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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國父紀念館之肇建，源於為紀念 國父百年誕辰，民國 61 年 5 月 16 日落成開館。主要職

掌為：辦理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集、研究、典藏、展覽及藝文推廣活動業務。

基於弘揚中山思想及行誼，本館學術研究業務，除建置中山學術資料庫，提供研究者學

術交流與發表研究成果的平臺外，基於資源分享及學術推廣，並與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或學

術團體共同舉辦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為本館與與中華民國孫文學會共同主辦，研討會的主

題為「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期透過兩岸學術研討，認識中山學術意涵，增進兩

岸和諧帶來更好的發展契機。

本次學術研討會，由東北師範大學（長春）承辦，於 2016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在該校馬克

思學院舉行，共邀請近 70位兩岸專家學者及研究生，進行研究與交流探討。會議主軸為「孫

中山民生思想在兩岸實踐之回顧與前瞻」，海峽兩岸學者共提出 16 篇論文，其中臺灣學者

提出 12 篇論文，大陸學者 4 篇論文。

本次研討會心得與建議為：

一、持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與互訪，增加彼此的對話與了解。 

二、透過學術交流，共同檢證孫中山民生主義在兩岸的實踐與成果。   

三、啟發知識青年認識民國歷史，助益文化傳承與研究發展。

四、結合當代議題，深化探討中山學術內涵及對國家發展的意義。

關鍵詞：孫中山、民生思想、兩岸發展、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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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實施計畫

一、緣起與目的

鑒於孫中山思想對兩岸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中華民

國孫文學會秉持以學術交流、促進兩岸學術文化人士

相互瞭解之精神，自 1999 年開始，陸續辦理海峽兩

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迄今順利主

辦 15 屆。為持續推動海峽兩岸學術交流活動，有助

於兩岸關係的實質進展，特規劃與本館及東北師範大

學合作之模式，共同舉辦「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

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活動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

東北師範大學舉辦，企望透過學術交流能為兩岸良性

發展創造契機。

東北師範大學校園一隅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

東北師範大學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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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二、會議主題

孫中山民生思想在兩岸實踐之回顧與前瞻

三、研討會時間

2016 年 8 月 8 日（星期一）至 8 月 9 日
（星期二）

四、研討會地點

大陸吉林省長春市東北師範大學

五、研討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孫文學會、團結自強協會、東北師範大學

（二）協辦單位：婦女聯合會、孫逸仙文教基金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孫中山紀

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

（三）承辦單位：東北師範大學（長春）

兩岸學者合影

東北師範大學側門



6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討會）

貳、研討會實施情形

一、研討會開幕

 「第 16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於民國 105 年 8 月 8 日至 9 日在中

國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師範大學舉行，國立國父紀念館林館長國章、團結自強協會翟理事

長宗泉、中華民國孫文學會名譽理事長黃城教授及臺灣學者共 17 人的學術團體及 60 多位

大陸的學者與博碩士研究生，齊聚在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學院講堂，共同參與盛會。此次

會議以「孫中山民生思想在兩岸實踐之回顧與前瞻」為主題探討，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12 篇

論文，大陸學者 4 篇論文。

開幕典禮由東北師範大學程舒偉教授主持，程教授首先歡迎兩岸與會學者來到東北師大，

希望在兩天的會議期間除了學術交流外，也能多認識長春的風光。黃城教授也向大家介紹

來自臺灣的學者專家，貴賓部分則邀請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部長龐立生教授、團

結自強協會理事長翟宗泉教授、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郭世佑教授等致詞。

本館館長林國章致贈東北師範大學程舒偉教授感謝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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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會內容

本次研討會由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孫文學會、團結自強協會及東北師範大學共同

主辦，東北師範大學承辦，該校馬克思主義學部程舒瑋教授、劉世華教授及李爽教授，細

心體貼的安排會議議程及彼此交流的時間，兩天的會議共進行 5 場研討，共計發表 16 篇論

文，其中大陸學者發表 4 篇論文、臺灣學者發表 12 篇；在主持人安排上，分別為國父紀念

館林國章館長、團結自強協會翟宗泉理事長、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黃城教授，以及大陸學

者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孫成武教授、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李書源教授擔任；評

論人則分別由兩岸學者共同擔任。

後排由左至右：嘉南藥理大學休閒保健管理系吳建德助理教授、公共電視臺新聞部前經理何國華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

學系常如玉助理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曾玉勤副教授

前排由左至右：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講座紀俊臣教授、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黃城教授、團結自強協會翟宗泉理事長、國

父紀念館林國章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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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討會）

（一） 臺灣學者

本次參加研討會發表論文的臺灣學者有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黃城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

務學系講座紀俊臣教授及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常如玉助理教授、臺北商業大學劉瀚宇副

校長、臺北科技大學周家華教授、臺灣師範大學鄧毓浩教授、金門大學李金振教授、銘傳

大學大眾傳播系杜聖聰助理教授、公共電視臺新聞部前經理何國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休

閒保健管理系吳建德助理教授、元培醫大劉志豪兼任講師、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

學系曾玉勤副教授及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邱啟瑗等。

「第 16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開幕式

左起：杜聖聰、邱啟瑗、何國華、常如玉、紀俊臣、吳建德、劉瀚宇、黃城、翟宗泉、林國章、周家華、鄧毓浩、曾玉勤、

劉志豪



9

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僅摘重要精采論文如下：

1.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李金振教授所所撰之〈從比喻故事領略孫文經濟學

說〉論文，作者在該文中針對孫

中山先生有關經濟建設的部分，

歸納了八十七則比喻故事，應用

這八十七則比喻故事來闡明其經

濟學說的原意，從而建構其民生

主義的思想體系。全文分為五節，

分別為：一、近代民生問題的特

質。二、民生主義於焉誕生。三、

民生主義經濟建設。四、民生主

義土地政策。五、民生主義資本

論。
國立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李金振教授

左起：本館林館長國章（主持人）、周家華教授（發表人）、何國華教授（評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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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討會）

2. 臺灣師範大學鄧毓浩教授所

撰之〈孫中山思想與臺灣中小學

教科書〉論文，作者之研究目的

為瞭解中華民國政府在戰後如何

透過中小學三民主義、國文（國

語）、公民、歷史、地理、社會

等教科書，推動孫中山的學說，

來加強民族精神教育；此外並探

討孫中山思想在臺灣中小學的教

育階段，如何由鼎盛而趨於式微，

其中影響要素有哪些 ? 會中作者

展示出非常多早期國中小教科書之內容，引起大陸學者及學生們的興趣，並喚起臺灣學者

的記憶。

左起：黃城教授（主持人）、鄧毓浩教授（發表人）

論文發表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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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3.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講座紀俊臣

教授及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常如玉助

理教授共同發表之〈臺灣社會企業的建

構與實踐：民生主義觀點探討街友的人

力資源管理〉論文，作者認為民生主義

的核心價值在發達國家資本以促進同富、

節制資本以避免獨富及形塑社會企業以

排除共貧。民生主義雖係一百年前的經

濟發展策略規劃，但民生主義所強化的

核心價值，卻正是時下社會企業的發起

動力，亦是營運的目標所繫。全文從推

動社會企業來落實民生主義的生活方式，

探討臺灣街友的人力資源管理，總結認

為應積極推行社會企業，以實踐民生主

義的核心價值。

本館林館長國章擔任「第 16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

學術研討會主持人

本館助理研究員邱啟瑗發表論文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講座紀俊臣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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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大陸學者提問 團結自強協會翟宗泉理事長提問

由左至右：本館林國章館長、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黃城教授、大陸學者劉世華教授



13

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二）大陸學者

此次研討會，大陸地區除東北

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程舒

偉教授及劉世華教授分別擔任

開、閉幕式主持人外，還有來

自同濟大學、吉林大學、西藏

民族大學、蘭州大學等多位學

者專家及研究生。參與論文發

表的學者則有：吉林大學歷史

系劉會軍教授發表〈孫中山國

民會議思想與憲政〉、同濟大

學特聘教授郭世佑發表〈中國

青年黨人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

論〉、劉世華教授發表〈孫中

山與政黨協商的形成及其當代

價值〉及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

學院講師王廣峰發表〈孫中山

政黨思想的轉捩點分析〉等，

共計 4 篇論文。

茲略述如下：

1. 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王

廣豐〈孫中山政黨思想的轉捩點分

析〉一文中，從民國初年孫中山學

習歐美的政黨政治到議會政治失敗

後的轉折，探討孫中山的政黨思想

的轉變，從議會型政黨思想，轉而

以俄為師，學習俄共俄黨建國的經

驗。主持人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教授孫成武、蘭州大學馬克思

主義學院講師王廣豐發表、銘傳大學助理教授杜聖聰擔任評論人

吉林大學歷史系劉會軍教授

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學部劉世華教授（中）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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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學術研討會）

2. 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郭世佑在其

〈中國青年黨人對孫中山的紀念與

評論〉一文中，提出中國青年黨為

民國時期第三大政黨，但其政黨與

孫中山的關係十分豐富與耐人尋味，

作者從該黨的機關報《醒報》週報

中的文章，探討中國青年黨人對孫

中山的紀念與評論，最後提出青年

黨領導者雖然對孫中山晚年得聯俄、

容共之舉頗有微詞，但並不影響對

孫中山推翻滿清、創建民國事功的

肯定，深懷敬意。

「第 16 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閉幕式

同濟大學特聘教授郭世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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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十六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參、長春市史蹟參訪

本次會議地點在位於中國吉林省的省會長春

市的東北師範大學，長春市是東北地區第一大

都市，東北師範大學則是中國「211 工程」大學

之一，建校於 1946 年，原名為東北大學，是東

北地區最早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1950 年，易

名為東北師範大學，類型變更為師範大學。目

前共有本部及淨月兩個校區，共設有：教育學

部、馬克思主義學部、政法學院、經濟學院、

商學院、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外國語學院、

音樂學院、美術學院、數學與統計學院、計算

機科學與信息技術學院、信息與軟體工程學院、

物理學院、化學學院、生命科學學院、城市科

學學院、環境學院、體育學院、傳媒科學學院、

留學生教育學院、民族教育學院，以及遠程與

繼續教育學院等。 

    由於此次出國行程共五天，兩天研討會時

間及往返搭機時間，只剩一天可以參觀了解長

春市的建設及重要文化設施。我們重點選擇了參觀偽滿皇宮博物院、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

化學院，並自行搭公交車到長春火車站，茲簡要介紹如後：

一、偽滿皇宮博物院

偽滿皇宮博物院位於吉林省長春市寬城區，

為中國 5A 級旅遊景點，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

覺羅溥儀充當偽滿州國魁儡皇帝時的宮廷遺址

及重要文物的保護單位。博物院是圍繞偽滿皇

宮而建的，主要建築有勤民樓、緝熙樓、懷遠

樓、嘉樂殿、同德殿、書畫庫、萊薰門、保康

門、興運門、建國神廟遺蹟和御用防空洞等，

偽滿皇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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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非常具有特色宮廷遺址型博物

館。

此參觀行程由東北師範大學高

宇軒教授親自陪同館長及本館同

仁一同前往，抵達時該博物院門

票為每張人民幣 80 元，整個院

區，除偽滿皇宮外，還有另一東

北淪陷史陳列館，則為免費參觀，

展出日本侵略中國，特別是侵佔

東北的歷史。

二、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本次參訪行程由東北師範大學高宇軒教授陪同，當日一早高教授先帶我們來到東北師範

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與高教授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曲曉範

教授見面。該校歷史文化學院共分四個系：世界史系、中

國史系、古典文明系及旅遊管理系，除本科生外，還有一

般博碩士生及教育碩士、專業碩士等。曲教授現為中國史

系主任，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外關係史、近代東北城市史、

辛亥革命史及文獻學等。曲教授有深厚之歷史學背景，前

文化部長龍應臺教授在寫《大江大海》時，曾與其見面，

並透過他找到相關人士進行口述訪談。會談中，我們看見

曲教授對於學術的熱情與執著，他也曾為尋找相關研究資

料，探訪過孫中山倫敦蒙難地點及大英博物館等處，我們

希望日後本館舉辦學術研討會時也能邀請曲教授來臺，與

臺灣學者進行對話，增進彼此之間學術交流。

東北淪陷史陳列館

曲曉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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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本館為推展孫中山學術研究，與大專校院及學術團體共同舉辦孫學研討會，啟發知識青

年對民國歷史的認識，並期能激盪出孫中山研究的新發展。本次研討會在東北師範大學舉

行，兩岸學者共同為孫中山思想之實踐理想在會議中充分溝通、討論，並一致認為孫中山

思想正是當前兩岸國家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

一、心得

（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此次研討會地點遠在中國吉林省長春市的

東北師範大學舉辦，臺灣學者一行人 7 日上

午一大早即在桃園機場集合，經過轉機及等

機時間，幾乎耗時一天，晚上近 10 點才抵

達長春龍嘉機場。雖然疲累，但大家仍非常

興奮來到中國的東北，與大陸學者針對孫中

山思想研究與實踐進行對話。

 「讀萬卷書」可以將前人的知識與經驗在最短時間內加以學習，閱讀前人的著作越多，

所能獲得的知識經驗相對也越大；而「行萬里路」則可以將個人經歷與閱讀而來的知識經

驗，加以不斷的擴充、檢證、感受、體驗。藉由行路體驗地理人文從而了解世界，如此，

生命得能開展與提升。

親自抵達長春實際感受、體驗當地風土民情、物產等，此行正是驗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

（二）孫中山是兩岸和諧的共同記憶，具有歷史文化傳承的意義

孫中山是兩岸人民，乃至全球華人所共同尊敬的偉人，歷史以不同啟示影響現實，經由 

學術文化的交流，凝聚兩岸人民的共識，期待兩岸國家發展能依循中山先生的思想，往前 

邁進。

研討會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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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一）持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與互訪，增加彼此的對話與了解。

透過學術交流與互訪，除學術論文討論外，在彼此交流與參訪過程中，增進理性對話。

因此建議特別是有關歷史文物的保存，維護與研究，宜持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與互訪，增

加彼此的了解，以擴增學術研究範疇，促進學術文化發展。

（二）透過學術交流，共同檢證孫中山民生主義在兩岸的實踐與成果。   

推動辦理學術研討會之間的對話，讓更多年輕的學生在學術交流過程中，看見對方的國

家建設及生活內涵，共同檢證孫中山民生主義在兩岸的實踐與成果。

（三）啟發知識青年認識民國歷史，助益文化傳承與研究發展。

透過舉辦研討會啟發青年學者對民國歷史的認識，將有助於文化傳承與研究的創新

與發展。

（四）結合當代議題，深化探討中山學術內涵及對國家發展的意義。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議題結合，兩岸學者共同深化探討孫學的內涵與當代國家發展，檢視

其思想與啟發對兩岸關係與國家發展的時代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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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學術研討會臺灣代表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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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術研討會大陸代表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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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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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行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