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國立國父紀念館出國報告 
        （類別：5其他） 
 
 

 

 

 

 

 

 

「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服務機關：國立國父紀念館 

   姓名職稱：館長        鄭乃文 

                        文教組主任  梁竹生   

             助理研究員  劉碧蓉 

    

                   出國期間：2010 年 6 月 28 日（一）－7 月 4 日（日） 

報告日期：2010 年 9 月 18 日 

派赴地區：中國湖北武漢 

 

 

 



 1

出 國 報 告 名 稱 ：「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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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乃文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梁竹生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教組組主任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出 國 類 別 ： 其 他  

出 國 期 間 ： 20１ 0 年 6 月 ２ 8 日 （ 一 ） — 7 月 4 日 （ 日 ）  

出 國 地 區 ： 中 國 湖 北 武 漢  

報 告 日 期 ： 20 1 0 年 9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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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摘 要 ：  

為探究中山思想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本館繼 2004 年 10 月與湖北大學、湖

北省社會科學院合辦「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後，再次與武漢理工大學、

湖北社科院合作舉辦「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本次主要環繞在孫中

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和歷史議題等方面來探討。依據

刊載在《論文集》中的文章，台灣學者發表 6 篇、大陸學者 19 篇，共有 25 篇文章

提出探討。 

  透過兩岸學者所關切的主題，在內容上，議題多元鮮明，有時代感。雙方經過

切磋探討，有關中國人前途的關懷、民生問題對兩岸中國人的啟示、老人認同在學

術或社會價值等議題的浮現；在方法上，不僅呈現跨學科及科技整合，且有破除門

戶之見的成果。這些成果，對兩岸和諧發展，有實質的意義。因此，與會學者期望

明年的使命是兩岸合作推出一系列孫中山相關主題來研究，應是作為紀念中華民國

建國百週年的最好賀禮。 

  會後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進行中山先生在湖北相關紀念館如辛亥革命武昌起

義紀念館、中山艦博物館，以及湖北省歷史文化園區如荊州博物館、武當山道教文

化、古隆中三國文化等地考察，並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學者，

進行學術交流拜會活動。 
 
關鍵詞：孫中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武漢、武昌起義、建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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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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 

報告名稱：「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計劃主辦機關：國立國父紀念館 
出國人員    ：館   長  鄭乃文   

文教組主任 梁竹生   
助理研究員  劉碧蓉   

出國地區：中國湖北武漢 
參訪機關：武昌辛亥革命博物館、中山艦博物館、荊州博物館、古隆中三國文化 
聯絡人：劉碧蓉   電話：02-2758-8008 分機 526 
 
出國類別：其他活動 
出國期間：2010 年 6 月２8 日-7 月 4 日 
報告日期：2010 年 9 月 18 日 
報告書頁數： 
 
內容摘要： 

為探究中山思想對海峽兩岸關係的影響，本館繼 2004 年 10 月與湖北大學、湖

北省社會科學院合辦「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後，再次與武漢理工大學、

湖北社科院合作舉辦「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本次主要環繞在孫中

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和歷史議題等方面來探討。依據

刊載在《論文集》中的文章，台灣學者發表 6 篇、大陸學者 19 篇，共有 25 篇文章

提出探討。 

  透過兩岸學者所關切的主題，在內容上，議題多元鮮明，有時代感。雙方經過

切磋探討，有關中國人前途的關懷、民生問題對兩岸中國人的啟示、老人認同在學

術或社會價值等議題的浮現；在方法上，不僅呈現跨學科及科技整合，且有破除門

戶之見的成果。這些成果，對兩岸和諧發展，有實質的意義。因此，與會學者期望

明年的使命是兩岸合作推出一系列孫中山相關主題來研究，應是作為紀念中華民國

建國百週年的最好賀禮。 

  會後在主辦單位的安排下，進行中山先生在湖北相關紀念館如辛亥革命武昌起

義紀念館、中山艦博物館，以及湖北省歷史文化園區如荊州博物館、武當山道教文

化、古隆中三國文化等地考察，並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學者，

進行學術交流拜會活動。 

 

關鍵詞：孫中山、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武漢、武昌起義、建國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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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目的 

一、計畫緣起 

孫中山先生是海內外華人所敬仰的近代偉人，他的功勳不僅在於他結束了中國

君主帝制，開啟了近代中國民主共和的歷史新局，更重要的是在他的 《孫文學說》、

《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實業計畫》及《三民主義》著作中，所建構的國家發

展策略，對現今兩岸的社會文化發展與建設，有很大的啟示作用。 

     值此中華民國建國百週年前夕，為探究中山思想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發展有何影

響，本館乃結合武漢理工大學、湖北省社會科學院等學術單位，在湖北武漢理工大

學圖書館會議廳共同舉辦「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擬藉由兩岸學術

研討，以及學者成果的分享、資訊的交流，將問題釐清，共識凝聚，進而落實兩岸

共同弘揚中山學說之學術交流目標。 

  

  二、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時間：2010 年６月 28 日（一）至 7 月 4 日（日） 

（二）研討時間：2010 年 6 月 30 日（三） 

（三）研討地點：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 

 

貳、活動過程 

  本次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文化參訪二部份進行。學術研討會主要在武漢理工大

學舉行，會後在主辦單位武漢理工大學的安排下，進行中山先生在湖北相關紀念館

如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中山艦博物館，以及湖北省歷史文化園區如荊州博物

館、武當山道教文化、古隆中的三國文化等地考察，同時還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

華中師範大學等高校進行學術交流拜會活動。 

 

一、學術研討會 

（一）開幕 

    雲集五十餘位湖北武漢、台灣兩地的大學院校學者專家所舉辦的「孫中山研究

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於 6 月 30 日在武漢理工大學圖書館召開。由武漢理工大

學文法學院魏紀林院長主持，首先由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省荊楚文化研究會會長武

清漢、本館館長鄭乃文及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等人致詞，接著是武漢理

工大學曾春年副校長致詞歡迎台灣學者來武漢理工大學參加研討會，最後再由本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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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武漢理工大學互贈感謝牌，然後全體出席的學者嘉賓們合影，留下寶貴的歷史鏡

頭後，正式進入議題探討。 

 

 （二）研討內容 

    本次研討會是本館繼 2004 年 10 月與湖北大學、湖北省社科院合辦「孫中山與

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後，再次與湖北省的高校合作的學術會議。研討會分為上、

下午四場次，主要環繞在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之理論與實踐和

歷史議題等四大方面來探討。依據刊載在《論文集》中的文章，台灣學者發表 6 篇、

大陸學者 19 篇，共有 25 篇文章提出探討。 

 

1、民族主義之理論與實踐 

    有關孫中山民族主義之理論與實踐論文共有 6 篇，在兩岸關係的議題有台灣大

學學者吳秀玲提出的「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事件－從歷史和孫學的視角評析」、

本館林國章的「認同因素與兩岸關係的歷史考察」，以及大陸中南財經政法大研究生

周瑾的「繼往開來、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新時期中共黨代會報告對台政策的

演變及啟示」等 3 篇論文。文章談論到兩岸關係如何的發展：吳秀玲從近代兩岸談

判的關鍵事件中來分析，林國章則從民族意識中的政治認同探討，兩人的研究都認

為兩岸最大的爭議點在於國家主權的歸屬問題。至於兩岸的發展如何走向，周瑾從

2007 年中共四次黨代會報告中，提出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涉台政策的最高

指導，但台灣學者認為唯有在有共同歷史記憶的華人文化圈下，遵循孫中山主張的

族群調和、主權在民、民生均富、博愛行仁之精神，以及近代台灣民主經驗所標榜

的公民社會，方能為兩岸創造出雙贏的願景。 

    中山思想的實踐上，在 20 世紀初武人政治突出的時代裡，華中師大謝從高提出

孫中山為社會改造著想，對於「軍人形象」強調用主義來改造軍隊，以嚴明的軍隊

來塑造軍人群體社會形象。武漢理工大郭國祥及研究生劉貝提出「因襲‧規撫‧創

獲－孫中山的文化創新之路」文章，認為孫中山的因襲‧規撫‧創獲的文化創新思

想，對建構近代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有著重要啟示作用。同是武漢理工大的段銳則比

較「孫中山與熊希齡」的教育思想，指出兩人在教育救國、重視公平教育、師範教

育、女子教育及實業教育上有共同的理念，但不論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教育思想或

是熊希齡改革與人道主義教育思想，都對近代中國的教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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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權主義之理論與實踐 

    討論「民權主義之理論與實踐」文章，共有 6 篇論文發表，主要集中在政黨、

法治的實踐上。孫中山提出的「公僕」與「法治」思想，對於近代中國能否走上民

主共和有很大的啟示，中南財經政法大趙炎才的「民初孫中山公僕思想及其實踐」

論文，指出專制與民主的區分，在於政府是否有「公僕」想法，民初孫中山以「正

本清源」、「提升國民」、「強化政黨建設」及「制定法律法規」等基本途徑，作為「公

僕」完善之訴求。中共汕頭市委黨校劉正祥提出的「略論孫中山的法治思想」，認為

孫中山的「主權在民」、「保障人權」及「依法治國」之法治思想，對中國法治思想

史上有著里程碑的地位。 

    孫中山如何推進政黨的發展，湖北社科院徐希凱、張博鋒及何強撰寫的「孫中

山與中國近代政黨政治」，文中指出孫中山執著民主政治理念，一生的活動都與創建

政黨的思想有關，但缺乏推動的決心、民眾的支持力以及封建專制把持政權，因而

侷限了民初政黨的發展。雖是如此，但他為政黨所作的努力，仍被後人視為寶貴的

財富。武漢理工大楊明佳以「孫中山有關中國政黨制度的構想」為例，提出「制度

移植的可能性與陷阱」，文中指出孫中山移植外來的政黨政治，其仿效的對象從民初

的英美到國民革命時期轉為蘇俄，此改變雖然在國家建立的過程中發揮作用，但軍

政合一的全能主義政治結構，雖有政治優勢，但也潛隱著政治風險。因而體認到，

對於未來統一後的中國，必須通過穩定制度的安排，以此解決彼此建設性的共存問

題，如此方能完成孫中山未竟的自由民主、統一繁榮的中國大業。 

    至於實踐孫中山直接民權思想，到底有何困境？武漢理工大劉貝以孫中山在

1921 年廣東護法政府所實施的直接民權為例，指出因民智未開、交通和通信工具落

後以及權能分治未能發揮，導致直接民權實施的失敗。然而孫中山執著於間接民權

之外，複行直接民權之理念，始終沒有改變。他堅持國民在政權上，不但有選舉權，

還要有創制、複決和罷免官吏之權。除此之外，尚有台灣嘉義大學吳昆財以「孫中

山與張君勱」兩人憲政理念，提出「亞洲式的民主」，給予當代兩岸中國人一個憲政

省思與參酌的典範。 

 

3、民生主義之理論與實踐 

    本次研討會探討最多的是有關民生議題，共有 8 篇論文提出。台北科技大學的

周家華利用文獻分析法，從「孫中山思想論述」中，爬梳較少為人關注的「老人議

題」，用來建立老人研究的基本資料庫，並以此作為傳統與現代的聯繫，達成「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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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終、老有所養」的大同世界理想。華中師大羅福惠重讀「孫中山民生主義講演」

有感，深切體會到為解決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失衡與貧富不均的問題，提出『民生』

所弘揚的核心價值，與社會生活之間的創制和措施，才是建構一種理想和諧社會的

根本所在。 

    在民生主義的實踐上，以探討孫中山實業計畫的論文有 4 篇之多，徐方平提出

《實業計畫》未能實踐的原因，在於孫中山缺乏強而有力的政權保障，缺乏有關方

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對國際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和對國內投資環境的樂

觀估量，導致計畫無法付諸實踐。但《實業計畫》作為中國早期經濟現代化的發展

藍圖，以及現今國家開發之建設，仍具有借鑑之意義。同樣的許曉斌也讚許孫中山

《實業計畫》的前瞻性，該計畫對「中國現代化建設」，如交通建設、整治長江流域、

實現工業化手段以及在經濟現代化原則的映襯，實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王國英、梅

運彬也認同《實業計畫》對當代的價值，他發表了「孫中山鐵路思想的當代價值－

以中西部開發為研究視角」一文中，對於《實業計畫》中涉及中國鐵路規劃，對今

日中國鐵路交通發展，促進中西部經濟的聯繫與發展，實具有強烈的時代價值。台 

灣政治大學吳德美以「台商大陸投資為例」，說明中國的開放與台商對大陸投資，是

孫中山民生主義主張利用外資外才原則之實踐，是創造出兩岸雙贏的最好實證。 

    在 2 篇涉及土地改革的文章中，文紅玉的「孫中山的土地思想與南京國民政府

的土地改革」文章，認為孫中山逝世後，南京國民政府始終標榜以孫中山的三民主

義為其施政宗旨，在土地改革上也以孫中山的土地思想為核心。可惜的是國民政府

的階級基礎多為地主，與農民間產生根本的矛盾，大大扭取了孫中山的民生思想，

終使其土地制度歸於失敗。在芮鵬所提的「平均地權與兩岸的土改」論文中，認為

孫中山提出「平均地權」，是希望社會能達「文明之福祉」，能讓國民平等享用之。

但兩岸的領導人在「平均地權」的旗幟下，對於土改的實踐卻大相徑庭，中國出現

「土地分配的絕對平均」，台灣出現「忽視底層民眾公平分配」之訴求，兩岸均出現

土地投機嚴重，房價高居不下之困境。為解決目前兩岸面臨相似的土地問題，確實

實施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或可成為兩岸關係的鈕帶。 

 

4、歷史議題  

國民革命香火在台灣，是孫中山研究的另一項重要課題，中南財經法治大袁詠

紅根據日本檔案，發表了「孫中山旅台及其對日本的態度」，文中以孫中山 1900 年、

1913 年旅台策畫革命，因日本政府及臺灣當局嚴密監視他的行動，以致革命無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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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作用。日本或殖民政府雖協助孫中山來台革命，但孫中山對日本帝國的譴責以及

對台灣關懷之心是始終不變的。本館劉碧蓉提出的「日治時期的兩岸關係：以孫中

山來台為中心探討」，從吳文秀為首的茶商著手，佐以當時的報紙、史料，來探究台

灣同胞是如何參予國民革命的戰火。 

    華中師大的李良明提出「辛亥革命百年紀念」之看法，他提出兩岸學者本著孫

中山務實的精神，立足現實，結合兩岸實際情況，以《國父〈總理〉遺囑》作為研

討主題，兩岸關係定能達到預期的效果。華中師大何卓恩提出「從《原鄉精神》看

馬英九的三民主義精神情結及台灣歷史觀」，《原鄉精神》一文雖是馬英久表達政治

理念的文章，此作法卻是在國家尚未統一前，兩個地區行政上互補隸屬之發展方向。

此外，尚有由盧勇所提的「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稽勳留學生」，孫中山注重留學教育，

為照顧革命有功人員子弟，以「酬勳」名義，讓他們享受財政部全額撥款留學，確

實為國家造就一批高素質、高學歷的專門人才，對中國現代化的推進起了作用。 

 

（三）結語 

    任何一場研討會的結束，總是意味著另一項使命的開端，憶起本館每年前往大

陸與對岸的學術機構合作召開研討會，至少有十次之多，每次總有不同的使命，今

年也不例外。本次以兩岸學者所關切的「兩岸關係」為探討主題，在內容上，議題

多元鮮明，有時代感。雙方經過切磋研究，有關中國人前途的關懷、民生問題對兩

岸中國人的啟示、老人認同在學術或社會價值等議題的浮現；在方法上，不僅呈現

跨學科及科技整合，且有破除門戶之見的成果。這些成果，對兩岸和諧發展，有實

質的意義。因此，與會學者期望明年的使命是兩岸合作推出一系列的孫中山相關主

題來研究，應是作為紀念中華民國建國百週年的最好賀禮。 

 

二、文化交流參訪 

    湖北省是一處人文薈萃之地，自古為荊楚文化的發源地，也是三國時期，吳蜀

必爭之所，到了清末，更有大量的洋務企業在此興建。甲午戰敗後，湖北省最早派

遣學生留學日本，以及最早仿效日本學制，實施近代教育體制的重要省份。武昌首義

槍響，終將封建專制推翻，開起迎接民主共和之大門。因此，座落在湖北各地的歷史文

化史跡，如孫中山文化圈區、三國文化園區、武當道教文化園區等，是本次前往拜

訪的重要據點。 

 



 9

（一）孫中山文化園區 

1、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 

 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是當年湖北省鄂軍都督府之所在地，也是清末湖北諮

議局的舊址，因主體建築為紅色樓房，亦稱為「紅樓」。館內展示的就以「辛亥武昌

起義」為主軸，從一塊「大法國租界」，說明湖北如何遭受列強的欺壓，以及清朝封

建體制的不合時宜；展示文物還有留學生革命刊物《湖北學生界》的陳列，以及當

時使用的武器展示等，期能透過展示的文物資料，瞭解辛亥革命起義的基本史實。

這些文物，再再顯示先烈們為革命所做的英勇奉獻，文物中還有以五色旗或十八星

旗為裝飾的盤子、茶杯等展品，卻沒有「青天白日旗」，讓人感覺以「青天白日滿地

紅」為中華民國國旗，實在來得不易。 

 此次除了在武漢理工大召開研討會外，從台灣帶來的《孫中山與台灣》的圖片

展覽活動，也在此地舉行。我們的期望是藉著學術的研討以及圖片的展示，作為兩

岸交流的平台，共同實踐孫中山畢生主張的理想大業。 

 

2、中山艦博物館 

中山艦原名「永豐艦」，1910 年購自日本三菱造船廠，其間經歷北洋政府海軍

第一艦隊、護國運動、護法運動，1922 年 6 月陳炯明在廣州發生叛亂，史稱「廣州

蒙難」，孫中山就在此軍艦上指揮作戰長達 50 餘天。1938 年中山艦不幸於武漢保衛

戰時，遭遇日機襲擊沉沒，直至 1997 年 1 月才被打撈出水，在武昌南岸金口江水域

浮出水面。其後，為讓世人見證「中山艦」與中國近現代史和國民革命史之關連，

1999 年開始進行艦體修復保護工程，使其恢復當年船艦的歷史原貌，因而成立「中

山艦博物館」。館內展示著中山艦艦體及部分出水文物，用此說明中山艦為國民革命

所做的貢獻。 

    參觀「中山艦博物館」，與會學者一行繞著船艦觀賞，一睹當年官兵如何為中華

民國付出貢獻。雖然「中山艦博物館」的核心景區，包括中山艦博物館、抗日陣亡

將士紀念碑等周邊景區等，但目前周邊的環境設施尚未整頓完工，一行人只好等待

下次造訪時，再來仔細一探究竟。 

 

（二）武當道教文化園區 

    武當山風景區位於湖北省西北部,是一座道教名山,又是武當派拳術發源地。相

傳為道教玄武大帝(北方神)修仙得道升天之地, 宋元以來開始在此開拓建祠，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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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用力最深。目前中國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 36處道教宮觀古建築

群，就是在明代興建而成。除了這些古建築群外，宮觀內保存的各類神像、法器、

經籍等都有較高的文物和藝術價值，1994 年 12 月，已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加

以保護。 

    一行人一步一腳印，鼓起勇氣拾級而上，最後來到最高的金頂。這是武當山的

最高點，眼前所見群山環抱、各道宮矗立於峰巒間，隨著山巒綿亙起伏，宛如人間

仙境。一行人來到紫霄殿的廣場，看到很多外國人士在此摩拳擦掌，學習武當派拳

術，隨著師傅比畫拳法，柔剛並進的養生秘功，為中華傳統文化贏得寶貴財富。 

 

（三）古隆中三國文化園區 

    三國時期的古隆中位於湖北省襄樊市，此為諸葛亮在 17 至 27 歲躬耕苦讀隱居

之地，歷史上著名的劉備三顧茅廬的史事和興漢藍圖的《隆中對》，就是發生在這裡。

進入松柏參天的園區，繞過諸葛草廬、武侯祠、古柏亭、抱膝亭、躬耕田、小虹古

橋、六角井、觀星臺等景區，昔日小說《三國演義》，所勾畫智多星諸葛亮（181-234）

用兵如神一幕幕的形象，立即浮現在眼前。 

 

（四）楚漢文化園區 

    荊州古城及荊州博物館也是此行參訪的重點，荊州博物館其展廳主要分為陳列

樓和珍品館兩大部分，在此先後舉辦過《江漢平原楚漢文化展》、《荊州出土簡牘文

字展》、《鳳凰山 168 號漢墓展》、《楚漢織繡品展》等具有荊州特色的專題展覽，其

中漢古墓及古文化遺址、楚漢織繡品是我們此行參觀的重點。 

    參觀過這些古墓葬、古文化遺址及出土的織繡品、漆木器及秦漢簡牘文字後，

不禁讓人感嘆先人智慧的神奇，在二千多年前已有如此高超的技術。而博物館研究

人員的用心，不僅為國家搶救了大量人類文化遺產，也為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提供

了難得的研究資料。 

 

肆、心得 

一、擺脫意識形態，營造和諧雙贏環境 

    兩岸分治多年，總在主權歸屬、民族情感等認知上有很大的差異。早期兩岸學

者對「中山思想」的探討，因台海糾葛的政治發展，造成闡述「三民主義」時，總

會出現不同的詮釋，因而引發意識型態之爭。但自兩岸打開交流互訪的大門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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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中山思想」成為探索「兩岸關係」的熱門話題，更重要的是議題的論述，已

深入到中山思想的實踐層次面上。 

    本次研討學者極為關心的議題，不再集中於民族情感的認同上，反而在民主法

治的落實，以及民生問題之解決等實踐面上多所論述。在民權主義上，兩岸學者均

肯定孫中山的法治觀念以及政黨思想，對於中國在「主權在民」、「自由民主」之推

展上，有著啟迪作用。對於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失衡以及貧富不均的問題上，紛紛

從孫中山的《實業計劃》及「平均地權」上尋求解決策略。孫中山所追求的「民主」、

「法治」、「平等」、「富強」之理念，無疑的，藉由兩岸學者的切磋研究而播散，兩

岸學者所營造的雙贏和諧的情境，已為兩岸和平理性發展指出一條平坦大道。 

 

二、弘揚辛亥革命精神、積極佈署辛亥百年慶 

    眾所皆知，明年 2011 年是辛亥革命百週年，為迎接這即將到來的百年慶，大陸

各地諸多學者提議讓海峽兩岸共同來紀念這個偉大的百週年大典。從北京到廣東等

相關的孫中山紀念館或學術團體，開始展開籌備工作。據傳武漢市已投資超過 200

億元，用於加強辛亥革命文物的開發利用，打造辛亥革命百年標誌紀念景區，建設

相關城市基礎設施，籌備紀念辛亥革命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製作出版相關紀念品

等等，積極佈署迎接辛亥百年慶。 

    我們所參觀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中山艦博物館園區等館所積極從歷史

文物、園區整頓來籌備。除此之外，還有廣州的「中山論壇」、上海的「宋慶齡及其

時代」、武漢及北京政協的「孫中山精神論壇研討會」等會議召開，全體動員來推動

的作法，值得在臺的我們學習與警惕。 

 

伍、建議 

一、積極發掘歷史文物、弘揚本土精神 

    近年來大陸地區投入大量的經費與人力，積極發掘歷史文物，依照歷史情結，

布置一個符合當年的情境，好讓民眾從參觀體驗中，瞭解先民為這塊土地奮鬥的一

切。我們從參訪考察中，深深的發覺在古蹟及歷史文化景區的重建，與學術出版的

用心，大陸地區出現了驚人的成果。從這次參訪了孫中山有關的文化園區、古隆中

的三國文化園區等，就可以得到證明。雖然在登往武當山的階梯上，不時出現痰吐

後的痕跡，但他們努力企圖透過歷史文物來弘揚本土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多年來體會到交流往來是拓展視野最好的學習，因此，為充實本館學術研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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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實有必要鼓勵本館同仁多與他們交流接觸，其中包括期刊、書籍、人員以及文

物之交流。 

 

二、發揮和衷共濟精神，迎接中華民國建國百年大慶 

    辛亥革命對中國而言，它的重要性在於中國積弱已久的封建專制體制被推翻

了，一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家－中華民國誕生了。因此，明年該迎接的是中華民國

「建國百週年」，而無是「辛亥百週年」大典，而討論的議題是中華民國是否實踐了

以孫中山所懷抱的「自由民主」、「公平正義」的國家建設大業。 

    但這次前往武漢參加研討時，大陸學者所關心的全是「辛亥革命」百週年各項

籌備，或許是意識形態作祟，並沒有學者以「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為談論議題。在

歡渡這個偉大的建國百週年的時刻裡，身為中華民國一份子的我們，除了緬懷先人

為這個嶄新的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所做的犧牲奉獻外，該深切檢討的是我們是否

有遵循中山先生建國大綱第一條所言，實踐「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

設中華民國」之精神，來迎接中華民國建國百週年慶。 

 

陸、附錄 

 

一、與會台灣學者代表團 

編號  職稱 

1 鄭乃文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2 周家華 台北科技大學教授、醒吾技術學院前校長 

3 吳德美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4 吳昆財 嘉義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副教授 

5 吳秀玲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6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展覽組主任 

7 梁竹生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教組主任 

8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9 黃靜梅 國立國父紀念館展覽組組員 

 

二、「孫中山研究與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論文 

 學者 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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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吳秀玲 影響兩岸關係發展的關鍵事件－從歷史和孫學的視角評析 

2 林國章 認同因素與兩岸關係的歷史探索 

3 謝從高 20 世紀 20 年代軍人形象與孫中山的思考 

4 郭國祥 

劉  貝 

因襲‧規撫‧創獲－孫中山的文化創新之路 

5 周瑾 繼往開來、開創兩岸和平發展新局面－新時期中共黨代會報告對台

政策的演變及啟示 

6 段銳 孫中山與熊希齡教育思想之比較 

7 吳昆財 孫中山與張君勱憲政理念之分析 

8 徐希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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