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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於孫中山研究涉及多面向的議題，包括：歷史的角度，那是近代中國走向

共和的轉捩點。社會的角度，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是傳統中國走出舊社會迎向現

代化的開始。文化的角度，孫中山行誼及學說思想有傳承自中華文化；有採擷西方

社會科學的菁華，也有獨具的創建。現實的角度，孫中山思想在兩岸近百年來的實

踐，是全球華人共同敬仰的焦點。值此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由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主辦，上海中山學社、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合作承辦的“辛亥革

命與上海”國際研討會，於 8 月 26 日在上海開幕。邀請本館曾館長及林主任出席。

本館為加強與海內外學術團體擴大交流，並對上海地區相關中山紀念館進行實地參

訪，考察文物收藏陳列，教育推廣等實務，特應邀出席。 

    本次研討會網羅來自大陸地區、美國、日本、香港、台灣學者，發表論文 60

篇，內容重點聚焦於辛亥革命與上海的關係及孫中山思想對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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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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與上海辛亥革命與上海辛亥革命與上海辛亥革命與上海」」」」國際國際國際國際學術研學術研學術研學術研討會討會討會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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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承辦機關：上海中山學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孫中山

故居紀念館 

出國人員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曾坤地 

國立國父紀念館文教組主任 林國章   

出國地區：上海市 

參訪機關：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孫中山故居文物館、上海宋慶齡故居 

       

出國類別：其他活動 

出國期間：2011 年 8 月 25 日-28 日 

報告日期：2011 年 10 月 26 日 

報告書頁數：14 頁 

內容摘要： 

 

    有感於孫中山研究涉及多面向的議題，包括：歷史的角度，那是近代中國走向

共和的轉捩點。社會的角度，辛亥革命、民國肇建，是傳統中國走出舊社會迎向現

代化的開始。文化的角度，孫中山行誼及學說思想有傳承自中華文化；有採擷西方

社會科學的菁華，也有獨具的創建。現實的角度，孫中山思想在兩岸近百年來的實

踐，是全球華人共同敬仰的焦點。值此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之際，由中國人民政治協

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主辦，上海中山學社、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合作承辦的“辛亥革

命與上海”國際研討會，於 8 月 26 日在上海開幕。邀請本館曾館長及林主任出席。

本館為加強與海內外學術團體擴大交流，並對上海地區相關中山紀念館進行實地參

訪，考察文物收藏陳列，教育推廣等實務，特應邀出席。 

    本次研討會網羅來自大陸地區、美國、日本、香港、台灣學者，發表論文 60

篇，內容重點聚焦於辛亥革命與上海的關係及孫中山思想對社會變遷與國家發展的

影響。 

 

聯絡人：林國章   電話：02-2758-8008 分機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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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的實施 

一、計畫緣起 

孫中山在上海有許多重要的活動事蹟，例如：1885 年：19 歲，第一次從檀香山經日

本到上海，進行參觀考察。1894 年：與陸皓東赴上海，結識宋耀如，訪名人鄭觀應，

修飾「上李鴻章書」。1895、1900、1905~1907、1910 年：多次赴上海奔波號召革命。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從外國返抵上海，再赴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1918~1919

年：在上海著述《孫文學說》、《實業計畫》[即「建國方略」之第二部「物質建設」]。

1918~1924 年：與宋慶齡所住之香山路上海寓所，成為現今「上海中山故居」。在這

裡會見國外友人，召開會議，著手國民黨改組。1924 年：孫中山應邀北上共商國事，

在上海舉行記者會，發表和平統一專論。 

     

    辛亥革命開啟了民國建肇一百週年，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海市委員會主辦，上海中山學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

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合作承辦的“辛亥革命與上海”國際研討

會，於 8 月 26 日在上海開幕。邀請本館曾館長及林主任出席。本館為加強與海內外

學術團體擴大交流，並對上海地區相關中山紀念館進行實地參訪，考察文物收藏陳

列，教育推廣等實務，特應邀出席。 

 

二、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研討主題：孫中山與上海 

（二）研討時間：2010 年 8 月 26 日-28 日 

（三）主辦單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海市委員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上

海市委員會 

      承辦單位：上海中山學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館、上海市歷史學會、上海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 

（四）研討會地點：上海衡山賓館 

（五）文化參訪地點：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孫中山故居文物館、上海宋慶

齡故居 

 

 



 5 

貳、活動過程 

一、學術研討會 

（一）研討會開幕（主持人：董波教授） 

1.主持人致開幕詞（略） 

2.民革上海市主委致詞（略） 

3.宣讀賀詞及貴賓致詞（略） 

（二）大會報告（沈祖煒教授主持） 

1.姜義華教授、邵宗海教授、大裏浩秋教授、熊月之教授（略） 

2.本館曾坤地館長致詞 

 

    各位貴賓、學界先進，大家好！很榮幸受邀參與這次「辛亥革命與上海」國際學術研

討盛會，首先謹代表國父紀念館，向主辦單位上海中山學社表示達誠摯的謝意。感謝所有

工作同仁細心籌備，盛情接待。我也要向出席這次盛會的在坐各位學界先進，表示由衷的

敬意。承蒙大家提供大作，共襄盛舉，為研討會做出最大的貢獻。 

孫中山先生自 1894 年籌組興中會，到 1911 年武昌起義，激起全面性的回響，而後民

國肇建，開啟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的國家。今年適逢辛亥革命屆滿一百週年，緬懷先烈，

展望民族文化傳承，海峽兩岸甚至美、日、星加坡等國，陸續籌辦許多有關孫中山與國民

革命的慶祝活動。在這辛亥革命 100 週年之際，各地展開中山學術文化交流活動，透過學

術研討，匯集各方見解，更加密切合作。 

上海位處在長江三角洲東端出口，具有廣大腹地，是歷史悠久、享譽國際的大城市。

自 1843 年開埠以來，隨著外籍人士的進入、租界地的擴張，以及近代化工業的興起，早已

成為人口密集，資源豐富，最具創造活力，是國際間知名的工商業大都會。回顧歷史，20

世紀之初，上海的國際化網絡，是孫中山與國際友人結識合作的舞台；上海文明開發的特

殊環境，同時也提供孫中山闢劃國家發展架構，撰寫《民權初步》、《孫文學說》、《實業計

畫》等重要論著的泉源。現在的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宋慶齡故居紀念館、中山學社及

相關大學研究機構，更是上海弘揚中山思想的重要據點。 

我們都知道，中山思想體系深具開放性、包容性、前瞻性與靈活性。一個多世紀以來，

孫中山先生的魅力歷久不衰，無人能比。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在一個世紀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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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會東西方學術體系，規劃了一系列的政治發展與建設藍圖。1949 年因國共分裂的特殊環

境，國民政府在臺灣依據孫中山三民主義的理想，邁向社會多元、經濟自由與民主鞏固的

轉變過程。同樣的孫中山思想在中國大陸也備受各界尊崇，視他為「革命」的先行者。改

革開放、生產致富、建構和諧社會，基本上也都是孫中山思想的體現。今年以「辛亥革命」

為名，大陸各地舉辦一系列的紀念活動。檢視辛亥革命的歷史過程，我們認為革命只是一

個手段，目的乃在建設，促進國家與社會的轉型發展。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我們相信，孫學的研究宗旨，是民族的共同歷史記憶。也是結合

現代化、國際化趨勢，傳承中華文化，匯聚全球華人的共同交集。在研討會即將展開之際，

祝願全體與會嘉賓、學者，萬事如意，大會圓滿成功。也深切的期待大家有機會多多到訪

台灣，對國父紀念館惠睗支持與指導。 

再次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僅向與會的各位嘉賓，以及所有參加研討會的學者們，致

上我最誠摯的敬意與謝意，謝謝。 

 

（三）研討內容 

大會報告論文 

姜義華 孫中山政治革命方略與大一統國家體系再造 

邵宗海 孫中山民生主義與中國大陸現代化 

林家有 辛亥革命與百年中國的社會變遷 

熊月之 華盛頓形象的中國解讀及其對辛亥革命的影響 

大會交流論文 

翁嘉禧、林吉琳 孫中山的開放國際觀及其遠見：FDI 效果在上海之驗證 

淩渝郎、韋玉華 中山辛亥革命的思想與當代思潮 

朱言明 孫中山先生改變歷史的作為：係客觀環境使然？亦主觀意志致

之？ 

張元隆 辛亥前後“三民”報與近代國家觀念的傳播 

陳昌福 鐵肩擔共和  實踐見真意：辛亥革命後期的陳炯明 

黎淑慧 孫文與辛亥革命 

楊勇剛 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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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俊美 略論辛亥革命時期上海的獨特地位 

丁鳳麟 辛亥革命中的上海報業 

馮紹霆 辛亥革命時期的李平書 

馬銘德 以英國為首的列強與上海辛亥革命 

廖大偉 歸國與開局：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前後心路行跡釋意 

吳憶蘭 辛亥革命前後國文教科書之探討：以上海商務印書館《共和國

教科書新國文》初小用為例 

方平 地方自治與清末知識界的民族國家想像 

李玉貞 孫中山和列寧筆下的“數十上海” 

饒懷民、黃俊軍 湘籍辛亥志士與上海 

徐小潔 孫中山的日本友人：高野太吉醫生 

胡國樞 冰清玉潔  正大光明：孫中山事先並不知道暗殺陶成章的陰謀 

沈渭濱 辛亥革命與晚清社會 

小組交流論文 

馬開年 辛亥革命前後的黃炎培 

戴鞍鋼 辛亥革命前後上海城鄉經濟變遷 

俞慰剛 戴季陶在上海 

張芳 軍事政治學視野下的輿論與革命：以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報業

為主要考察對象 

庄安正 1911 年歲末：上海與南通的南北互動 

易正義 清末上海出版之革命期刊與辛亥革命 

李麗 從竹枝詞看光復前後的上海社會 

郭緒印 辛亥革命中上海立憲派的轉變和對革命的貢獻 

湯仁澤 論辛亥革命前後上海紳商郁懷智的辦學善舉 

傅德華、于翠艷 《民立報》有關陳其美報導述評 

胡寶芳 辛亥革命期間朱少屏活動論述 

武上真理子 孫中山“東方大港”計畫的歷史地位 

鄒曉昇 “開國第一銀行”：辛亥革命時期的上海中華銀行述略 

蘇智良、江文君 上海：一座城市的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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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泉、仇忻磊 辛亥革命時期上海的議員選舉研究 

王琪森 1911~1912：上海辛亥革命的敘事與研究 

易惠莉 辛亥前五年各省官紳在上海之社交網絡及其特點：圍繞鄧孝胥

的活動的考察 

鄭梓 重新審視：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臨終遺願－以 1924 於日本神戶

演講“大亞洲主義”為中心的解析 

李國林 試論孫中山的社會福利思想 

張劍 國家建設與孫中山讓位 

殷嘯虎 孫中山民主憲政思想探析 

鐘祥財 孫中山經濟思想的價值層面 

堯金仁 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及其啟示 

朱玖琳 論孫中山對近代國民素質的認識和改造 

黃明同 中國社會轉型的坎：淺論辛亥革命對中國社會轉型的急速推進 

庄淑紅 也談孫中山辛亥革命與香港之關係 

華強 章太炎消弭黨建思想與辛亥革命 

李洪珍 革命與民主的尷尬：辛亥革命時期製造工人同盟會的成立 

梁耀強、錢建榮 孫中山與廖仲愷共論民生主義：以工業近代化做論述 

邵雍 辛亥革命前的上海禁煙鬥爭 

姚昆田 南社與辛亥革命 

張景岳 辛亥革命對上海民營經濟的推動作用 

章義和 辛壬之際的交通銀行 

王敏 新式傳媒應對無方與清朝的覆滅 

劉明香 嫁娶之間：辛亥革命與女性婚姻自主 

張姚俊、邢建榕 外國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與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

局檔案選譯》評述 

張華騰 武昌起義後清廷組編新軍三軍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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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一）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位於繁華的淮海路以南，思南路東側的香山路上，佔地

面積二千多平方米，內有孫中山故居和「孫中山文物館」。 

孫中山故居是一幢歐洲鄉村式小洋房，由當時旅居加拿大的華僑集資贈與孫中

山，1918 年 6 月孫中山和夫人宋慶齡入住於此，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繼續在此居

住到 1937 年。 

故居樓下是客廳和餐廳，樓上是書房、臥室和小客廳。現故居的陳設多為原物

原件，並根據宋慶齡生前的回憶，按二、三十年代的原樣佈置。 

孫中山故居是孫中山的重要紀念地，1961 年 3 月 4 日被國務院列為首批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上海孫中山故居文物館 

    「孫中山文物館」於 2006 年 11 月 12 日正式開館，現已與孫中山故居一起成為

上海重要的歷史文化景點。「文物館」由一幢歐式洋房改建而成，共有三層，其中第

三層是臨時展覽，展出文物、手跡、資料三百餘件，大部分是第一次公開展出，展

現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族振興所做出的偉大功績。此外「文物館」還輔以電子仿真

書、原聲重現、孫中山《實業計劃》規劃圖電子沙盤、館藏文物三維電腦仿真、查

詢系統等多媒體現代化手法，展示孫中山的革命歷程。 

 

（三）上海宋慶齡故居 

    宋慶齡故居是宋慶齡一生中居住時間最長的地方，從 1949 年春遷居於此，直到

1981 年去世。宋慶齡喜歡這裡，把它稱作“我可愛的家”，這裡也成為她進行各項

活動的重要場所。 

    故居內保存著大量孫中山、宋慶齡的文稿、信函、照片、生活用品等珍貴文物，

不僅見證了她們為國為民的行誼事蹟，也記錄著宋慶齡女士個人生活的細節。故居

主樓陳設依然保持原樣，流連其間，彷彿仍能感受到她的音容笑貌和不朽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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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心得 

一、以往由於兩岸的不同時空環境，對孫中山的事蹟及思想曾有不一樣的歷史評價。

但近年來隨著兩岸學者日益頻繁的交流與溝通，切磋與瞭解，兩岸之間諸多學術性

及現實面的差異見解逐漸釐清。從這次研討會與會學者發表的論文及與談意見，一

致認為孫中山思想作為海峽兩岸人民共同分享的文化遺產，其先驅性的視野與擘畫

規模，至今仍深具啟發意義。 

 

二、透過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召開與參與，本館藉此與來自美國、日本、香港、大陸

各地學者展開交流聯繫，獲得海內外學者一致肯定，大家共同表示，有必要持續深

化孫中山學術研究，以孫學為基礎，建構兩岸和平發展的坦途。本館並徵得上海中

山學社、廣州孫中山基金會等學術社團意向，達成今後多方面合作舉辦學術活動之

共識。 

 

三、實地參訪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上海孫中山故居文物館及上海宋慶齡故居，

從文物蒐集，展場規劃，展件佈置，古蹟文物保存，人員接待服務等方面，吸收友

館作法。發現上海孫中山居文物館，透過查訪徵集民間散佚之民國史料文物，收集

成為典藏及展示的重要物件，並以結合數位化設施，靈活呈現文物檔案的現代性方

貌，值得參考借鏡。 

 

肆、建議 

一、在舉辦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方面，事前規劃涉及研討主題的擬訂，國際學界專

家邀稿，議程安排，場地佈置，資料彙編，人員接待等諸多事務。近年來大陸方面

舉辦研討會，動輒上百人應邀發表專論，會務安排採綜合多種機構共同合作之方式

進行，無論在資源應用與人力服務各方面發揮良好效果，值得我方參考。建議今後

辦理孫學研討會宜結合大學校院及民間學術社團，共同舉辦。 

 

二、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孫中山故居文物館、宋慶齡故居在文物徵集及展示方

面，呈現豐富與多元方貌，並以愛國教育基地作為強化民族精神傳遞的重要據點。

建議參考此類作法，適度寬列預算並擴充教育設施，以發揮中山思想在台灣的教育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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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會議議程 

8 月 26 日（星期五） 

1.學術委員會會議  08:30-09:00      三樓牡丹廳 

2.開幕式          09:00-09:45      三樓百花廳 

    主持人：董波 

    議  程：1、開幕詞 

            2、民革上海市主委講話 

            3、市政協代表講話 

            4、宣讀厲無畏先生賀詞 

3.與會者合影    09:45-10:00        四樓衡山廳 

茶  歇        10:00-10:15        三樓百花廳門口 

4.大會報告      10:15-11:50        三樓百花廳 

主持人：沈祖煒（每位報告 20 分鐘） 

報告人：姜義華、曾坤地、邵宗海、大裏浩秋、熊月之 

5.自助午餐      11:50-13:00        一樓自助餐廳 

6.大會交流（1） 13:30-15:15        三樓百花廳 

    主 持 人：項斯文（每位交流 8 分鐘 點評 5 分鐘 互動 5 分鐘） 

    交 流 人：黃明同  淩渝郎  朱言明  點評人：郭世佑 

    交 流 人：張元隆  陳昌福          點評人：蘇智良 

茶    歇：    15:15-15:30        三樓百花廳門口 

7.大會交流（2） 15:30-17:00        三樓百花廳 

主 持 人：劉金馳（每位交流 8 分鐘 點評 5 分鐘 互動 5 分鐘） 

    交 流 人：黎淑慧  楊勇剛  謝俊美  點評人：鐘祥財 

    交 流 人：丁鳳麟  馮紹霆          點評人：易惠莉 

8.歡迎晚宴      18:00-20:00        四樓衡山廳 

 

8 月 27 日（星期六） 

1.分組交流      08:30-10:15        （每位交流 5 分鐘） 

召 集 人：謝俊美  張華騰        第一小組：四樓泰山廳 

召 集 人：丁鳳麟  黎淑慧        第二小組：四樓衡山廳 

    茶    歇：    10:15-10:30        四樓衡山廳門口 

2.分組交流      10:30-11:50 （每位交流 5 分鐘） 

召 集 人：謝俊美  張華騰          第一小組：四樓泰山廳 

召 集 人：丁鳳麟  黎淑慧          第二小組：四樓衡山廳 

3.自助午餐      12:00-13:00        一樓自助餐廳 

4.參    觀      13:30-18:00（境外、外地學者） 孫故居 中國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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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晚    餐      17:45-19:45 

8 月 28 日（星期日） 

1.大會交流（3） 08:30-10:15        四樓衡山廳 

    主 持 人：殷嘯虎（每位交流 8 分鐘 點評 5 分鐘 互動 5 分鐘） 

    交 流 人：馬銘德  廖大偉          點評人：李玉貞 

    交 流 人：吳憶蘭  方  平          點評人：邵宗海 

    茶    歇：    10:15-10:30        四樓衡山廳門口 

2.大會交流（4） 10:30-11:50        四樓衡山廳 

    主 持 人：廖大偉（每位交流 8 分鐘 點評 5 分鐘 互動 5 分鐘） 

    交 流 人：李玉貞  郭世佑          點評人：章義和 

    交 流 人：黃俊軍  徐小潔          點評人：邵  雍 

3.自助午餐      12:00-13:00        一樓自助餐廳 

4.大會交流（5） 13:30-14:30        四樓衡山廳 

主 持 人：熊月之（每位交流 8 分鐘 點評 5 分鐘 互動 5 分鐘） 

交 流 人：武上真理子  胡國樞  沈渭濱  點評人：郭緒印 

    茶    歇：    14:30-14:45        四樓衡山廳門口 

5.閉 幕 式      15:00-16:45        四樓衡山廳 

（1）大會感言 

主 持 人：鮑敏中（每位發言 10 分鐘） 

   發 言 人：韋玉華  鄭  梓  陳  絳 

（2）分組交流情況介紹（每位元交流 10 分鐘） 

（3）大會綜述    戴鞍鋼 

（4）領導講話     

（5）閉 幕 詞     

6.歡送晚餐      18:00-19:45        三樓百花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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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照片 

 

（曾館長於開幕大會報告致詞） 

 

 

（學術研討會會場一景） 

 

 

（參訪上海孫中山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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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海孫中山故居文物館主管合影） 

 

 
（參訪上海宋慶齡故居） 

 

 

（參觀文物館導覽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