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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立國父紀念館與孫中山基金會（廣東）、中山學社〈上海〉均以弘揚中山思

想與學說為宗旨，2011 年時，共同發起每年輪流合辦一次「紀念孫中山」的學術

會議。今（2016）年剛好是第二輪研討會的開始，孫中山基金會特選在中山大學來

舉辦，並以「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為主題，期望以孫中山對中華民族所做的貢

獻做一回顧與探討。 

2016 年 9 月 19 日至 23 日，共有來自臺灣的 11 位學者以及廣東孫中山基金會、

上海中山學社等單位所邀請的中國大陸及中山大學師生近百位，齊聚在該大學懷

士堂進行開幕。會議由孫中山基金會理事長湯炳權、中山大學副校長李萍、上海

中山學社副社長王慧敏、本館副館長楊同慧及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顧問周陽山教

授致詞後揭開序幕，接著交換紀念禮物，隨即進行各場次之學術研討。 

本次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學術參訪二部分。研討會於 9 月 20 日在中山大學學

人館進行，以粵、滬、臺三地的學者及中山大學的師生為主，在 8 場次的研討會

中，共發表 37 篇論文，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9 篇，上海學者 8 篇，廣東學者 18 篇，

香港及其他地區 2 篇。本研討會針對「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主題而發表的論文，

內容可歸納為：（1）孫中山的評價研究；（2）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及時代意義；（3）

孫中山思想的研究；（4）孫中山與當代關係等四項。 

廣東是孫中山的故鄉，也是他多次發動武裝起義的地方，更是他三次建立政

權之所在，因而紀念孫中山的館所，自然比別處來的多。會議結束後，一行人前

往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廣州中山紀念堂，以及廣東

省博物館、廣州市立博物館等地參訪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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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之計畫 

一、會議源起  

2011 年 8 月，有鑑於本館與孫中山基金會（廣州）、中山學社（上海），均以

紀念孫中山來命名，並以弘揚中山思想與學說為宗旨，多年來各自組織和推動中

山學術思想之研究。為進一步擴大兩岸學術文化交流，2011 年 8 月經三方共同商

議，提出每年輪流召開一次的合辦會議之構想。 

2012 年 9 月，孫中山基金會率先以「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

為主題，在廣州的江門召開；2013 年轉至臺北，由本館承辦，並以「紀念孫中山：

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為探討議題，在本館中山講堂召開。2014 年輪至上海

由中山學社辦理，主題是「紀念孫中山：全球視野看中華振興」。這項紀念孫中山

的研討會經三個主辦單位承辦後，認為邀請兩岸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相關議題，

是兩岸共同紀念孫中山、弘揚中山思想的最佳模式。在此理念的推動下，決定持

續辦理這項兩岸三地「紀念孫中山」的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會宗旨 

今年中國大陸以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海內外相繼舉辦各項紀念活

動。承辦的孫中山基金會認為今年的活動意義非凡，特選在廣州中山大學來辦理，

並以「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為主題，期望以孫中山對中華民族所做的貢獻做一

回顧與探討。 

孫中山生於廣東，1894 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激起他武裝起義的決心。為推

翻封建、建立民主共和國家，他奔走海內外達 30 餘年。他雖逝世有 91 年，仍然令

人懷念與崇敬。如今「孫中山」堪稱是兩岸共同的語言，我們期望藉探討孫中山

事蹟與思想之同時，讓中山先生的理念與精神得以傳承，藉著討論與意見交流之

際，共同達成弘揚中山思想之目的，並為海峽兩岸開創出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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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之內容 

一、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期間：201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一〉至 23 日〈星期五〉 

（二）會議時間：2016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至 21 日（星期三） 

〈三〉參訪時間：2016 年 9 月 22 日〈星期四〉至 23 日（星期五） 

（四）會議地點：廣東中山大學學人館 

二、主辦單位 

臺灣：國立國父紀念館、財團法人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中國大陸：孫中山基金會（廣州）、中山學社（上海） 

三、探討議題 

（一）會議名稱：「紀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學術研討會 

（二）探討方向 

1、孫中山「振興中華」政治理念的時代意義； 

2、孫中山對東西方文化的調適融會； 

3、孫中山與近代中國的發展使命； 

4、孫中山事業的開創性； 

5、孫中山思想的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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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路。 

四、拜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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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孫中山相關機構：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中山大學、孫中山紀念堂、萬木草堂 

（二）歷史博物館：廣州博物館、廣東省博物館、南越王宮博物館 

參、計畫實施情形 

本項研討會是兩岸三地輪流舉辦，

2016 年粵、滬、臺三地「紀念孫中山」

學術討論會。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學術

參訪二部分。9 月 20 日上午 9 時，在廣

東中山大學懷士堂進行研討會開幕，隨

後在該校學人館展開 1 天半的 8 場次研

討會。會後參觀中山大學的懷士堂、陳

寅恪紀念館，並與中山大學歷史系師生進行交流座談。會議結束後，前往廣州市

孫中山相關紀念地、廣州相關歷史博物館等地，進行學術交流拜會活動。 

一、研討會內容 

（一）開幕 

9 月 20 日上午 9 時，共有臺

灣學者 11 位以及孫中山基金會、

上海中山學社等單位所邀請的中

國大陸學者及中山大學師生近百

位，齊聚在中山大學懷士堂進行開

幕。會議由孫中山基金會理事長湯

炳權、中山大學副校長李萍、上海

中山學社副社長王慧敏、本館副館長楊同慧及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顧問周陽山致

詞後揭開序幕，接著交換紀念禮物，隨即進行各場次之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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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內容 

本次研討以粵滬臺三地的學者及

中山大學的師生為主，在 8 場次的研

討會中，共發表 37 篇論文。其中臺灣

學者提出 9 篇，上海學者 8 篇，廣東

學者 18 篇，香港及其他地區 2 篇。會

議針對「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之主

題來討論，約略可歸納為：（1）孫中山的評價研究；（2）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及時

代意義；（3）孫中山思想的研究；（4）孫中山與當代關係等四項。茲將其中重點

披露於下，提供讀者參考。 

1、孫中山的評價研究 

孫中山已逝世 91 周年，後人如何評價孫中山，是本次學者最為關注的議題。

王曉秋從《北京大學日刊》、《外國報刊》之輿論及國際人士回憶，來說明孫中山

對國內外都有崇高威望與巨大影響；劉碧蓉從《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之

報導，瞭解臺灣知識分子對孫中山的評價，是隨著孫中山的北上，由悲觀漸轉為

支持與期待；趙立彬從臺灣有關孫

中山節日之寄託，來分析這是臺灣

民眾實現國家意識的重要途徑。林

清新、曹天忠從《建國月刊》等史

料，說明國民黨政權如何形塑孫中

山的形象，以及他在國人心目中的

威望是如何建構，還有韋巍的晚清

各方眼中對孫中山的看法，來考察

孫中山形象變化過程；王杰則認為孫中山從平民走向偉人的形象，其建國理念已

深深影響著，中國百餘年來的國家發展。 

2、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及其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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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思想、功業與精神，一直

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其研究成果並已

深入各界。唐欣偉從國際政局變遷的脈

絡下，觀察孫中山的生平與中國的發

展；陳昌福的 1904 年孫中山的美國行，

這是一篇探討孫中山為振興中華的理

想實踐之論文；張曉輝認為孫中山按照

蘇聯以黨建國的模式，再造民國，目的是想建立一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新國

家。汪昌範認為孫中山將商會納入社會建設範疇，還有論及孫中山港口和水利的

建設，都是具有時代意義的文章。 

3、孫中山思想的研究 

林家有以孫中山的家國情懷為題，指出每個人都應像孫中山熱愛家國，立誠

立志，為中華民族的復興，貢獻智慧和力量；章揚定認為國民黨改組前後，孫中

山是重視宣傳的；廖大偉認為孫中山振興中華的中國夢，是一個使中國擺脫困境，

實現中華民族獨立民主富強的夢，至今仍具有啟迪意義；李金強提出香港的孫中

山研究及其課題；莊明哲的孫中山與反帝國主義，是一篇從現代民族主義的角度

來探討，對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反省。 

4、孫中山與當代關係 

結合時代的環境變遷，也

是本次研討會探討的重點，周

陽山以曾任監察委員的實際

經驗，談論孫中山監察權的理

念、實踐及困境，頗為與會學

者的關注。還有劉性仁從孫文

學說心理建設探討兩岸關係

之啟示；周家華探討的是兩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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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文化論壇，他認為從孫中山教育思想言及的技職教育，可作為 21 世紀兩岸振

興中華，追求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 

孫中山生於離港、澳很近的翠亨村，對中國遭受列強欺壓，他的家國情懷，

自然比別人來得深刻。其一生追求國家、民族與人民的富強，以及自由幸福之實

踐，並期能迎頭趕上世界先進國家之林。他的革命事蹟，若與同時代的政治家相

比，也是一位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驅，他的形象自然備受尊崇，對現代的我們都有

極大的啟示。 

二、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參加研討會雖是此行的目的，研討會之外，最大的收穫，莫過於尋訪孫中山

在廣東的的歷史文物與遺址。因為廣東是孫中山的故鄉，也是他多次發動武裝起

義及建立三次政權的地方，因而

紀念孫中山的館所，自然比別處

來的多。秦漢時期，廣東曾是南

越王國政權中心，要瞭解廣東的

歷史，非得到廣東相關的歷史博

物館參觀，孫中山相關紀念館及

歷史博物館，就成為本次造訪的

重點。 

（一〉孫中山相關紀念館 

1、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 

1917 年至 1925 年間，孫中山在廣州建立三次政權，其中第一次、第三次就選

在這裡建立護法軍政府的政權中心。此地原是一座製造水泥的士敏土廠，1917 年

孫中山為掃除破壞民國的軍閥，維護民主共和政權，他率部分議員及海軍南下廣

州，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他選士敏土廠來辦公。1923 年 2 月，孫中山驅除陳

炯明部隊後，再度將此士敏土廠，作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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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下午，朱曉秋副館長親自出來迎接我們，隨後由解說

人員帶領我們參觀，這裡展示著孫中山軍政府的史料、照片，

還有，孫中山與宋慶齡在大元帥大本營的生活起居及辦公的蠟

像人物。其中最引起臺灣學者好奇並拍照的二樓迴廊一處桌

椅，原來那是臺幣百元鈔正面孫中山肖像的拍攝點。 

2、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園 

這裡是埋葬 1911 年 3 月 29 日〈舊曆〉革命志士在廣州發

動武裝起義犧牲者的地方，因有三二九這群革命先烈的犧牲，

才會有中華民國的建立。為了表達對烈士們的景仰和追憶，經

有心人士募集自海外僑胞之捐款，建造「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

園」，現已被闢為一座紀念性公園。 

大夥兒一行隨著導覽員的解說，經過兩旁蒼松翠柏的主幹道進入園區，園中

除有七十二烈士墓外，尚有中國第一個飛機製造家馮如墓、中國革命空軍之父楊

仙逸墓、陸軍上將鄧仲元墓等。這座墓園可說是辛亥革命的珍貴歷史遺產，也可

作為近代革命策源地的重要見證。 

3、中山大學 

中山大學的前身是 1924 年孫中山所創辦的廣東大學，1926 年孫中山逝世後，

才改名為中山大學。本次研

討會的開幕儀式，就在這裡

的懷士堂舉行，在懷士堂後

面有孫中山為廣東大學成立

時，所親筆題寫的「博學、

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十字校訓。此外，我們也到

陳寅恪故居來參觀，這是一

棟二層樓的建築。陳寅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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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精通史學、宗教、語言學，通曉二十餘種語言的學者，為國家培育一批在學術

有重大成就的學者專家。1950 年代開始，陳寅恪就一直住在此樓的二樓，這裡也

是他講學上課的地方。 

臺灣學者一行，來到歷史系的接待室，這棟樓也叫做永芳堂，是廣東華僑姚

美良於 1990 年捐資興建而成。趙立彬教授為主的歷史系師生，已在這裡等著大夥

兒的到來，雙方就孫中山在歷史上的地位、史料的蒐集及研究近況等，進行交流

座談。 

4、廣州中山紀念堂 

這是一座孫中山先生逝世後，與南京的中山陵是同個建築師呂彥直先生所興

建的紀念館。曾是明代廣東督司、清初巡撫院署、廣東省督軍署及廣州軍政府所

在地。1921 年 5

月 5 日，孫中山

在此就任非常

大總統，其後因

陳炯明叛變，將

這裡炸毀。後人

為緬懷這一代

偉人，1928 年選

在這座總統府

舊址，興建紀念堂，1931 年竣工。 

我們到來之時，該館正在整修門面，以迎接 11 月 12 日國父誕辰的到來。雖是

如此，仍有不少參觀者進館來參觀，展示在大會堂周邊的「八角形宮殿式」建館

的歷史始末。 

此外，我們也到萬木草堂來參觀，這裡是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的策源地，此

地原為一座邱氏書室，1891 年康有為應弟子梁啟超等人之邀請，在廣州長興里租

借邱氏書室，創辦長興學舍。此處被稱為萬木草堂，作為宣傳維新思想，培養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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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才之所。內部除有萬木草堂陳列館，現也做為廣府文化研究中心，康梁文化

研究基地，以及廣東炎黃文化

研究會之所在。 

（二〉歷史相關博物館 

1、廣東省立博物館 

是一座省級的綜合性博

物館，1959 年 10 月落成開

幕，其外表好似一個「寶盒」

模型，這是館方期望進到裡面

的參觀者，能有如「探囊取物」

般的很容易找到自己的愛好與需求。由於時間有限，導覽人員只能帶領我們前往

歷代陶瓷展、端硯藝術展、潮州木雕藝術展及為兒童所布置的文物動物園等幾個

展場參觀。 

自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博物館如春筍般的被興建，其規模、氣勢

更是臺灣甚至海外各地所無法能比，對文物的蒐集，更不餘於力。因廣東是沿海

都市，其與外國接觸較早，規模及收藏品更是豐碩。這裡是省級的博物館，被政

府指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因而吸引不少學校帶學生來此參觀，可惜的是這

些展品，卻比不上每個學生手上的手機來的有吸引力。 

2、越秀公園–廣州博物館（鎮海樓）、中山紀念碑 

越秀公園是一座海拔七十米高的山丘公園，我們先到山頂的鎮海樓參觀，此

樓蓋於 1380 年的明洪武

年間，是嶺南地區現存規

模最大、年代最早的樓閣

式建築，1928 年才改木

柱樓為鋼筋混泥土結

構，俗稱「五層樓」，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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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隸屬於廣州市博物館。 

走出博物館，我們爬上一處「中山紀念碑」，這座碑高達 37 米，正面刻有《總

理遺囑》的紀念碑，是 1926 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決議興建的。

1929 年孫中山逝世後，為了紀念他，乃央請中山陵、廣州孫中山紀念堂同樣的建

築師呂彥直來設計，使其與中山堂形成前堂後碑的雄偉氣勢。 

3、南越王宮博物館 

由於廣東在秦漢時期已有國家在此建立，此趟行程，我們還安排到「南越王

宮博物館」參觀。在遺址的

上方，搭建參觀步道，參觀

者往下，可看到歷朝歷代的

古井、有灣月池、曲渠及步

石等宮殿園林遺址。看到這

龐大的排水系統、水井及人

造園林，讓人驚訝中國人這

麼早就有如此技術，利用水

利來營造生活所需的取水、排水系統。 

三、計畫實施效益 

本館與中國大陸孫學研究機構及孫中山紀念館，交流甚早，甚至每年有一場

學術研討會之召開。今年舉辦的意義更加重要：一來是中國大陸在各地相繼舉辦

孫中山先生誕辰 150 周年之紀念大會，廣東也不例外，舉辦了此會；二來兩岸三地

紀念孫中山的研討會，在彼此的共識下，決定持續辦理，開始邁入第二輪之進行，

並選中山大學為會議地點。本次研討的結果，效益如下： 

（一）孫中山研究議題，不斷的延伸 

這是屬於中型的研討會，人數雖不如往昔來的多，確能緊扣「世紀回望與民

族振興」主題來探討。論文中不僅有探討孫中山革命事業對民族復興的影響，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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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家國情懷、孫中山在中華文化現代轉型的貢獻；也有將中山思想的理論，

配合國際局勢，及當代兩岸局勢發展，看孫中山的理念是否有實踐的可能，如兩

岸關係、監察權及實業計畫之實踐等，都是會議上熱門探討議題。 

會議上中山大學教授告知 11 月 12 日《孫中山史事編年》10 冊，即將出版，

這是該校繼 2012 年出版 10 冊的《各方致孫中山函電彙編》又一巨著出版。本館楊

副館長也宣布明年本館承辦的研討會，主題是「紀念孫中山：公平正義與社會福

利」，歡迎與會學者參加。史

料的挖掘，議題與時代結

合，我們的期許就是要讓研

究的議題不斷延伸，讓中山

思想能與時俱進。此外，會

場中不僅有老一輩的學者如

王曉秋、毛磊、熊月之、張

磊、林家有、黃明同等教授

出席，更有臺灣、上海、廣

州的中生代學者出席，其中中山大學的曹天忠、趙立彬等教授，還帶領著年輕的

博士生，出席會議、發表論文。將此次會議顯現出有傳承的特點，也有不斷積極

探索之企圖心，三方主辦單位更期望，藉由研討的議題，以「觸類引申、匡補闕

疑、更正條理」來充實中山思想內涵，期使中山思想重新注入新的時代生命，讓

孫中山的研究更能歷久彌新。 

（二）共同弘揚中山思想，營造和諧雙贏環境 

眾所周知，兩岸分治多年，總在主權歸屬以及民族情感等認知上，有很大的

差異。因而早期兩岸孫學研究學者論及民族主義時，總會有意識形態之爭，但自

兩岸交流互訪的大門敞開後，不僅中山思想與實踐成為探索的話題，兩岸孫學研

究的異同，更是學者熱衷探討的議題。 

中山思想是孫中山所提出的一套國家發展理念與架構，被公認是具有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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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與前瞻之思想，更是兩岸國家發展的方針與溝通的平台。近日兩岸關係隨著

「九二共識」變得異常緊張，期許兩岸孫學研究者，體認中山思想對兩岸的國家

發展皆有啟示，瞭解中山精神的意念，為兩岸和平理性發展營造一條平坦大道。 

四、心得 

本次研討會雖僅四個年頭，會議籌備期間，先由三個主辦單位召開會前會時，

擬定好主題，再經多次協調，這種細心規畫，充分溝通，總期望會議能更加圓滿，

達成會議的宗旨，故其成果頗受到孫學研究者的重視。對此次的研討會，有如下

的心得： 

（一）發揚學術傳統的使命感 

學術研討會的舉行，是一種豐富思想內涵的好方法。此次研討會雖以中生代

的學者專家為主，但彼此皆體認到傳承的重要性，因而各單位都相繼邀請一些年

輕學者參與。此外，會場上還有數

位來自北京、武漢及上海廣州等地

的老學者，從頭到尾坐在會場上，

這是臺灣孫學研討會上，較沒有見

到的現象，或許他們覺得弘揚中山

思想也是他們該盡的職責吧！ 

三方主辦單位秉持著發揚學術

傳統的使命感，從史料、議題來深

化，從擴大國際視野及市井小民的觀點來拓展，無疑是作為紀念孫中山的最好作

法，這也是我們持續辦理研討會所要堅持的目標。 

（二）史料的挖掘、與時俱進的議題 

中山思想或三民主義就是一套解決中華民族強盛的理論思想，此思想最可貴

之處在於它能順應「世界潮流」、「人群需要」。本次研討上，就有不少文章就是藉

由中山思想來探討如何讓國家民族復興之道，尤其希望借重兩岸共同語言的「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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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來解決近日緊張的兩岸關係。 

眾所周知，論文要寫得好，言之成理，必要有史料作為依據。有關孫中山革

命事蹟的史料，在 1990 年代以前，中國國民黨曾結合各歷史學專家與學者，整理

出一套套的《國父全集》、《國父年譜》、《革命文獻》及革命先賢先烈的文集等論

著，並在每年定期的召開孫中山相關研究的學術研討會，成果頗受學術界重視。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以及學術研究的鬆綁，大陸陸續出版不

少有關孫中山研究的著作，甚至史料，這些著作及史料相繼為學者引用後，釐清

不少爭論的議題。期望本館能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將一些未能普及的史料如環龍

路檔案所藏孫中山友人致孫中山函電等史料給予出版，相信對充實、豐富中山思

想的內涵，必有助力。 

肆、檢討或建議 

由楊副館長率臺灣學者，前往中山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因在開學後不久，

雖有幾位學者先行返國上課，但大體上都完成學術研討與參訪拜會行程。這次除

研討外，還到孫中山紀念館以及博物館參訪，時間雖短暫，但我們還是走訪了幾

處孫中山紀念館及博物館。孫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館，也可算是名人的博物館；

在大陸同時還將故居及紀念館

分為博物館的文化系列，將名

人墓園、公園等休憩園地分屬

園林管理系列。綜觀本次的研

討、學術交流參訪，有如下二

項檢討與建議： 

一、培養青年學子為職志 

孫中山的誕辰已屆 150 周

年，逝世也有 91 年了，他的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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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功業，逐漸為世人所淡忘，對現今的青年學子而言，可說更加模糊，更遑論要

瞭解他的思想內容。這種現象，不僅海峽兩岸如此，全球各華人地區也有同樣有

此現象。為改善此現象，三方主辦單位，莫不以培養青年學子為職志，更在研討

會的舉辦上，邀請青年學子發表論文。在這次研討會雖以中生代的學者為主軸，

但也看出會場上出現不少博士生的青年學子，他們有的是來發表論文的，有的是

來學習觀摩的。如何培養青年學子投入孫中山或孫學研究，是目前各主辦單位刻

不容緩所要解決的課題。 

二、博物館重視文物值得交流 

近年來，大陸的民眾漸感歷史文物、歷史遺跡的重要，紛紛興建起博物館，

來保存文物，如南越王宮博物館本是一座兒童公園，1995 年，當考古學家發現有

古文物出土時，立即進行查探，方知此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其後，經考古學

家、歷史學家的挖掘、復原，2006 年才向民眾開放展示部分內容，再經多方努力，

才有現在的規模。 

此外，我們也發現中國

大陸的博物館、名人故居變

多了，連展示的內容也比以

前活潑生動、豐富多樣。雖

然這些博物館，在大門口都

掛著「愛國教育基地」，但內

部已脫離濃厚的政治意味。

在每個展場內不僅有 3 米至

5 米高的寬敞空間，展示的內容有文物、史料，還有模擬當時情境的景致，且利用

現代科技的聲光效果來凸顯其重要性。如大元帥府設計的一座「陳炯明事件」的

場景，廣東博物館為兒童布置的「文物動物園」，這些精心設計，不外要吸引大家

進館來探索寶物，讓其瞭解歷史對自己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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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與會臺灣學者代表團名單 

編 號 學者名 服務單位 

1 楊同慧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館長 

2 周陽山 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教授 

3 龐建國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4 周家華 臺北科技大學教授 

5 詹  康 政治大學哲學系所教授 

6 莊明哲 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 

7 唐欣偉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8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9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10 王定亞 國立國父紀念館組長 

11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 

 

二、論文題目 

王曉秋 孫中山的崇高威望和國際影響  

熊月之 在視野融合中闡釋：拓展孫中山研究之淺見  

林家有 孫中山的家國情懷 

龐建國 孫中山思想與當代社會變遷大勢  

黃明同 孫中山在中華文化現代轉型中的偉大貢獻  

廖大偉 孫中山的追求與當代理想信念 

毛磊 孫中山升起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旗幟  

唐欣偉 從國際政局變遷看孫中山的生平與中國的發展 

章揚定、熊飛 從討論國民黨看國民黨改組前後孫中山的宣傳與思想  

梁碧瑩 孫中山的最後追求與人民的永恆懷念 

華強 論孫中山在社會激變時期的思想軌跡及當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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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彬 節日的寄託：臺灣光復初期孫中山元素的利用與國家意識 

曹天忠、林清新 從《建國月刊》看國民黨對孫中山形象的塑造（1928-1937） 

韋巍 晚清各方眼中的孫中山形象   

周興樑 孫中山關心民瘼力救 1924 年的廣州柴荒  

劉碧蓉 1920 年代的孫中山與臺灣  

陳昌福 1904 年孫中山美國之行   

王昌範 試述孫中山與商會   

黃玫瑄 孫中山與南洋客家菁英研究   

李金強 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及其課題示例  

李吉奎 孫中山《民權初步》散議  

劉性仁 從孫文學說心理建設對兩岸關係啟示之探討  

丁鳳麟  略論孫中山的譜牒觀  

韓昭慶 淺議孫中山港口和水利建設的計畫及實踐 

周家華 孫中山技職教育理念在兩岸交流合作中的恢宏發揚  

張文苑 車路“公有”與民國“主人”——孫中山與香山地方建設 

謝俊美 略論孫中山近代民族國家思想的形成  

莊明哲 孫中山與反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角度  

宋德華 孫中山革命觀的再認識  

張曉輝 孫中山與「以黨建國」  

周陽山 孫中山監察權的理念與實踐  

王傑 從平民到偉人：論孫中山精神 

邵雍、沈亮 孫中山的追隨者——黎照寰  

李振武 論清末東三省總督錫良的借債築路主張  

張金超 孫中山張作霖聯盟補充研究 

谷小水 二次護法時期唐紹儀與孫中山關係略論  

詹康 郭嵩燾論治亂之幾與氣運  

 



 

 

 

辦理「紀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復興」學術研討會  19 

   

 

三、活動照片選輯 

●萬木草堂 

 

 

 

 

 

 

 

 

 

 

●萬木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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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大帥府紀念館 

 

 

 

 

 

 

 

 

 

 

 

 

 

 

●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展示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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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副館長〈右一〉贈送本館出版品給中山大學趙立彬教授 

 

●楊副館長〈左一〉贈送本館出版品給大元帥府朱曉秋副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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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省博物館-為兒童設計的文物動物園 

    ● 廣東省博物館─ 開平碉樓與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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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越王宮博物館展示 

   ● 廣州中山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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