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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辛亥革命‧孫文‧東 亜同文会」的国際シンポジウム是由東亜同文書院大

学記念センター主辦，由於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センター是日本有關辛亥革命

史料特別是與孫中山相關革命史料收藏的重鎮，因此受到學術界相當的重視。中

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也計畫明年與愛知大學合辦台灣史的研討會，並進一步掌

握東亜同文書院有關台灣的資料。 

 

    因此，此次我除了發表論文之外，主要有兩個目的：一、透過與愛知大學的

合作，建立本所在日本近畿地區的學術交流據點，如此本所在東京地區的東京大

學、一橋大學，關西地區的關西大學和中國地區的廣島大學之外，在近畿的名古

屋地區也有學術合作的對象。二、透過與愛知大學黃英哲教授的合作，積極推動

與日本大學合辦研討會及學生學術交流。特別是個人庾黃教授今年合作「閱讀侯

孝賢」國際研討會之後，如何轉化為台灣史研究所與其合作，是努力的目標。 

 

二、過程： 

 

在此次研討會舉行之前，個人先前往名古屋的愛知大學校區，拜會黃英哲教

授和三好章教授，特別是和黃英哲教授，洽談合辦研究生論文學術研討會，以及

和一橋大學、名古屋大學、奈良大學合辦國際研討會的相關事宜。 

    至於研討會的進行經過，主要有：藤井昇三氏（電気通信大学名誉教授）發

表「辛亥革命と孫文―日中関係の転機―」；横山宏章氏（北九州市立大学教授）

發表「辛亥革命の夢と孫文の相剋」；李廷江氏（中央大学教授）發表「２１世

紀における近衞篤麿の思想的遺産」；馬場毅氏（愛知大学教授）發表「辛亥革

命と東亜同文会」；武井義和氏（愛知大学非常勤講師）發表「孫文に協力した

山田良政・純三郎兄弟の活動について―恵州起義から第三革命までを中心に―」

以及我發表「民国の樹立から民国の憲政へ―中華民国憲政発展の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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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愛知大學的兩位發表者，在論文中引用了相當多東亜同文書院大学記念

センター收藏的書信、史料和照片，對於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合作參與的中國革命

給予相當好評。相對地，藤井昇三教授則從中國民族主義的角度切入，批評孫中

山在革命的過程中，基於尋求外國支援的考量，特別對日本有一些過去較少研究

者提及的有損國家利權的外交行動。而横山宏章教授則從民主主義的角度切入，

探討袁世凱與孫中山兩人，對於中國民主憲政推展造成的阻礙。由於與會者立場

差異甚大，因此再綜合討論時爆出不少火花。 
 

三、心得及建議： 

 

    這次會議得以與中日研究辛亥革命的學者交流，獲得了相當珍貴的經驗。會

議中對於辛亥革命以及孫中山革命評價的差異，使得討論相當精采而且深入。而

在中華民國憲政體制如何在台灣實施的問題，與會的學者也提出不少看法。 

     對個人而言，論文改寫後的正式發表，有助於在國際發表的能量。不過，

更重要的是，透過參與這次的研討會，使政大台灣史研究所有機會參與日本近畿

地區已經舉行三年的有關台灣文史的國際研討會，本所的研究生也可以參與發表

與學術交流。如果未來能順利推動，對本校的國際學術合作、交流，也有所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