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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發揚中山思想及其史蹟、史料之蒐藏、研究及展覽為本館建館之宗旨。而

藉由相關史料及圖片之展出，彰顯中山思想之博大精深與革命精神及其偉大人

格又為首要之目標。

國父一生與美國關係密切，

1879年隨母親楊太夫人由澳門出發至

檀香山求學，開啟了認識近代西方科

技文明與民主自由的經驗，也奠定了

他以開放的視野，籌謀國家發展的定

見，引領中國思想界與革命志士，百

折不撓，為開創民主共和，均富發展

的理想而奮鬥，美國因素對國父革命

的影響至深且遠。

而澳門則是國父迎向世界、成長學習、針砭朝政、懸壺行醫、宣傳革命

及同盟會、中華革命黨活動的據點，也是其親人安居之所；1879年（清光緒五

年），他隨母親由澳門出發到美國檀香山，自述「始見輪舟之奇，滄海之闊，

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開始接受西式教育，眼界因而大開，遂更

加堅定中國未來走向民主、自由改革之路的理想。

職是之故，本館特別選擇國父147週年誕辰紀念日之際，於民國101年

（2012）11月10日至11月30日，與澳門國父紀念館共同策辦「孫中山先生與美

國特展」。展區計分「民主理念、師承林肯」；「滄海之闊、輪舟之奇」；

「為成大業、不拘小節」；「組黨募款、行腳美國」；「荷馬李君、終身之

友」等5大主題，依序介紹國父革命理念之建立、赴美國求學之成長過程、獲

得美國護照成為美國公民之經過、在美國各地組黨募款號召革命之經歷，以及

美國友人之支持等。此次展出許多以往難得公開的文件及照片，提供世人瞭解

國父的美國經驗及創建中華民國的深遠意義。

關鍵詞：孫中山先生與美國、國父紀念館、中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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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發揚中山思想及其史蹟、史料之蒐藏、研究及展覽為本館建館之宗旨。而

藉由相關史料及圖片之展出，彰顯中山思想之博大精深與革命精神及其偉大人

格又為首要之目標。

國父一生與美國的關係十分密切，他從1879年至1911年曾經到過檀香山和

美國大陸7次，所停留的時間先後加起來約有9年之久。早期主要的革命活動，

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到同盟會時期的組織和宣傳活動，乃至歷次起義向華僑募

款，有不少是在美國境內進行的。

澳門則是國父迎向世

界、成長學習、針砭朝政、

懸壺行醫、宣傳革命及同盟

會、中華革命黨活動的據

點，也是其親人安居之所。

1879年（清光緒五年），他

隨母親由澳門出發到美國

檀香山，自謂「始見輪舟之

奇，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

學之心，窮天地之想」，自此開始接受西式教育，眼界因而大開，更加堅定中

國未來走向民主、自由改革之路的理想。而現隸屬於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的「澳

門國父紀念館」，原為國父在澳門行醫時，其長兄孫眉為家人所購置之舊宅；

1918年起為國父元配夫人盧慕貞寓居之所。

職是之故，本館特別選擇國父147週年誕辰紀念日之際，與澳門國父紀念

館共同策辦「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圖一）。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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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展覽資料（圖二）

一、展覽名稱：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

二、展覽時間：2012年11月10日至11月30日

三、開幕時間：2012年11月10日

四、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澳門國父紀念館

五、資料提供：國立國父紀念館、美國在台協會

六、展覽地點：澳門國父紀念館3樓展覽室

七、開放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5時（週二休館）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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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實施狀況

一、舉辦展覽，印製掛圖及文宣品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

特展」首展於2011年7月4日

至7月30日在本館逸仙書坊

舉行，開幕典禮由馬英九總

統與美國在台協會司徒文處

長共同主持，展覽深受社會

各界熱烈迴響和肯定（圖

三）、（圖四）。展覽結束

後，除郵票歸還借展者外，

美國在台協會所提供之展件

資料全數贈送本館。

該展自民國100年迄今陸續

至國內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

正大學、私立嘉南藥理科技大

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政治

大學及國立臺中圖書館等地巡

迴展出，而澳門國父紀念館則

係首度移至海外展出。

為配合澳門國父紀念館展

覽場地，本館特別與美國在台協會共同整理原展出史料，重新製作展覽掛圖32

幅（圖五）、（圖六）。此外，為獲致宣傳效果，本館另印製中英雙語摺頁簡

介、海報（圖七）及大圖輸出等，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展覽主題及特色。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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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覽內容

是項展覽計分「民主理念、師承林肯」；「滄海之闊、輪舟之奇」；「為

成大業、不拘小節」；「組黨募款、行腳美國」；「荷馬李君、終身之友」等

5大主題（圖八）、（圖九）、（圖十）。展品包括： 1904年3月14日夏威夷領

土部長簽發的「出生證明」、1904年4月14日國父自述證詞稿、1911年10月10

日國父入住丹佛旅館的旅客親筆簽名簿、1912年美國官方檔案說明「國父當選

美國總統時，即不具美國人身分」的公務函及1900年和1901年舊金山報紙關於

荷馬李將軍的報導、荷馬李家屬所撰「荷馬李夫婦事蹟回憶」紀念文等珍貴資

料。

1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
Dr. Sun Yat-sen and the U.S.A.

孫中山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也是世界知名的革命家，他的偉大在於他對民族、

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堅持與奮鬥，縱使顛沛流離，但他從不放棄希望，在他生

前有許多革命志士追隨他，在他身後更有無數國人追念他；生前他為革命奔走世

界，尤其是美國各地，身後在世界，尤其是在美國，舉目可見的紀念物，更應當

是中國人永遠的光環。

Dr. Sun Yat-sen is both the lead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a globally 

              

for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min you, min zhi, and min xiang. Even though 

he was constantly in exile, he never despaired.  Many revolutionaries followed Sun’s 

lead when he was alive.  After he passed away, countless people mourn his passing  and 

reminisce about his deeds.  When Dr. Sun was alive, he travelled around the world, 

particular to the U.S., in support of his revolutionary cause.  After Dr. Sun passed away, 

reminders of where he had been remain the eternal pride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3

民主理念、師承林肯
President Lincoln’s Influences on Sun’s Democratic Beliefs

美國林肯總統著名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理念，係

源自於林肯的蓋茨堡演講詞。蓋茨堡戰役於 1863年 7月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小鎮的

街上及其周圍地區持續 3天之久，此次戰役是美國內戰的轉捩點，國會決定把這

片曾有許多英勇戰士犧牲生命的戰場建為國家公墓。林肯總統親自從華盛頓前來

為此墓地舉行揭幕禮。他在 1863年 11月 19日所發表的這篇獻詞雖然很短，但卻

是所有闡釋民主信念最動人的演講詞之一。

President Lincoln’s well-know belief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iginated from his Gettysburg Address.  The Battle of Gettysburg was 

fought in July, 1863, on the streets and around a small town in Pennsylvania for three 

consecutive days.  As the Battle marked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U.S. Congress decided to turn this battle ground, in which many brave souls had 

           1  1  

President Lincoln, who had travelled from Washington D.C. to Gettysburg for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Cemetery, delivered the Gettysburg Address.  Though the 

Gettysburg Address was short in length, it wa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nspiring 

speeches on democratic beliefs.

4

孫中山在《文言本三民主義》中述及：

「林肯氏曰：『為民而有，為民而治，為

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

之政府，而民者始真為一國之主也。」民

國 10年 6月，演說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時說，「這句話的中文意思，沒有適當的

譯文，兄弟就把它譯作：民有、民治、民享。

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
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張
的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義，就是兄弟所

主張底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

In his Classical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un wrote: 
“President Lincoln said:‘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uch a 
government is the people’s government.  

        
people become the real master of the nation.”  
  1 21       on 

the Concrete Steps to Realizing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here’    
equivalent to this saying in Chinese.  I have 
translated it as: min you, min zhi, and min 

 “   ” means “min you,” 
“by the people” means “min zhi,” “for 
the people” means “  ” Abraham 
Lincoln’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is the essence of what I call the 

         

亞伯拉罕．林肯蓋茨堡演講詞 (美國國會圖書館 ) 
Abraham Lincoln’s Gettysburg Address (Library of Congress)

 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國立國父紀念館 )
The Concrete Steps to Realizing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林肯總統於 1863年 11月 19日發表蓋茨堡演講詞 (美國國會圖書館 )
          
 1  1    

5

此郵票有林肯與孫中山的肖像，象徵中美

自由民主的價值。郵票上在孫中山的肖像下有

中文的民有民治民享，在林肯的肖像下，

有 英 文 的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首日
封郵戳為科羅拉多州丹佛

市，係因為孫中山於辛亥革

命成功時，正在丹佛市。

This stamp with the portraits of both 
         

of the shared values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by the U.S. and China.  Underneath the Portrait 
of Dr. Sun ar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民有民
治民享 .”  Underneath the Portrait of President 
Lincoln are the English word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The postmark on 
          

where Dr. Sun was during the victory of the 
Xinhai Revolution.

美國發行中國革命紀念郵票與不同圖型首日封 (美國在台協會 ) 
Stamp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ssued by the 
U.S. Postal Service and First Day of Issue Covers.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美國總統羅斯福與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自郵政局長華克購買新發行的五分郵票，此郵票有林肯與孫中山的肖像，象徵中美自由民主的價值。
(美國國會圖書館 )

                     
                         

a Chinese inscrip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圖五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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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依序介紹國父革命理念之建立、赴美國求學之成長過程、獲得美國護

照成為美國公民之經過、在美國各地組黨募款號召革命之經歷，以及美國友人

之支持等，展出許多以往難得公開的文件及照片，提供世人瞭解國父的美國經

驗及創建中華民國的深遠意義。

三、展覽特色

最受世人矚目的是國父曾因故申領使

用夏威夷出生身份成功入境美國的問題。

藉由展覽回顧革命黨人楊文炳先生勸國父

「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權達變，如像伍

子胥喬裝出關，孔子微服過宋。這事旣以

救國為目的，何必拘泥呢?」之言詞，吾人

可以感受到國父當時在清政府追緝及美國

「排華法案」的雙重壓力下，為成全大局

不得不採取的權宜之計，其內心兩難之煎

熬可見一斑（圖十一）。

而最特別的兩部份展品為：其一是為國

父1904年3月14日取得1870年11月24日夏威

夷歐胡島的出生證明，實則「11月24日」是

興中會成立之日，國父藉此與革命作連結；

而於1904年4月7日，持美國護照從夏威夷乘

坐「高麗輪」至舊金山，入境美國的過程，

透過珍貴的史料文獻，世人可以清楚瞭解到

國父「為成大業、不拘小節」不平凡的美國

經歷（圖十二）、（圖十三）、（圖十四）

（圖十五）。其二是藉由荷馬李之義子約書11

美國國會 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移民至美國並入美國籍。

1895年 10月 26日，首次廣東起義失敗，11月，孫中山受到通緝。次年 1月，孫

轉赴檀香山，因為清政府通緝，且保皇黨到處伺機破壞革命運動，孫不得作周密

的安排。在親友勸說下，申領「夏威夷出生證明書」，於 1904年 3月 14日取得。

在申請表中填寫他是 1870年 11月 24日出生於夏威夷歐胡島。也因此，孫中山不

僅得以入境美國本土，並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

 1 2            

             

 2  1             

          1       

                

            

              

          1  1        

            2  1    

                

夏威夷領土部長（    ）在 1904
年 3月 14日簽發的「出生證明」(美國國家檔案局 )
        

      1  1  
    

10

為成大業、不拘小節
Being Flexible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美國國家檔案局孫中山先生檔案 ：

此為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被稱為「現代中國之父」的孫逸仙先生入境美國之

調查檔案。檔案內容為孫先生以夏威夷出生的居民身份成功抵美，進行第二次募

款及演講之旅。

「古人成大事者，多能通權達變，如像伍子胥喬裝出關，孔子微服過宋。這

事既以救國為目的，何必拘泥呢 ?」革命黨人楊文炳勸孫中山語。

Dr. Sun Yat-sen’             

 

                

 “     ”          

               

          

“                

                

                  

 ’                

”            

圖十一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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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 4月 7日，孫從夏威夷乘坐「高麗輪」至舊金山，上岸時遭美國移民

局扣留，被判決由原船送回檀香山，如不服可上訴。在華僑奔走協助下，聘請律

師上訴。按照 1900年 4月 30日的法案規定︰夏威夷出生的夏威夷公民被承認為

美國公民。3周後，商務暨勞工部      批准孫在美

居留。獲釋後，即公開在美從事革命運動。他被拒絕入境是因為根據他的自述，

認為他已放棄美國公民身份。

   1             

                

                 

                  1  

            

       ’        

               

                

「第一次抵達」照片，孫中山舉著一黑板，上寫有他原
始的夏威夷檔案號碼 C-140 (美國國家檔案局 )

   ’s “  ”      
        

1         

13

由於孫在自述中提到1870年出生在夏威夷的 ，3、4歲時被父母帶回中國，

1896年曾以在上海核發的旅行證件（   ’   ）入

境舊金山，之後並依此從紐約抵達英國，1901年他以本土出生公民（   

）身份回到夏威夷檀香山。移民官員認為，「從他自己的聲明中，他放棄成

為美國公民的權利，並在 1895年或 1896年成為中國籍，然後以上海核發的旅行

證件  在這裡入境，依照美國對法律的理解，只能把他當中國籍。」因此

入境申請被拒，並被命令被驅逐到港口，等到下一班上次載他來的船隻一起離開。

              1    

                 1     

 ’             

            1 1       

          “     

            1   

1            ’     

               

”  Sun’                

          

孫中山自述証言 (美國國家檔案局 )
Dr.Sun’        

14

1904年 4月 18日，商務暨勞工部執行部長發出長達三頁的決議，撤銷驅逐令，

並下令在舊金山的移民專員「允許孫逸仙入境」。

            

    1  1             

        “   ’  ”

孫中山先生美國公民身分確認之決議文 (美國國家檔案局 )
       

       

移民局官員通知孫中山其入境申請被拒，但可申訴 ...(美國國家檔案局 )
            
          

       

華．包爾斯所提供有關荷馬李將軍之

資料，讓吾人知悉「荷馬李是最深入

參與中華民國成立的美國人，他寫下

了無法抹滅的歷史。」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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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開幕典禮

該展由本館副館長林國章博士率展覽企劃組黃淑薰組長、彭婷婷編譯及王

蘭詩小姐赴澳門策辦。

開幕剪綵典禮於11月10日下午1時在澳門國父紀念館舉行，由澳門國父紀

念館羅木坤館長、本館林副館長、美國駐香港澳門總領事館發言人羅森等共同

主持（圖十六）。為表達對澳門國父紀念館、美國在台協會對此次展覽的大力

協助，林副館長在展覽開幕典禮特別代表本館頒贈「弘揚中山思想  增進文化

交流」感謝牌以表謝忱（圖十七）。

圖十六

圖十八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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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美國在台協會美國資料中心王佩琪館長、澳門大學程海東副校長、

澳門台商聯誼會林啟明會長、澳門美術學會黎鷹會長、澳門視覺藝術學會譚植

桓會長、澳門茶文化協會李發權會長等近百名貴賓亦共與盛會，可謂盛況空前

（圖十八）。

五、各界反應

林國章副館長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國父一生與美國關係密切，1879年隨

母親楊太夫人由澳門出發至檀香山求學，開啟了認識近代西方科技文明與民主

自由的經驗，也奠定了他以開放的視野，籌謀國家發展的定見，引領中國思想

界與革命志士，百折不撓，為開創民主共和，均富發展的理想而奮鬥，美國因

素對國父革命的影響至深且遠。1942年美國發行以孫中山、林肯並列的郵票，

顯示了兩位世紀偉人受到世人的推崇與尊敬（圖十九）。

羅木坤館長開幕典禮致詞時指出，國父對近代中國的影響至大與貢獻深

遠，他的精神遺產包括：「博愛」、「天下為公」、「奮鬥不懈」、「成功不

必在我」等；秉持國父遺教，臺灣現在已是政治民主、民生均富、民權發達，

真正做到為民所用、為民所治、為民所享的境界（圖二十）。

圖二十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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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不僅行動上支持國父，

理念上也提供許多思想的泉源，

羅森發言人開幕典禮致詞時則表

示，中山先生認同並取材林肯

總統「民有、民治、民享」的主

張，將美國的建國精神落實在中

華民國的建國藍圖。而美國國家

檔案局所提供中山先生美籍摯友

荷馬李將軍的珍貴史料，則是中美堅固情誼的最好見證（圖廿一）。

六、媒體大幅報導

此次展覽深受當地媒體熱烈迴響，澳門日報、華僑報、大眾報、濠江日報

及各大電子媒體均採訪報導，給予高度的肯定。

2012年11月7日澳門華

僑報報導（圖廿二）：國立

國父紀念館館長王福林表

示，國父之所以能夠成為大

時代的先知先覺者，引領中

國的思想界與革命志士，為

「民族、民權、民生」的理

想而奮鬥，其中有一個重要

原因，就是他在1879年隨母

親由澳門出發至檀香山求學

的經歷息息相關，讓他有機

會到美國的文化環境中，深

入體驗學習，不惟開啟了他思想的空間，也啟發了他革命的意識。

圖廿一

圖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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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7日澳門日報報導：為紀念孫中山147歲誕辰，宏揚其「博

愛」、「天下為公」、「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崇高理想，孫中山紀念館將於

本月10日下午1時舉辦孫中山誕辰紀念茶會暨「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由

該館與臺北孫中山紀念館共同主辦，展期至本月30日。

2012年11月11日澳門日報

報導（圖廿三）：澳門是孫中

山13歲時，首次出國赴美國檀

香山，體驗「滄海之闊、輪舟

之奇」的首次啟程地，一個半

世紀後的今天舉辦是次活動，

別具歷史及教育意義。

2012年11月11日大眾報：

為紀念孫中山147歲誕辰，宏

揚其「博愛無私」、「天下為

公」、「奮鬥不止」的崇高理

想，由臺北國父紀念館、澳門

國父紀念館合辦的「孫中山先

生與美國特展」昨日揭幕。

2012年11月11日濠江日報：由臺北國父紀念館、澳門國父紀念館合辦的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展覽分為5大主題，分別展出孫中山革命理念的

建立、赴美求學的成長過程等一生與美國的關聯。

 

圖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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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洽展及文化參訪

一、澳門大學洽展
藏書逾30萬冊的澳門大學圖書館，是澳門規模最大、設備最先進的圖書

館，為葡萄牙知名建築師Mario Duarte Duque所規劃設計，結合傳統手法與現代

感，造型獨具一格，遠眺似由3本書及一片光碟組合而成。

在本館規劃「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澳門國父紀念館展出之際，澳門大

學即透過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向本館表達，希望該展在澳門國父紀念館展出結

束後，能移置該校圖書館續展。

本館林國章副

館長、展覽企劃組

黃淑薰組長、彭婷

婷編譯及王蘭詩小

姐等一行人，11月

8日搭乘長榮航空

於中午抵達澳門國

際機場後，立即在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陳俊宏秘書的陪

同下，從機場直赴

澳門大學參訪及洽展，同行者還有美國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王佩琪館長（圖

廿四）。

在該校助理圖書館館長王國強博士熱情的接待和詳細的解說下，一行人對

該校的環境和圖書館的展出場地，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方初步商定展出日

期暫定為12月中上旬，展期約為1個月。

圖廿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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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門博物館
2005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位於澳門市中心古蹟

大砲臺上的澳門博物館，係由葡萄牙著名的建築師馬錦途所規劃設計，該館於

1996年9月奠基開工，1998年4月18日竣工落成。

該館係展示澳門特別行政區沿革、傳統民俗藝術及當代發展的城市博物

館；此外，大炮臺的歷史變遷和考古所發掘的實物與相關史料等也在展出之

列。展覽廳分為：「博物館展覽大樓」、「大炮臺迴廊展廳」、「大炮臺陳列

室」等3部份。

參觀資訊：

【地址】

　澳門博物館前地112號（大炮臺）

【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星期日：10：00－18：00

　星期一休館，每月15號對免費對外開放

【票價】

　成人：澳門幣15元 

　學生、長者、兒童：澳門幣8元

　5歲以下兒童、學校和團體：免費

【電話】

　(853) 2835 7911

【網址】

　www.macaumuseu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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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鄭家大屋

有人曾說：無香山縣就無孫中山。在這塊地靈人傑的土地上，造就了許多

像國父一樣敢為天下先的勇者，鄭觀應即其中的一位。

位於澳門龍頭左巷，融

合中西特色的嶺南風格民宅

「鄭家大屋」，為中國近代

思想家鄭觀應的故居，國父

就讀香港西醫書院時，常與

鄭觀應在此議論時政。其屋

宇建築日期應可上溯至1869

年（清同治八年），其後鄭

家後代陸續擴建，產權幾經

更迭，2001年由澳門文化局接管，並進行修復；2005年鄭家大屋被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2010年整修完成後對外開放（圖廿五）、（圖廿六）、（圖廿七）。    

鄭觀應（1842－1922）為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家、思想家、實業家，原

名官應，字正翔，號陶

齋。廣東省香山縣（今中

山市）雍陌鄉人，世居澳

門。是國父最早結識具有

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改革

之士，他曾發表過許多富

強中國的文章及著作，其

中1886年在鄭家大屋所撰

寫，倡導自強求富、維新

變法的《盛世危言》一書

圖廿五

圖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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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後世最為深遠，他提出

「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

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

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

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的理念，對清德宗（光緒皇

帝）、康有為、梁啟超、國父

及毛澤東等人都發揮了重要的

影響。而國父1894年「上李鴻

章書」所揭舉的「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要旨與其序言提出的「使人

盡其才」、「使地盡其用」、「使貨暢其流」的主張，極為切近。

本館一行人，參訪後在鄭家大屋禮品部發現《孫中山與澳門文物集》，該

書係澳門博物館2011年以「天下為公──孫中山與澳門」為主題，舉辦相關文

物展之出版品，由於內容精實，史料豐富，本館特別購置兩本，一來可以充實

孫逸仙博士圖書館館藏；再者可做為國父史蹟展策展之工具書。

參觀資訊：

【地址】

　澳門龍頭左巷10號 (阿婆井前地對面)

【開放時間】

　10:00-18:00 (星期三及四休館)

【電話】

　(853) 2896 8820

【網址】

　www.wh.mo/mandarinhouse

圖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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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門藝術博物館

位於澳門新口岸冼星海大馬路澳門文化中心的澳門藝術博物館，與澳門文

化中心同為當地文化地標性建築物。該館於1999年4月對外開放，為澳門最具

規模的文物藝術類博物館，現隸屬於澳門民政總署。

該館有5個展覽館、兩個展覽廳，還有演講廳、多媒體圖書館、北京故宮

博物院禮品專賣店等。澳門藝術博物館館藏至豐，包括：陶石器、明清兩代廣

東書畫及名家篆刻、石灣陶瓷和人物陶塑、19世紀西洋歷史繪畫和澳門現代藝

術作品等。除了長設展外，該館也常舉辦不同主題的展覽。

參觀資訊：

【地址】

　澳門新口岸填海區冼星海大馬路

【開放時間】

　10：00－19：00（星期一休館）

　星期日：免費開放

【票價】

　成人：澳門幣5元

　學生：澳門幣2元

　團體（至少十人，每人）：澳門幣2元

　兒童、長者、藝博館之友會員：免費

【電話】

　(853) 9819814

【網址】

　http://www.mam.gov.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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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心得

一、澳門首次展出珍貴史料，廣受熱烈迴響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展出許多以往不曾公開的文件及照片，這些文

獻史料，除了來自相關人士後代之外，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國務院、美國國家

檔案局、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都提供了以往外界罕見的史料。

其中1904年3月14日夏威夷領土部長所簽發的「出生證明」、國父美國公

民身分確認之決議文、荷馬李家屬所提供有關荷馬李將軍之史料等，均係首次

在澳門公開展出（圖廿八）、（圖廿九），開幕典禮近百名貴賓參與盛會，爭

睹展覽內容；展出期間亦獲得各界熱烈迴響及頻頻詢問洽展事宜，觀展人次超

過萬人。

21

荷馬李君、終身之友
Homer Lea, a Lifelong Friend

在所有美國人當中，荷馬李 (Homer Lea，1876-1912) 可以說是和孫中山最親

近的。初遇孫逸仙時，他已是一名自學有成、饒富才幹的知名軍事專家，不僅是

協助孫策劃推翻滿清的得力助手，更成為孫中山最親近的外籍顧問。

荷馬李是個身體孱弱、健康欠佳、身高區區五呎三的駝子，但卻熱愛冒險與

寫作，立志成為軍事家，曾入西點軍校，不久因健康理由無法完成學業，轉而進

入史丹福大學讀書。他飽讀世界軍事名著，1909年出版《無知之勇》一書，檢視

美國國防，並預言美日戰爭，奠定了地理政治作家的國際卓著聲譽。

No American was closer to Sun Yat-sen than Homer Lea (1876-1912). Lea had a 

                

not only instrumental in helping Sun Yat-sen formulate plans for the overthrow of the 

Manchu dynasty, but was Sun Yat-sen’s closest foreign adviser.

Lea was, a frail five-foot three-inch hunchback who suffered from debilitating 

health.  However, he loved adventure, writing and wanted to be a military expert.  

Although Lea was enrolled as a West Point Cadet, he was unable to continue his West 

Point career due to frail health.  Afterward, he entered Stanford University.  He read 

world military classics.  He later earned international acclaim as a geopolitical writer 

for his book, The Valor of Ignorance (1909), which examined American defense and 

prophesied a war between America and Japan.

22

荷馬李應康有為邀請來訓練中國「保皇軍」，

封為「大將軍」，從事多年的軍事組織工作。他

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演說家，每次演說，總是穿

著他的大清官服，吸引好奇的西方聽眾。

1908年光緒帝病逝後，其參與規劃、指導名
為「紅龍」的革命密謀，意圖在兩廣地區創建一

個獨立的共和國，在訓練革命分子滲入滿清新軍

的行動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1909年秋因遭遇
重重阻礙，計畫的推展遲滯不前，找上了當時在

美國募款的孫中山，結合雙方勢力，計劃聯手推

翻滿清，孫中山在美國洛杉磯附近的長堤與荷馬

李等人協商，準備發動大規模的起義行動，就是

事後震驚中外的 1911年 3月黃花岡起義。

Homer Lea once trained the Pao Huang Hui (protect the emperor) army and worked 
several years as a military organizer for China on the invitation of Kang Yiou-wei.  He 
was conferred the title of “Generalissimo.”  Adding to his charisma as a speaker, he 
always wore his official costume of the Qing Dynasty when he gave a speech, which 
never failed to arouse curiosity among his Western audiences.

Following the emperor’s death in 1908, he helped organize and lead a revolutionary 
plot known as the“Red Dragon”conspiracy to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in 
China’s two southern Kwang provinces.  In the fall of 1909, as the conspirators faced 
increasing obstacles in advancing their plot, they approached Sun Yat-sen, who was on a 
fund raising trip in America, to propose joining forces with his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o overthrow the Manchu dynasty.  Sun conferred with Homer Lea and others at Long 
Beach in Los Angeles, planning to launch a large-scale revolutionary uprising.  The 
action would later become the March 1911 incident of Huang Hua Gang, which sent 
shockwaves across China and through international world community

身著大清官服的荷馬李 (胡佛研究中心 )
         

 (Hoover Institute) 

圖廿八 圖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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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件贈送澳門國父紀念

館，文化資源做最有效

的運用

為因地制宜，配合澳門國父紀念

館場地，此次展覽，本館特別與美國在

台協會重新整理相關史料，並徵詢該館

之意願，重新製作符合展場空間又便於

運送及日後收存的展覽掛圖32幅。展覽

結束後，該批展件悉數贈送澳門國父紀

念館，一方面未來該館可配合相關紀念

日及活動不定期展出，文化資源得以做

到最有效的運用；一方面也充實該館館

藏，達到友館交流之目的（圖三十）、

（圖三十一）、（圖三十二）。    

6

滄海之闊、輪舟之奇

孫中山的求學過程多采多姿，他除了接受傳統中國的私塾教育外，還有機會

出國接受西方教育，這在當時保守的社會裡，是很不容易的。正是這樣的教育機

會，讓他能具有更開闊的視野，能更清楚的去看清朝政府與中國的前途，也更加

堅定其讓中國走向民主、自由之改革之路的理想。 

Dr. Sun Yat-sen had a very divers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In addi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private schooling, h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receive a 

western education.  It was quite rare during his time as the society back then was very 

conservative and closed-off.  Such an opportunity broadened Sun’s horizon, enabling 

him to see the fu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China from a more insightful perspective.  

It also strengthened Sun’s determination to reform China in pursuit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Manchu dynasty, but was Sun Yat-sen’s closest foreign adviser.

9

1880年代早期奧阿厚學院校園一景及教室 (奧阿厚學院 )
Campus and Classroom of Oahu College in the 1880s (Punahou School Archives)

意奧蘭尼學院 (1872-1902)年學校圖 (意奧蘭尼學院 )  
Campus of Iolani School (1872-1902) ( Iolani School)

孫中山與家人在檀香山合影（國立國父紀念館） 
Dr. Sun Yat-sen and his family in Honolulu（The National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意奧蘭尼學院一景 (意奧蘭尼學院 ) 
A glimpse of Iolani School ( Iolani School)

檀香山居處（國立國父紀念館）
Residence in Honolulu（The National Sun Yat-sen Memorial Hall）

8

六月   到檀香山茂宜島孫眉所開設的商店當店員。後入盤龍河學校習算數等科。

In June 1879  Dr. Sun arrived at Kahulu on Maui Island, Hawaii, and was 

employed by his brother Sun Mei as a shop attendant.  He later enrolled 

in a primary school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other subjects.

秋   就讀檀香山意奧蘭尼書院習英文

In August  Sun went to the Iolani School in Honolulu to study English.

七月   畢業於意奧蘭尼書院

In July   Sun graduated from the Iolani School.

春   入奧阿厚學院 (Oahu College)  (現名Panahu School)

In spring  Sun transferred to the Oahu College in Honolulu.

“                       
made me aspire to learn more about western thinking and to absorb all the knowledge there is in the world.”This 
quote aptly describes the feelings of the young Sun.  According to Sun's autobiography

圖三十

圖三十一 圖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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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門大學主動洽展，成果豐碩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澳

門國父紀念館展出之開幕典禮，澳

門大學由副校長程海東博士代表參

加。該校助理圖書館館長王國強博

士在本館規劃策辦是項展覽之時，

即延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為向

本館洽展，希望國父紀念館展覽結

束後，該展能接續移至該校展出。

幾經協調，「孫中山先生與美

國特展」澳門大學巡迴展已於2012

年12月13日在該校圖書館開展，由本館、澳門國父紀念館、澳門大學圖書館、

美國駐香港澳門總領事館共同主辦，將展至2013年1月13日（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未來本館還將與美國在台協會共同規劃，將該展繼續移至澳門科技大學及

香港等地展出。

1

孫中山先生與美國特展簡介_0712.indd   1 2011/7/13   上午 09:34:12圖三十三

圖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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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一、加強推動中山研究資料「雲端化」

此次本館至澳門國父

紀念館辦理「孫中山先生與

美國特展」，深受當地重

視，不惟開幕典禮盛況空

前，參加貴賓近百位，各界

所致贈的花籃擺滿展場，各

大媒體尤其大幅報導，世

人當可在最短時間內了解國

父的革命精神及其思想，共

緬其對中華民國歷史的貢獻

及體認建國的盛德偉業（圖

三十五）、（圖三十六）。

未來除將藉書畫

之美及史料圖片的展

出，彰顯中山思想之博

大精深，發揮本館兼具

歷史、文化、藝術、教

育、生活、觀光的多元

功能外，還應編列經費

將相關史蹟資料與高科

技結合，建置研究資訊

網，藉雲端化收無遠弗

屆之效。

圖三十五

圖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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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創展覽業務「泥土化」與「國際化」並重 

為宣揚國父言論、思想、行誼、功業，本館無不積極致力推動國父史蹟國

內、外巡迴展。

國內巡迴展方面，為宏揚國父革命精神，提昇國人文化生活品質及藝術欣

賞水準及配合政府鄉土教育政策，本館從1988年起每年持續至各文化中心或社

教館所辦理，成效良好。2013年將分別至宜蘭縣政府文化局、臺中市立屯區藝

文中心、花蓮縣文化局、國立臺東生活美學館等地舉辦「追隨國父革命群英小

傳」巡迴展。

國外巡迴展方面（圖三十七），為宣揚國父思想，推動國民外交及宣慰華

僑，本館歷年來也曾巡迴國父史蹟展覽於港、澳、歐、美、日、東南亞等地，

均獲得熱烈的迴響。

圖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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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以紀念國父為宗旨，國父史蹟及思想的宣揚為其核心業務，史蹟展又

為其中的核心展覽，自應特別加以重視。

建請主管機關支持本館，未來在既有的基礎上，繼續從「泥土」出發，

將中山思想的文化種子推向「國際」，激發世人的認同，發揮臺灣文化的軟實

力。

三、積極擴大兩岸文化交流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推翻滿清帝制，為全世界華人共同推崇與景仰。為

號召革命，宣傳理念，國父足跡遍及大陸、臺灣、日本、夏威夷、美洲、歐洲

等。為了表達對這一位時代偉人至高的崇敬與永恆的懷念，全世界各地均設有

孫中山紀念館（地），其中又以大陸地區最多，而這些相關紀念館（地）皆為

本館海外友館。

本館展品2001年第一次踏上中國大

陸，赴南京中山陵及孫中山臨時大總統

辦公室舊址紀念館兩地展出，40天展覽

期間，造成10萬人次參觀之空前盛況，

為館際交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此次展覽地點、本館友館「澳門

國父紀念館」，原為國父居澳行醫時，

其長兄孫眉為家人所購置之舊宅，1918

年起為國父元配盧慕貞夫人之居所，盧

夫人至1952年9月7日在故居過世前，約

有40年的時間居住在此。中華民國政府於1958年4月將故居改為「澳門國父紀

圖三十八



孫
中
山
先
生
與
美
國
特
展

23

念館」對外開放，是澳門

目前唯一可以看的到青天

白日滿地紅國旗的地方。

該館雖然僅是一幢3層樓的

洋房，但是卻有無數的國

人與國際友人前往緬懷瞻

仰，堪稱近現代史的重要

見證（圖三十八）、（圖

三十九）。

澳門國父紀念館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難以勝數，藉由展覽的

舉辦，本館與大陸友館不僅能有所交流連繫，也可以藉此展覽相互觀摩切磋，

交換經驗，以他山之石，做為本館改進之參據；而許多友館也曾主動表達希望

和本館加強交流，共同辦理活動的意願。

從此次「孫中山先生與美

國特展」，澳門當地反應熱烈

及展覽深受重視與歡迎的情形

視之，建請主管機關支持本館

編列經費，規劃至大陸地區繼

續辦理相關史蹟展，並擴大交

流層面，將豐富多元、深具歷

史文化內涵的展覽帶到中國大

陸，特別是可以將美麗寶島、

斯土斯民所寄的臺灣精神帶到被定位為「社會主義教育基地」、「愛國主義教

育基地」的大陸地區友館（圖四十）。

圖三十九

圖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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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附錄

一、展覽海報



國

立

國

父

紀

念

館

26

二、展覽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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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展覽中文摺頁簡介

四、展覽英文摺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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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立國父紀念館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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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抵達照片，黑板上寫有孫中山原始的檔案號碼c-140

〈美國在台協會〉

夏威夷領土部長在1904年3月14日簽發的出生證明〈美國在台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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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澳門日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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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華僑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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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眾報報導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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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濠江日報報導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