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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孫中山思想深具開放、包容及前瞻，為我國國家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同時也是

現階段臺灣海峽兩岸可以相互溝通的共同平臺。國立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民國孫文學會

共同主辦之「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迄至 2013年，已經舉

辦 14屆 （2003年因碰到 SARS傳染病暫停一屆），此一溝通平臺持續推動海峽兩岸

孫學研究與實踐之學術交流活動，不僅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實質進展，更可藉學術交流，

促進兩岸學者異中求同。是以，「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

研討會之持續推動，可為兩岸良性發展創造契機，規劃願景。

本次學術研討會，與湖南大學合作，於 2013 年 9 月 23 日 -24日在該校中國書院博

物館學術報告廳舉行，共邀請近 80位兩岸學者，進行研究與交流探討。此次會議主軸

為「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海峽兩岸學者提出之論文以「歷史與思想」及「兩

岸發展」兩大領域，共發表 22篇論文及 3場主題演講，合計 25篇論文，其中臺灣學

者提出 12篇論文，大陸學者 13篇論文。兩岸學者共同認為「中山思想實踐日，中華

民族復興成」。

關鍵詞：中山思想、兩岸發展、孫中山、中華民族、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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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孫中山先生為當代海峽兩岸共同景仰與推崇的偉人，其思想學說更傳承中華固有

文化，融合古今中外學術於一爐，且為現階段海峽兩岸關係發展及歧見整合的利器。

秉持促進學術交流、相互瞭解之精神，持續推動海峽兩岸孫學研究與實踐之學術

交流活動，不僅有助於兩岸關係的實質進展，更可藉學術交流，使兩岸異中求同。是以，

由國立國父紀念館與中華民國孫文學會共同主辦的「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

研究與實踐」，與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合作，於 2013 年 9 月 23 日 -24日在該校

中國書院博物館學術報告廳舉行，本次研討會循例邀請兩岸學者，期望透過本研討會

之進行，加強兩岸學術交流，並展現臺灣的民主多元價值觀與社會開放的面貌。此次

會議主軸為「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海峽兩岸學者提出之論文以「歷史與思

想」及「兩岸發展」兩大領域，共發表 22篇論文及 3場主題演講，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12篇論文，大陸學者 13篇論文。學術研討會之持續推動，可為兩岸日後良性發展創造

契機，規劃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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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討會計畫

一、研討會主題、時間、地點

（一）研討主題：「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二）研討時間：2013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 24 日（星期二）

（三）研討會地點：大陸湖南長沙市湖南大學

二、研討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中華民國孫文學會、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財團法人逸仙文教基金會、團結自強協會、法政教育研究學會、湖

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華中師範大學長沙學院

（二）協辦單位：財團法人華夏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孫逸仙文教基金

會、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 孫中山紀念圖書館文教基金會、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 臺灣民主基金會、

海峽交流基金會、民生建設基金會

（三）補助單位：中正文教基金會、中國國民黨臺北市黨部

三、學術文化交流參訪地點

 中國書院博物館、黃興、蔡鍔及辛亥革命志士之墓、衡陽市南嶽衡山抗戰忠烈祠、

大廟、祝融峰及邵陽新甯縣世界自然遺產崀山、湘軍名將劉坤一故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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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討會實施情形

一、研討會開幕

「第 14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於 102年 9月 22 日

至 23日在湖南大學舉行，本次研討會有 16位來自臺灣以及 70位大陸的學者，齊聚在

嶽麓山湖南大學中國書院博物館的學術報告廳，共同參與盛會。此次會議以「孫中山

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主題探討，海峽兩岸學者提出之論文以「歷史與思想」及「兩

岸發展」兩大領域，共發表 22篇論文及 3場主題演講，其中臺灣學者提出 12篇論文，

大陸學者 13篇論文。

開幕典禮由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教授主持，劉書記首先歡迎兩岸與會學者到

有「千年學府」之稱的「嶽麓書院」，參與本次的「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

研討會。研討會中，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臺灣師範大學黃城教授，特別提出儒家政治

哲學中主權在民的「公天下」理論、確保人民自由權的性善性惡「雙軌論」，以及透

過選舉進行的和諧權力轉移之「中庸之道」，才是兩岸政治發展的未來之途； 前湖南

省社科聯主席鄭佳明教授，也是中國大陸文宣部前部長，亦為知名電視劇走向共和的

製作人，在黨、官及學界亦均有歷練，其對中國現代化的認知與對現今中國大陸發展

現況之分析，均切中要旨，對時弊之針貶亦具洞見。他認為歷史觀就是價值觀，他提

出昔日的帝王、革命及極左的權力史觀，經歷了辛亥革命，逐漸讓中華民族體認到人

民、社會生活及開放大視野的人本史觀之重要，這樣才能展開中華文明之復興。

開幕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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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內容

本次研討會在臺灣除由國父紀念館與孫文學會主

辦，並與大陸地區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合作，在

該院陳宇翔院長熱切支持下，所邀請的兩岸學者，均

有相當聲望與代表性。研討會在「孫中山與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主題下，學者提出的論文以「歷史與思

想」與「兩岸發展」兩大議題來討論。兩岸學者共計

發表 20餘篇論文，與會學者約百餘人，會中對於孫

中山思想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實踐情形及對中國大

陸政治改革下一步與民主化議題討論熱烈。

（一） 臺灣學者

本次參加研討會的臺灣學者有孫

文學會榮譽理事長臺灣師範大學黃城教

授、前內政部民政司長紀俊臣教授、政

治大學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酉潭教授、

德霖技術學院周家華校長、考試院保訓

委員劉昊洲、臺灣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

華、孫文學會理事長匡思聖教授、玄奘

大學新聞系主任杜聖聰教授及本館副研究員劉碧蓉等。發表之論文略述如下：

1.臺灣政治大學李酉潭教授在其論文〈孫中山思想與臺灣民主化進程〉中，認為

臺灣的民主轉型歷程相當特殊，特別是快速且成功的民主轉型，他從臺灣的政治發展

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教授 孫文學會榮譽理事長臺灣師範大

學黃城教授

前湖南省社科聯主席鄭佳明教授

孫文學會理事長匡思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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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脈絡來看，認為與中華民國建國之初孫中山所提倡的各種思想有相當大的關係。

臺灣依據孫中山的遺教，陸續完成建國三程序，實施政黨政治，落實主權在民精神。

2.德霖技術學院周家華校長則以

孫中山服務思想的實踐說明，在 21世

紀民主國家社會福利政策的持續擴大

及公共建設的不斷擴張，已使政府財

政負擔沉重，在政府面對公民多元的

需求，亦感到施政無力。這種現象不

僅在歐、美、日先進國家，也發生在

我國現階段政治發展。因此，越來越

多的國家或都市議題需要以公共服務

為使命的非營利組織，取代或補強政

府部分的功能。此點正與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二講中所言：「人人當以服務為目的」

的精神相謀合，也顯現出孫中山思想的時代前瞻性。他並提出臺灣的中國市政學會，

多年來即秉持著孫中山服務的精神，在都市相關議題上做努力，也期待能連接中國大

陸相關姐妹學會，共同為兩岸永續都市發展貢獻心力。

3.本館副研究員劉碧蓉則提出

〈臺灣日日新報（1911-1912）與孫

中山〉一文，從歷史與傳播的角度，

透過 1911年日文版、漢文版，以及

1912年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內容，

發現臺灣總督府讓《臺日新報》以「革

命黨暴動彙報」、「清國革命彙報」

等緊密訊息的報導，傳播清廷的衰敗

退位，及孫中山回國建立共和國家的

訊息。除了傳達殖民政府對臺統治及

控制有了信心；另一方面，也讓臺灣

知識份子認識孫中山，並視他為振興中國希望之所託，進而激起臺灣人的自信心，成

為 1920年代民族運動的力量。讓與會學者對其所提出新的研究題材，感到非常有興趣，

並引起熱烈討論。

德霖技術學院周家華校長

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劉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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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陸學者

此次研討會，大陸地區除湖南大

學劉克利書記，與前文宣部部長鄭佳明

先生均出席會議外，參與論文發表的學

者，有湖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陳

宇翔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陳先初教

授、湖南理工學院鐘興永教授、山東師

範大學田海林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

代史研究員鄭大華教授等，共發表 12

篇論文。重點略述如下：

1.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陳先初

則在其發表的〈孫中山民權主義的憲政

考量〉論文中，他認為孫中山處在一個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所以孫中

山的民權主義，雖包含著某些憲政的成

綜合座談一隅

研討會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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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但與憲政的要求有著不小的距離。

2.湖南理工學院鐘興永教授則在其論文〈孫中山民族復興夢的理論與當代實現〉

中提出今天大陸在宣導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其實就是實現孫中山所構畫的藍圖的基礎

上民族復興的昇華，他並認為中國大陸大多已經實現，如鐵公路建設；他也認為中國

大陸市場經濟體系也基本落成。這些論點則引起兩岸學者討論。

綜觀本次研討會兩岸學者之學經歷與研究領域跨歷史、政治、教育、法律、哲學等，

透過研討會的交流，從不同層面剖析與建言，均肯定孫中山思想在兩岸的發展有重要

性的影響，更對未來兩岸發展深具引導地位。並對於中華民族的復興，兩岸學者也提

出孫中山影響著中國現代化、近代民族國家的建構、民主化、和諧社會的建構等民族

復興大夢來呼應。會學者更一致認為，孫中山思想得以實踐，確實是帶動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第一要素。



12 13

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教授接受國父紀念館副

研究員劉碧蓉（右）致贈感謝牌

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教授接受孫文學會榮譽

理事長臺灣師範大學黃城教授（右）致贈感謝牌

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劉碧蓉（右）致贈湖南大學黨委書記劉克利教授本館出版之《孫學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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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學術文化交流參訪

這次會議舉行

的地點在湖南大學，

它坐落於中國歷史

文化名城長沙，校

區位於湘江西岸的

嶽麓山下，其前身

為創建於西元 976

年的嶽麓書院，歷

經宋、元、明、清

等朝代的變遷，始

終保持著文化教育的連續性。1903年嶽麓書院改制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更名為湖

南大學，歷史已逾千年，享有「千年學府」之譽。本次研討會除兩岸學者齊聚嶽麓山

下探討孫中山思想與實踐的學術交流之外，湖南大學也特別安排我們到湖南地區相關

歷史遺蹟參訪。

一、嶽麓書院

嶽麓書院是我國古代四大書院

之一，坐落在風景勝地嶽麓山清風峽

口，是一座由門、堂、亭、臺、樓、

軒、齋、祠組成的古建築群，唐末五

代智睿等二僧在此辦學。北宋開寶九

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其基

礎上，創立嶽麓書院，現存的建築大

部分 明清的遺物，主體建築有頭門、

大門、二門、講堂、百泉軒、禦書樓、

湘水校經堂、文廟等，各部分互相連

接，合 整體，完整地展現了中國古代

建築氣勢恢宏的壯闊景象。在大門前

額為宋真宗親筆的「嶽麓書院」，大

門對聯上書「惟楚有才，於斯為盛」，

顯示這所學府在作育英才方面，曾經有輝煌傲人的貢獻。昔日四大書院，如今僅剩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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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書院，而我們今日有幸參訪現僅存之書院，令人

感慨萬千，讚歎不已。

二、中國書院博物館

中國書院博物館位於嶽麓書院內。嶽麓書院

是中國傳統書院，而中國書院博物館外觀為現代化

建築，內部則為古代書院曲徑回環的風格。館內分

為千年展廳（展示中國古代書院千年發展歷史的

弦歌）、教育展廳（陳列學習用品和教學方法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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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學術展廳（介紹「名院」和代表人物的書院），以及書院祭祀、藏書、刻書展廳等。

三、黃興、蔡鍔及辛亥革命志士墓

嶽麓山雖然不是很高，也不是很大，登到山頂看到黃興、蔡鍔等辛亥革命烈士墓，

也讓我們此一行人真正感受到孫中山創建民國之艱辛，緬懷先烈那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不由得從內心發生一種崇敬和景仰，山上先烈先賢的古蹟多，也令我們受到感動和啟

示及對中國近代史，尤其是國民革命運動有更深刻的體認。

四、南嶽衡山抗戰忠烈祠

衡山又名南嶽為中國五嶽之一，位在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山市南嶽區，海拔

1300.2公尺。南嶽忠烈祠為仿南京中山陵形式設計，為紀念抗日陣亡戰士而修建之大

型烈士陵園。1937年 7月 7日午夜 11時

許，日軍在北平近郊蘆溝橋附近演習，

藉口失蹤士兵一名，欲進入宛平縣城搜

查，中國駐軍吉星文團長以時值深夜，

恐引起地方不安，加以拒絕。經當局與

日本駐屯軍司令交涉，商定雙方派員實

地調查。翌日清晨 5時，已抵宛平縣署，

日方仍然堅持要入城搜查，並向縣城發

動攻擊。我軍雖然奮起抵抗，但最終發

生了蘆溝橋事變，導致中國的全面抗日。

1939年國民政府為紀念戰死疆場的將士 , 於 1943年在香爐峰下修建了這座忠烈祠。忠

烈祠安葬著第九戰區和第六戰區陣亡的 267位中高級軍官及數千具陣亡士兵的屍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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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內有一座七七事變紀念塔，紀念塔為一大四小

五顆炮彈的彈體組合，挺拔矗立指向藍天，象徵著

漢 .滿 .蒙 .回 .藏等各族人民團結一心，堅決抗戰

的決心。此行除參加學術研討會外，湖南大學費心

安排讓我們走訪參觀很多歷史遺跡及紀念地，令我

們收獲豐碩。

五、曾國藩故居

曾國藩故居富厚堂坐落在雙峰縣荷葉鎮（舊屬

湘鄉），始建於清同治四年（西元 1865年）。為

北京四合院式結構，包括門前的半月塘、門樓、八本堂主樓和公記等。

還有咸豐七年曾國藩親手在家營建的思雲館等，具有園林風格，占地約 4萬多平

方公尺。特別的是園林內有 3座藏書樓，曾藏書 30多萬卷，為大陸保存完好的最大的

私家藏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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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邵陽新寧縣世界自然遺產崀山

崀山位在湖南省南部跟廣西交界的新寧縣，

自然景觀獨具特色，南接桂林，北鄰張家界，是

中國大陸正在崛起的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國家地

質公園及國家自然遺產。由於它處於亞熱帶濕潤

氣候帶，溫熱多雨、流水侵蝕還造就了崀山奇妙

無比的象形景觀。栩栩如生的將軍石、惟妙惟肖

的駱駝峰及一線天自然景觀，另外還有形象逼真

的辣椒峰與許多特有的螺狀地貌，非常壯觀。全

區總面積 108平方公里，是優美的丹霞地貌風景

名勝區之一，並享有「丹霞之魂」盛譽。與會學

者一行人對於中國大山大水之景緻讚嘆不已。

七、湘軍名將劉坤一故居

劉坤一（1830-1902）為晚清軍事家、政治家、

湘軍宿將，為湖南新寧縣人，1855年曾參加湘軍

楚勇與太平軍作戰，曾任兩廣總督、兩江總督。

中日甲午戰爭時，支持並統帥湘軍與日軍作戰。

1902年他曾主張興學要從師範學堂入手，但當年

他即不幸病逝，而他的接任者張之洞等，仍循著

這一理念，創立三江師範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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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討會心得

孫中山思想為我國國家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同時也是現階段臺灣海峽兩岸可以

相互溝通的共同平臺。此次研討會兩岸學者共同齊聚在湖南長沙湖南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會中針對孫中山思想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的實踐情形熱烈討論，也對中國大陸政

治改革下一步與民主化議題交換彼此的意見。茲將此次研討會心得，略述如下：

一、兩岸學者均肯定孫中山思想在兩岸發展有重要性影響

本屆兩岸學者之學經歷與研究領域跨歷史、政治、教育、法律、哲學等，對於會

議主題探討孫中山思想在兩岸的實踐，透過研討會的交流，從不同層面剖析與建言，

均肯定孫中山思想在兩岸的發展有重要性的影響，更對未來兩岸發展深具引導地位。

二、大陸重視孫中山研究，而臺灣孫中山研究有弱化傾向

海峽兩岸對於孫中山的研究，由於各自內部政治環境的變遷而有所消長。大陸漸

次從歷史研究轉向國家發展研究，愈趨重視孫學對於大陸政經發展的引導；臺灣對於

孫中山思想則在自由化後，對孫中山研究有弱化的傾向。

三、臺灣民主的發展，可為中國大陸借鏡

本屆所邀請的大陸學者對民主化相當關心，言論較前開放，對於大陸目前的黨政

系統亦較多批判，但對於臺灣政治發展的過程亦多表關心，惟對中國大陸憲政改革的

前景仍有憂心；臺灣學者大多將孫中山思想在中國大陸政治發展上，所發揮的階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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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指標多所認同，但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民主化，則沒有像大陸學者般的樂觀期待，

並指出臺灣民主多元的面貌，認為臺灣民主的發展，可為中國大陸借鏡。

四、兩岸人民應共同為中華文化復興而努力

大陸學者偏向以中華民族為整體思想出發，認為兩岸同文同種，對於臺灣內部所

發展出來的本土思想，雖逐漸了解但仍表憂心；臺灣學者對於兩岸民族文化的肯定，

但仍逐漸強化臺灣本土文化的延續性。大多學者對於兩岸民族的問題，認為應各自具

備主體發展性，但中華文化的復興應為著重方向。

五、基於國家安全兩岸經濟優先交流整合

大陸學者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崛起似已逐漸體認，也感受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

經濟榮景，對於區域經濟的形成認為中國具備領導地位，亦希望臺灣更多元開放經濟、

旅遊等，加強兩岸經貿交流；而臺灣學者表達中國經濟發展仍須注意內部其他問題，

對於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臺灣角色亦表憂心，但基於兩岸目前仍存在的國家安全等問題，

兩岸的經濟交流整合應優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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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議事項

一、持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謀求兩岸關係新發展

兩岸因為政治氛圍的轉變，對於孫學的研究呈現「大陸熱、臺灣冷」的奇特現象，

或許這也象徵著臺灣真正走向民主化、走往不需要意識形態的方向，這樣的發展或許

也讓孫學的研究單純化，純粹走學術路線，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孫學仍將扮演極為

重要的角色媒介。國父紀念館仍將繼續為孫學研究、兩岸交流及兩岸國家發展道路的

研究與實踐上，提供一學術研討的平臺。

二、國父紀念館應積極推動建置「國父雲端」

孫中山思想深具開放、包容及前瞻，是我國家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同時也是現

階段臺灣海峽兩岸可以相互溝通的共同平臺。臺灣經過民主化後，孫中山研究已逐漸

褪去黨化教育的包袱，而中共在改革開放之後，孫學研究日漸活絡，近幾年基於中國

對臺灣的統戰策略與需求，也積極推廣有關孫中山的海外學術交流。在全球化的潮流

下，孫中山先生之天下為公的大同及博愛思想，對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已逐步產生深

遠影響，藉由孫中山史蹟相關文物史料的蒐集、典藏、展覽，以及學術思想上的研究

與推廣，將有助於建立國父在全球中的歷史地位，並開拓孫學研究價值，以及凸顯出

孫中山思想於中華民國（臺灣）的實踐成果。

INTERNET

Cloud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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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錄

一、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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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討會臺灣代表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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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術研討會大陸代表團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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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術研討會學者職稱及論文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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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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