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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立國父紀念館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而興建，肩負著紀念與弘揚孫中山思想。

孫中山思想深具開放、包容及前瞻性，對臺灣地區甚至中國大陸都有廣泛的影響。自

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孫中山研究已成為兩岸溝通與交流的重要平臺。2011 年 8 月本館、

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在上海孫學研討會時共識，未來每年輪流異地召開

三地聯合學術研討會。2012 年在廣州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

為主題召開，2013 年在本館以「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為主題召開，

今（2014）年在上海則以「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為主題舉辦。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上海中山學社承辦，於 2014 年 11 月 12 －13 日在上海棠柏賓館

舉行，邀請兩岸及海外學者，進行交流與研究探討。此次會議主軸為「紀念孫中山：

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有來自日本、廣東、上海、北京及臺灣學者近百人參加，共發

表 31 篇論文，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6 篇論文、日本學者 2 篇論文、大陸學者 23 篇論文。

兩岸學者一致認為孫中山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進入 21 世紀全球化的今

天，中山思想對全球華人社會有深遠的影響，孫中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者，當我

們在推展孫中山思想時即是在傳承及發揚中華文化。 

 

 
 
 

關鍵詞：孫中山思想、國立國父紀念館、孫學、中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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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孫中山思想是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其內容集古今中外思想之大成，取資本主義及

社會主義之優點，並貫徹中國傳統文化優點，及中華民族仁義道德為基礎的儒家精神—

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國父」，中國大陸稱他為「偉大的革命先

行者」，為臺灣海峽兩岸甚至是世界華人所共同景仰與推崇的偉人。 

推動海峽兩岸孫學研究與實踐之學術文化交流活動，將助於兩岸和平關係的實質進

展，更可藉學術文化交流，促使兩岸人民相互瞭解。是以，2011 年 8 月本館、廣東孫中

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在上海孫學研討會時共識，未來每年輪流異地召開三地聯合學

術研討會。2012 年在廣州以「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為主題召開，

2013 年在本館以「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為主題召開，今（2014）年

在上海則以「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為主題舉辦。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上海中山學社承辦，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13 日在上海棠柏賓館

舉行，共邀請兩岸及海外學者，進行研究與交流探討。此次研討會主題為「紀念孫中山：

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有來自日本、廣東、上海、北京及臺灣學者近百人參加，共發

表 31 篇論文，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6 篇論文、日本學者 2 篇論文、大陸學者 23 篇論文。

兩岸學者共同認為孫中山思想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在進入 21 世紀全球化的今

天，中山思想對全球華人社會有深遠的影響，我們在推展孫中山思想時，即是在傳承及

發揚中華文化。 

 

 

 

 

 

 

圖 1 研討會開幕典禮上海中山學社高社長小玫(中)致歡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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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計畫 

一、研討會主題、時間、地點 

（一）研討會主題：「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會時間：2014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三）至 13 日（星期四） 

（三）研討會地點：大陸上海棠柏賓館 

二、研討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上海中山學社 

  （二）協辦單位：上海文史研究館 

 三、學術文化交流參訪地點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金山南社紀念館。 

 

 

 

 

 

 

 

圖 2 研討會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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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實施情形 

一、研討會開幕 

   「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學術研討會，於 104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

在上海棠柏賓館舉行，本次研討會有 8 位來自臺灣、2 位來自日本以及 70 餘位大陸北

京、上海、廣東的學者共同參與盛會。此次研討會以「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

興」為主題探討，海峽兩岸學者提出之論文議題相當多元，出席人員學術往來友誼熱絡，

會場洋溢興奮之情。 

         開幕典禮由上海文史研究館郝館長鐵川主

持，本屆主辦單位上海中山學社高社長小玫致歡迎

詞，她表示孫中山思想是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

富，對全球華人社會有深遠的影響，在進入 21 世

紀全球化的今天，中山思想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與 

 

實踐亦是學者所關切的議題。本館林

副館長國章強調孫中山對傳承中華

文化深具貢獻，我們在推廣與弘揚孫

中山思想的同時，就是在推 

展與傳承中華文化，並建議未來研討議題將可朝孫中山思想對振興中華文化的向度開

展。 

二、研討會內容 

    本次研討會由上海中山學社主辦，所邀請的學者，均有相當聲望與代表性。研討

會在「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的主題下展開，學者討論的議題相當多元，

分別為對孫中山的再評價、革命人士間的關係、思想文化史、政黨政治、報刊史、政治

經濟領域、貨幣金融、兩岸關係、研究方法與途徑等，共發表 31 篇論文及 1 場主題演

圖 3 上海中山學社高社長小玫致歡迎詞 

圖 4 本館林副館長國章於開幕典禮時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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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6 篇論文、日本學者 2 篇論文、大陸學者 23 篇論文。兩岸學者

在會中充分溝通，彼此交流，讓與會學者認識與了解臺灣的民主發展，是舉辦研討會

的最大的收穫。 

(一) 臺灣學者 

    本次學術研討會為期兩天，共分兩場大會學術報告，4 場小組討論，共提出 31 篇

論文，其中臺灣學者發表 6 篇。臺灣的學者，分別為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酉潭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周家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

展研究所鄧志松教授、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晏揚清教授、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陳世岳教授及本館林副館長國章、研究典藏組王組長秉倫等。發表之論文略述如下：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周家華教授，於第一場大會學術報告中發表

〈中國市政學會與永續都市發展—孫中山服務思想的實踐〉時指出，社會的變遷與民

主化的發展，不僅反映在各種經濟活動、政治制度、社會的結構與文化的意象上，更

在社群意識價值上朝多元文化轉變、重構。因此，如何在快速變遷的社會中，提供適

切的永續都市發展架構，實為現代化政府的基本施政態度，並以擁有 60 年以上之社團

法人—中國市政學會所扮演的角色為例，彰顯在永續都市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影響力。 

     

 

 

 

     

 

 

 

 

        圖 5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周家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鄧志松教授則在第 2 場大會學術報告中發表〈當 GIS

遇見歷史： Google Earth 與孫中山歷史時空系統的建置〉，該篇論文運用地理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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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S），重整孫中山的史料，將歷史學者所關心的「時間」與地理學者所關心的「空

間」，交織在一起，以視覺化方式再現孫中山的革命歷程，引起與會學者的廣大興趣。 

 

 

 

 

 

 

 

 

    

    本館研究典藏組王組長秉倫，在分組討論中報告〈孫中山如何運用「科學」一詞：

以《三民主義》全文檢索系統為探究範圍及路徑〉，透過論文向與會學者介紹本館於今

年 6 月開發完成「《三民主義》全文檢索系統」，並運用是項系統，針對孫中山在《三

民主義》16 次演講中，如何運用「科學」一詞，透過資料庫計量檢索的功能，深入探

討，呈顯國父建國理想的科學精神與基礎。 

 

     

 

 

 

 

 

 

    

 

 

圖 6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鄧志松教授 

 

圖 7 本館中山學術資料庫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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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酉潭教授擔任小組討論主持人，並發表〈孫中

山主權在民思想與臺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文中指出孫中山思想中所強調的主權在民，

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公民覺醒，及歷次學運對於臺灣的民主政治發展所帶來的

影響；此外晏揚清教授則發表〈振興中華首謀統一 —以孫中山為師〉，提出和平元素

與共和精神、陳世岳教授提出〈論孫文憲法思想〉，比對兩岸憲法內涵與差異，會中均

引起兩岸學者，針對所提之觀點充分溝通討論，及思想之辨證。 

 

 

 

 

 

 

 

 

(二)日本學者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員武上真理子發表〈全球史中的孫中山的《實業計畫》—中國

經濟發展與工程學〉，她以工程學史來解讀孫中山的《實業計畫》。《實業計畫》一直被

人解讀是一本「經濟之書」，書中提出建設

以鐵路、港灣、河流交叉的網絡中心，其中

最關鍵的是需要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根據她

的研究發現孫中山將經濟學及工程學都加

到自己的科學觀內而完成《實業計畫》一

書，也意味它是 20 世紀初向工程師們提出

的「科學性」的規劃書。另許小潔則以〈日

圖 8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教授酉潭 (中)擔任小組討論主持人 

圖 9 日本京都大學研究員武上真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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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孫文紀念館與社會教育—寫在紀念館誕生 30 周年〉為題，深入探討日本孫文紀念館

對社會教育所做的努力。 

(三)大陸學者 

    本次研討會大陸學者來自北京、廣東及上海，共發表 26 篇論文。發表之重要論文

略述如下：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林教授家有在其

發表的〈孫中山與中國文明建設〉論文中指

出：孫中山不是學者型思想家，但他所提出

之文明有自己的看法，理清與正確了解孫中

山對文明的認識意義，將可以提供中國建設

社會主義文明及發展文化事業，並對人類社

會發展有很大的啟迪作用。林教授認為學習

孫中山、傳承孫中山精神，高度重視對道德文明的建設，養成民主、法治、自由、平

等、博愛、大同等大環境，造成一種正氣，民眾才能享受社會物質進步帶來的文明善

果，才能實現國民的富足、快樂與幸福的社會。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熊副會長月之發表〈孫中山振興中華思想的全球

視野〉，他指出在孫中山逝世將近 90 年的今天，我

們重讀他的著作，仍然會發現孫中山高瞻遠矚的眼

光及淵博的知識，及他深邃的分析與獨到見解，並

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

過時，依然有強烈的現 

實意義及永恆的價值， 

                               具有宏觀及清醒的全球

視野。他認為孫中山發揮全球資源的運用、結交非常多國際

友人，並與國際聯繫。因此，全球化成就了孫中山，孫中山

利用了全球化。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研究員黃明同，則發

圖 10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林教授家有 

圖 11 上海市歷史學會熊會長月之 

圖 12 廣東社科院黃研究員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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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道德・國家・世界—孫中山道德論及其淵源與啟示〉等。 

肆、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本次研討會開幕適逢孫中山 149 歲誕辰紀念日，與會學者當日在研討會開始前，

共同前往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向國父銅像致敬，深具意義；並於研討會閉幕後前往

南社紀念館參觀。 

一、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位於上海

香山路 7 號，是當時旅居加拿大華僑集

資贈送給孫中山，為一幢歐洲鄉村式小

洋房，占地面積二千多平方公尺，故居

旁，另有一幢歐式洋房改建成「孫中山 

文物館」。孫中山和宋慶齡于 1928 年 6

月居住於此，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繼續居住到 1937 年。故居一樓為客廳和餐廳，樓

上是書房、臥室和小客廳。目前故居陳設大多數是根據宋慶齡生前回憶，按當時原樣

佈置，且多數為原物原件。目前故居為當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 

     

 

 

 

 

 

 

 

 

                                                             
1
 參閱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http://www.sh-sunyat-sen.org/，上網時間 2014-12-26。 

 圖 13 研討會學者至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致敬 

圖 13 

圖 14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照片摘自網路 http://www.sh-sunyat-sen.org) 

http://www.sh-sunyat-sen.org/，上網時間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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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文物館坐落在孫中山故居旁，由

一幢三層樓的歐式洋房改建，2006 年 11 月

12 日正式啟用。目前一樓正展出「故居百載 

書香猶在—孫中山藏書展」，館方從館藏

5000 餘冊書籍中挑選出 200 餘冊，首次公開

展示孫中山的珍貴藏書。上海是孫中山重要

紀念地，很多事情都在此發生形成，也是他

讀書、著述的重要場所，例如：建立共和、

創辦《建設雜誌》，及於 1917 年至 1919 年分

別完成《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畫》，並合編成《建國方略》。我們一行非常

難得可以在上海親睹孫中山曾經閱讀過的書籍，也發現孫中山博覽群書，閱讀的書籍領

域非常廣泛，認識了孫中山革命家身分之外的另一個博學型的孫中山。 

    孫中山臨終留給宋慶齡的遺產即為其藏書，館方以孫中山的《家事遺囑》為開端，

以三大部分內容，展現了孫中山四十餘年的讀書生涯及對知識的探索。 

     第一部分為「涉獵廣泛—組成革命學」。該部分主要展現孫中山一生的收集與珍

藏的書籍，其種類繁多，上海孫中山故居現存的書籍，約

有 1932 種 5230 冊，其中

西文（包括英、法、德、

俄文）種類最多，計有

1,528種 2,029冊，中文 389

種 3,143 冊，日文 15 種 58

冊。學科類別涉及政治、 

                          經濟、軍事、法律、社會、 

哲學、天文等。2 

                                                             
2
 參閱 http://www.zjww.gov.cn:89/gate/big5/www.zjww.gov.cn/news/2014-11-19/957208140.shtml，上網時間

2014-12-26。 

圖 15 上海孫中山文物館 

 圖 16 展場一隅 

 

圖 17 展場一隅 

http://www.zjww.gov.cn:89/gate/big5/www.zjww.gov.cn/news/2014-11-19/957208140.shtml，上網時間2014-12-26
http://www.zjww.gov.cn:89/gate/big5/www.zjww.gov.cn/news/2014-11-19/957208140.shtml，上網時間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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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手不釋卷—唯一的嗜好」。孫中山曾說，他一生除了革命外，唯一的嗜

好就是讀書。展場中產出的《生命的起源與性質》一書中便夾有暫作書籤之用的鐵道

乘車證（乘車證有效期為

1918 年 6 月 12 日至 8 月 10

日）。1924 年 11 月，孫中山

應段祺瑞與馮玉祥之邀，抱

病北上，共商國是；途經日

本神戶，又購入大量書籍，

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孫中山題

簽的《歐洲民族現狀》、《食

品供應經濟學》等。3 

     

第三部分「學有所成—獨見而創」。孫中山學貫中西，此部分展出重點包括孟德斯鳩

的《論法的精神》，其分權與制衡的理論提供了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的架構。4 

 

 

 

 

 

 

 

圖 19 展場一隅 

 
                                                             
3
 同註 2。 

4
 同註 2。 

圖 18 《生命的起源與性質》一書中的鐵道乘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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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上海金山南社紀念館 

  上海南社紀念館於 2004 年 5 月建立，為中國最早的南社紀念館，位於上海市金山

區張堰鎮新華路 139 號。 

    

 

 

 

 

 

 

   

 

   南社是辛亥革命時期的文學團體，為中國近代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文學社團，於

1909 年 11 月 13 日在蘇州成立。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舊」之意，發起人為同盟會

會員陳去病、高旭和柳亞子。 

    紀念館陳列內容概分為「青史垂功、烈士流芳、輿論開先、教育興邦、績學揚輝、

翰墨凝馨、格致求精、家學承宗、巾幗爭光、海外蜚聲」等十大部分，多元介紹中國

先進知識分子參與社會革命及各種社會文化活動的歷史。 

  

 

 

 

 

 

圖 21 林副館長與學者王杰合影 

 

圖 20 研討會與會學者參觀上海金山南社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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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最後的展區展出主題為「巾幗争光」，介紹南社的女性社員。南社共有社員 1,667

人，其中女性社員有 103 位之多，她們是近代中國從事

婦女運動的先驅，也都是才學雙全的知識分子。其中唐

群英女士，湖南人，是秋瑾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

她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革命同盟會第一個女會

員。武昌起義時，她親赴疆場，英雄作戰，得到孫中山

先生的親自接見與嘉獎，被譽為「巾幗英雄」。5 

  

 

 

 

 

 

 

 

 

 

                                                             
5
 中國南社學壇 http://www.chinans.org/shnsjng.asp，上網時間 2014-12-26。 

圖 22(上) 23(左)24(下) 展場一隅 

 

 

http://www.chinans.org/shnsjng.asp，上網時間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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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 有關孫中山研究由兩岸三方共同輪流主辦已完成一輪，初步奠定了三方共同推動學

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的基礎。 

 (二) 此次國際學術研討會除了兩岸的學者專家，也有 2 位來自日本的學者應邀參與，為

擴大孫學研究領域，海外學者尚可逐步擴大邀約。 

 (三) 孫中山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在這次研討會中均得到大幅的進展，包括有 2 篇應用資

訊網路科技方式進行研究的論文等，值得注意。 

 (四) 此次參訪的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是孫中山與宋慶齡久居之處，且為孫中山完成

許多較具代表性之著作 (含《實業計畫》)的重要地點，所珍藏之書籍與資料極為豐

富，未來可再進一步研究並善加運用。 

 (五) 此次參訪的另一地點為上海金山南社紀念館，是與辛亥革命有關的著名文學團體

之紀念館，很值得紀念與參考，將有助於孫中山研究之相關探討。 

 (六) 此次學術研討會議程安排為兩場主題發表及四場討論會，雖然學者被安排在不同

的小組討論會中，但在閉幕時，大會安排各組評論人對所評論之論文做一簡要評

述，讓與會學者充分了解每篇論文之重點，是非常值得學習的議程安排。 

二、建議 

 (一) 應持續推動孫中山研究，並強化兩岸學術文化之交流與合作，將有助於兩岸關係

之穩定與和平發展。 

 (二) 在臺灣的孫中山研究之相關成果，宜加強利用資訊網路科技，進行數位化人文研

究、教學與傳播。 

 (三) 國立國父紀念館與全球各地其他紀念館所，及孫中山研究相關學術單位與社團，

各具特色，未來兩岸三方舉辦此類活動時，可再多加展現與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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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學術研討會臺灣代表團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職稱 

1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館長 

2 周家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教授 

3 李酉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4 鄧志松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5 晏揚清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6 陳世岳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7 王秉倫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8 邱啟瑗 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二、學術研討會日本學者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職稱 

1 武上真理子 京都大學共同研究員 

2 徐小潔 日本孫文紀念館前任主任研究員 

三、學術研討會大陸代表團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職稱 

1 章揚定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孫中山基金會副理事長 

2 林家有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3 趙立彬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4 張曉輝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5 宋德華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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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  杰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研究員 

7 黃明同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研究員 

8 李振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副研究員 

9 張金超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副研究員 

10 熊  飛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 

11 李興國 廣東中山大學博士研究生、孫中山大元帥府助理研究員 

12 胡  波 廣東省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 

13 汪朝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14 高小玫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革市委主委、中山學社社長 

15 鮑敏中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 

16 項斯文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兼秘書長 

17 沈祖煒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市文史研究館原館長 

18 葛劍雄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 

19 戴鞍鋼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20 殷嘯虎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上海市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 

21 廖大偉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22 章義和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23 馬銘德 上海中山學社副秘書長 

24 陳  絳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25 丁鳳麟 《解放日報》原編輯、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26 謝俊美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27 馮紹霆 上海市檔案館研究館員、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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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劉金馳 上海中山故居紀念館館長、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29 沈飛德 上海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世紀雜誌》副主編、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0 邵  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1 蘇智良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2 周育民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3 高紅霞 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4 陸興龍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5 邢建榕 上海市檔案館編研部主任、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6 方  平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7 馬克烈 上海中山學社原副社長兼秘書長 

38 張立軍 致公黨上海市委副主委、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39 鳳懋倫 致公黨上海市委秘書長、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40 潘君祥 上海歷史博物館原館長、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41 陳昌福 上海華僑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42 武重年 上海大學教授、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43 熊月之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44 姜義華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45 華  強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46 俞慰剛 華東理工大學副教授 

47 嚴  泉 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歷史學系副主任 

48 羅華榮 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49 王昌範 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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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唐國俊 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51 任  冬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52 王廷洽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學教授 

53 費志傑 南京政治學院講師 

54 孫攀河 東華大學日語系教師 

四、學術研討會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 

學者 現職單位/職稱 論文題目 

周家華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

教授 

中國市政學會與永續都市發展--

孫中山服務思想的實踐 

李酉潭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孫中山主權在民思想與臺灣公民

社會的發展 

鄧志松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當 GIS 遇見歷史：Google Earth 與

孫中山歷史時空系統的建置 

晏揚清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振興中華首謀統一---以孫中山為

師 

陳世岳 國立中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論孫文憲法思想 

王秉倫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孫中山如何運用「科學」一詞： 以

《三民主義》全文檢索系統為探

究範圍及路徑 

厲無畏 上海中山學社前社長 
中國經驗豐富並開展了孫中山的對

外開放思想 

武上真

理子 
京都大學共同研究員 

全球史中的孫中山的《實業計

畫》—中國經濟發展與工程學 

徐小潔 日本孫文紀念館前任主任研究員 
日本孫文紀念館與社會教育—寫

在紀念館誕生 30 周年 

林家有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中山與中國的文明建設 

趙立彬 廣東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北華捷報》眼中的臨時大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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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輝 暨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中山與國民黨委員制 

宋德華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中山重建民族精神的追求及其

價值 

王  杰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研

究員 
孫中山引世界潮流及中國導向 

黃明同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研

究員 

道德・國家・世界—孫中山道德

論及其淵源與啟示 

李振武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所副

研究員 
庚戌廣州新軍起義再議 

章揚定

熊  飛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 

「非學文無以建設」：孫中山 1912

年「社會主義」主張淺析 

  胡  波 廣東省中山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 演講與革命 孫中山演講藝術述評 

謝俊美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海中山

學社理事 

以「相見恨晚」到「兩情分手」—

孫中山與黃興關係述論 

汪朝光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 
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孫中山及其時

代 

熊月之 
上海市歷史學會會長、中國史學會副

會長 
孫中山振興中華思想的全球視野 

戴鞍鋼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復旦大學歷史

系教授 
孫中山的民生關懷述論 

華 強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教授 
清末民初中國知識菁英關於政黨

政治的論爭 

陸興龍 
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

員、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孫中山經濟思想中改革開放主張

淺析 

陳昌福 
上海華僑研究會副會長、上海中山學

社理事 

從分歧走向分裂—民初，孫中山、

陳炯明關於建國模式之爭 

嚴  泉 

任  冬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 

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民初閻錫山與孫中山關係變化探

析 

王廷洽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歷史學

教授 
論孫中山的貨幣銀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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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攀河 東華大學日語系教師 
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與近代日本

的亞洲主義 

邵  雍 
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

上海中山學社理事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與法國方面

的交往 

五、活動行程表 

日  期 行  程  內  容 

11 月 11 日 臺灣松山機場→上海虹橋機場 

中國東方航空 11：45→上海虹橋機場 13：15 

11 月 12 日 

至 

11 月 13 日 

上海棠柏賓館： 

學術研討會開幕、研討會、閉幕。 

12 日上午研討會開幕前參訪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3 日下午參訪上海金山南社紀念館 

11 月 14 日 大陸上海虹橋機場→臺灣松山機場 

中國東方航空 14：20→臺灣松山機場 16：15 

 

 

 

 

 

 

 

 

 

 

 

 

 

 

 

 

圖 25 林副館長(右二)與學者鄧志松(右一)、同仁邱啟瑗(右三)、王秉倫(左一)在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