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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推廣孫學研究及擴大兩岸學術交流，本館與上海中山學社、廣東孫中山

基金會等三方於 2011 年 8 月商議決定，每年召開一次三地的學術研討會。依此

決議，2018 年 12 月 20-24 日在上海舉辦此次第六屆「紀念孫中山：民族振興與

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地點於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复宣酒店。

由本館楊副館長率領臺灣團一行共 13 人與會，其中包括學者 10 名，共發表 10

篇學術論文。會議中來自臺灣、澳門等地，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加上北京、

廣東、浙江、河北等大學院校、科研院所、紀念場館的專家學者共 80 餘人與會，

大會總計發表論文 46 篇，聚焦在孫中山思想體系中，與民族振興和「人類命運

共同體」思想相關的內容來展開深入研討。 

    首先，研討會中學者代表分別針對孫中山的反霸權主義、東亞融合、民族平

等、團結奮鬥等思想做主旨發言；其次分組討論時，學者們則圍繞在孫中山思想

和「民族振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天下為公、

博愛、民族平等、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等思想入手，以國際關係、文化、歷史、

政治及社會學等不同視角，進行深度的理論發掘和闡釋。最後在研討會閉幕式中

學者總結認為，本次研討會對孫中山的研究充滿現實感，研討會所迸發出的許多

觀點必將引發廣泛回響與認同，同時孫中山的當代價值必然越辯越明，且孫中山

的革命形象和思想面貌也將越來越清晰。另外在研討會期間，主辦單位也安排參

訪了復旦大學校史館與孫中山故居紀念館，帶領與會學者詳細地考察了相關的史

蹟文物與史料。研討會後，我們另前往廣富林古文化遺址考察上海地區的歷史遺

跡，以及參觀 1933 老廠坊與 M50 創意園，了解上海地區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 

關鍵詞 

紀念孫中山、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學社、孫中山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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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國內外環境情勢 

    1990 年代以前，國內的中山思想與孫學研究主要由學術界的學院派來領導，

然而 1990 年代之後，臺灣政治與社會情勢面臨急遽轉型，孫學研究的學術化工

作則逐漸轉由國父紀念館來協助。本館作為當前臺灣孫學研究發展的領航者，亟

需提升本館的學術研究地位與學術能量，持續引領臺灣的孫學研究發展。尤其這

幾年孫學研究在臺灣面臨轉型，而中國大陸對於國父孫中山的研究也有逐漸興起

的態勢，此時臺灣更應投入學術資源振興相關研究。據此，組團赴海外辦理學術

研討會可以為本館的國際化與學術研究發展做出積極貢獻，而參與國際學術研討

會更可以促進本館與海外的學術交流，特別是與海內外高等院校學術界的學者專

家進行交流或合作，除了可以提升本館的學術能見度與學術地位，也可藉此汲取

學術研究的養分與能量。 

二、 出席會議之緣由與目的 

    有鑑於本館與孫中山基金會(廣州)、中山學社(上海)均以紀念孫中山來命名，

並以弘揚中山思想與學說為宗旨，多年來各自組織和推動中山學術思想之研究，

為進一步擴大兩岸學術與文化交流，2011 年 8 月經三方共同商議，提出每年輪

流召開一次合辦會議之構想，據此為推廣孫學研究及擴大兩岸學術交流，本館決

定與上海中山學社、廣東孫中山基金會等三方合辦一次三地的學術研討會。2012

年 9 月孫中山基金會率先在廣州的江門召開「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傳統文化與當

代社會」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轉回臺北，由本館承辦第二次「紀

念孫中山：華人文化與當代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本館中山講堂盛大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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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2014 年 11 月則輪至上海由中山學社辦理，而成為第三次「紀念孫中山：全

球視野與中華振興」國際學術研討會。  

    這項紀念孫中山的研討會經三個主辦單位承辦一輪後，認為邀請兩岸學者共

同探討孫中山相關議題，是兩岸共同紀念孫中山、弘揚中山思想的極佳模式，於

是在此理念下，決定續辦這項兩岸三地「紀念孫中山」的學術研討會。因此，2016

年 9 月在廣州舉辦第四屆「紀念孫中山—世紀回望與民族振興」學術研討會，

2017 年 11 月本館接續舉辦第五屆「紀念孫中山：公平正義與社會發展」國際學

術研討會，2018 年 12 月則在上海舉辦本次第六屆「紀念孫中山：民族振興與人

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以上細節為此次本館組團赴大陸上海辦理學術

研討會之緣由與目的，另外與會臺灣學者共九名，其名單如下： 

編號 姓 名 服務學校 

1 劉阿榮 中央、元智大學教授 

2 莊明哲 中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務長 

3 劉性仁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4 謝政諭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5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6 劉維開 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7 閔宇經 弘光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兼學務長 

8 劉碧蓉 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9 李孔智 中國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助理教授 

 

貳、 行程安排及會議議題 

一、 會議行程 

    2018 年之兩岸三地「紀念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會由上海中山學社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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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題為「民族振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本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臺灣中

山學術文化基金會為聯合舉辦單位，會議時間與地點為 2018 年 12 月 20-23 日於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复宣酒店。由本館楊副館長率領臺灣團一行共 13 人與會，

其中包括學者 10 名，共計發表 10 篇學術論文。 

    相關會議行程如下：  

    12 月 20 日(星期四)：上午九點半於台北松山機場集合，隨後搭乘華航班機

飛往上海虹橋機場；下午四點半抵達上海復旦大學复宣酒店，隨後展開大會報到

作業。 

    12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九點半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式，接著十點半大會

主旨發言；下午一點半則進行分組討論與學術交流。 

    12 月 22 日(星期六)：上午九點首先參觀復旦大學校史館，接著十點大會舉

行閉幕式與閉幕典禮，包括兩個分組討論的小組匯報、學術總結、與會代表感言、

上海中山學社致閉幕辭等；下午則驅車前往參觀上海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12 月 23 日(星期日)：全天至上海廣富林古文化遺址考察，瞭解上海的史前

遺址與相關歷史遺跡。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上午參觀 1933 老場坊、M50 創意園，考察上海最負盛

名的兩個文化創意產業據點；下午則乘車前往上海虹橋機場，搭乘華航班機於下

午五點半返抵台北松山機場。 

 

二、 會議議題及內容 

    12 月 21 日，由上海中山學社、國立國父紀念館、廣東孫中山基金會聯合主

辦的「紀念孫中山：民族振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隆

重開幕。來自臺灣、澳門等地，以及日本、韓國等國家，加上北京、廣東、浙江、

河北等大學院校、科研院所、紀念場館的專家學者共 80 餘人與會，大會共收到

論文 46 篇，圍繞在孫中山思想體系中，與民族振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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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的內容展開深入研討。 

 

    (一)研討會開幕式 

 

研討會開幕式 

     

    開幕式上高小玫女士代表上海中山學社致歡迎辭，她對與會專家學者在孫中

山研究領域的辛勤耕耘和豐碩成果表示敬意，並感謝他們對研討會的一貫支持。

她表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蘊含著中國智慧，與孫中山「振興中華、

天下為公」的思想一脈相承。她希望與會學者從孫中山思想中發掘出豐富的理論

礦藏，形成更加深刻廣泛的共識；以孫中山精神為紐帶，圍繞主題、深入研究，

為兩岸擴大開放提供智慧創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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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開幕式 本館楊副館長致辭 

  

研討會全景 高小玫代表主辦方致歡迎辭 

    她認為對外開放是當今全球最重要的潮流，「中山先生革命足跡遍佈全球，

在海內外有著廣泛的影響，在全球華人中具有強烈的認同感和感召力」，她希望

透過本次會議，來自各地、各國的專家學者通過挖掘孫中山思想的時代價值及其

深遠影響，「讓我們在推進開放和中國促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獲得啟示，增

強信心，謀求中國與世界人民未來的和諧與發展。」她也期待進一步強化紀念孫

中山學術品牌，加強平臺合作，為兩岸和平貢獻智慧和力量。 

    其後，中國大陸孫中山研究會會長熊月之、本館副館長楊同慧、中山大學教

授李萍，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王建朗、河北師範大學戴建兵教授分別致

辭，他們認為今年研討會的主題契合了時代議題的重大關注。他們希望在座的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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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加強溝通、密切協作，共同促進孫中山思想學術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展，弘

揚孫中山精神，促進海峽兩岸的學術文化交流。    

    (二)大會主旨發言 

 

臺灣代表劉阿榮教授主旨發言 

    復旦大學資深教授姜義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教授林家有，臺灣中央、

元智大學教授劉阿榮，浙江大學教授桑兵、中國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長汪朝光

分別圍繞孫中山的反霸權主義、東亞融合、民族平等、團結奮鬥等思想作主旨發

言。他們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和「天下為公」思想一脈相承，而後者

正是孫中山先生所宣導的。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振興或者復興議題的先導者，如今

這個夢想就要變成現實。他們認為今天之所以還要紀念孫中山，是因為他對這個

世界有深入的瞭解，有非常遠大的世界眼光，對我們認識中國命運有著「領袖人

物獨特的引領作用」。他們也指出，21 世紀又會不斷有新的挑戰出現，我們可以

不斷從中山先生的思想中汲取智慧與力量。 

    (三)分組討論 

    研討會當天舉行了兩場分組討論，學者們圍繞著孫中山思想和「民族振興

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題，從孫中山的大亞洲主義、天下為公、博愛、民族平

等、世界大同、世界和平等思想入手，以國際關係、文化、歷史、政治及社會學

等不同視角，進行深度的理論發掘和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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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分組討論 

 

第二場分組討論 

  

本館副研究員鍾文博報告 楊副館長於分組會場與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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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研討會閉幕式 

  

戴鞍鋼教授做學術總結 中山學社副社長沈祖煒致閉幕辭 

    在閉幕式上，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戴鞍鋼做一學術總結。他充分評價並肯

定此次大會的主題，肯定學者們有深度、有新意、精彩紛呈的學術研究和闡述，

但他也希望未來研討會在新史料發掘等方面能有所改進。 

 

與會學者代表發表感言 

    在與會代表感言部分，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暨臺灣陳守仁孫學研究中心

主任邵宗海，韓國釜山大學教授裴京漢，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深町英夫、中山市社

聯主席胡波等與會代表在大會閉幕感言中表示，此次大會主題既有歷史價值，更

有現實關懷，將對孫中山研究產生重要影響；此外，大會組織工作細緻有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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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成為各地學者交流溝通的堅實橋樑。他們一致認為孫中山不僅是中國領袖，

也是世界級的領袖，希望兩岸學界更多地支持國外學者一起投入孫中山研究，吸

引更多國外學者來參與這項學術盛會。 

    最後，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沈祖煒在閉幕辭中表示，本次研討會對孫中山的

研究充滿現實感，其思想光輝將照亮當代人的前程。他相信「研討會中迸發出的

許多觀點必將引發廣泛回響與認同，孫中山的當代價值必然越辯越明，孫中山的

革命面貌和思想面貌也將越來越清晰。」 

 

研討會閉幕式全體人員合影 

三、 參訪重點內容 

(一) 復旦大學校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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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校史館 校史館內孫中山史料 

  

楊副館長等人考察相關史料 楊副館長率臺灣學者團合影 

     會議期間，與會人員還參觀了復旦大學校史館，其中一個重要展區是

關於孫中山先生與復旦大學的淵源，包括親筆手書「努力前程」四字勉勵復

旦大學學生。參觀後深覺孫先生除了為國事戮力奮鬥外，對於教育更是十分

重視，令人不禁深為感動。另外，復旦大學校史館的規劃與陳列如同一個小

型博物館般新穎，內部的相關史蹟與文物史料保存亦相當豐富完整，導覽與

解說人員也相當專業嫻熟，參觀完後深覺作為中國大陸首屈一指的名校之

一，珍視自己的校史與校譽，用心地典藏屬於自己的榮耀，此點值得我們借

鏡學習。 

(二)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 

  

孫中山故居 孫中山文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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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人員為與會學者解說  孫中山與宋慶齡的愛戀一生  

    孫中山故居紀念館為 1918 年至 1924 年孫中山先生與夫人宋慶齡女士的居住

地，它是一座幽靜的深灰色的兩層樓房的歐式花園住宅，屋內樓下是客廳和餐廳，

樓上是書房、臥室和室內陽臺，室內的陳列基本上是 1956 年時宋慶齡按照當年

原樣所佈置的，包括一塊用五色木塊拼成的鑲有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拍攝照

片的大鏡框、在餐廳中懸掛著的日本友人久原房之助贈送的祖傳寶刀、一幅由孫

中山親自繪製的上海地圖、1915 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東京結婚後的合影等，這些

歷史文物至今還珍貴地保存在故居內。值得特別一提的是，孫中山先生在此撰寫

了其著名的《孫文學說》和《實業計畫》，在館內也特別地陳列與展示。 

(三) 廣富林古文化遺址考察瞭解上海地區的歷史遺跡 

  

遺址前合影 復刻廣富林遺址考古現場  



12 
 

  

貓頭鷹蓋盆 再現清朝時期上海場景  

    廣富林文化遺址位於上海市松江區廣富林村北側，是一處距今 4000 至 2500

年的古遺址，該遺址於 1958 年被當地居民發現，此後曾被多次開發挖掘。該遺

址由上至下分為三個文化層，其中第三層於 2006 年被確定為廣富林文化，其主

體是從黃河流域遷徙而來的外來文化。2018 年 6 月起，在廣富林遺址上所起建的

廣富林文化遺址第一期正式對外開放。 

    廣富林文化的年代介於良渚文化與馬橋文化之間，而廣富林文化的發現，填

補了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末期的文化譜系。1958 年上海松江的村民發現了廣富林

文化遺址，後來陸陸續續發現了大型的建築構件及生活用品，比如屏風狀的竹木

框葦編物等等，2008 年更首次發現春秋早期的青銅鼎製禮器殘件及文化墓葬，在

在顯示了它的考古價值。 

    廣富林文化遺址的園區面積相當廣闊，最具特色的即是整個展廳與展館均設

置在水下，透過考古記憶、先民活動和城市興盛等場景設計，讓觀眾在時光隧道

中體驗和閱讀上海這座城市。整個歷史遺址園區可說地域遼闊、風景優美、建築

大氣，我們直覺完成了一個屬於了解上海前世今生的文化之旅。 

 

    (四) 1933 老廠坊與 M50 創意園 

1、1933 老場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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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老場坊正門 合影於 1933 老場坊前 

  

內部建築通道 內部示意圖 

   「 1933 老場坊」顧名思義是 1933 年由當時上海工部局出資興建，著名英國

設計師所設計，中國當時的知名建築營造商所建造的屠宰場。據載建造這個屠宰

場光建築本身和設備即所費不貲，因全部採用英國進口的混凝土結構，牆體厚約

50 公分，兩層牆壁中間採用中空形式，在缺乏先進技術的 30 年代，巧妙利用物

理原理實現溫度控制，即使在炎熱的夏天依然可以保持較低的溫度，可見這棟建

築其工藝設計的前瞻性和先進性。1933 老場坊的建築融匯了東西方特色，整體建

築可見古羅馬建築風格，而外圓內方的結構也暗寓了中國風水學說中“天圓地方”

的傳統理念。其中「無梁樓蓋」、「傘形柱」、「廊橋」、「旋梯」、「牛道」等眾多特

色風格建築融會貫通，光影和空間的無窮變幻呈現出一個獨一無二的建築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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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幢建築的風格感覺樸實無華，大氣而不張揚，加上流暢的工藝工法、精密的房

屋結構、卓越的建築設計，出現在近百年前的上海可謂開一先河，因為即使在當

時全世界，這樣格局規模的宰牲場也只有三座，而 1933 老場坊是目前唯一被保

存完好的建築，其它的似乎都無從尋找了，因此這座建築物的保存可說是極具意

義與時代性。特別是歷史性建築物變身，古蹟活化再利用，可說是相當成功的案

例。 

2、M50 創意園 

  

M50 創意園大門入口 園區內部建築 

  

合影於 M50 創意園內 藝術家創作 

    「M50 創意園」因位於上海莫干山路 50 號而得名，是上海一個表現當代藝

術的文化藝術園區，區內進駐有上百位藝術家的工作室並對公眾開放，而該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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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經常被比作紐約的「蘇活區」或北京的「798 藝術區」，現已成為上海市民及旅

客的旅遊觀光熱點，並被時代雜誌名為「到上海必做的十件事」之一。這片由紡

織廠房改建而成的創意園區與其他創意園區相比，最大的特色即是沿街一牆連一

牆滿滿的塗鴉和免費的畫廊展覽，在這裡可以看到抽像的、寫實的、水彩的、油

畫的等各種畫家的作品，對一般觀賞者來說也是一個培養藝術氣息或美學靈感的

好地方，整個園區內瀰漫著濃郁而輕鬆的藝術氛圍。 

    據資料顯示該地吸引了包括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士、以色列、加拿大、

挪威和中國香港在內的 17 個國家和地區,以及來自國內十多個省市的 130 餘位藝

術家以及畫廊、平面設計、建築師事務所、影視製作、環境藝術設計、藝術品設

計等人士。這些藝術家及創意設計人才的入駐營造了蘇州河沿岸濃厚的文化氣息。

我們參觀完後深深地感受到這股文化藝術結合商業的活力，也看到當地政府積極

推動文創產業的方式，特別是國際化導入在地的作法，其中頗值得臺灣加以參考

與借鏡。   

參、 會議心得與參訪感想 

一、 會議資料 

    本次 2018 年「紀念孫中山：民族振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學術研討

會，提供每位與會者會議手冊一份與論文集一本，內容除了議程、出席研討會

名單外，還包括學術論文 42 篇。 

  

會議手冊 會議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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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心得感想 

    本研討會因屬輪辦性質，故主辦單位有長達一年的籌備時間，基本上在前

一年研討會時，兩岸三方即會召開一個所謂的「會前會」，來討論與溝通次年的

會議主題、舉辦時間、參會型式等相關事項，因此當年度的主辦單位可說有充分

的時間來進行規劃與準備。以今年度的主辦方上海中山學社為例，無論在場地的

規劃、人力的動員或食宿的接待上，都讓所有與會者頗為稱道，也可謂瑕不掩瑜

了。針對此次研討會，提供幾點觀察如下： 

    (一)、臺灣重學術發表，大陸重交流學習 

    一般來說，在兩岸學術交流上，臺灣較著重學術，而大陸則側重交流；因此

相對而言，臺灣學者仍較重視學術論文發表，而大陸學者則較期待相互交流或學

習。也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在研討會議程的安排上，有關分組討論的場次裏，往

往出現一個場次近十篇論文發表的現象，導致每個人只有極少的時間(約 6 分鐘)

可以進行論文發表，這種情形在臺灣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現的，不過透過這種大雜

燴的形式，倒是提供與會學者共聚一室、快速交流、相互觀摩的平台與機會，也

算是一種特別的學術交流型式了。 

(二)、學術背景雖不同，但兩岸各有所擅 

    臺灣學者大部分都是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從事孫學研究，而大陸學者則大部

分是從歷史學的途徑來研究孫中山與民國歷史。簡言之，研討會中兩岸學者其學

術背景往往並不相同，但學術觀點與成果誠各有所擅。以本次研討會為例，臺灣

學者大多以國際關係、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視角來進行深度的理論探討與

闡釋，而大陸學者則大多從史料的挖角或整理來分析孫中山與民國歷史的關係。

兩岸學者各有所擅，正可跨學門領域對談，在研討會中激盪出更多的觀點火花。 

    (三)、年輕學者陸續加入孫中山研究的行列 

    本次研討會雖以中生代學者為主，但會場上也出現不少年輕的面孔，有些是

論文發表人，也有些是碩博士班研究生到場聆聽，讓人感受到孫學研究的行列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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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有新血的陸續投入。事實上，這幾年中國大陸學術界對於孫中山研究的投入獲

得了官方的認同與資源挹注，因此許多年輕學者也陸續加入孫中山研究的行列。

我們樂見這股趨勢，事實上如何培養青年學子投入孫中山研究或孫學研究，一直

是兩岸三方的共同職志。兩輪六屆舉辦完成之際，這股現象應可說是階段性的成

果。 

    (四)、孫學研究需要國際化與學術交流 

    此次研討會邀請日本、韓國等海外學者與會，從國際的觀點分析孫中山的歷

史角色與代表意義，可說提供了另一個不同的研究視野。研討會閉幕式中也有學

者提到，希望兩岸學界支持國外學者一起投入孫中山研究，以吸引更多國外學者

來參與這項學術盛會。我們深覺孫學研究需要推廣國際化與學術交流，才能與時

俱進、繼長增高，未來兩岸三地辦理「紀念孫中山」研討會，應繼續朝國際化的

方向持續前進。 

肆、 建議事項 

一、 鼓勵青年學子與年輕學者投入新的孫學研究 

      在臺灣的學術界或大學校園，孫學研究的社群不諱言似乎有逐漸凋零的現象，

反觀在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孫學研究的大軍卻逐漸興起，研討會上年輕的面孔

更是時有多見，本次學術研討會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此種現象。因此，我們認為

應該鼓勵並獎掖更多臺灣的碩博士班青年學子與年輕優秀的青年學者，提供他們

更多的學術資源來投入新的孫學研究。所謂「新的孫學研究」就是除了以往的孫

中山思想、國家發展以及民國歷史外，凡是與當前臺灣所面臨的社會、經濟和文

化等問題都可以加以探討，只要適當且有意義地從中山先生思想中汲取現代意義

即可，據此，孫學研究不惟是學術探討，亦是實踐致用之學。職是之故，鼓勵青

年學子與年輕學者投入新的孫學研究，進而擴大學術研究的隊伍，應該是臺灣當

前最重要的任務，而本館長期作為臺灣孫學研究的重鎮，正可扮演此領頭羊的角

色。而五月份本館所積極辦理的「中山青年學術研討會」即是為達成此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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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持續精進提升本館有關孫中山史蹟與史料之保存與展覽 

    本館主要為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其思想與行誼的紀念館，而孫中山先生

雖到過臺灣三次，但留下來的相關史蹟或史料恐未如海外一些館所機構來得

豐富，尤其孫中山先生為倡導革命而積極奔走海外，因此無論是日本或東南

亞，甚至是美國都有許多珍貴的史蹟或史料。基此，如何持續強化本館有關

孫中山史蹟與史料之保存與展覽，並精進展覽型態與策展、佈展能力，同時

提升文物的歷史內涵與可識讀性，以及補強相關史蹟或史料的闕漏等都是相

當重要的工作。在此次上海的參訪中，無論是復旦大學的校史室，或是孫中

山故居紀念館，似乎都有一些臺灣方面特別是本館，所較少呈現出來的重要

史蹟與史料。職是之故，今後如何達成與海外館際資源的交流與共享，將更

多且更新的史蹟與史料帶回臺灣，將是本館研究典藏組的重要工作目標。 

三、 積極促進與海外友館之國際交流與合作，提升本館之國際地

位與親民形象 

    本館應持續走出臺灣，加強與海外友館的交流與合作，無論是學術研究、

館務設施、史蹟展示、圖像授權、典藏品展覽，或是博物館專業服務與知能

等面向，透過國際交流與館際交流的型式，進一步達成資源共享、互惠互利、

創新加值與專業服務的目標，並提供到訪者更多元的文化體驗與國際視野。

特別是孫中山先生作為兩岸共同崇敬的偉大人物，其革命史蹟亦為兩岸人民

所共同珍視的歷史記憶，因此持續辦理兩岸孫學研究的學術與文化交流，對

於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應該可以發揮正面且積極的作用。除了可與

海外相關場館機構締結為姊妹館外，本館作為全球華人最為熟知心儀的孫中

山紀念館所之一，更應善用臺灣長期以來所具有的自由、民主、多元、開放

的文化特質與內涵，並據以進一步提升本館的國際地位與親民形象，向國際

人士展現我們臺灣的文化軟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