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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兩岸開放以來，孫中山研究已成為兩岸溝通及交流的重要平臺。2011年8月本館、

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在上海舉辦中山學術研討會時形成共識，有鑑於本館、

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均以紀念孫中山先生之宗旨命名，多年來各自積極推

動孫中山研究和學術活動；為建構中山學術交流平臺，持續擴大孫學研究基礎，2011年

8月經三方商議並達成共識，決定每年在異地召開一次三地聯合學術研討會。自此 2012

年 9月由孫中山基金會（廣東）在廣州以「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到當代社會」為

主題召開；2013年 11月由本館在台北以「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為主

題舉辦；2014年 11月則由中山學社（上海）在上海以「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

興」為主題辦理。 

本次學術研討會輪由孫中山基金會（廣東）主辦，於 2015年 12月 14日-18日在廣

州華美達酒店舉行，邀請兩岸三地的孫學研究學者及專家與會，本次會議的名稱為「2015

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除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會桑兵教授以「當前孫中山研究的現況」為

主題作專題演講之外，並就 2016年為中國大陸慶祝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歲誕辰，兩岸三

地如何擴大辦理中山學術研討會事宜進行研商，經會議決定擴大辦理中山學術研討會之

主題定名為「紀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復興」，辦理時間暫定為 2016年 9月中旬。另

會議亦通過邀請「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加入並成為本研討會主辦單位之一。 

本館同仁除參加本次研討會之外，為促進館際交流與合作，並參訪國父孫中山先生

在廣州的歷史遺址及紀念地機構，包括：廣州中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黃

埔軍校舊址紀念館、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及廣東中山大學等。 

參加此次研討會之重要心得如下：一、「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對弘揚中山思想具

有顯現成效。二、擴大孫學研究領域，應吸引年輕學子投入孫學研究。三、利用現代多

媒體科技，呈現紀念館所歷史建築風貌。四、應加強匯集人力、物力資源，投入保存與

維護歷史古蹟與遺產。 

建議未來可採行之作法：一、透過口述歷史研究及老照片之蒐集，紀錄本館 45年

以來之足跡。二、持續推動碩博士論文補助及出版，提升青年學子研究動機。三、結合

中山學術資料庫，建置孫中山先生圖片資料庫。四、持續推動兩岸孫學研究，建構本館

成為兩岸學術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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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館職司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集、研究、典藏及展覽，以及國父事蹟、思想之推

廣與合作交流業務，是一兼具博物館、表演廳及生活美學教育的多功能文化機構，而弘

揚中山思想，研究、典藏、及展覽國父相關史蹟及史料更是本館的核心業務。在弘揚中

山思想上，本館積極以孫中山為主軸召開研討會，相關的議題從「孫中山與國家發展」

到「孫中山與兩岸關係」，從「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到「族群發展與文化產業」、「全

球化與兩岸社會發展」等等，這些研討會不僅年年在台灣舉行，也更替在大陸地區甚至

到海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等地辦理，參加的學者除來自國內孫學研究學者之外，

更有來自大陸及海外的孫學研究學者，這些研討會之舉辦不僅可推廣孫學研究，更可藉

此拓展兩岸及國際文化交流。 

2011年 8月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在上海舉辦中山學術研討會時

形成共識，有鑒於本館、孫中山基金會（廣東）及中山學社（上海）均以孫中山先生命

名，多年來各自積極推動孫中山研究和學術活動。為建構中山學術交流平臺，持續擴大

孫學研究基礎，2011年 8月經三方商議並達成共識，決定每年在異地召開一次三地聯合

學術研討會。自此 2012年 9月由孫中山基金會（廣東）在廣州以「從孔子到孫中山：傳

統文化到當代社會」為主題召開；2013年 11月由本館在台北以「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

與當代社會發展」為主題舉辦；2014年 11月則由中山學社（上海）在上海以「紀念孫中

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為主題辦理。 

本次學術研討會輪由孫中山基金會（廣東）主辦，於 2015年 12月 14日-18日在廣

州華美達酒店舉行，邀請兩岸三地的孫學研究學者及專家與會，本次會議的名稱為「2015

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除邀請廣州中山大學會桑兵教授以「當前孫中山研究的現況」為

主題作專題演講之外，並就 2012年以來，由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輪

流舉辦紀念孫中山學術研討會之情況進行討論，並對未來可能辦理之形態進行溝通，期

透過此研究平台提升孫學研究能量，尤其 2016年係中國大陸慶祝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週年，與會學者專家也針對如何擴大辦理中山學術研討會進行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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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5 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現場 

茲將紀念孫中山學術研討會成立背景、歷次研討會辦理情形及本次會議主要討論內

容分述如下： 

一、粵滬臺三地孫中山學術研討會成立背景及歷次辦理情形 

為推動兩岸孫學研究與實踐之學術文化

交流活動，2011年 8月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

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在上海所舉行的孫學研討會

時達成共識，未來每年輪流異地召開學術研討

會，期透過學術交流活動，達到推廣孫學研究

及兩岸學術交流之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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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題舉辦，2014年在

上海則以「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與中華振興」為主題辦理，三場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

邀請來自海內外超過 150位孫學研究專家及學者與會，其中除來自臺灣、廣州及上海三

地學者之外，更有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日本、香港等地之學者參加，共發表和收集

110篇論文，並先後出版研討會論文集及專書等，此一研究成果不僅深化孫學研究，更擴

大中山思想對全球華人的影響力，對傳承及弘揚中華文化具有深遠貢獻。 

二、本次會議主要討論內容 

本次研討會之開幕式係由孫中山基金會副會長亦是中山大副校長李萍主持，她表示

孫中山研究的深化與推廣有助於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復興，透過學術研討會的舉辦不僅可

加強學術交流，更可拓展中山思想的社會影響力。 

這次研討會的主題演說，邀請到廣州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桑兵教授，以「當

前孫中山研究的現況」為主題發表專題演講。另對於 2016年中國大陸慶祝國父孫中山先

生誕辰 150週年，兩岸三地如何擴大辦理中山學術研討會事宜進行研商，並對主題的設

定及辦理方式進行廣泛地交換意見。本舘則於會中提案邀請「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

金會」(臺北)加入成為主辦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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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桑兵教授演講 

 

貳、會議內容及討論事項 

一、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邀請到廣東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所長桑兵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演講主

題為「當前孫中山研究的現況」。桑教授指出，目前孫中山研究的概況，已由 20 年前的

「顯學」退為「隱學」，以前研究孫中山的

人很多，發表的論文也不少，但現在多數博

碩士學生礙於孫學門檻過高而不敢研究，以

孫中山為主題的研究相對變少，研究的內容

多數以總結以前的研究為主，研究範疇則以

研究孫中山本人及其思想為大宗，對於與孫

中山相關聯之人事物等課題之研究較少。未

來如何拓展孫學研究可以思考之方向包

括： 

(一)擴大研究範圍:例如與孫中山關係密切的友人，或對立角色，亦或是外國友人，這

些人物的思想理論以及對孫中山理念的詮釋，有助於研究者對孫中山的解析。 

(二)建立研究平臺：透過基礎性的資料輸入，系統梳理跟孫中山的相關資料，透過嚴謹

考證減少不同研究者因資料判讀有誤，而影響相關後續研究推論，將有助於提升孫

學研究的深度及廣度。 

(三)強化孫學與各學科間之跨領域研究：孫學研究涉及歷史學、社會科學甚至經濟學、

管理及工程學，以《實業計畫》為例，孫中山將經濟學及工程學都加入其思想中，

因此透過跨學科研究將有助於對孫學研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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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015 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全體出席代表合影 

 

二、討論事項 

(一)本館提案邀請新成員加入本研討會 

為擴大參與，本舘於本次研討會

之工作會議中，提案邀請「財團法人

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加入成為主辦

單位之一。「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

金會」係我國各界為紀念國父孫中山

先生百年誕辰及闡揚中山思想學說與

獎助學術研究為目的，於民國 1965 年

11 月 12 日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日所成

立的基金會，現任董事長為許水德先

生。該基金會為促進兩岸學術文化交流活動，2012 年曾與本館、中國宋慶齡基金會共同

舉辦「孫中山與宋慶齡」研討會；2013 年與本館、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共同主

辦「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 年與本館、淡江大

學等共同舉辦「孫中山與于右任」學術研討會； 2015 年更與本館、台灣大學、蔣經國國

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等共同舉辦「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 150 歲誕辰」國際學

術研討會，均廣受好評，並獲得兩岸學術界高度的迴響與評價。為弘揚中山思想，深化

孫學研究，並為本研討活動打造更堅實的基礎，因此邀請台北「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

基金會」加入並成為本研討會主辦單位之一。會中兩岸三地出席代表無異議通過，邀請

「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加入並成為 2016年度研討會主辦單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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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本館王組長與廣州孫中山基金會湯炳權會長合影 

 

(二)討論「2016紀念孫中山學術研討會」辦理方式 

與會三方代表均同意，為提供研

究孫中山思想的專家學者一個專門研

究的平臺，每年舉辦孫中山思想之學

術研究有其必要性，此將有助於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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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討會係以搭建一個凝聚海內外專

家學者，積極參與研究孫中山思想學

術和中華文化的平臺，辦理方式原則

上由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輪流每年各主辦一屆研討會，但亦可異地

舉辦，會議規模原則每屆為 50人以內，三方各邀請 10-15人專家學者與會並發表論文。

2016年係中國大陸慶祝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週年，為擴大辦理爭取綜合效益，下屆

三地紀念孫中山學術研討會決定在廣東舉辦，由孫中山基金會主辦，研討會主題為「紀

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復興」，辦理時間則暫定在 2016年 9月中旬。 

  



10 

 

圖 5：出席代表參觀廣州中山堂 

叁、參訪行程及拜會單位  

一、廣州中山紀念堂 

於 12月 14日下午，透過主辦單

位的安排，前往參訪廣州市中山紀念

堂，該紀念堂位於廣東省廣州市越秀

區東風中路 259 號，曾是明代廣東督

司、清出巡府院署、清末撫標箭道位

址。辛亥革命後為廣東省督軍署，廣

州軍政府之所在。1921年 5月 5日孫

中山先生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時，

就將總統府設於此。後因陳炯明叛變，

總統府被炸，後人為紀念此一代偉人，就在總統府舊址上建起中山紀念堂。 

廣州中山紀念堂由建築師呂彥直先生設計，1928年動工，1931年竣工，總占地面

積為 6.2公頃。此處背為越秀山，總體佈局採取前堂後碑沿中軸線對稱方式。主體建築

占地 1.2萬平方公尺，高 52公尺，是一座八角型古宮殿式建築，是當時亞洲最大的會堂

式建築，也是全球最大的孫中山紀念堂。主體由四個重簷歇山抱廈建築組成，堂頂鑲蓋

藍寶色的琉璃瓦，瓦面分高低四層，層層飛簷出卷。大堂內採用八角形成重牆結構，在

跨度達 71公尺，內高 47公尺的建築空間內不設一柱。採用西方先進建築技術及國內外

優質建材，並大量使用象徵圖案，充分體現了建築的精神和技術之美，奠定了其在中國

近代建築史上的歷史地位。1 

  

                                                 
1
 林國章總編輯，王秉倫、劉碧蓉執行編輯，蔣燕美助理編輯，《全球孫中山紀念機構》﹝臺北；國立國父

紀念館，2014﹞，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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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展場一隅 

 

如今，廣州中山纪念堂集纪念、旅

遊、會議和演出為一體，也是廣州目前

最重要的集會及藝文演出場所。在展覽

方面，因該紀念堂目前並無獨立展覽場

地，有關紀念孫中山事蹟等展覽，則不

定期展示於 1、2樓迴廊之牆面上，展覽

主題主要是有關於廣州近代史的部份，

如革命和歷史，還有孫中山的生平事蹟等。

該紀念堂展出一系列的「中山紀念堂建築史料展」，展出內容為與該紀念堂建築有關之史

料，展出方式則以文字圖片及多媒體呈現，尤其將該紀念堂建築之歷程透過3D動畫呈現，

讓本館人員印象深刻。在旅遊服務方面，所提供之遊客導覽服務，主要係該紀念堂建築

特色之解說，並採取進入參觀即收取人民幣 10元門票之措施。另演出服務方面，該紀念

堂不定期提供音樂會、電影欣賞、

表演藝術等演出，為一多功能之藝

文聚會表演場所。 

  

圖 7：廣州中山紀念堂劇場一隅 

照片來源：2016.01.26 

廣東中山紀念堂網站 

http://www.zs-hall.com/index.php/Index/index/ind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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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出席代表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於12月15日上午主辦單位安排前往參

觀黃花崗公園，公園位於廣州市先烈中路，

占地約 13萬平方公尺，正門高 13公尺的牌

坊上雕刻著孫中山先生親筆提詞「浩氣長

存」，園內 200多公尺長的層級主幹道兩旁

蒼松翠柏排列有序，崗陵上安放著七十二烈

士之墓，幕後的紀功坊上屹立著自由女神像。

園內除七十二烈士墓外，還有中國「第一個飛機製造家和飛行家」馮如墓，被孫中山譽

為「中國革命空軍之父」的楊仙逸墓，陸軍上將鄧仲元墓等等，形成了一個辛亥革命烈

士墓區。整個園區是辛亥革命形成的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園方並特別安排本館人員登上

墓園牌坊參觀，以見證當時革命志士犧牲奉獻的歷史遺址。2 

目前該園區為免費參觀，提供民眾休閒娛樂，本舘同仁拜訪當日為週一上班日，於

園區內民眾扶老攜幼遊客如織，花卉的佈

置也讓園區生氣盎然。由於該園區甫辦理

完畢黃花節，從留下來的布景規模中，仍

可一窺當時辦理活動時之盛況。由於「黃

花」即「菊花」，辦理花卉展不但可提供

民眾緬懷革命先烈，亦可美化環環境，值

得本舘借鏡。 

  

                                                 
2林國章總編輯，王秉倫、劉碧蓉執行編輯，蔣燕美助理編輯，《全球孫中山紀念機構》﹝臺北；國立國父

紀念館，2014﹞，頁 25。 

圖：廣州 2015 首屆黃花節黃花展 

照片來源：2016.01.26 

本地寶 

圖 9：廣州 2015 首屆黃花節黃花展 

照片來源：2016.01.26 

本地寶http://gz.bendibao.com/tour/20151116/ly2039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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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本館人員與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合影 

 

三、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於 12月 17日上午主辦單

位安排前往參觀黃埔軍校舊

址紀念館，該館位於廣州市黃

埔區長洲島。該紀念館成立於

1984年 6月，是依託黃埔軍

校舊址，以陸軍軍官學校發展

歷程，為展示中心內容的紀念

館，目前隸屬廣東革命歷史博

物館。 

  1924年，孫中山親手創辦黃埔軍校，蔣中正、廖仲愷則分別擔任校長和黨代表。軍

校以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為宗旨，形成了「親愛精誠、團結合作、為國為民、

不怕犧牲」的校風。黃埔軍校將星璀璨，名人輩出，在掃除軍閥、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

及抵禦外侮的抗日戰爭中，堅苦卓絕地發揮重要功能，並立下了不朽戰功。 

  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於 1930年 9月遷往南京，1937年 8月遷往成都，1949年大陸

撤退前夕遷往臺灣。1938年校本部遭日軍飛機轟炸，夷為平地。現存於校本部(1996年

重建)的史跡有孫總理紀念室、中山公園、孫總理紀念碑、俱樂部、游泳池、東征陣亡烈

士墓園、教思亭、濟深公園、北伐紀念碑、白鶴崗砲臺、大坡地砲台等。 

  近年來，該紀念館陸續推出「孫中山與黃埔軍校」、「黃埔軍校校史展」、「中國遠征

軍中的黃埔軍人」、「北伐戰爭中的黃埔人」等主題的巡迴展覽。3 

  

                                                 
3林國章總編輯，王秉倫、劉碧蓉執行編輯，蔣燕美助理編輯，《全球孫中山紀念機構》﹝臺北；國立國父

紀念館，2014﹞，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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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本舘王組長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朱曉秋副館長合影 

 

四、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於 12月 17日下午主辦單位安排前

往參觀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該

館坐落於廣東省廣州市海珠區紡織路

東沙街 181 號，該府前身為清光緒 32

年(1906)的廣東士敏土場，因孫中山先

生 1917-1925年間兩次在此建立政權

而得名。為捍衛民主共和制度，1917

年 7月孫中山率部分海軍南下護法。同

年 9月，中華民國軍政府成立， 

孫中山被推選為海陸軍大元帥，首次選址於廣東士敏土場開府辦公。1923年 2月，在驅

逐陳炯明後，孫中山重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再次設大元帥府於廣東士敏土場內。這

一時期孫中山主持改組國民黨，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創黃埔軍校和國立

廣東大學，開展國民革命運動，將民主革命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4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於 1998年開始籌建，2001年全面對外開放，2009年 11月

則實施免費開放，現為國家二級博物館。紀念館占地面積約 8279平方公尺，大元帥府廣

場 11000多平方公尺，基本陳列面積 4238.85平方公尺，分南棟及北棟。北棟目前展出

《帥府百年復原陳列》，係根據有關的歷史照片、文獻資料、老人口述回憶等相關資料，

回復當時陸軍大元帥府大本營時期各個房間的佈置。南棟則展出《孫中山在廣州三次建

立政權展覽》、《帥府名人》及《民國廣州掠影》圖片展等基本陳列，館藏文物計 7678件

(套)。 

  

                                                 
4林國章總編輯，王秉倫、劉碧蓉執行編輯，蔣燕美助理編輯，《全球孫中山紀念機構》﹝臺北；國立國父

紀念館，2014﹞，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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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出席代表參觀廣東中山大學 

圖 13：圖書館一隅 

五、廣東中山大學 

於 12月 17日下午主辦單位另安排前往參觀廣東中山大學，由該校歷史系趙立彬教

授全程陪同接待。該校為孫中山先生於 1924年所創辦，有悠久的辦學傳統，是中國南方

科學研究、文化學術與人才培養的重鎮。當

時的校名為國立廣東大學，並由國父孫中山

先生親筆題寫校訓：「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1926 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後，

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遂改名為國立中山大學。

今日的中山大學係 2001年 10月與當時的中

山醫科大學所合併而成，是一所包括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教

育學、理學、醫學、工學、農學、藝術學等在內的綜合性大學，目前為中國大陸前 10大

名校。現由廣州校區、珠海校區、深圳校區三個校區、五個校園及八家附屬醫院組成。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成立於 1924年，是中山大學最早設立的學系之一。多位中國現

代史學的奠基人，如陳寅恪、傅斯年、顧頡剛、岑仲勉、梁方仲、劉節等，曾在該系任

教，也因此奠定了該系深厚的學術根基。目前該系下設有孫中山研究所，招收中國近現

代史博士、碩士研究生。該所係由知名的中國近

代史研究專家陳錫祺教授於 1986年成立，為一

所專門研究孫中山的學術機構，前身為中山大學

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主要研究方向為孫中山與

現代中國政治、思想研究。集體合作出版包括《孫

中山年譜長編》、《孫中山與中國近代化道路》、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研究系列》等專書。5 

                                                 
5
 2016 

2016.01.26 

資料來源；廣東中山大學立史學系網站 http://history.sysu.edu.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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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心得 

(一)「中山思想學術研討會」對宏揚中山思想具有顯現成效 

有關孫中山的研究兩岸三地更替辦理，已有相當不錯之研究成果，三次會議共發表

和收集 110多篇論文資料，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及上海中山學社亦先後出版論文集，

已奠定共同合作推動孫中山研究的基礎。為擴大合作平臺，強化孫學研究深度，擴大研

究影響力，將於本次工作會議通過邀請「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加入本學術研

討會，實質擴大孫學研究之參與。此外，全球各孫中山紀念機構若有意願主辦，此研討

會亦可移至日本、新加坡、夏威夷檀香山等地舉行，進而擴大並發揮本研討會之實質影

響力。 

  

圖 14：本舘出版《紀念孫中山：華人 

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論文集 

圖 15：廣東孫中山基金會出版《從孔夫 

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 

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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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中山紀念堂多媒體建築史

 

(二)擴大孫學研究領域，應吸引年輕學子投入孫學研究 

隨著社會變遷及兩岸政治、經濟環境改變，孫中山的研究已經從「顯學」逐漸成為

「隱學」，博碩士學生礙於孫學門檻過高而不敢研究，因此如何提升青年學子對孫中山的

認識，進而投入孫學研究的領域，係我們目前要思索的重要課題。為此，必須要擴大孫

學研究範圍，強化孫學與各學科間之跨領域研究，透過數位科技與歷史研究相結合，吸

引年輕一代投入孫學研究。 

(三)利用現代多媒體科技，呈現歷史建築風華 

此次參訪廣州中山紀念堂，該紀念堂

目前展出一系列「中山紀念堂建築史料展」，

係多年來研究的成果，透過歷史文獻、照片

的展出，重現該紀念堂的歷史風華，尤其該

紀念堂將建築過程透過 3D 動畫呈現，讓本

館人員印象深刻。本館也可規劃利用現代多

媒體科技，呈現當年王大閎先生擘建本館的

建築工法，讓參觀民眾能夠領會本館歷史建築的風貌。 

(四)應加強匯集人力、物力資源，投入保存與維護歷史古蹟與遺址 

中國大陸近年對古蹟遺址之保存與維護，不遺餘力，本次除參加研討會之外，本館

人員並參訪國父在廣州的歷史遺址，包括廣州中山紀念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黃

埔軍校舊址紀念館、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及廣東中山大學等，發現其對國父在廣州之

遺址不管是在硬體之維護，或史料之保存上均相當完整，這對後人研究孫中山提供了不

少助力，顯見其對古蹟遺址之保存與維護已有具體成效，我們亦應匯集人力、物力資源，

投入保存與維護臺灣的歷史古蹟與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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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一)透過口述歷史研究及老照片蒐集，紀錄本館 45 年以來之足跡 

本館係由建築大師王大閎所設計，自 1972 年完工落成啟用，至 2017 年將屆滿建館

45 週年，經歷多次政黨輪替，見證了臺灣民主的歷程，為留存這共同的記憶傳承歷史，

建議以口述歷史方式，專訪各界有關人事及本館資深員工，蒐集彙整相關活動史料，透

過說故事的的方式傳述本館 45 年來的經典歲月，呈現本館在臺灣文化發展史上所發生過

的足跡及重要事蹟，提供後人一個典藏記憶及研究歷史的珍貴資料。 

(二)持續推動碩博士論文補助及出版，提升青年學子研究動機  

為鼓勵青年學子研究孫中山思想與事蹟，多年來本館補助以孫學領域為主題的碩博

士論文，並透過審查機制嚴選具研究價值之論文予以出版。即便現今臺灣年輕學子對於

研究孫學已經不及以往熱情，但因此也更彰顯此項補助機制的重要性，建議仍應持續支

持本項補助機制，以積極培植孫學研究人才。 

(三)結合中山學術資料庫，建置孫中山先生圖片資料庫 

    孫中山研究之基礎性資料非常重要，如基礎性資料不正確，或研究者因資料判讀有

誤，將影響後續研究推論結果。而圖片或照片是用來說明史實的最好證明，因此如何以

本館現有的國父圖片，結合中山學術資料庫，建立一套具正確性、有系統的孫中山先生

圖片資料庫就非常重要，此一圖片資料庫，不僅可供研究者研究考證，更可提供展覽使

用。 

(四)持續推動孫學研究，建構本館成為兩岸學術交流平臺 

孫中山先生至今仍是華人地區最受尊敬的偉人，推動兩岸交流不但有助於臺灣孫學

研究的深化，更可藉此促進兩岸學術文化交流，並增進兩岸人民互相瞭解，因此自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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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儘管孫學研

究在臺灣因時代的變遷已逐漸受人忽視，但孫學思想具開放、包容與前瞻性，有鑒於此，

本館更應秉持紀念與弘揚孫中山思想，持續推動孫學研究，使之成為我國政治民主

發展，以及兩岸孫中山研究之學術交流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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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臺北；國立國父紀念館，2014)。 

二、盧潔峰著，《黃花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三、廣東革歷史博物館編，《黃埔軍校》(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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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錄 

一、孫中山基金會出席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 /職稱 

1 羅國華 孫中山基金會副會長 

政協廣東省委員會原副秘書長 

2 李 萍 孫中山基金會副會長 

中山大學副校長、教授 

3 章揚定 孫中山基金會副會長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 

4 黃明同 孫中山基金會顧問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5 趙立彬 孫中山基金會副祕書長 

中山大學教授、博導 

6 宋德華 孫中山基金會理事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7 李振武 孫中山基金會理事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與孫中山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二、上海中山學社出席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職單位 /職稱 

1 鮑敏中 上海中山學社常務副社長 

 

2 項斯文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兼秘書長 

 

3 廖大偉 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近代中國》副主編 

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教授 

孫中山基金會理事 

4 王慧敏 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創意經濟研究室主任

（研究員、博導） 

民革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 

5 馬銘德 上海中山學社副秘書長 

民革上海市委聯絡部原部長 

6 張  黎 上海中山學社社員（工作人員） 

民革上海市委聯絡部主任科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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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6紀念孫中山學術研討會主題及議題 

 (一)主題 

  「紀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復興」 

 

(二)主要議題 

1. 孫中山「振興中華」政治理念的時代意義； 

2. 孫中山思想的創新性； 

3. 孫中山事業的開處性； 

4. 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的調適融會； 

5. 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發展使命； 

6. 孫中山的國情觀； 

7.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社會建設； 

8. 孫中山精神的時代意義； 

9.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 

10. 推進孫中山研究的新理路。 

 

四、主要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12 月 14 日 

(星期一) 

臺灣桃園機場→廣州白雲機場  

14 日下午參訪廣州中山紀念堂  

12 月 15 日 

至 

12 月 17 日 

(星期二三四) 

15 日上午參訪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15 日下午研討會報到(廣州華美達賓館 ) 

16 日研討會開幕、研討會、閉幕  

17 日上午參訪黃埔軍校舊址紀念館  

17 下午參訪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暨廣東中山大學  

12 月 18 日 

(星期五) 

廣州白雲機場→臺灣桃園機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