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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國 報 告 名 稱 ：「孫中山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主 辦 機 關 ：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聯  絡  人 ： 劉 碧 蓉  

        電     話 ： 275 8 8 0 0 8— 52 6  

出 國 人 員 ： 曾一士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副 館 長      

李 康 成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文 教 組 編 審    

        劉 碧 蓉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助 理 研 究 員   

謝 明 容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美 術 設 計   

 

出 國 類 別 ： 其 他  

出 國 期 間 ： 20 0 9 年 1 2 月 10 日 （ 四 ） — 12 月 17 日 （ 四 ）  

出 國 地 區 ： 中 國 雲 南 昆 明 、 大 理 、 麗 江  

報 告 日 期 ： 20 1 0 年 2 月  26   日  

分 類 號 /目 ： C0/綜 合 （ 文 教 ）   C 0 /綜 合 （ 文 教 ）  

 

內 容 摘 要 ：  

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與時俱進，對海峽

兩岸都有廣泛的影響。為使中山思想能順應現今兩岸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本館

認為文化乃是一個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泉源，因此，特赴雲南與雲南大學

合作，在雲大人文學院段炳昌院長與本館曾一士副館長共同主持下，雙方針對「孫

中山與民族文化」之主題進行探討，期望透過民族文化、歷史文化、文化哲學、

民族傳播等領域之研究，凝聚共識，落實兩岸共同弘揚中山學說之學術文化交流

目標。 

本次研討學者所提的論文主要圍繞在孫中山的「民族觀」、「文化觀」及「文

化傳承與發展」三大議題來討論。台灣學者提出 5 篇、大陸學者 9 篇，共有 14

篇論文發表。兩岸學者共同探討孫學議題已非首次，但論起孫中山「民族主義」

問題時，因詮釋的不同，總會引發意識型態之爭。然而論起孫中山對民族文化的

看法時，兩岸學者對孫中山不迷信現代歐美思潮，主張在傳統民族文化上吸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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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優秀文化，使之成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化發展模式，均獲得一致的肯定。對現

行兩岸政治文化，也提出如在民主化過程中，要關注民主品質之提升；要運用國

家權力，保障農民根本利益與生活水準以及透過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以解決時代

主題等建言。 

雲南雖位於中國西南邊陲，但在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史上仍佔有一席重要

地位。早在 1908 年革命黨人黃明堂奉命發動的第八次革命起義，爆發點就是在

雲南的河口，此役雖有三百餘人參與革命，最後因軍械及糧餉缺乏而告失敗，但

革命軍屢仆屢起，終於帶來 1911 年武昌起義的成功，中華民國的成立。民國成

立後，袁世凱稱帝竊國，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唐繼堯、蔡鍔等人則在

雲南昆明號召全國護國軍，起兵討袁，終使袁憲帝制覆亡。 

除此之外，雲南奇特的地理環境以及蘊藏豐富的物產資源，故能培育出高達

二十餘族的少數民族。本次學術研討會選在雲南舉辦，除有特殊歷史意義外，會

後並與雲南民族博物館、雲南民族村、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納西古樂會、源

生民族樂坊等地進行交流參訪，讓與會一行人體會到「民族文化」要如何的發展。

從雲南各地民族博物館，活化文化歷史產業，積極推動傳統文化觀光，頗值得我

們學習。本報告共分為計畫目的、活動過程、心得、建議、附件等五部份依序介

紹。 

 

關鍵詞：民族文化、文化產業、中山思想、民主文化、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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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表 

系統識別號： 
 
計畫名稱：雲南「孫中山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報告名稱：雲南「孫中山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計劃主辦機關：國立國父紀念館 
 
出國人員    ：副館長      曾一士   

文教組編審  李康成   
助理研究員  劉碧蓉   
美術設計    謝明容   

 
出國地區：中國雲南 
 
參訪機關：雲南大學、雲南民族博物館、雲南民族村、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 
          納西古樂會、源生民族樂坊 
 
出國類別：其他活動 
 
出國期間：2009 年 12 月 10 日-17 日 
 
報告日期：2010 年 2 月 26 日 
 

關鍵詞：民族文化、文化產業、中山思想、民主文化、國父紀念館 
 
報告書頁數： 
 
內容摘要： 

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與時俱進，對海峽

兩岸都有廣泛的影響。為使中山思想能順應現今兩岸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本館

特與雲南大學合作，並針對「孫中山與民族文化」之主題進行探討，期望透過民

族文化、歷史文化、文化哲學、民族傳播等領域之研究，凝聚共識，落實兩岸共

同弘揚中山學說之學術文化交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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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學者的論文主要圍繞在孫中山的「民族觀」、「文化觀」及「文化傳承與

發展」三大議題。台灣學者提出 5 篇、大陸學者 9 篇，共有 14 篇論文發表。兩

岸學者共同探討孫學議題已非首次，但論起孫中山「民族主義」問題時，因詮釋

的不同，總會引發意識型態之爭。然而論起孫中山對民族文化的看法時，對孫中

山不迷信現代歐美思潮，主張在傳統民族文化上吸取世界優秀文化，使之成為一

條符合國情的文化發展模式，均獲得一致的肯定。 

雲南雖位於中國西南邊陲，但在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史上仍佔有一席重要

地位。除此之外，雲南奇特的地理環境以及蘊藏豐富的物產資源，故能培育出高

達二十餘族的少數民族。本次除學術研討會外，會後並與雲南民族博物館、雲南

民族村、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納西古樂會、源生民族樂坊等地進行參訪。從

雲南各地民族博物館，活化文化歷史產業，積極推動傳統文化觀光作法，頗值得

我們學習。 

 

關鍵詞：民族文化、文化產業、中山思想、民主文化、國父紀念館 
 

 
聯絡人：劉碧蓉 
 
電話：02-2758-8008 分機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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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孫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與時俱進，對

海峽兩岸都有廣泛的影響。今日兩岸因分立多年，形塑成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

但我們相信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泉源，如何以民族文化營造出兩岸

和諧共處的空間，中山思想正是最佳的指引方針。 

    因此，本館特赴雲南

與雲南大學，共同舉辦這

場以「孫中山與民族文化」

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期

望藉由民族文化、歷史文

化、文化哲學、民族傳播

等領域，進行學術探討，

凝聚共識，落實兩岸共同

弘揚中山學說之學術交流

目標。 

   

貳、活動過程 

  本次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文化交流參訪二部份進行，學術研討會在雲南大學

科學館 15會議室舉行，會後並與雲南民族博物館、雲南民族村、大理白族自治

州博物館、納西古樂會、源生民族樂坊、西南聯大舊址等地進行文化交流參訪。 

 

一、「孫中山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一）研討內容 

   研討會由雲大人文學院段炳昌院長與本館曾副館長共同主持，首先由副校長

武建國教授發表雲大校務發展現狀揭開研討會序幕，接著是林超民教授以及雙方

主辦單位敘說辦理研討會的緣起後，就進入論文的探討。本次研討在「孫中山與

民族文化」的主題下，分為「民族觀」、「文化觀」及「文化傳承與發展」三大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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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來討論，台灣學者提出 5篇、大陸學者 9篇，共有 14篇論文發表。茲將論文

要點披露於下，提供讀者參考。 

   在「孫中山與民族觀」方面，

共發表 5篇論文，台大邱榮舉所

長、邱啟瑗研究生的「論孫中山

與民族文化」是從民族文化與國

家發展之關係來解析孫中山的民

族文化論，並提出孫中山民族文

化論所建構的「中華民族」、「中

華文化」概念具有中國傳統與創

新特色，對國家發展及民族文化之振興與政治文化的提升深具價值。雲大中文系

董秀團教授對孫中山民族概念所提的五個重要因素，除血統屬體質上外，生活、

語言、宗教和風俗習慣都是文化的，是合乎文化人類學對民族分類的標準點，是

具有學術、現實社會及歷史等多重價值。但對孫中山未能將民族與種族區分，以

及忽略共同心理和民族意識，難免在民族定義上有些不足之指摘。馬玉華教授說

明了孫中山民族主義的發展

是經歷了排滿的漢族主義、五

族共和到中華民族（國族）之

過程。潘先林教授更進一步指

出孫中山到了晚年，雖接受了

蘇俄以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為

中心的民族主義意識，但仍堅

持自己的國族主義主張。雲大

羅群教授認為中國的農民不僅是一群最容易受壓迫與剝削的族群，更是影響中國

政局穩定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族群，因此，孫中山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過程

中，十分關注農民問題，他強調要讓農民政治覺醒，必要舉國家之力，運用政治

的力量，保障農民根本利益，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力，如此才能確實提高農民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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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活水平。 

    在「孫中山與文化觀」議題上，共有 4篇論文提出。台灣政治大學李酉潭

教授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文化的培養」論文中，指出台灣經歷 1996 年總

統直選後，已開始步入民主鞏固階段。李教授從孫中山所提的「建國三程序」開

始探討，接著與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發展與民主鞏固等概念相互參照，

進而觀察台灣民主化進程。然而台灣要從民主鞏固邁向民主深化，勢必要在民主

的品質上有所提升，若以台灣文化多元包容性、重視新移民和新住民人權以及注

重公民社會建構之教育來培養民主文化，進而形塑成有別於傳統中國文化的新台

灣文化，如此不僅可帶領華人文化邁向全球化，並可提供給其他華人社會做為發

展之參考。雲大歷史系的沙文濤歸納「孫中山的文化取向」，其主張是以時代需

要為出發點，以兼容並蓄為基本立場，並隨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調整文化策略，對

當前中國的文化建設，具有借鑑意義。李兵教授、羅昆教授所提的「孫中山認識

和解決時代主題的思想途徑」一文中，認為在孫中山的思想當中，傳統與現代不

是從時間和空間概念上來理解，而是要從發展模式來理解。中國落後於世界歷史

發展趨勢是文化發展的模式，不是傳統民族文化根本的落後，所以要在傳統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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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基礎上（如民族主義、民本思想及傳統的倫理道德、知行關係），吸取世界

優秀文化，不能從歐美的現代思潮來轉變中國文化發展模式，也不能固守傳統，

要走符合世界歷史發展趨勢的現代化道路，這種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是孫中山認

識和解決時代主題的思想途徑，其最終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民主

革命道路。雲大洪曉麗教授從「中庸」哲學的視域來討論孫中山思想的基礎，論

文從「民權、民生」的人性論基礎，從「民主、自由」的中庸政治，從「三達達」

基礎上的「博愛、互助」，從「天下大同」的「至誠」之基來探討，這種問題的

解決，不論是方法論或內涵性的，最需要中庸哲學所詮釋的中和、平實之道，而

孫中山提出的思想正可以說是符合這樣的中和、平實之道。 

    在「文化傳承與發展」議

題上，共有 5篇論文提出。台

灣歷經解嚴以來，在政治、經

濟及社會都要求改革開放，台

灣元智大學洪泉湖教授認為

解嚴後的台灣，在文化上也要

求脫離政治的牢籠，邁向自由

的天空，其以「南庄文化產業」

作為探討對象，從南庄地區有著客家文化與原住民文化的人文資源，經歷「社區

總體營造」和「產業文化化」後，已豐富了南庄文化產業的內涵，並帶動觀光產

業發展，為讓南庄產業有永續發展仍要在產業規模、交通動線、文化內涵等方面

進一步充實改善。文化要有傳承才能發展，因此從先人智慧中找尋答案也是尋求

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對有志於學習古代重要經典「易經」者而言，台北教育大

學孫劍秋教授提出在於明源流體系、立紮實根基、尋明師指引、勤蒐集考訂、重

體驗實踐等五項步驟，依此方法循序漸進、按部就班學習，如此才能建立基礎的

知識，並朝向研究方向去實踐。台北教育大學的羅育敏等教師提出建構課程與教

學輔導網絡的「國民教育社群網」，是讓教師在編纂製作教材資源時，有具體方

向可參考。雲大謝蔚教授的「辛亥前孫中山司法改革思想初探」一文中，認為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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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有過海內外親身經歷和對歐美法治文明研究之歷練，讓他在辛亥革命前所提

的「五權憲法」、「司法獨立」的司法理論以及廢除刑訊、建立陪審和律師制度、

確立正當程序等司法改革措施之主張，影響著各省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府之法

治，以及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制度改革，對中國近代司法體系的轉型有著促動之

作用。雲大的楊星星教授在「孫中山的媒體功能觀及其意義」一文中，提出了孫

中山在革命與傳播之實踐中，形成了革命工具論、民主手段論和社會整合論等媒

體三大認識，此三者雖然在新聞思想中沒有明確體現一個清晰演進的結構系統，

但對於深化媒介化社會語境中媒體功能認識，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借鑑意義。 

 

（二）研討心得 

    雲南雖位於中國西南邊

陲，但在孫中山先生的國民

革命史上仍佔有一席重要地

位。早在 1908 年 4月 29 日

至5月26日革命黨人黃明堂

奉命發動的第八次革命起

義，爆發點就是在雲南的河

口，此役雖有三百餘人參與

革命，最後因軍械及糧餉缺乏而告失敗，但革命軍屢仆屢起，終於帶來 1911 年

武昌起義的成功，締造亞洲第一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建立。民國成立後，袁

世凱稱帝竊國，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唐繼堯、蔡鍔等人則在雲南昆明

號召全國護國軍宣佈雲南獨立，起兵討袁，終使袁憲帝制落幕。因此，選在雲南

舉辦孫中山相關學術研討會格具歷史意義。 

    兩岸學者共同探討孫學議題已非首次，但論起孫中山「民族主義」問題時，

因詮釋的不同，總會引發意識型態之爭。然而，在本次所提的 14篇文章中，若

論起孫中山的民族文化時，兩岸學者對孫中山不迷信現代歐美思潮，主張在傳統

民族文化上吸取世界優秀文化，使之成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化發展模式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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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獲得一致的肯定。另一方面，在探討「孫中山與民族文化」議題時，也會針對

現行政治發展提出建言：如在民主化過程中，不忘民主文化的培養，使民主品質

有所提升；如運用國家權力，保障農民根本利益與生活水準；如透過傳統與現代

的結合，以解決時代的主題等，這種持平的見解，可說是本次學術研討會的一大

特色。另外，雲南奇特的地理

環境與蘊藏豐富的物產資

源，故能培育出高達二十餘族

的少數民族，這些族群所形成

的民族習俗和文化特色，是如

何的傳承與和諧發展，值得我

們再進一步來探討與研究。 

 

二、文化交流參訪 

（一）博物館 

1、雲南民族博物館 

    雲南民族博物館是一座中國規模最大

的民族類博物館，興建於 1995 年 11 月，占

地面積約 13萬平方米，呈庭院回廊式風格

建築。館內珍藏具有一定歷史、科學、藝術

價值的民族文物高達 12萬件之多，其中又

以民族服飾之文物收藏最為齊全，堪稱中國

第一；館內主要分成「民族服飾與製作工

藝」、「民族文字古籍」、「民族服飾藝術」、「民

間美術」、「民族樂器」、「傳統生產生活技

術」、「民族民間面具」、「民族民間瓦當」及「奇石珍寶」等項目陳列。 

    在我們參觀展示品中，最能引起注意的是「東巴象形文字」，這是有 23萬人

口的納西先民在一千多年前，觀察天地、日月、山川鳥獸等物象，配以組合、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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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聲和轉換等方式所創造出來的原始文字。據東巴文化研究所李靜生先生考

證，認為「從文字發展歷史的角度看，東巴象形文只是處在甲骨文的前期階段，

即古文字的第二階段──圖畫文字階段。」但東巴祭司認為這種文字是東巴教始

祖東巴什羅於西元七世紀創造的，這些象形文字曾為納西族群創造出輝煌的東巴

文化。由於東巴文化是一種獨特而豐富的民族文化，一個世紀以來， 先後有十

多個國家的學者，前來收集、調查、研究。其中以日本的美術指導，同時也是文

字藝術家淺葉克己，所設計的 1362 字的東巴文電腦書體，最能引爆熱潮。 

    目前，存世的兩萬餘冊東巴古籍中，有一半在中國以外的國家收藏。東巴古

籍因為難於釋讀而一直被視之為「天書」。這種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資產，隨著時

光的運轉而不斷的流失，據統計，目前精通東巴文字的也不超過十人。為避免被

主流文化所掩沒，1981 年中國社科院雲南分院在麗江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

東巴文化研究室(現東巴文化研究所)，經多年努力，研究人員共整理翻譯彙編成

「四對照」（原文、記音、對譯、意譯）的百卷《納西東巴古籍譯注全集》。2003

年續編撰出版《納西族與東巴文化》等７ 本書，同年 8月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列入世界記憶遺產。 

    館內不論是雲南少數民族的服飾圖樣，或是納西族用來進行交流與溝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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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巴象形文字」，或是神職人員用來從事宗教活動的「東巴經書」等，以及各

族群刻木結繩原始記事等等，不僅拓展了我們一行人的視野，也讓我們瞭解館方

珍藏這些鎮館之寶所用的心思。 

 

2、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 

    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位

於大理市下關洱河南路 8號，始

建於 1986 年，是雲南省第一家

建成的州立博物館。這裡在唐宋

時期曾先後建立過南詔和大理

國兩代地方王朝，此處又是漢唐

以來南方絲綢之路的樞紐地

帶，在中原先進文化的哺育下白

族早就在此創建了自己的文明史。 

博物館的建築材料和裝飾手法基本上是按白族民間傳統工藝建設而成，充滿

濃郁的地方民族風格。展示以南詔大理國時期的歷史文物為重點，是大理白族自

治州從事文物調查、發掘、徵集、收藏、展示、研究的中心機構。館內不少獨具

的稀世珍品，如戰國時期的大理銅鼓、編鐘、鑄石范、馬紋圖案銅斧，西漢至晉

代的水田模型、陶屋、陶人、陶馬以及各種銘器，南詔大理國時期阿嵯耶觀音、

彌勒、天王力士等不同質地的佛教造像以及金剛降魔杵、塔模、大理國寫本經卷

等等。觀賞館內文物後，讓我們一行人對大理國的歷史發展有更清晰的了解。 

     

（二）雲南民族村 

雲南民族村是一處雲南對外展示少數民族文化風情的窗口，也是見證文化行

銷、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好去處。是由傣、白、彝、佤、藏、苗、基諾、拉祜、

納西、布朗、哈尼、德昂、景頗、瞪僳、獨龍等 25個少數民族的歷史文化、民

俗風情、建築藝術、音樂歌舞、宗教信仰等一體建設而成。每個民族各建一個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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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村落式的民族民居建築為主，並配以民族廣場、民族歌舞演出廳、民族博

物館、民族臘像館等設施，作為演出觀賞。 

一行人在村寨內遊覽，不僅可瞭解雲南各少數民族的建築風格、民族服飾及

婚嫁與生活習俗等，諸如白族民居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布局，通過

石柱日影來觀測時辰的太陽曆廣場，以及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潑水節」、

彝族的「火把節」等獨具民族特色的節日活動等，同時也讓我們參與了他們歡樂

的舞蹈。 

 

（三）納西古樂會 

     雲南的特殊地理環境，醞釀出許多習俗不同的少數民族，尤以麗江納西族

的「 納西古樂會」與「東巴圖畫文字」最引起我們一行人的興趣，因此欣賞納

西人的古樂也是此行的重點。「納西古樂會」是一種雅集型人文社團，由 30多位

老中青組成的音樂團體，以古樂器彈奏納西民間歌舞樂，以及唐宋以來的辭曲音

樂為主。納西古樂本為納西人自古以來在民間所流行的一種歌舞樂，至 80年代

後經宣科先生與老藝人的努力，將其組織成一種音樂社團，並將此古樂推廣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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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本地以外的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台灣等地，其後更進一步弘揚到英、美、

法、德、義、瑞士等十餘國訪問演出。 

    納西古樂

會之所以受到

重視，乃此音樂

是人口不到 20

餘萬納西族人

的傳統音樂，並

吸收十四世紀

明朝大量移民

所帶進中原的

漢文化，納西族人將其傳承、發展與保存，逐漸成為納西民族的文化，也就是納

西古樂的基本定位。若從音樂分類學的角度，納西族的音樂可分為民間歌舞器樂

音樂、歌舞樂大成的大型套曲及從中原傳入麗江的唐宋詞曲音樂三種。而其之所

以能夠保存和發展成無形文化遺產，乃因它封閉的地域和喜文嗜樂的民族性使

然。因此，我們一行人不僅可從古樂殿堂上欣賞到納西古樂，還可在麗江各大公

園內看到一、二個納西古樂團體的練唱情景。雖然這些音樂我們不太熟悉，但他

們所彈奏的樂器、以及

演奏出唐宋時期的流

行樂曲，真是大開我們

一行人的眼界。 

 

（四）源生民族樂坊 

   「源生民族樂坊」

是一群來自雲南偏遠

山區，由彝族、哈尼

族、納西族、藏族、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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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等 25個少數民族約 30餘位山寨村民所組成。他們雖腳踏泥土，手握鋤頭，卻

天生能歌善舞，在中國作曲家田豐率

領下，帶著傳統原生態唱腔和舞步，

從大山深處走出與世人見面。為了欣

賞這些民間藝人的表演，我們特地來

到「源生民族樂坊」，除欣賞六、七位

民間藝人傳統的民歌與民族樂器演奏

外，最重要的是讓我們暸解到「源生

民族樂坊」是如何被組織而成。 

    據「源生坊藝術團」負責人劉曉津女士所言，雲南是一處民間音樂非常豐富

的地區，但隨著現代流行文化的入侵及老一輩藝人相繼的去世，為保存這些有特

色的民間藝術，以中央樂團作曲家田豐為首的一群熱愛民間藝術的有心人士，

1993 年成立了「雲南少數民族文化傳習館」，他們前往山區，尋訪民間藝人和有

歌舞天分的孩子，集中在此進行文化傳習，並帶領他們前往中國各地，甚至登上

世界舞台，傳遞雲南特有的鄉土民族

藝術。除此之外，傳習館也為山區的

這些民族歌舞錄影錄音拍紀錄片，並

邀請作曲家整理這些民間歌舞曲

目，原汁原味的將民族文化的保存留

下珍貴的紀錄資料。雖然「傳習館」

為雲南保存不少民族文化資產，但在

2001 年作曲家田豐病逝後，他所倡導

的傳習館模式，經濟拮倨因素，終告

結束解散。 

    一群不願失去舞台的民間藝

人，找上了曾在傳習館工作、雲南資

深記錄片導演劉曉津女士，就在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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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等人的奔波帶動下，2004 年由 30 多位原「傳習館」師生為主要成員的「源生

民族樂坊」於是成立。由於「樂坊」的成員都是來自雲南邊遠山區，平時他們在

各自的鄉間勞作，演出時就聚在一起練習表演。也由於是出身山區的農民藝術

家，他們有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希望藉由他們的努力而把自己的文化傳承下來。 

    我們一大早從大理趕回昆明，來到「源生民族樂坊」參觀及觀賞七、八位民

間藝人的演

出，當然為

我們演出的

藝人也有幾

位是坐了

三、四個鐘

頭的車子來

此為我們演

出，雖然他

們演出的民

族曲目我們不太熟悉，但從他們演出的神情，以及為民族文化保留與傳承的執

著，讓我們感動不已。此行雖是我們最後的一個文化交流站，但也是我們見證了

雲南人如何傳承「民族文化」的最重要一站。 

 

（五）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舊址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位於雲南師範大學校園內，抗戰期間，為讓北京大學、清

華大學及南開大學等校的師生能繼續研究，乃將這些大學的設備及師生遷至此

地。自 1938 年 5月 4

日開始上課，至 1946

年 5月 4日，北大、清

華、南開三校復員北

返，西南聯大在雲南整



 19

整 8年，獨留師範學院於此建校，並更名為雲南師範大學。 

    由於西南聯大舊址並非規劃拜會的重點，因時間有限，我們進入校園內，對

西南聯大生活紀念碑石雕群、木造教室及週遭烈士墓園等瀏覽一番後，遇到該校

一位研究西南聯大歷史的研究生，雙方進行意見交換後，乃返回雲南大學，束裝

準備返台。 

 

參、心得 

    本次來到雲南舉辦學術研討會，除有學術論文發表外，並對各地關注「民族

文化」問題，進行實地參訪體驗。由於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段炳昌院長及秦副院長

所率領的人文學院的師生們，為我們先做好協調與聯繫，讓我們一行人順利圓滿

的達成任務，為表達我們的謝意，本館曾副館長贈送一面「民族文化」感謝牌作

為謝禮，同時也贈送本館出版的館刊及孫學研究作為學術交流。綜觀此次學術研

討與文化交流參訪過程中，提出幾項感想，敘述如下： 

 

一、重視文化的傳承與保存 

    雲南位於中國邊陲，但少數

民族的人口卻佔有雲南總人口

的 1\3，境內有傣、白、彝、佤、

藏、苗、壯、回、基諾、蒙古、

阿昌、拉祜、納西、布朗、哈尼、

德昂、景頗、瞪僳、獨龍等族群，

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由

於族群為高山峻嶺阻隔，其所形

成的習俗與風土，自然構成豐富多樣的民族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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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的民情風俗為高山阻隔，代代相傳所形成的奇風異俗，已構成雲南少數

民族特有的景緻。但隨著老一代的相繼去世，以及社會變遷、全球經濟一體化所

帶來的危機，讓傳統文化有不斷流失甚至消失之虞。為了使口傳身授的民間傳統

藝術傳承下去，一群有使命感的有識之士如宣科、田豐、劉曉津等人齊心呼籲，

進而組織如「納西古樂會」、「雲南少數民族文化傳習館」、「源生民族樂坊」等社

團，不僅將重點放在傳統

歌舞及民間藝人的找尋，

更著重傳統藝術文化記錄

保存，同時透過各種演出

等活動，展開鄉村民族歌

舞的傳承與擴張，目的就

是要將民間傳統藝術的根

留下來。這種不隨波逐

流，關注本身原生優美的

傳統藝術之精神，是值得

我們敬仰與學習。 

 

二、積極推動多元文化創意產業 

    雲南地區雖不是孫中山研究的重鎮，卻是一處讓人體會到「民族文化」對國

家發展有所影響的重要場所。我們此行則以弘揚中山思想，推動民族文化交流為

目的，除藉論文探討交換孫學研究觀點，蒐集孫中山先生相關資料外，就是學習

各民族博物館陳列的特色與重點。各館為了不斷革新突迫，無不以豐富的館藏，

現代化之設備，活化展示品，來吸引人們參觀學習。 

    此行也是一趟傳統文化探訪之旅，我們透過博物館的展示，以及各族群以自

然村落式的民族民居，將其歷史文化、民俗風情、建築藝術、音樂歌舞、宗教信

仰等一體呈現。這種為保留少數族群文化縮影的民族村，不僅是行銷文化產業的

一項策略，也給予傳統文化得以活潑、多元發展的一個空間，同時讓我們體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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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傳統文化的重要性。 

 

肆、建議 

一、弘揚中山思想、強化兩岸學術交流 

    雲南以「民族

文化」的保持與傳

承為施政重點，因

位處中國邊境，當

年孫中山所領導的

河口起義、蔡鄂所

組織的護國軍起兵

護法，乃至二次世

界大戰期間，「滇緬

公路」以及「騰衝」所擔負對日抗戰的大任，雲南地區總是扮演著重要角色。以

舉辦學術研討與交流座談，弘揚中山思想，是本館執掌的重要一環，中山先生為

使中國成為一個民主共和國，他一生奔走革命，獲得各地革命志士的響應與協

助，從海外至中國各鄉鎮，均留有不少足跡。這些革命舞台，不僅建構世界各國

與中國友誼的橋樑，也是溝通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橋樑，坐落在雲南邊境的河口，

以及學術研究機構如雲南大學、孫中山研究會等，就成為促進海峽兩岸交流互信

的最好橋樑。 

近十年來，本館舉辦諸多研討會，出版過不少孫學研究之相關論文集，也到

中國大陸各地，與各大學或學術機構進行學術研討及文化交流。但中國幅員遼

闊，尤其是位處邊境之地，仍有不少與孫中山有關的紀念館或歷史遺蹟，值得我

們前往聯繫拜會。踏尋孫中山先生的歷史行跡，持續與大陸各重點大學或孫中山

學術機構合作，舉辦學術研討或文化交流，無疑是弘揚中山思想，促進兩岸和諧

發展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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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絡民族文化產業的重要 

在地球村與多元競爭的社會裡，調整營運策略，活絡文化產業，已是各國推

動國家競爭力的重要指標。因此，各地的博物館無不以傳統獨特的文化作為行銷

對象，以其獨具的民族特色，來滿足大眾的多重選擇。 

不論展品的策畫或是文化的行銷，除要配合本土人文景觀，活用旅遊資源

外，也要將歷史文化當成產業來生產推動。在運作上，將內容取向轉為觀眾取向

來運作，透過生動活潑的影像，取代冗長的文字敘述，更要用「以客為尊」理念

來服務參訪者。運用創意與流行，開發觀光紀念產品，用促銷產品來推動歷史文

化理念，更成為時代之所需。 

此次來到雲南，沿途所見以民族風格呈現的房舍，讓我們耳目一新；各地村

民穿著自己的民族服飾，讓我們充滿好奇；民間藝人所組成的團隊為自己文化的

存續而努力的精神，備令我們感動。總之，雲南各地重視民族文化傳承的作法，

是我們此行交流參訪的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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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件 

一、兩岸「孫中山與民族文化」學術研討會 

（一）研討主題：孫中山與民族文化 

（二）研討時間：2009 年 12 月 11 日 

（三）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 

（四）研討地點：雲南大學科學館 15會議室 

（五）文化交流參訪：雲南民族博物館、雲南民族村、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館、 

                    納西古樂會、源生民族樂坊、西南聯大舊址 

（六）論文目錄 

 

發表人 論文題目 

潘先林 從「五族共和」到「國族主義」：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 

洪泉湖 南庄文化產業發展與觀光 

馬玉華 孫中山的民族觀及其意義 

李酉潭 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民主文化的培養 

羅  群 孫中山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思想探析 

楊星星 孫中山媒體功能觀及其意義 

羅  昆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孫中山認識和解決時代主題的思想路徑 

孫劍秋 易經的研究方法 

洪曉麗 從「中庸」的哲學視域論孫中山思想的基礎 

沙文濤 孫中山的文化取向 

謝  蔚 辛亥前孫中山司法改革司想探析 

羅育敏 「國民教育社群網」國語文領域教材資源探究 

董秀團 簡論孫中山對「民族」概念的界定 

邱榮舉 

邱啟瑗 
論孫中山與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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