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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於本(102)年 7 月 24 日-25 日在國父故鄉廣東省

中山市舉行。本屆論壇係以『弘揚中山精神、攜手振興中華』為主題，依此主

題分別設立包括「中山思想與『中國夢』」、「中山思想與經濟建設」以及「中

山思想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等 3 個分論壇。 

本館基於弘揚中山思想，拓展孫學研究領域，並促進與中國大陸孫中山紀念機

構的交流與合作，爰指派研究典藏組王秉倫組長及羅美鎮副研究員以學術交流

之立場參加。 

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之重要心得如下：一、舉辦中山論壇對弘揚

中山思想有正面助益。二、持續觀注中國大陸對孫中山先生之詮釋與論述。三、

參加論壇促進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的交流與合作。四、瞭解臺灣與大陸學界對

孫學研究的議題與發展方向，以深化孫學研究內涵。 

建議未來可採行之作法：一、對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動，應積極參與

爭取發言權。二、持續建立聯繫管道，加強兩岸對國父相關文物史料的研究與

交流。三、整合更新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之資料，編印《全球孫中山紀念館》

專書。四、建置「全球孫中山紀念館」服務平台，分享研究成果。五、探究國

父與臺灣關係的連結，讓本館成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孫中山先生紀念機構。六、

創造誘因，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孫學研究，培植孫學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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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國大陸國臺辦及廣東省政府主辦，

並由廣東省台灣工作辦公室及中山市人

民政府所承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

論壇」於本(102)年 7 月 24 日-25 日在國

父故鄉廣東省中山市舉行，並以『弘揚

中山精神、攜手振興中華』為主題。本

館基於弘揚中山思想，推廣國父事蹟，

開拓孫學研究領域，促進與中國大陸孫

中山紀念機構的交流與合作，爰推派本

館研究典藏組王秉倫組長及羅美鎮副研究員，以學術交流之立場參加。茲將參

加此次聯席會議之目的、過程、參加心得及建議事項分述如下： 

 

壹、 前言 

一、  舉辦「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的背景分析 

(一) 經濟面向  

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近年經濟快速發展，各地方政府為持續推動經濟成

長，紛紛舉辦經貿、文化或觀光等相關論壇，以爭取中央政府挹注資源，吸引

台商的投資目光。考量各主要省分均有代表性的「論壇」，尤其緊鄰廣東的福

建廈門已有代表性的「海峽兩岸經貿論

壇」，廣東是中國大陸最早對外開放的省

分，經濟實

力在中國

大陸各省

分市中名列

前茅，且廣東的台商數量在全中國大陸排名第

一，理應有一個代表性的「論壇」，中山論壇就

在此經濟形勢下孕育產生，「第一屆海峽兩岸中

山論壇」於 2010 年 12 月在廣州首度舉行，「第

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則於 2013 年 7 月在國

父故鄉廣東省中山市召開，廣東希望「海峽兩岸

中山論壇」成為廣東省最具代表性的論壇，主辦單

位希望中山市成為中山論壇永久會址。 

(一) 政治面向  

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創建者並尊為我們的國父，中國大陸則稱孫中山先生

為革命先行者，海峽兩岸對一致尊崇孫中山先生，因此，中國大陸舉辦以孫中

本館人員在中山巿中山紀念堂留影

(102/07/24)  

廣東省中山市市景鳥瞰(102/07/24) 

中山論壇邀請函 (10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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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先生為主題的論壇，對臺灣各界的參與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透過中山論壇

邀請臺灣各界領袖參加，除傳達對中山先生的崇敬與重視外，更讓參與者見識

中國大陸崛起之後的各項現代化建設，期以中山論壇為兩岸同胞的精神紐帶，

牽動兩岸同胞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加速兩岸政治統一的進程。據主辦單位發送

的資料顯示，舉辦此一中山論壇的目的係「為進一步弘揚中山思想和精神，加

深兩岸同胞的共同歷史記憶，融洽彼此感情，增進互信共識，凝聚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的動力，促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 國內各界對「中山論壇」之參與情形 

依主辦單位所發布的資料顯

示，臺灣各界人士約 180 人參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

主要代表包括中國國民黨副主

席蔣孝嚴、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

展協會董事長王志剛、新黨主席

郁慕明、親民黨祕書長秦金生

等，其他還有各大學學者、產業

代表、相關社團負責人、媒體、

作家以及廣東各地台商協會會

長等，其中蔣孝嚴副主席、王志剛

董事長、郁慕明主席及秦金生秘書長均在中山論壇開幕式中分別發表演說。檢

視這次主辦單位對臺灣各界代表之邀請層面極廣，在民間產業代表方面，似乎

較偏重創意及軟體規劃產業，教育學術界則遍邀北、中、南各大學代表性學者

與會。 

三、 本館派員參加論壇的緣由與目的 

本館職司國父紀念文物史料之蒐

集、研究、展覽、典藏、維護及管

理，以及國父事蹟、思想之推廣及

合作交流，對於中國大陸所舉辦以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

動，本館宜主動蒐集資料並積極參

與。本論壇主辦單位之一廣東省中

山市委書記薛曉峰於本(102)年 6

月 6 日率團蒞本館拜會時，即代表該

論壇當面邀請本館王館長出席。本屆論壇在國父故鄉廣東省中山市舉行，並以

「弘揚中山精神，攜手振興中華」為主題，基於弘揚中山思想，拓展孫學研究

領域，並回應廣東省中山市委書記薛曉峰之邀請，本館爰派員參加，並指派研

  本館人員與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梁華平館長合影(102/07/24)  

開幕式在廣東省中山巿中山紀念堂盛大舉行(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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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典藏組王秉倫組長及羅美鎮副研究員以學術交流之立場參加。 

 

貳、中山論壇議程及參訪行程 

一、整體行程 

本次赴中國大陸行程（含往返共 3 天）包括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

開幕、「中山思想與『中國夢』」、「中山思想與經濟建設」以及「中山思想與中

華民族凝聚力」等 3 個論壇以及參觀翠亨村國父故居紀念館等，主要行程內容

如下： 

 (一)7 月 23 日（二）      台北→澳門→廣東中山市   

 (二) 7 月 24 日（三）     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開幕、學術

論壇，晚間觀賞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 

 (三) 7 月 25 日(四)      參觀翠亨村國父故居紀念館 

                       中山市→澳門→台北   

二、中山論壇議程 

第一天(7月 24 日)「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

壇」開幕式在廣東省中山巿中山紀念堂盛大

舉行，大陸方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

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

和、中共中央臺辦主任張志軍、廣東省長朱

小丹等出席，國內方面則有外貿協會董事長

王志剛、國民黨副主席蔣孝嚴、新黨主席郁

慕明及親民黨祕書長秦金生等出席，共有來

自海峽兩岸 5百多位人士出席開幕式，本

館人員則於開幕式後與多位中國大陸孫中山紀念機構的代表會晤交流。當日下午同

時展開包括「中山思想與中國夢」、「中山思想與經濟建設」以及「中山思想與中華民族

凝聚力」等 3個論壇，每場論壇都邀請海峽兩岸學者專家就論壇主題發表論文，並接受

學者之評論，藉此擴大孫學領域，深化孫學研究。當晚主辦單位並安排與會人員至中山

市文化藝術中心大劇場觀看大型交響組歌-

《孫中山》，此交響組組歌係 2011 年廣東省

和中山市為紀念辛亥革命 100 週年所製作

而成，內容分序曲、日出翠亨、偉大理想、

崇高人格、魂繫中華、尾聲等 6個篇章共十

節，邀請中國大陸著名聲樂家以及廣州交響

樂團、中山市合唱團、中山市實驗小學合唱

團等參與演出，交響組歌以中華民族崛起為

 

本館人員與國父曾侄孫孫必勝(左二)、孫必達先生合影(102/07/24)  

本館人員與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蕭潤君館長 (中 )合影

(102/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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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形塑高度民族意識，浩浩蕩蕩，氣勢磅礡，令人印象深刻。 

二、參訪行程及拜會單位 

第二天(7 月 25 日)係參訪行程，主辦單位安排與會人員至翠亨村國父孫中山

先生故居紀念館參觀並向國父銅像獻花致

敬，本館人員藉此特別拜會孫中山先生故居

紀念館蕭潤君館長，除表達感謝盛情接待

外，並對加強兩館間之合作與交流交換意

見。隨後導覽人員引導與會者至中山市辛亥

紀念公園、中山紀念中學及中山翠亨新區規

劃館參觀，其中所規劃之中山翠亨新區令人

側目，據導覽人員之 解說，翠亨新區地處珠

江三角中心，1 小時車程可通達珠三角 5 大機場

和 3 大港，具有獨特交通樞紐位置，且中山市

產業基礎厚實，以其依托國父故鄉的獨特優勢，將來必大有可觀之發展，整個

參訪行程於上午結束。隨著參訪行程的結束，「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也

劃下句點，大部分與會人士於當日下午返程離開，本館人員也於同日下午離開

中山市，並途經澳門返回台北，完成參加中山論壇之任務。 

 

叁、參加心得 

 「第二屆海峽兩岸中山論壇」已劃下句點，從開始規劃參加，到實際參與，最

後參加完畢後返回臺灣，檢視整個參與的過程，有幾項心得值得分享： 

一、中山論壇對弘揚中山思想有正面助益 

儘管中國大陸舉辦中山論壇有其政治與經濟的規劃與考量，但這次論壇有來自

海峽兩岸四地 500 多位代表出席，其中有港澳代表、大學教授、各產業領袖、

各社團負責人等，渠等共聚一堂，歌頌國父偉大事蹟，聆聽中山思想之演繹與

發展，此一論壇之舉辦，對弘揚中山思想有正面助益。 

二、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對孫中山

先生的詮釋與論述  

大陸方面尊稱孫中山先生為「革

命先行者」，但本次論壇的舉辦，

從國務院臺辦到廣東省政府、中

山市政府一直到翠亨中山先生故

居紀念館，從中央到地方所動員

的人力、經費及主辦層級等衡

量，堪稱是中國大陸有史以來舉

辦孫中山先生最大規模的紀念活

中山市翠亨新區管理委員會銜牌 102/07/25) 

本館人員與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李穗梅館長合影(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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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此一論壇舉辦之後，對孫中山先生之詮釋與論述是否有進一步發揚，值得

密切關注。 

三、促進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交流與合作 

中山論壇係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的交流平台，主辦單位邀集各地孫中山紀念機

構的代表參加，本館藉由出席論壇，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的代表會晤交流，

如與國父曾侄孫孫必勝及孫必達先生合影交談、與翠亨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蕭潤

君館長、廣州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李穗梅館長、廣州孫中山基金會羅國華會

長、武漢武昌起義紀念館梁華平館長等會晤，對促進本館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

構的交流與合作，有積極實質意義。 

四、擴大孫學研究領域，深化孫學研究

內涵 

在孫學研究議題上，透過學術論

壇，讓兩岸學者闡述中山思想的演

繹與發展，檢視兩岸對國父所創建

三民主義的實踐成果，如以闡述三

民主義為例，大陸學者普遍關注民

族及民生主義，少談民權主義，而

臺灣學者則以民族、民權及民生主

義三個主義相互依存不可偏廢，

強調民權主義。藉此論壇瞭解臺灣與大陸學界對孫學研究議題的侷限與發展發

方向，對擴大孫學研究領域，深化孫學研究內涵，有啟發與催化作用。 

 

肆、建議事項 

面對中國大陸結合以孫中山先生作為政治與經濟行銷的現象，我們宜有具體因

應作法： 

一、立即可行建議 

(一)對全球或中國大陸所舉辦以孫中山先生為主題的相關活動，應積極參與爭

取發言權。 

(二)持續對大陸地區各孫中山紀念機構建立聯繫管道，加強兩岸對國父思想以

及相關文物史料的研究與交流。 

(三) 將前述與各地孫中山紀念機構交流所蒐集之資料整合更新，編印《全球

孫中山紀念館》專書，以提供各界參考。 

二、中長期建議 

(一)建置「全球孫中山紀念館」資訊服務平台，提供全世界約 40 個相關紀念

館所跨越時空限制的橋梁，整合國父相關史料資源，彼此分享研究成果，並納

為本館規劃「國父雲端」服務的一環。 

中山學術論壇會場(10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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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弘揚中山思想與推廣國父文物史料方面，在作法上應創造獨特性與差異

化，如融入臺灣文化特色，加強國父革命建國歷程與臺灣關係之等，如此方能

讓本館成為全球最具特色的孫中山先生紀念機構。 

(三) 由於政治民主化與社會多元化的發展，臺灣青年學子普遍不願投入對中

山思想或孫學領域之研究，致使相關研究人才呈現斷層現象，對此我們應擴大

孫學研究領域，強化獎勵措施，鼓勵青年學子參與研究，以培植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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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一﹕中山論壇手冊                        附錄二﹕大型交響組歌-《孫中山》節目表 

 

 

 

 

 

 

   附錄三﹕中山論壇嘉賓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