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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日本」曁「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壹、前言 

 

一、研討會緣起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與日本密切關連，在他一生約 60年歲月中，就有 1/6

的時間滯留日本。日本是他革命活動的最重要舞台，他所結交的國際友人，也與

日本人居多，雖然這些朝野友人援助他革命的動機有些複雜，而日本對中國大陸

的發展策略，也讓孫中山憂心，但他還是殷切的期待中日兩國親善，攜手合作促

進亞洲民族邁向和平互惠。 

今（2013）年 2月，是他卸下臨時大總統之職前往日本訪問，受到日本朝野

人士以國賓之禮款待的百週年；更是他在神戶演講「大亞洲主義」九十週年紀念

之前夕。他殷切的呼籲日本要做東方王道的干城，不要做西洋霸道的鷹犬，他往

來日本頻繁，就是要加強與日本國民的聯繫，期待日本友人能以國民的力量來改

變日本政府的帝國主義路線，為亞洲的復興、為東亞的和平而努力。 

 

二、研討會宗旨 

孫中山期待中日兩國親善，攜手合作替被壓迫民族打抱不平，這就是他主講

大亞洲主義的主要精神，也是他之所以為世人所敬仰的地方，我們可以說他的成

功經驗與失敗的教訓，都是中華民族乃至世界的一筆珍貴財富。孫中山的事蹟與

思想為世人所敬仰，他的王道思想，因襲中華文化強調和平理性，並關注國際協

調、區域合作、平衡發展問題。中華民國遵行孫中山的國家發展策略，而當前世

界邁向全球化發展之際，東亞區域中的台灣、日本、中國在政治民主化、區域安

全與文化認同等相關議題的發展，尤其備受重視。我們相信唯有強化區域互動，

以及國際對話與交流，建構亞洲諸國的新秩序，方能重新締造亞洲的共榮，而孫

中山的和平思想也更顯彌足珍貴。 

本館有鑒於中山先生與日本關係密切，乃與重視區域研究的東吳大學共同邀

請臺灣學者組成 16位學術訪問團，前往日本，與神戶孫文紀念館，以及名古屋愛

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紀念中心共同合作，以「孫中山與日本」、「孫中山與東亞和

平」為主題，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期許藉此研討，能與日本的學者及華僑，

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並增進雙方情誼，達成臺灣與日本學術文化交流，以及共

同宏揚中山思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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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計畫 

 

一、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孫中山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 

    1、辦理時間：2013年 7月 6日 

    2、辦理地點：日本神戶孫文紀念館 

    3、會議主題：孫中山與日本 

    4、探討子題：（1）孫中山與日本 

                （2）孫中山與日本華僑 

                （3）東北亞僑社網絡的形成 

 （二）「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 

    1、辦理時間：2013年 7月 8日 

    2、辦理地點：愛知大學〈日本名古屋〉 

    3、會議主題：孫中山與東亞和平 

    4、探討子題：（1）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歷史與當代意義 

                （2）東北亞和平關係的建構 

                〈3〉東亞政、經的互惠與合作 

二、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文化部、教育部、外交部     

   （二）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東吳大學、日本孫文紀念館 

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 

   （三）協辦單位：日本孫文研究會、神戶華人研究會            

 

三、拜訪單位 

  （一）孫中山相關館所：孫文紀念館、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 

  （二）華僑相關紀念地：留日神戶華僑總會、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 

                        神戶中華同文學校 

 

參、研討會實施情形 

 

一、活動的辦理 

   2013年 7月 5日由本館林國章副館長所帶

領的 16位學術訪問團，順利抵達神戶，6日在

神戶東舞子的孫文紀念館辦理「孫中山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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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訪問團的陣容，包含國史館、臺大、臺師大、政大、元智、

德霖、東吳、義守及本館等對中

山思想、東亞局勢發展有深入研

究的 9個單位 16位學者參與。臺

日學者針對孫中山與日本、孫中

山與日本華僑、東北亞僑社網絡

的形成等議題，提出 7篇文章，

在孫文紀念館內討論。8日前往

名古屋，在愛知大學名古屋校舍

舉辦「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日學者提出針對孫中山「大亞洲

主義」的歷史與當代意義、東北亞和平關係的建構、東亞政、經的互惠與合作等

議題之 9篇論文。 

 

二、研討的內容 

（一）孫中山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神戶） 

1、開幕 

這是本館首度到日本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會議在移情閣（孫文紀念館）舉行，

由孫文紀念館的副館長愛新翼（前同文學校校長）主持，本館副館長林國章與孫

文紀念館安井三吉館長致詞揭開序幕。接著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文教課黃

冠超課長特別從大阪趕來神戶，為研討會致詞，最後由元智大學劉阿榮教授以「台

灣孫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為題，做了特別報告，開始進行研討。 

劉教授指出 1949年中央政府遷台，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作為抗衡大陸馬列

共產主義的思想利器，使孫中山

思想落入「意識型態」窠臼。但

隨著台灣威權轉型，在孫中山思

想的學術研究上，雖日趨式微，

可是也在台海兩岸交流日漸熱絡

下，讓孫中山思想成為兩岸對話

的平台。因此，在「存異求同」

的思維下，期許孫中山思想能開

展若干新議題、賦予新意義，讓

台灣實踐孫中山思想傳承與創新有積極場域，成為兩岸交流的共同平台或基礎。  

2、討論內容 

    第一場「孫中山與日本」議題上，鄧志松教授以 Google Earth作為建構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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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與日本的平台，因是新的科技、新的研究方法，頗能引起在座日本學者專家的

注目。孫文紀念館的研究員許小潔提出從『濱野末太郎日記』看「孫文と日本」

一文， 濱野末太郎是一位日本記者，1922年 11月，出任日本電報通信社駐廣東

支局局長，1925年春轉任北京‧天津支局局長(1926年 10月離任)。此文主要考

察這段時間孫中山與廣東政府、日本關係，分析在孫中山晚年，雖對日本失望，

但他沒有放棄日本，而更加強與日本國民的聯繫，期待喚起日本國能用國民的力

量來改變日本政府，不要走上帝國主義路線，實現中日友好，建立亞洲同盟。 

第二場討論的是「孫中山與日本華

僑」，主要集中戴季陶、客家二個議題。

仁川学院高等学校教諭的久保純太郎提

出「戴季陶與日本華僑」，主要探討戴季

陶在孫中山過世後，為何奉國民黨之命前

來日本訪問，及其與華僑的互動情形，作

者並提出「華僑為革命之母」，這七個字

是最早由戴季陶在日本所提出的。客家議題，則由臺灣大學客家中心的邱榮舉與

台灣師大黃玫瑄合提的「論客家、孫中山與日本」， 文中指出客家人在中日關係

或臺日關係上，早就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孫中山的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如謝逸橋

與謝良牧兩兄弟、郭公接、梁鳴久、林修明、何天烱與何天瀚、古應芬、楊壽彭

等客家政治菁英都參與其中，因此探討孫中山革命運動成功因素，不但要重視「日

本因素」，也要考量到「客家因素」。 

第三場是「東北亞僑社網絡的形成」議題，國父紀念館的劉碧蓉提出「金門

人王敬祥家族的興起與傳承」一文，指出《王敬祥

關係文書》的公布，開啟日本、臺灣、金門等地研

究王敬祥之風潮，此文書不僅是探究金門人為建立

中華民國所做的貢獻，更是一本研究華僑移民史以

及僑資聚落發展的好材料。近畿大学的上田貴子教

授所提的「奉天・大阪・上海－山東人雑貨商のネ

ットワーク」，主要是分析奉天的山東雜貨商人，如

何透過從大阪及上海進貨及換匯獲利（金票日幣價

差形成的結算圈），建立了奉天、大阪及上海間的交

易圈。另從發展歷程，說明奉天雜貨商人的商業活

動，在大阪從事貿易時居住的客棧及旅客人數，可

看出二地間商務的頻繁、1910-1925年間在上海從商的山東商人數量增長迅速，並

建立了山東會館等面向，來證明奉天、大阪及上海三地間的貿易活動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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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中除主持人、評論人、發表人外，還有幾位資深的日本教授如中村哲夫、

伊藤澤周、山田敬三、許淑真等人出席，並熱烈參予討論。本次報告，最能引起

在場學者注目的有臺灣「孫學研究」的未來發展、Google Earth如何運用在孫中

山與歷史學的研究上，以及「客家研究」為何成為熱門顯學，其中最令人感動的

是王敬祥的孫子王伯林（孫文紀念館名譽館長）、王伯群（群社計一級建築士）兄

弟，雖已超過 80歲，也出席會場至會議結束。大家互相交換意見後，因超過閉幕

時間，只能將未完成的話題，移到晚宴時繼續討論。 

 

（二）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國際學術研討會（名古屋） 

1、開幕  

主題為孫中山與

東亞和平的國際學術

研討會，是在愛知大學

名古屋校區舉行。愛知

大學是一所戰後才成

立的私立大學，為戰前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的

前身，因此擁有豐碩的

「中國研究」成果，這

也是該校的特色之ㄧ。它與臺灣的東吳大學、臺灣師範大學都締結姐妹校關係。

本次會議，非常榮幸邀請了砂山幸雄副校長蒞臨致開幕歡迎詞，資深中國研究的

藤田佳久教授為我們主持會議，開幕儀式在砂山副校長、東吳大學謝政諭、本館

林國章副館長致詞後，接著就是本館、國史館、台灣大學、東吳大學、德霖技術

學院等機關學校，致贈旗幟紀念禮物後，就正式進入本次的研討議程。 

2、討論內容 

為維護東亞和平，如

何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

中，尋求策略，是本次會

議的主軸。第一場主要探

討的是「大亞洲主義」的

歷史與當代意義之議題，

共有 3篇論文提出。愛知

大學的馬場毅教授對孫中

山的大亞洲主義在中日戰

爭期間，以及後來日本如何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曲解做了分析，並認為孫中山的大

亞洲主義演講，對於將來亞洲地區的統合，是可提供思考的啟發。東吳大學的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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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棠教授認為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本是期望日本能做個東方王道干城，雖落

空了，它還是為世界留下一筆重要的思想遺產。其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對照歐洲對

亞洲各國推行的霸道文化，與中國和亞洲向來推崇的王道文化二者的不同。究竟

是王道有用，還是霸道有用？值得大家深思。東吳大學黃崇修教授從義理爬梳，

發現孫中山大亞洲主義論述的「區

域民主共和」、「王霸之辨」兩大主

軸，其源頭皆可還原《禮記》義理

中。當今欲真正呼應中山先生大亞

洲主義的亞洲區域和平理想，亞洲

各國間不僅要戮力磨合溝通，也應

該在「禮法」與「慾望」間作更細

緻的分析與配套實踐，相信亞洲共

生共榮的理想，自然能夠水到渠

成。 

第二場的議題是「東北亞和平關係的建構」，愛知学院大学准教授柴田哲雄 

教授認為要建構東北アジア的長期和平，臺灣成功的實現了民主化，並以此為基

礎促使中國達成民主化，這也是孫中山的最终目標。為了構建東北亞地區更加安

全的秩序，日臺維持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主義的秩序，中國也在這樣的秩序中表

現出大國應有的姿勢。日本則更應對於有礙和平安定秩序構建的歷史問題，如靖

國神社、歷史教科書等，要以誠意來處理。德霖學院校長周家華指出大亞洲主義

的內涵，要以王道文化為基礎，團結亞洲民族，進而維護亞洲和平發展。他以第 8

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前

稱國共論壇)是和平思想之

實踐作為材料，來爬梳論

述，藉以回應孫中山和平發

展精神。 

    東吳大學謝政諭教授在

「東亞『和』文化的世紀挑

戰」一文中，認為「和」的

文化是中日兩國長久以來，

治理國家與安定社會的基本

原理，東亞各國至 19-20世

紀不僅遭逢歐美侵略性「力」的文化衝擊，更面臨一個文明發展轉變時代。面對

全球化與後冷戰下東亞文化的去處，「和」與「戰」要如何決擇，再度面臨考驗。

臺灣大學吳秀玲教授的論文是「從中山先生統一觀論兩岸與東亞的和平發展」，她

提出中山先生是期望中國統一的。目前海峽主張統一者，都認為這「是海內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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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共同的願望」，此與當年中山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現今臺灣朝野對兩岸之未

來似已達成「和平解決」的共識，但大陸雖以「和平統一」為對台方針，惜中共

領導人卻始終未保證放棄對台使用武力。雖然中共對台政策有其漸進調適的一

面，但應可更釋出善意，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訂和平協議進行協商，以及面對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承認台灣的政治地位等等，如此雙方對兩岸政治的共識，

則指日以待。 

第三場是東亞政、經的互惠與合作等議題，政治大學的吳德美教授提出「東

亞經濟整合中二大區域經貿組織的合作與競爭-兼談台灣的角色」，吳教授提出自

2002年中國與東協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開始，無論「ASEAN +6」、「RCEP」

的區域全面性夥伴關係協定，就是為了將東亞經濟快速整合。美國重返亞洲所倡

議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就是美國所主導的「亞太再平衡」

戰略中的經濟政策。最後，由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研究員武

田義為對我們介紹「東亞同文書院センター所蔵資料」，其中展示出不少是透過山

田純三郎，來架構孫中山、蔣介石與日本關係的原始檔案。 

近日來釣魚臺問題，引發東亞局勢詭譎多變，因此本次研討會的主軸，自然

放在「東亞和平」上。臺日學者認為東亞局勢之所以緊張，實與中國的崛起、美

國重返亞洲，以及日本軍國主義復甦有密切關係。孫中山大亞洲主義所強調的「王

道精神」，以及日本的傳統「和」文化，都是這次研討時，大家所期待共生共榮的

一個理想及策略。 

 

 

 

 

 

三、學術懇親交誼 

     由於會場的共同語言是中、日文，加上翻譯，以及議程的緊湊，不論提問或回

答都無法暢所欲言。幸好主辦單位都在這二場研討會後，都有交誼懇親的晚宴，

好讓彼此都有交流溝通的時間。在神戶的懇親會上，出席的學者約有四、五十位，

主要以華僑研究、近代中國研究以及臺灣史研究者居多，當然也出現好幾位華僑

的第二、三代。懇親會的主持人神戶大學退休的山田敬三教授，也在會場中，肯

定本館在這十幾年來為宏揚中山思想、為日臺學術文化交流，默默耕耘，才有這

場學術研討會的舉辦。大家也在閒聊中，發覺這些學者都去過臺灣好多次，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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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都有著深厚的友誼，不僅如此，有不少人還是對我原住民、臺灣史等有精闢研

究的業餘學者。 

      在名古屋愛知大學的懇親會上，參與者主要都是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的教

授與研究生。由於該校擁有大批 1900-1945年代在中國的調查報告資料，故特別

重視學術調查，不論教授或學生都能說出一口標準的中國話。更難得的是愛大與

東吳簽有交換學生，今年的暑假，有幾位教授要帶二批學生來北臺灣，進行泰雅

族等原住民與客家族群的學術文化調查。因此，在懇親會上，彼此交換名片，熱

烈討論台灣文化特色，讓會場顯得十分熱絡。 

 

肆、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日本是一個重視傳統、重視文物保存的國家，這裡也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重

要舞台，故孫中山在神戶遺蹟以及華僑聚集的地方，是此行參訪的重點。 

 

一、孫中山相關紀念地 

〈一〉孫文紀念館 

    孫文紀念館又稱為移情閣，原為神戶華僑吳錦堂的別墅，有三層樓中國式樓

閣及二層樓的松海別莊兩部分。1913年 3月 14日孫中山就曾應吳錦堂之邀，拜訪

「松海別莊」，並留下集體合影之照片。1915年吳錦堂為祝賀自己 60大壽以為退

隱使用，擴展了松海別莊，再蓋一座 3層樓閣以寄思故鄉，並取名為「移情閣」。

因有這緣份，在孫中山百周年誕辰前夕，吳氏的孫子吳伯瑛將這棟別墅捐給神戶

華僑總會，做為紀念孫中山之用。1982年 12月，神戶華僑總會將這棟移情閣捐贈

給兵庫縣，做為中日建交 10周年紀念，1984年 11月 12日，以「孫中山紀念館」

之名，正式對外開放，2008年再改名「孫文紀念館」。 

    吳錦堂（1855-1926）是浙江慈溪縣出身的神戶華商，1885年來到日本，以海

運業為生，後來開設「怡生號」，經營紡織、運送棉花、軍火等展露頭角，成為阪

神地區有名的華商。這棟別墅有三層樓高，隔著明石海峽可遙望對岸淡路島，1993

年被指定為「兵庫縣指定重點文物」，1994年 12月明石海峽大橋建設時，曾將此

建物往西南遷移 200多公尺，2000年復原竣工對外開放。 

    移情閣聳立在神戶市西部的舞子海濱，這裡有著風光明媚、白砂青松的海濱，

以旅館、別墅林立著稱。這一片海濱，有著孫文紀念館、明石海峽大橋、縣立舞

子公園、舞子海上散步道、橋的科學館等設施，因而被兵庫縣政府規劃成觀光景

點，近日也成為國人到神戶地區旅遊的觀光景點。 

    現在的孫文紀念館，主要是由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所營運管轄，其下還有

「移情閣友之會」與「孫文研究會」二個事業委託組織。館內展覽資料主要以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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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和神戶的關係為中心，並陳列吳錦堂一生和移情閣的變遷等史料展示。具發

掘、調查、發表有關中山先生的資料及研究成果則由孫文研究會執行。  「孫文

研究會」是一群住在京都、大阪、神戶地區的孫文研究、近現代中國研究學者所

組成的研究會，也是孫文紀念館學術研究運作單位。 

 

〈二〉孫中山在神戶遺址 

  1、大亞洲主義演講地 

    1924年 11月 28日，孫中山在兵庫縣立神戶高等女學校，演講原名為「大亞

細亞問題」的大亞洲主義，孫中山提

出東方王道文化的「大亞洲主義」思

想，直至現在還深植在每個臺、日、

中等地人們的心中。目前這裡已是兵

庫縣政府所在地，為讓後人懷念此演

說地，兵庫縣廳就在周邊矮牆中，崁

入二塊寫著「兵庫県立第一神戶高等

女学校跡」、「孫中山先生大アジア主

義演講会の地」字樣石碑，供人攝影

留念。 

2、大倉山公園孫中山銅像 

    孫中山受到日本人的尊敬，尤其

是神戶地區，不僅有孫文紀念館、演

說大亞洲主義之處，還有一尊 1986

年 11月，由第 10代神戶市長中井一

夫豎在大倉山公園一角的孫中山銅像，可見孫中山與神戶的關聯。 

 

〈三〉愛知大學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 

愛知大學位於日本愛知縣名古屋

市，有名古屋校舎（中村区）、車道校舎

（東区）及豊橋校舎（豊橋市）三個校

區。愛知大學創建於 1946年，當時是由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大學〈1901-1945）、

京城帝國大學（今韓國漢城大學）、台北

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和滿州帝國大

學的教職員所籌設，尤以上海東亞同文



 10 

書院大學的教職員為中心。 

本次研討會在名古屋校舎（中村区）舉行，會後一行人特地前往東亞同文書

院大學紀念中心拜會。該大學在創校時，接收不少東亞同文書院大學所移來的大

批資料與圖書，也典藏了山田良政與山田純三郎兄弟所捐贈的史料。山田良政是

1900年在惠州起義時，為中國革命流血犧牲的第一位外國友人；其弟山田純三郎

是東亞同文書院的畢業生，也曾在該校任教。他繼承兄長志業，與孫中山及上海

革命志士，以及蔣中正、居正、陳中孚等人皆有往來。山田純三郎寓居上海長達

數十年，收集與整理不少中國革命史料。 

 

二、華僑相關紀念地 

  （一）留日神戶華僑總會 

    神戶華僑總會成立於 1945

年，1946年再加入臺灣出身的華

僑，並以「神戶華僑總會」向神戶

市登記，最後再以「中華民國留日

神戶華僑總會」之名，加入僑委

會。目前的會長是陸超先生，他同

時也是僑委會的僑務委員。 

    該會位於神戶北野異人館街（外國人居住地），是一棟 2層樓的洋式建築，也

是政府指定的「傳統的建築物」。1909年由德國商人聘請英國建築師設計而成，1947

年再由「神戶華僑總會」出資購入，作為辦理華僑事務及集會之所。購買之初，

因無法以公司或私人團體名義登記，產權只好登記在會長私人名下。至 1957年發

生，親中國大陸的會長退出本會，但從 1947年以來，房舍一直為我方華僑所使用。 

    1995年 1月 17日阪神大震災時，該館也遭受震災殃及破損無比。因是政府指

定的「傳統建築物」，為保存文化遺產，乃由兵庫縣政府、神戶市政府負擔 95％，

親台、親中雙方所有權者各付 2.5％的整修費來復原它。為活用華僑總會，這裡除

了代辦華僑申請各項手續外，也召開理監事會議，每個星期還開設「經絡氣功健

康体操教室」。 

    我們一行人，進到內部，先由陸會長及工作同仁為我們導覽，陸會長說包括

中華民國籍的兵庫縣華僑約 2.5萬多人，擁有或曾擁有本國國籍的華人，都是這

裡的會員，內部壁爐、桌椅、窗戶都維持當年風貌，最後大夥兒也在國父遺像前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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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戶華僑歷史博物館 

    這裡展示神戶華僑在日本奮鬥打拼的貴重文物、文獻等資料的一座「華僑歷

史博物館」，1979年神戶中華總商會大樓成立時，由神戶華僑及華僑研究學者建議

設置的。內部分別以「神戶開港與中國人的移入」、「辛亥革命與華僑」、「華僑社

會的發展」、「抗日戰爭與華僑」、「華僑社會之再興」及「共生共榮的時代」等六

個主題來佈置。一行人到此後，館長

藍璞特地迎接我們，並介紹內部的典

故  

 

（三）神戶中華同文學校 

    日本的華僑學校，以 1898年 2月孫中

山在橫濱的大同學校為開端，至 1899年 5

月 28日，戊戌政變失敗後的梁啟超從橫濱

來到神戶，他在中華會館內舉行演講，號召以廣東人為主的神戶華商創辦學校，

就在梁啟超的鼓動下，1900年 2月，「神戶華僑同文學校」校舍落成，3月正式開

學。學校央請犬養毅為名譽校長，麥少彭為總理（理事長），以後總理均為華僑領

袖擔任。自同文學校成立以來、1939年加入神阪中華公學〈神戶華強學校、中華

學校）以來至今。 

    學校分為小學部與中學部，學生主要來自在日華僑、華人子女及該校畢業生

的子女為主，校內原則上以中國語授課，目前有小學部 474人、中學部 205人，

教職員 46位規模的學校。當天雖是星期日，仍受到前任校長愛新翼、現任校長以

及幾位教師的歡迎入內參觀，為我們做了簡報及交流，並留下交流照片資料。 

    神戶的南京町位於神戶中央區的元町通與榮町通之間，東入口是長安門，西

入口是西安門，內有超過百家以上中國料理的商店，目前是神戶重要的觀光景點，

也是日本三大中華街之一。 

    名古屋是日本第四人口最多城市，一行人來到名古屋，也參觀代表日本文化

的名古屋城及熱田神宮，名古屋城內展示戰國時期德川家文物，熱田神宮是祭拜

草薙神劍（三種神器之一），也經營如生出後的初參拜、祝賀七五三、結婚及除厄

等重要人生儀禮，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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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討心得 

 

 本次研討會是本館至馬來西亞、新加坡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後，又一次向海

外宏揚中山思想之學術活動。日本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重要舞台，有不少協助他

革命的日本友人及華僑是住在神戶地區。因此，在神戶才留有不少孫中山遺址，

以及孫中山研究的成果。對於此次研討會，有如下的心得： 

 

一、踏實的推動孫中山研究，值得學習 

華僑是革命之母，海外地區設有不少孫中山紀念館，其中唯一由日本學者運

作的就是神戶的孫文紀念館。山口一郎、藤井昇三、狹間直樹、王柏林、安井三

吉等歷任的館長都是華僑研究、孫中山研究以及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教授，他們

都是「孫文研究會」的成員，也是該館孫中山研究、展示的重要推動者。該館主

要是財團法人孫中山紀念會組成，其理事長大多由兵庫縣退職的知事如貝原俊民

或者業界主管如現任田崎雅元（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名譽顧問）等擔任。 

在研究業績上，該館除出版「孫文研究」會刊外，在周年時舉辦慶祝大會，

邀請海峽兩岸及海內外孫文研究學者到日本舉行座談會、學術研討會與展覽。這

幾年來，先後舉辦「孫中山與南方熊楠」、「日本與孫文」「孫文與神戶」等展覽，

及「辛亥革命 100周年」學術研討會等活動；出版過《グロ－バルヒストリーの

中の辛亥革命》等書籍。    

近日最大成究是收集近千筆以上與孫中山有關的日本人名錄，並對其進行研

究探討。這種抽絲剝繭的爬梳精神，值得敬佩，相信對孫中山與日本的關係，更

能進一步的暸解。 

     

二、長期耕耘成果顯現 

本次雖非首次在海外舉辦國際研討會，確是一個有 9個學術單位，16位學者

參與的孫學訪問團，此行不僅使中山思想得以向外弘揚，更讓我們見識到日本重

視孫中山研究與傳統文化的精神，心中激起不少感動之情。在懇親會場上，見到

海外僑胞親切的接待我們，彼此談起的都是臺灣近況，當然我們也知道自中國大

陸崛起後，我國在日本的僑胞明顯受到衝擊，僑胞在海外打拼精神，頗讓我們佩

服，我們的到來，確實有宣慰僑胞之作用。 

    日本是海外研究中山先生的重鎮，長期以來神戶的孫文紀念館就與本館有所

交往。兩館的交流往來史如下：本館館長先後在 1993年參加「神戶孫中山紀念館

開館十週年紀念大會」（高崇雲）、2000年的「日本神戶孫中山紀念館復原完工典

禮」（張瑞濱）、2006年的「孫文與南方熊楠」特別展活動（張瑞濱）以及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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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神戶論壇 2010－寄語辛亥革命 100週年研討會」（鄭乃文）。本館也曾在 1997

年邀請山口一郎教授（已故前館長）、1998年藤井昇三教授（前館長、東京電氣大

學）、2001年王柏林（榮譽館長）2002年狹間直樹館長（前館長、前京都大學教

授）以及 2008年、2009年安井三吉館長（現任館長‧前神戶大學教授）來臺北參

加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甚至在 2011年也邀請該會的黃耀庭副理事長、緒形康

教授參加本館舉辦的第 23屆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 

    從兩館的交流史，可知道彼此很早就有往來接觸，除此之外，包括愛知大學

在內，雙方都有互贈出版品。包括：本館出版的《館刊》、《孫學研究》以及孫學

論文著作；孫文紀念館的半年刊《孫文研究》、《館報》以及愛知大學出版的《同

文書院記念報》，都是本館收藏的海外叢書。 

 從人員的往來以及雙方書籍的互贈，

難怪連我臺北駐大阪的駐外單位，都驚奇本

館竟有如此向外擴展的能量，可見這是我館

長期耕耘，才有的成果。此行更難得的是剛

好碰到日本的參議院大選，他們的競選總部

以及候選人雖跑遍各地，但卻不同於臺灣候

選人逢人就握手的習慣，這或許是民族性使

然吧。 

 

陸、檢討與建議 

 

    神戶的孫文紀念館及名古屋的同文書院大學中心，都有展示孫中山的資料，

供人參觀。安井館長及藤田教授親自為我們導覽解說，讓大家對於孫中山在日本

這一段歷史，有更清晰的瞭解。本次學術研討會雖已圓滿完成，但也可以說是另

一個學術計畫的開始，縱觀本次研討會，有如下幾項建議： 

 

一、立即可行措施 

1、加強全球各地孫中山紀念館所藏資料，持續充實本館國父相關文物史料。 

2、強化中華民國與日本有關孫學研究之交流，本館今（102）年 11月 12日所 

舉辦的「紀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可邀 

請日本相關學者來我館參加研討會，並進行學術文化交流。 

二、中長期建議 

1、充實本館 2011年編印之《全球孫中山紀念館》，並發行網路版，同時與全球 

各地的孫中山紀念館進行往來，建立實體與數位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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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國際的孫學研究之學術平台，以彙整海內外相關學術成果。 

3、中山思想是本館的核心業務，建請持續支持本館舉辦的學術文化活動與經費。 

 

柒、附錄 

一、活動行程 

  時間 內容 住宿 

7月 5日 

臺北→日本大阪關西機場 

中華航空 156航班 08:30〜12:00 

參觀留日神戶華僑總會、華僑博物館 

東横イン（TOYOKO INN) 

7月 6日 
上午 參觀孫文紀念館 

下午「孫中山與日本」學術研討會 

東横イン（TOYOKO INN) 

7月 7日 

參觀大亞洲主義演講處,同文學校,大倉

山公園(孫中山銅像)、中華街南京町→ 

名古屋（14：30） 

名鉄ニューグランドホ

テル 

7月 8日 

上午：名古屋城參觀 

下午：「孫中山與東亞和平」學術研討會 

      愛知大學（名古屋校區） 

名鉄ニューグランドホ

テル 

7月 9日 
上午：東亞同文書院大學紀念中心 

下午：熱田神社 

名鉄ニューグランドホ

テル 

7月 10日 
名古屋→臺北 

中華航空 CI151航班 09：50:~11:50 

 

 

二、與會臺灣學者代表團名單 

 姓名 服務單位 

1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館長 

2 周家華 德霖科技學院校長 

3 劉阿榮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教授兼院長 

4 邱榮舉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5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主任秘書 

6 吳德美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7 許雅棠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8 高純淑 國史館簡任秘書（館長秘書） 

9 鄧志松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10 晏揚清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研究員 

11 吳秀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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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黃崇修 東吳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13 黃玫瑄 台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14 王秉倫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15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 

16 顏  晞 臺灣學生 

 

三、學術研討會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 

 姓名 服務單位 講題 評論人 

1 劉阿榮 
元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教授兼院長 

台灣孫學研究的回顧與展

望 
主題演說 

2 鄧志松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副教授 

孫中山與日本：Google 

Earth 時空平台的建置與

應用 

武上真理

子 

3 徐小潔 日本孫文記念館主任研究員 
『濱野末太郎日記』からみ

る“孫文と日本” 
高純淑 

4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講師 
論客家、孫中山與日本 過放 

5 
邱榮舉 

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教授 

6 
久保純太郎 

孫文研究会会員、仁川学院

中等学校・高等学校教諭 

戴季陶と日本華僑（1927

年 2月ー3月）  
高純淑 

7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 

金門人王敬祥家族的興起

與傳承 
陳來幸 

8 上田貴子 近畿大学文芸学部准教授 
奉天・大阪・上海－山東人

雑貨商のネットワーク 
吳德美 

9 馬場毅 
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

記念センター長 

孫文の大アジア主義につ

いて 
晏揚清 

 
許雅棠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從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略說

古代中國天下觀 
黄英哲  

10 黃崇修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禮記》視域下的「大亞洲

主義」思維與當代意義 
木島史雄 

11 柴田哲雄 愛知学院大学 教養部准教授 東北アジアの平和構築 晏揚清 

12 周家華 德霖科技學院校長 

孫中山和平思想之實踐─

以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為中

心的分析 

土屋仁志 

13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兼 東亞「和」文化的世紀挑戰  加納寛 



 16 

主任秘書 

14 吳秀玲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助理教授 

從中山先生統一觀論兩岸

與東亞的和平發展 
三好章 

15 吳德美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東亞經濟整合中二大區域

經貿組織的合作與競爭-兼

談台灣的角色 

阿部宏忠 

16 

 
武田義和 

愛知大学東亜同文書院大学

記念センター研究員 
センター所蔵資料の紹介 

 

 

四、學術研討會議程 

（一）神戶議程 

時間 活動內容 

13：00 

13：20 

 

開會致辭：安井三吉、林國章、黃冠超    

特別報告：  劉阿榮  

題   目：台灣孫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13：30 

︱ 

14：40 

 

第一場：孫中山與日本 

鄧志松 
孫中山與日本：Google Earth 時空平台的建置與

應用 

武上真理子 

徐小潔 『濱野末太郎日記』からみる“孫文と日本” 高純淑 

討論 

14.40-1455 休息 

14：55 

︱ 

16：05 

第二場：孫中山與日本華僑 

黃玫瑄 

邱榮舉 
論客家、孫中山與日本 過放 

久保純太

郎 
戴季陶と日本華僑（1927年 2月ー3月） 高純淑 

討論 

16：05 

︱ 

17：10 

 

第三場：東北亞僑社網絡的形成 

劉碧蓉 
金門人王敬祥家族的興起與傳承 

陳來幸 

上田貴子 奉天・大阪・上海－山東人雑貨商のネットワーク 吳德美 

討論 

17：10 閉幕致詞：謝政諭、愛新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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