貳、聯席會議程及參訪行程 

一、主要行程 

    本次赴中國大陸南京行程（含往返共 4 天）包括參加「第 26 次孫

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開幕、工作報告、座談會、閉幕及參訪等，

主要行程內容如下： 

 (一)10 月 29 日       桃園國際機場→南京祿口機場→南京市  

                    參加聯席會議預備會議  

 (二)10 月 30 日       聯席會議開幕、工作報告座談會及參訪  

                    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六朝博物館  

 (三)10 月 31 日      拜謁中山陵、革命陣亡將士公墓及參觀南京     

博物院  

 (四)11 月 1 日       南京祿口機場→桃園國際機場→台北   

二、議程 

       開幕式於 10 月 30 日上午在南京山水大酒店華夏廳舉行，會

第 26 次孫宋紀念地聯席會開會情形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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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邀請國父曾侄孫孫必達先生擔任貴賓，並由南京中

山陵園管理局王輝局長致開幕詞。本次聯席會係以

「如何發揮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在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中的地位與作用」為主題，並安排 5 場演講，包括

(一)北京宋慶齡故居艾玲主任發表「弘揚孫宋精神締

造，民族未來」、(二)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劉金馳

副館長發表「強基固本，開拓創新」、(三)廣東翠亨

村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蕭潤君館長發表「今後孫中

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如何發展及發揮作用的思考」、(四 )武漢辛亥革

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梁華平館長發表「談談打造特色紀念館的點滴体會」、

(五)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叶璞副館長發表「『動感晚晴』 -

以晚晴園為例闡述小型紀念館如何在新加坡文化產業占有重要一席之

地」等專題演說，最後則由出席的 32 個孫、宋紀念機構代表發表工作

報告。本館由龔錫家組長發表工作報告，龔組長除於會中闡述本館建

館之沿革、組織架構及目前所推動之業務外，並介紹這一年以本館所

接待來自大陸的訪團及各種藝文團體等。據統計資料顯示，目前至本

館及中山公園參觀人潮約 700 萬至 800 萬人次，而每年近 200 場之展

覽，各展場每年累計參觀人數更超過 200 萬人次，加上近年兩岸藝文

交流日趨頻繁，本館已成為兩岸文化藝術重要之交流平臺；而在觀光

休憩功能上，本館是臺北市最著名的景點之ㄧ，尤其自政府開放陸客

來臺觀光以來，到本館參觀人數更是與日俱增，以近 3 年來館人數統

計，2011 年 787 萬人次、2012 年 896 萬人次，至 2013 年亦達到 760

萬餘人次，預估 2014 年到館觀光人數將再創新高。  

其他各紀念地機構代表於各自工作報告後即展開座談交流，會中

除達成持續推動孫宋紀念地之合作與交流共識外，並決議明(104)年第

27 次聯席會議在四川省重慶市舉行，「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

席會」在與會代表紛紛感謝主辦單位之辛勞聲中，順利圓滿閉幕。 

三、參訪行程及拜會單位 

    第一天(10 月 30 日)下午主辦單

位安排與會代表參觀中國近代史遺

址博物館(總統府舊址)、六朝博物館。

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係國民政府

時期的總統府，國父孫中先生於 1912

年 1 月 1 日在此宣誓就任中華民國

聯席會會議手冊 (  2014/10/30) 

本館龔組長與近代史遺址博物館  

王衛館長、何蘇寧合影  (2014//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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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大總統，1927 年南京國民政府曾在此處辦公。目前總統府舊址仍陳

設國父擔任臨時大總統時的辦公室、起居室及參謀本部等，國父孫中先

生在此處開啟近代中國民主共和之航程，是國父重要史跡紀念地。1本館

人員藉此特別拜會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王衛館長，除表達感謝盛情接

待外，並對加強兩館間之合作與交流交換意見 。 

   另一參訪單位為六朝博物館，這座位

於南京總統府東側的六朝博物館，是一

座米黃色建築物，係由名建築師貝聿銘

團隊所規劃設計，在 2014 年 8 月 11 日

正式對外開幕，在空間設計方面，展場

內幾乎沒有實牆，而是用竹子、荷葉

等植物造景來作阻隔，由於用光影效

果，使得館內視覺通透、很具空間感，讓參觀者進

入館內有心曠神怡舒適感；館內主要展出六朝時期

(距今約千年)的瓷器和陶俑等珍貴文物，是中國大

陸第一個以『六朝』(東吳、東晉、宋、齊、梁、

陳)為主題的博物館 2。此博物館不管是在展件之擺

放、光影效果之製作及參觀動線之規劃上，均屬一

流，頗值博物館界學習。  

   第二天(10 月 31 日)主辦單位則安排與會代

表參觀拜謁中山陵、革命陣亡將士公墓及參觀南

京博物院。 

    中山陵係國父孫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民國

14 年 3 月 12 日國父孫中山在北京逝世，靈柩暫停

放在北京香山碧雲寺内。為遵照國父孫中山先生死

後將葬於鍾山的遺願，決定在南京鍾山修建陵墓 , 

中山陵於 1926 年奠基，歷時 3 年於 1929 年竣工，

同年 6月 1日國父的靈柩由北京運抵南京並安葬於

此，由於國父靈柩安葬於此，使得中山陵成為國父

                                                 
1
 維基百科

ttp://zh.wikipedia.org/zh-tw/%E5%8D%97%E4%BA%AC%E4%B8%AD%E5%9B%BD%E8%BF%9

1%E4%BB%A3%E5%8F%B2%E9%81%97%E5%9D%80%E5%8D%9A%E7%89%A9%E9%A6%8

6，2014.11 
2華夏經緯網 http://big5.huaxia.com/qqla/gdrd/2014/08/4025101.html,2014.11 

出席代表參觀六朝博物館  (2014//10/30) 

出席代表拜謁中山陵  (2014//10/31) 

出席代表向國父銅像獻花致敬  

(2014//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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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先生最具指標的紀念地 3，南京也是主辦孫宋紀念地聯席會次數最

多的城市。中山陵從牌坊、墓道、陵門、碑亭到祭堂、墓室，全部用白

色花崗岩所建造，覆以藍色琉璃瓦，莊嚴肅穆，主辦單位特別安排與會

代表謁陵，並向國父銅像及革命陣亡將士公墓獻花致敬，讓與會代表體

會國父及革命先賢志士對國家犧牲奮鬥之精神外，也能感受中山陵建築

之宏偉及氣度之恢宏。本館人員於謁陵過程中，與各紀念機構代表對話

交流，並就中國近代史及國父事蹟等議題交換意見。  

    與會代表於參訪中山陵之後，當日下午則轉往南京博物院參觀。依

南京博物院簡介說明，南京博物院坐落於南京市紫金山南邊，占地約 7

萬多平方公尺，是中國大陸第一座由國家投資興建的大型綜合類博物館。

據統計，南京博物院藏品有 42 萬餘件，從舊石器時代所發掘的考古文

物，到當代藝術作品均有收藏，有全

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有宮廷文物，

也有民間社會所徵集或捐贈之藝術

品。所收藏的品項計有青銅、玉石、

陶瓷、金銀器皿、竹木牙角、漆器、

絲織刺繡、書畫、印璽、碑刻造像文

物等。種類繁多，藏品豐富，參觀南

京博物院這些歷朝歷代的歷史文物，

好似見證人類文明的發展史，頗有可看性，值得細細品味慢慢欣賞，整

個參訪行程於下午結束。  

隨著參訪行程的結束，「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也

劃下句點。大部分與會代表於第二天(11 月 1 日)上午返程離開，本館人

員也於該日上午離開南京赴祿口機場，搭機返回台北，完成參加孫宋紀

念地聯席之任務。  

 

 

 

 

 

 

 

                                                 
3
 南京中山陵園風景區 http://www.zschina.org.cn/2014.11 

出席代表參觀南京博物院  (2014/10/31 ) 

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出席代表合影  (2014/1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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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參加心得 

 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已圓滿劃下句點，此次聯席

會得以圓滿成功，本館人員能順利參加聯席會，必須感謝包括南京中山陵園管理

局、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等主辦單位之細心安排及熱情

接待。審視整個參加過程，謹提出幾項心得，敘述如下： 

一、緬懷國父革命精神，檢視實踐中山思想過程 

          國父鼓吹革命，推翻滿清，創建民國，歷經十次革命，足跡遍及海內外，留

下許多珍貴的文化資產。海內外各紀念地代表透過聯席會之舉辦共聚一堂，一同

緬懷國父的革命精神，在緬懷國父革命精神並感念其為民主共和國所做的犧牲奉

獻之外，也該深切檢討我們是否實踐了孫中山所懷抱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

的建國理念，是否遵循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第一條所言，實踐「三民主義、五權憲

法，以建設中華民國」之精神。  

二、對弘揚中山思想有正面效益 

    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

議成員除本館之外，有自中國大陸

各省、港澳、馬來西亞、新加坡、

日本、美國等相關紀念機構。這些

座落在全球各地的孫中山紀念館，

均是中山思想傳承與弘揚的重要

基地，這些成員透過每年舉辦一次

之聯席會共聚一堂，藉由交流溝

通與經驗分享，共同為達成孫中

山宏偉的志業齊心努力，舉辦此一聯席會，對弘揚中山思想有正面效益。 

三、瞭解大陸方面對孫中山先生的認知與論述  

    大陸官方稱孫中山先生為「革命先行者」，在正式文件上尚無法尊

稱為國父，儘管兩岸對其稱謂有別，但對孫中山先生的尊崇仍非常一

致。在這個聯席會上的所有話題或論述總是圍繞在孫中山先生身上，

尤其大陸近年對中國近代史的文獻檔案陸續開放，對中山先生是中華

民國國父的歷史事實，已漸趨接受與理解。參加孫宋聯席會可瞭解大

陸對孫中山先生的認知與相關論述，掌握政治脈動，促進兩岸孫學推

廣與研究。 

四、推廣孫學研究、增進館際合作的最佳平臺 

    孫宋聯席會係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的重要交流平臺，全球各地孫

宋紀念機構均會派代表參加。近年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

各紀念地機構紛紛舉辦各項展覽、研討會及出版專書等，本館藉由出

本館辦理「國父誕辰日相招來致敬」活動情形(2013/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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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聯席會，瞭解各孫宋紀念地機構營運現況，近年來本館持續推動兩

岸文化交流，而參加聯席會即為兩岸文化交流重要的ㄧ環，本館透過

聯席會推動館際間人員互訪、文物互展、出版品互贈等交流活動，尤

其更透過聯席會邀請許多大陸學者來臺參加孫學研討會，加強兩岸對

孫學之交流，因此，孫宋聯席會是推廣孫學研究，增進館際合作的最

佳平臺。 

肆、建議事項 

    隨著海峽兩岸政治、經濟、文化及教育等環境之變遷，孫中山先

生的事蹟與功業，對現今臺灣的青年學子來說已日漸模糊，反觀中國

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後，正逐步加強對孫中山之研究，並積極舉辦相關

紀念活動，面對此一現象，我們宜有具體因應作法：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積極參與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動爭取發言權  

    對全球或中國大陸所舉辦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動，尤其

像是孫中山宋慶齡聯席會這種交流平臺，建議應積極參與並爭取發言

權。 

(二)持續並擴大對國父事蹟及其

文物史料之蒐集與研究  

    建議加強兩岸各孫中山紀念

機構之合作與交流，並藉由對國父

文物史料之互展、人員互訪、出版

品互贈及合辦活動等方式，共同分

享研究成果，持續並擴大對國父思想

及其文物史料之蒐集與研究。           

(三)編印《全球孫中山紀念館》專書  

    建議將前述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交流所蒐集之資料整合更新，

編印《全球孫中山紀念館》專書，以提供各界參考運用，藉以提供館

際聯繫管道，增進交流與合作。 

(四) 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  

    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將我國

《國父全集》」及《國父年譜》數位化，

並建置整合性之全文檢索資庫，開放

全球民眾瀏覽，並提供檢索、下載服

務，以系統化、數位化、雲端化推廣

國父事蹟，積極弘揚中山思想。  

編印《全球孫中山紀念館》專書 (2014/11/12) 

 

 

) 

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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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長期建議 

(一)培植孫學研究人才 

    由於政治民主與社會多元化發展，國內對孫中山研究的熱情，已

日趨落寞，而國內研究孫中山的學者專家行將邁入老年，臺灣年輕世

代普遍不願投入對中山思想或孫學領域之研究，致使孫學研究人才呈

現斷層現象，長此以往，將對孫學研究有深遠不良影響，面對此一現

象，我們應擴大孫學研究領域，強化獎勵措施，鼓勵青年學子多參與

研究，以培植孫學研究人才。  

(二)增進孫中山研究，改善本館軟硬體設施 

    近年隨著大陸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展，各紀念地機構紛紛以國

父為主題舉辦各項行銷活動。本館為紀念國父百年誕辰而興建，除弘

揚中山思想之外，並兼具推廣藝術文化及美學教育功能。隨著海內外

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環境的變遷，本館現已成為國內外重要的孫

學研究、展覽、集會、演出及觀光旅遊熱門據點。惟建館已逾 40 年，

各項設施已顯老舊，因此，除持續弘揚中山思想，增進孫中山之研究

外，亦應積極改善軟硬體設施，充實展演設備，提昇服務效能，建設

本館為孫學研究重鎮及名實相符之藝文殿堂。  

(三)建設本館成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孫中山紀念機構  

    臺灣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標竿，本館有優質研究環境及豐碩的研究

成果，在弘揚中山思想與推廣國父事蹟上，應創造獨特性與差異化，

如融入臺灣文化特色，加強研究國父革命建國歷程與臺灣關係，推廣

國父三次來臺之事蹟等，藉此拉近國父與臺灣民眾距離，如此方能讓

本館成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孫中山先生紀念機構。  

(四)活絡本館資源，創造文化經濟效益 

    中山思想博大精深，是臺灣擁有的「軟實力」，也是全球共有的文

化資產，宜積極推廣並善加運用。尤其本館目前為兩岸文化交流最重

要窗口，也是大陸觀光客必遊的景點之一，如何推動以國父孫中山先

生為核心的文創產業，開發具特色之各項文創商品，並結合文化觀光

行銷策略，活絡本館資源與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文化與經濟效益。  

伍、結語 

隨著時代脈動、社會變遷以及對公共服務的多元需求，本館所扮

演的角色及功能也必須隨之調整，尤其面對網路世代的年輕族群，我

們必須不斷充實國父相關文物、事蹟及史料，用生活化、數位化、雲

端化等更創新的方式弘揚中山思想，並持續改善本館軟硬體設施，提

升各項公共服務品質，使本館成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孫中山先生紀念機

構，並向建設成為名實相符之藝文殿堂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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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表 

表一：國立國父紀念館參加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情形一覽表 

 

 
 
 
 

次數 時間 舉辦地 本館是否參加 備註 

1 1989 年 5 月 29 日 南京   

2 1990 年 8 月 廣東翠亨村 ◎ 首次參加 

3 1991 年 5 月 29 日 上海   

4 1992 年 6 月 28 日 海南文昌   

5 1993 年 1 月 16 日 北京   

6 1994 年 10 月 10 日 武昌   

7 1995 年 10 月 31 日 重慶   

8 1996 年 11 月 10 日 南京 ◎  

9 1997 年 11 月 24 日 廣東翠亨村   

10 1998 年 11 月 18 日 上海   

11 1999 年 11 月 1 日 廣州 ◎  

12 2000 年 10 月 17 日 海南省文昌 ◎  

13 2001 年 5 月 28 日 北京 ◎  

14 2002 年 9 月 27 日 武漢 ◎  

15 2003 年 10 月 27 日 南京 ◎  

16 2004 年 11 月 3 日 重慶 ◎  

17 2005 年 11 月 28 日 廣州翠亨村 ◎  

18 2006 年 12 月 15 日 香港 ◎  

19 2007 年 10 月 28 日 上海 ◎  

20 2008 年 11 月 16 日 福州 ◎  

21 2009 年 5 月 28 日 北京 ◎  

22 2010 年 11 月 20 日 馬來西亞檳城 ◎  

23 2011 年 5 月 15 日 臺北 ◎  

24 2012 年 11 月 9 日 新加坡   

25 2013 年 10 月 16 日 武漢 ◎  

26 2014 年 10 月 29 日 南京 ◎  

備註：歷次會議有加註◎者，即為本館有派員參加者，本聯席會已舉辦 

      26 次，本館計派員參加 17 次。 

資料來源:曾一士、羅美鎮，《參加第 20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議出國報告》，國立國父紀

念館，2009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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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歷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主辦單位一覽表 

 (資料來源 :  「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會議資料) 

次序 時間 主辦單位 

1 1989. 5 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 

2 1990. 8 廣東中山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3 1991. 5 上海孫中山故居管理處宋慶齡故居管理處和陵園管理委員會 

4 1992. 6 海南文昌宋氏祖居 

5 1993.1 北京宋慶齡故居 

6 1994. 10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7 1995.10 重慶市文化局、宋慶齡基金會重慶分會、重慶宋慶齡舊居陳列館 

8 1996.11 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江蘇省政協辦公廳管理處 

9 1997.11 廣東中山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0 1998.11 上海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 

11 1999.11 廣州中山紀念堂 

12 2000. 10. 海南省文昌市宋慶齡基金會 

13 2001. 5. 北京宋慶齡基金會 

14 2002. 9. 
武漢武昌區人民政府、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中山艦博物館、武漢宋慶齡故居 
 

15 2003.10. 
南京中山陵園管理局孫中山紀念館、 

南京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舊址紀念館 

16 2004.11.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重慶宋慶齡舊居陳列館 

17 2005.11 廣東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8 2006.12 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 

19 2007.10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福利會 

20 2008.11 福建省民革、福州孫中山紀念館管理處 

21 2009. 5. 北京市政協、北京中山紀念堂管理處 

22 2010. 11 馬來西亞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23 2011.5. 國父紀念館 

24 2012.11 新加坡晚晴園—孫中山南洋基地紀念館 

25 2013.10 

湖北省文物局、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武漢辛亥革命博物

館、武漢中山艦博物館、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宋慶齡漢口舊

居紀念館 

26 2014.10 中山陵園管理局、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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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  參加第 2 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 紀念機構名單 

 (資料來源 :  「第 26 次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會議資料) 

編號 紀念地機構名稱 

1 北京中山堂管理服務辦公室 

2 北京宋慶齡故居管理中心 

3 北京湖廣會館 

4 北京市香山公園管理處 

5 北京正陽門管理處副 

6 上海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理委員會 

7 上海宋慶齡陵園管理處 

8 上海宋慶齡故居紀念館 

9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0 廣東中山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1 廣州市中山紀念堂管理處 

12 廣州博物館 

13 廣州市黃花崗公園 

14 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 

15 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16 武漢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17 武漢國民政府舊址紀念館 

18 武漢中山艦博物館 

19 武漢辛亥革命博物館館長 

20 宋慶齡漢口舊居紀念館 

21 重慶宋慶齡舊居管理處 

22 廣西梧州市中山紀念堂 

23 廣西欽州孫中山紀念館 

24 海南文昌市宋慶齡基金會 

25 海南文昌市宋氏祖居管理處 

26 民革福建省委社會服務處 

27 國父紀念館 

28 孫中山紀念館（美國金山） 

29 新加坡晚晴園一孫中山南洋紀念館 

30 馬來西亞孫中山檳城基地紀念館 

31 日本神戶孫文紀念館 

32 南京中國近代史遺址博物館 

3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34 南京孫中山紀念館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