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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館以弘揚中山思想與學說為宗旨，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孫中山的研究已

成為兩岸溝通的最好平台。有鑑於此，本館認為孫中山基金會（廣州）、中山學

社（上海），皆以紀念孫中山命名，且致力推動孫中山研究和學術文化交流活動，

於是提出籌畫每年召開三地聯合舉辦會議之構想。 

2012 年 9 月 20 日-23 日由孫中山基金會首次承辦，活動主要以學術研討為

主，地點選在陳白沙的故鄉－江門舉行。來自臺灣、廣州及上海約六十餘位學者，

齊聚在江門的金凱悅酒店，針對「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的主

題，發表近 38 篇論文。雖然兩岸分立多年，形塑今日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但

我們相信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泉源。本次文章多以「文化」作

為探討重點，雖無爭鋒相對的話題，但對於多年來兩岸學者致力於中華文化與中

山思想之研究與弘揚，讓「中華文化」、「中山思想」成為兩岸溝通的橋樑，給予

一致肯定。會中還期許兩岸能共同維護有著中華文化精神的中山思想，讓中華文

化的內涵更加豐富多元。 

會後主辦單位還特地為我們安排梁啟超故居、陳白沙故居、翠亨孫中山故居

等文化參訪。 

 

 

關鍵詞：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中山思想、中華文化、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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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及目的及目的及目的及目的    

    本館以弘揚中山思想與學說為宗旨，自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孫中山的研究已

成為兩岸溝通的最好平台。有鑑於此，本館認為孫中山基金會（廣州）、中山學

社（上海），皆以紀念孫中山命名，且致力於推動孫中山研究和學術文化交流活

動。為讓兩岸學術有進一步擴展，2011 年 8 月經商議，提出籌畫每年召開三地

聯合舉辦會議之構想。12 月這一動議規劃了會議的基本模式，並決定 2012 年 9

月在廣州首次召開學術討論會，2013 年接續由臺北國父紀念館舉行，2014 年再

轉給上海中山學社辦理，期望藉由三地聯合舉辦的討論會，可作為促進兩岸孫中

山研究交流之平台。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僅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原動力，更是兩

岸中華兒女割不斷的紐帶。雖然兩岸分立多年，形塑今日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

但我們相信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泉源。因此，特以「從孔子到

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為主題，期望兩岸學者針對孫中山與中華文化的

關係，進行研究與交流探討，進而挖掘傳統文化對當今社會的現實價值及其影響。 

 

貳貳貳貳、、、、行程安排與研討會行程安排與研討會行程安排與研討會行程安排與研討會    

一一一一、、、、辦理時間與地點辦理時間與地點辦理時間與地點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研討主題：「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時間：2012 年 9 月 20 日（星期四）-23 日（星期日） 

（三）主辦單位：孫中山基金會（廣州） 

                國立國父紀念館（臺北） 

                上海中山學社（上海） 

（四）承辦單位：孫中山基金會（廣州） 

（五）研討會地點：廣東江門金凱悅酒店（江門北新區發展大道 188 號） 

（六）學術文化交流參訪：梁啟超故居、陳白沙故居、翠亨孫中山故居 

    

二二二二、、、、活動過程活動過程活動過程活動過程    

（（（（一一一一））））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    

  1  1  1  1、、、、會議之舉辦會議之舉辦會議之舉辦會議之舉辦                    

    兩岸三地共同輪流舉辦的孫中山學術研討會，今年由廣州的孫中山基金會首

次承辦，本次活動主要以學術研討為主，地點選在嶺南儒學第一人陳白沙的故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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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舉行。9 月 20 日（四）兩岸三地的學

者，分別從上海、廣州、澳門等地齊聚在江門。

為讓學者們瞭解本次會議的宗旨、作法以及對

會議的期許展望，孫中山基金會特邀請這三地

的主要負責人，來個「會前會議」，以確定本

次會議之進行，以及今後辦理的規模、可能遭

遇的問題點等等。除此之外，會後主辦單位還

特地為我們安排當地的文化參訪。 

                                                                                                                                 

2222、、、、開幕開幕開幕開幕    

    9 月 21 日來自臺灣、廣州及上海約六

十餘位學者，齊聚在江門的金凱悅酒店，針

對「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

會」的主題，發表了近 38 篇論文。會議由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前院長張磊教授主持，孫

中山基金會石安海理事以主辦單位的身份

上台致詞，感謝與會學者的蒞臨，並述說會

議的緣起與目的，希望藉著中華文化的研究

與了解，溝通兩岸情誼。 

    接著是本館館長王福林先生的致辭，王館長認為孫中山以孔子仁政愛民代代

相傳的理想為己任，他的政治理念與國家規畫涵蓋民族、民權、民生三方面，他

的「博愛行仁」、「天下為公」、「世界大同」更是傳承儒家思想的精神遺產。如今

「孫中山」已是海峽兩岸共同的語言，期望藉著這次的學術研討，探討中山先生

的事蹟與思想，同時也是弘揚中華文化、傳承民族精神，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的

方法。接著是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鮑敏中先生的致辭，他說本次會議能順利的召

開，就是去年在上海舉辦「辛亥革命與上海」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由兩岸三地的

負責人所激盪出來的，鮑副社長更期望這三個機構，能肩負起這個使命，共同宏

揚中山思想。 

    最後由當地的主人，中共江門市市常委、宣傳部部長韓安貴先生致歡迎詞，

他以地主的身份，竭誠歡迎與會的貴賓到江門來開研討會，並希望兩岸三地的學

者能對儒學的故鄉－江門留下深厚的印象，隨後正式進入學術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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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研討會內容研討會內容研討會內容研討會內容    

    本次學術研討，是海峽兩岸為共同宏揚

中山思想，首度聯合舉辦的研討會，今年由

廣州孫中山基金會肩負起承辦業務，因此，

別具歷史意義。在「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

文化與當代社會」的主題下，本次論文主要

集中在「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中山思想

的理論與實踐」與「教育理念」三大議題來討論。海峽兩岸三地學者共提出 38

篇論文，台灣學者有 13 篇文章發表，茲將部份論文要點披露於下： 

    

（（（（1111））））傳統文化與當代社傳統文化與當代社傳統文化與當代社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會會會    

    本次探討的範圍可說是非常廣泛，從孔子到孫中山，一個是古代，一個是近

代的人物，兩人相隔有 2600 餘年之久，但他們可說是中華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因此，學者大多針對傳統的中華文化與當代社會的關連性來探討。山東社會科學

院的劉宗賢教授認為傳統文化是歷史的結晶，中國要發展現代化本不應排斥傳

統，要從社會轉型的需求，在實踐中重新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係著手。廣東社科

院的黃明同教授更指出「仁愛」是儒家與孫中山的思想核心，因為「愛」是人所

需要一種終極關懷，是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慰藉，也是存在社會群體的紐帶，故需

要將傳統文化中的「仁愛」，從理念層面走到實踐層面，才能建構現代和諧社會。 

臺灣前法務部長‧亞洲大學的講座教授施茂

林先生，在其論文中指出：一個國家要以法

為本；與法術結合，才能長治久安，韓非子

不愧是一位建構法家的完整體系者，他是法

家的尚法、任勢、用術三派之大集成第一

人；而近代的孫中山留學西方，其所持主

義，有因襲固有思想者，有規撫歐洲學說事

蹟者，是位科技整合融合貫通的大師。施教授認為要使法治更趨現代化與民主

化，宜參酌采擷韓非子與孫中山具備前瞻性之精髓，方可開創真正且徹底之民主

法治社會。 

    本場引起大家好奇的議題是孫中山與傳統文化及其看法，一般學者認為孫中



 4 

山雖學貫古今，融會東西，中國傳統思

想仍影響他很深遠。本次的諸多學者如

張磊教授的「孫文學說的文化取向」、

宋德華教授的「重新定位與漸次改

造——孫中山與傳統文化關係的再認

識」、張曉輝教授「孫中山對傳統政治

文化的批判與反思」等所提的論文，都

認為孫中山帶有明顯的「西化」傾向，

卻不是醉心於西方文化者，為了完成中國的民主革命，建設新的中華文化，對政

治文化的糟泊處仍進行批判。當然本地的五邑大學劉興邦教授，提出「白沙心學

與嶺南化儒學」論文，讓來自臺灣的學者們對明代道學家陳白沙的白沙心學如何

影響嶺南化儒學之思想體系，有進一步的認識。 

 

（（（（2222））））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中山思想的理論與實踐    

    本次論及孫中山思想之議題有「人權」、「憲政」、「地方自治」、「民主政治」

以及「經濟」、「助人」及「道統觀」等題目。廣州中山大學林家有教授在「論孫

中山的人權思想」一文中，指出孫中山是以《美國獨立宣言》、《法國人權宣言》

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作為人權思想的基礎，每個人都應享有生存、教育等

自然人權以及財產和人身安全等自由權利。他認為孫中山主張人權，但不主張人

治；孫中山要將民權與人權結合起來治理社會，如此才會產生和諧和穩定的社

會。電子科技大學的蔣先進教授提出孫中山的憲政思想是他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統

帥和核心。另外，輔仁大學的前校長

黎建球教授，提出孫中山的助人哲學

就是以人性論、知難行易說及服務論

建構而成的。廣州中山大學的李吉奎

教授認為中山先生不是傳道的經師或

純儒，言其繼承道統，似恐不足信，

他將儒家主張行王道反霸道思想，擴

大到當代國際政治生活，足可稱為現

代一種「道德觀」。 

    理念要付諸於實踐，方可知其意義的可貴，中山思想是如何的實踐，實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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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董事長謝孟雄教授以他父親謝

東閔生前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

時，所提的「小康社會」施政理念

為例，說明臺灣是如何依循孫文學

說與治國藍圖，建設臺灣成為三民

主義的模範省，而提出「從理論到

實踐－孫文學說的時代意義」之論

文。孫中山思想是否過時了呢？在

輔仁大學的克思明院長發表的「孫

中山思想的當代價值與現實啟示：21 世紀的“新三民主義”論述」中，答案是

否定的。因為兩岸雖分隔而治，但民族主義在大陸揚眉吐氣，民權主義在臺灣熠

熠生輝，民生主義在臺海兩岸都是重點中的重點，故應該說今日的兩岸都處處可

見孫中山思想的當代價值，並可作為現實的啟示作用。 

 

（（（（3333））））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教育理念    

    教育是立國之根本，也是開啟通往現代化道路之鑰匙，要讓國家可以建設發

展，必須要在教育上多多扎根。一般研究孫中山思想者以孫中山的政治、經濟之

主張為多，較少關注到他的教育理念。其實孫中山很注意教育，東吳大學的劉源

俊前校長在「從孫文的教育理念說現代教育要旨」一文中，明白指出孫中山的教

育要旨，是根據革命和建國的客觀需求，提出包括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這是

繼承傳統教育的精神，與中華文化的「致中」和「致和」理念一致，更符合現代

的德育、智育與群育之需要。臺灣科技大學

的周家華教授提出一篇，以研究教育問題、

提供訓育經驗、為社會培養優秀人才的「中

國訓育學會」為例，說明如何以發展教育振

興中華，提昇道德為民服務，威權管理民主

開放……等作法，為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教

育而努力。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吳秀玲教授提出「中山先生人才觀的當代價值與

現實啟示」論文，吳教授提出「人力資本形成」比「物質資本形成」對於經濟成

長更為重要為前題，他以中山先生的人才觀為出發點，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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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政經環境為政策背景所作的「人力資源管理」，來檢視中山思想的當代價值與

對今日中國的現實啟示。國父紀念館的研究員劉碧蓉提出「孫中山與日治時期臺

灣的知識份子」之論文，以日治時期接受

新式教育，具備現代知識的讀書人是如何

呼應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並期許殖民政

府響應此主張，來改善台灣人的獨立地

位。澳門教育學會的副會長劉羨冰稱許孔

子和孫中山皆是位成功的政治教育家，其

理論和實踐中，有許多中華文化的寶貝，

值得今日的我們來學習的。 

    綜觀此次的研討，文章多以「文化」作為議題探討重點，雖無爭鋒相對的話

題，但對於多年來兩岸學者致力於中華文化與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弘揚，讓「中華

文化」、「中山思想」成為兩岸溝通的橋樑，給予一致的肯定。會中還期許兩岸能

共同維護有著中華文化精神的中山思想，讓中華文化的內涵更加豐富多元。最後

與會學者在感謝孫中山基金會為此次籌備大會所做的貢獻與辛勞之感恩中，以互

贈禮物結束這場研討會。 

 

（（（（二二二二））））學術文化交流參訪學術文化交流參訪學術文化交流參訪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1111、、、、梁啟超故居梁啟超故居梁啟超故居梁啟超故居    

    梁啟超（1873-1929），廣東省新會

人，與孫中山同時代，且來自同一故鄉

廣東省。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啟蒙思想

家、政治活動家及教育家，同時也是一

代國學大師。梁啟超共有 9 個子女，一門三院士六專家，在文學、經濟、圖書館

學以及自然科學領域，各領風騷，尤其是建築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以及火

箭控制專家梁思禮，都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 

   「梁啟超故居」是一座古老的青磚黑瓦平房，目前已是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

護單位和廣東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故居內的「怡堂書室」，是梁啟超少年時期

教育啟蒙以及生活活動的空間，他曾在這裡度過少

年時光、結婚生子之歲月。在    梁啟超 110 歲誕

生的 1983 年時，曾在這裡召開一場規模盛大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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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其後「梁啟超故居」再經歷 1988 年、1993 年的撥款修葺，2000 年新會市政

府又在故居旁邊，修建一座兩層倣古的「梁啟超故居紀念館」，紀念館大院中央

豎起一座高 2.38 米的梁啟超銅像。館內的

展覽場寬敞明亮，陳列了梁啟超生平事跡、

著作書籍、手稿及書信等珍貴歷史資料。 

 

2222、、、、陳白陳白陳白陳白沙故居沙故居沙故居沙故居    

    對於參與學術研討會的臺灣學者而

言，陳白沙是何許人也，恐怕很多學者不太

清楚。明代大儒陳白沙（1428-1500）名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廣東江門五邑

之歷史先賢，也是廣東唯一入祀孔廟的大儒。他終結程朱理學一統天下，創江門

學派而成明代理學新派，將江門開創成為嶺南文化的重鎮。 

    陳白沙故居以明代建築白沙祠為中心，從大門進去經過一座陳白沙銅像，內

部第一進是懸掛著「先賢陳白沙先生祠」、「江門正派」匾額的大廳，第二進懸掛 

明代貞節牌坊的「貞節堂」，最後是陳白沙雕像的「崇正堂」等。東吳大學的劉

源俊前校長還在此揮毫，留下一幅墨寶與陳白沙故居締結交流之情誼。 

 

3333、、、、翠亨孫中山故居翠亨孫中山故居翠亨孫中山故居翠亨孫中山故居    

    本次研討會臺灣學者是由澳門進出江門，所以回程時，主辦單位特地為我們

安排到翠亨孫中山故居去拜會參訪。對研究孫中山的學者而言，翠亨村是大家必

要拜會的聖地，也是大部分學者都曾去過的地方。自 1990 年兩岸共同舉辦孫中

山學術研討會以來，已有數次國際性的孫中山討論會在此舉行，每次研討時，故

居總是為孫中山的言行扮演著應驗的角色。 

    此地在 1986 年被國務院列爲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其後經歷整頓開拓，目

前已是中國大陸中小學愛國主義教育及示

範基地。內部的中山故居、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聽太平天國反清故事的雕塑、孫中

山試驗炸藥處、瑞接長庚牌坊、翠亨民居

展示區、翠亨農業展示區等展區，更是中

國內地及海外參觀者必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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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臺灣學者一行人抵達紀念館時，蕭潤君

館長、林副館長等人已在門口迎接我們，蕭館

長除帶領我們進內部展場參觀導覽外，我們還

在館內的交誼廳，與蕭館長等故居人員進行簡

短的交流活動。 

 

參參參參、、、、研討心得研討心得研討心得研討心得    

    本次「從孔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研討會，雖然橫跨的時間長

達 2600 多年，但大家都能聚焦在文化和社會的關連，尤其是傳統文化對當代社

會的啟示作用。這些年來，闡述孫學議題，雖因兩岸政治因素，出現不同的詮釋。

但不可否認的是，兩岸人民對孫中山的志業以及中山精神之景仰，始終是一致不

變的。因此，綜觀此次學術研討以及會後的文化參訪，提出幾點感想，略述如下： 

    

一一一一、、、、文化議題是探討的主軸文化議題是探討的主軸文化議題是探討的主軸文化議題是探討的主軸    

自從孫中山研究成為兩岸交流議題以來，「中山思想」已成為探索「兩岸關

係」的熱門話題，臺海兩岸雖有糾葛的政治發展，但民族主義已不再是兩岸孫學

研究者關切的重點，大家關心的是建設與發展、均富與公平正義等民生主義所闡

揚的思想與實踐等議題。對現在的人而言，孫中山逝世已有 87 年之久，甚至還

認為其思想與文化應歸屬於「傳統」範疇。殊不知孫中山是兩岸甚至全球華人所

共同尊敬時代偉人，其「中山思想」是兩岸共有的文化。孫中山所主張的「民有」、

「民治」、「民享」已是現代人所應具備的價值觀和行為準則。本次研討將議題提

升到「文化」層面，就是期望從中山思想的內涵中，找尋兩岸共同的文化元素，

並為兩岸營造出和諧雙贏的環境。 

 

二二二二、、、、推動教育推動教育推動教育推動教育、、、、弘揚中山精神弘揚中山精神弘揚中山精神弘揚中山精神    

本次學者以「文化」作為切入點，

雖無大突迫的見解，但較能以持平、

中肯的態度，且無意識型態之論爭，

來看待孫中山之議題。由於文化與社

會有密切關連，要解決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困境，惟有重視教育、培養人才，方是

讓國家、社會永續發展的策略。如此，對思想理念的弘揚，才有向下推動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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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所發表的文章，雖不如以往大陸地

區所舉辦的研討會，以學者多、動員廣甚至

文章數量多來取勝。與會學者多年來致力於

「從孫中山的生平事蹟到學說思想」之探

究，且有輝煌成果出現，但仍不忘以「中山

思想」作為溝通的平台，以學術的研究成

果，共同弘揚「中山精神」。讓兩岸的中山思想研究，不僅回歸到學術層面，並

落實到實踐的層面上。 

    

肆肆肆肆、、、、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一一一、、、、中山思想仍是中山思想仍是中山思想仍是中山思想仍是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館國父紀念館的核心業務的核心業務的核心業務的核心業務    

自今年起，本館已歸屬文化部，此雖屬藝術發展之範疇，但組織法仍規定職

掌是「辦理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集、研究、典藏、展覽及藝文推廣活動業務」。

因此，改隸文化部後，蒐集、研究、典藏及展覽國父紀念文物，仍是本館的核心

業務。 

另一方面，自從兩岸開放交流以來，孫中山已是兩岸溝通的共同語言。為此， 

大陸地區投入大量的經費與人力，在各地籌建至少有 30 餘座的孫中山相關紀念

館，並擴及到日本、新馬及美國等地。為增進全球孫中山紀念館館際間友誼，以

及館務運作交流與分享的機會，每年還籌辦「孫中山與宋慶齡紀念地的聯席會

議」，並輪流在各地舉辦。本館自 1999 年參加第 11 屆以來，每年都會派員參與

此聯席會議。在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周年時，臺灣有幸邀請海內外各地 37 個孫宋

紀念館的友館，計 82 位人員，在楊明山中山樓舉行此聯誼會，並獲得各地友館

之好評。 

    雖然海內外都有孫中山相關紀念地，但仍以坐落在中國大陸的為多。本館每

年派員參與此「聯席會議」，不僅要獲得主管單位的同意，更要有「行政院及所

屬各機關因公派員出國」經費的核示。但自歸屬文化部後，這筆經費卻被刪除，

也預料到本館將會逐漸失去與全球各孫中山友館研究切磋、交換經驗的機會。本

館是終身教育學習的最佳場所，除了擔負起美

感教育的任務，讓來館的群眾感染到美的氣

息，進而提高他們審美的動機，這是有別中國

大陸只把孫中山紀念館當做愛國教育的基地

來運作，因此向海內外研究與推展中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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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仍然是本館的重要核心業務。 

 

二二二二、、、、本館持續本館持續本館持續本館持續擴大辦理中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大辦理中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大辦理中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擴大辦理中山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    

    本館自 1998 年以來，每年都會邀請海內外學者來臺舉辦孫中山學術研討

會，透過學術的探討與交流，深化孫學之研究。多年來，獨力擔負起孫學研究與

推廣之重責大任，不僅獲得海內外學界的肯定與讚許，也為孫學保留探究的空間。 

    有鑑於本館與廣州孫中山基金會、上海中山學社，均以孫中山命名，多        

年來積極在推動孫中山研究和學術文化交流。為進一步將研究與交流經常化與制

度化，2011 年 8 月經商議，提出籌畫每年召開一次的三地聯席會議。今年起，採

由廣州、臺灣及上海三地共同輪流舉辦，並由廣州孫中山基金會首度承辦。由於

承辦單位的精心的籌畫，獲得與會學者一致好評，

可惜受場地之限，今年的討論會並沒有安排評論人

員來評論，讓發表人失去一次討論及指正的機會，

實為可惜。其次，要舉辦一場研討會除投入人力外，

更要有經費做為支撐力量，因在酒店舉行，只有學

者間的討論，並沒有社會大眾的參予，也讓社會人

士失去一次學習的機會。明年 5 月此會議由本館主

辦，大陸地區諸多學者都希望能來臺參加，因此期

望本館能擴大邀請他們來臺參加會議。有鑑於此，

本館不僅要傳承此經驗，更要提早準備籌畫，包括邀請大陸學者，日本、新馬等

地的學者，更要擴大募集辦理經費等，方能辦好明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 

 

伍伍伍伍、、、、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一一一一、、、、與會台灣學者代表團名單與會台灣學者代表團名單與會台灣學者代表團名單與會台灣學者代表團名單    

 學者姓名 現任職務 

1 王福林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2 克思明 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3 吳秀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4 周家華 醒吾科技學院前校長‧臺北科技大學教授 

5 康毅成 國立國父紀念館推廣服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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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姓名 現任職務 

6 邱榮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7 施茂林 前法務部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專任講座 

8 唐彥博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9 翁嘉禧 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10 彭立忠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副學務長 

11 鄭美華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12 劉源俊 東吳大學前校長‧物理系教授 

13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14 鄧志松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5 黎建球 輔仁大學前校長‧哲學系教授 

 

二二二二、、、、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術研討會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    

學者 任職單位職稱 論文題目 

劉宗賢 山東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教授 試論儒學傳統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定位 

黃明同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從孔子“仁愛”到孫中山“博愛”——

略論“仁愛觀”的演進及其普世意義 

施茂林 前法務部長、亞洲大學財經法律系專

任講座 

中國法制長河與伏流探索——以韓非子

與孫中山法治思想為題 

廖大偉 上海東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孫中山就任大總統前心路與行跡分析 

林家有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論孫中山的人權思想            

黎建球 輔仁大學前校長‧哲學系教授 孫中山的助人哲學 

鄭美華 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助理教授 從理論到實踐－孫文學說的時代意義 

嚴昌洪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孫中山所引古文古語考釋辛亥革命前後 

鐘祥財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孫中山經濟思想中的傳統因素 

劉興邦 五邑大學教授 白沙心學與嶺南化儒學 

張  磊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孫文學說的文化取向 

克思明 輔仁大學文學院院長 
孫中山思想的當代價值與現實啟示：21

世紀的“新三民主義”論述 

劉源俊 東吳大學前校長‧物理系教授 從孫文的教育理念說現代教育要旨 

周家華 臺北科技大學教授 
教育學術團體的轉型與發展—以中國訓

育學會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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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 任職單位職稱 論文題目 

劉羨冰 澳門教育學會副會長 孔子和孫中山，兩位成功的政治教育家 

李吉奎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孫中山道統觀之我見        

謝  放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張之洞、梁啟超“中體西用”思想之比較 

邱榮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論孫中山與客家運動 

彭立忠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儒家德治傳統與中國民主政治的前瞻 

寧新昌 佛山大學政法學院教授 傳統文化與現代人的精神信仰 

宋德華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重新定位與漸次改造——孫中山與傳統

文化關係的再認識 

張曉輝 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孫中山對傳統政治文化的批判與反思 

翁嘉禧 高雄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

副教授 
孫中山提倡開放主義對當代中國經濟發

展影響之檢驗 

章義和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 三十年來孫中山大同思想研究述評 

何曉明 湖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辛亥革命的政治經驗 

蔣先進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副教授 論孫中山憲政思想的理論淵源 

蔣連華 民盟上海市委多黨合作與盟史研究會

副會長 
論徐複觀的孫中山思想研究軌跡 

吳秀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中山先生人才觀的當代價值與現實啟示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孫中山與日治時期臺灣的知識份子 

任念文 廣東海洋大學教師 
孫中山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一事的歷史反

思 

嚴  泉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副主任 政治不信任與民國初年的民主政治試驗 

鄧志松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孫中山的南洋革命網路 

蔡宏俊 南京政治學院基礎系講師 
論孫中山在社會激變時期的思想軌跡及

當代價值——與章太炎比較研究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中心講師 
兩岸傳統文化與當代社會：析論丘逢甲、

孫中山與民主共和制度 

唐彥博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校長 孫中山教育思想對臺灣教育發展之啟示 

李蘭萍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

員 

淺談“三從四德”觀念的撼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