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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孫中山與越南」學術研討會 
 

內容摘要 

    越南於 1954 年脫離法國殖民統治獨立建國，是近二、三十年才開放的社會主義國

家。歷史上孫中山先生曾 5 次來到中越邊境策畫起義，與越南國父胡志明先生的歷史

事蹟息息相關。有鑒於此，越南胡志明博物館曾於 2011 年函請與本館進行交流，2014

年本館就曾規劃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科學院大學合辦研討會，不料該年 5

月發生越南反中暴動，計畫未便執行。 

為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加強雙方學術界對越南與孫中山革命建國關係之理解，

同時尋找孫中山在越南和中越邊界的遺址與事蹟，本〈2017〉年乃重啟赴越南，舉辦學

術研討會之計畫。本次特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同行，由本館林國章館

長率臺灣學者訪問團共 10 人，於本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前往越南河內，與前述大學

合作，共同辦理「孫中山與越南」學術研討會，開啟本館與越南學術文化機構之交流。 

本次活動分為學術研討與學術參訪二部分，研討會於 6 月 27 日在越南河內國家大

學所屬人文社科大學 E 棟 5 樓舉行。臺越學者各發表 7 篇，主要內容有：1、越南革命

與孫中山的關係；2、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事業；3、越南與臺灣、中國的關係等 14 篇

相關論文。除學術研討會外，另參訪與本館同屬紀念國家領導人的胡志明博物館，以

及越南歷史博物館，同時也前往孫中山在北越的革命組織及中越邊界，探尋策動鎮南

關起義的遺址。 

 

關鍵詞：孫中山、胡志明、潘佩珠、鎮南關之役、河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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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討會之計畫 

 

一、會議源起  

越南緊臨中國西南的廣東、廣西、雲南三地，自古以來，雙方人民往來頻繁，關

係至為密切。孫中山先生曾 5 次來到中越邊境策畫起義，其與越南國父胡志明先生的

歷史事蹟息息相關。有鑒於此，本館曾於 2014 年與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科

學院大學規劃合辦研討會之構想，然因該年 5 月發生越南反中暴動，此計畫因而中斷。 

事件平息後，臺越雙方仍持續往來，很多臺灣人到越南投資，臺灣境內也住有不

少來自越南的新住民。三年後的 2017 年，為達成加強雙方學術文化交流的構想，乃有

重啟赴越南河內，舉辦學術研討會之計畫。 

 

二、活動宗旨與主辦單位 

（一）活動宗旨 

    19 世紀末越南興起反帝國主義侵略

活動，為爭取民族自由，反法勤王失敗

的越南民族解放先驅潘佩珠流亡日本，

1905 年至橫濱與孫中山會面，暢談中越

革命問題，自此中越革命黨人頻有接觸。

孫中山對越南知識份子的影響，不僅在

生活層面，如第一代領袖如胡志明（主

席）、范文同（總理）都穿中山裝；在思

想與信仰上，越南提倡的「獨立、自由、

幸福」三信條，也與三民主義的宗旨相

近。 

    為配合我國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增加瞭解越南與孫中山革命建國的關係，同時尋

找孫中山在越南和中越邊界的遺址與事蹟。本館特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

會協助，由本館林國章館長率臺灣學者訪問團共 10 人，於本年 6 月 26 日至 30 日，前

往越南北部的河內，與前述大學合作，共同辦理「孫中山與越南」學術研討會，開啟

本館與越南學術文化機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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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辦單位 

臺灣：國立國父紀念館、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 

越南：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 

 

貳、計畫之內容 

一、辦理時間與地點 

（一）活動期間：201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一〉至 30 日〈星期五〉 

（二）會議時間：2017 年 6 月 27 日〈星期二〉 

（三）會議地點：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 E 棟 5 樓 

 

二、活動項目 

（一）會議名稱：「孫中山與越南」學術研討會 

（二）討論主題 

   1、越南革命與孫中山的關係 

 2、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事業 

 3、越南與臺灣、中國的關係 

（三）、拜會單位 

  1、博物館：胡志明博物館、越南國 

     家歷史博物館、文廟（孔廟） 

  2、孫中山遺址：中越邊境〈鎮南  

     關〉、興中會、同盟會在河內、 

     海防之遺址 

 

參、計畫實施情形 

    越南是近二、三十年走向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本年 2 月經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許文堂教授的協助，本館與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科大學取得聯繫，雙方

同意彼此所提的合辦條件後，開始著手進行。本次除在該大學辦理研討會外，另參訪

與本館同屬歷史名人紀念的胡志明博物館，以及典藏國家文物的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

同時也前往孫中山在越南北部的革命組織及中越邊界策動鎮南關起義的遺址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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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內容 

（一）開幕 

    2017 年 6 月 27 日，研討會在該大學 E 棟 5 樓舉行。首先由該大學校長范光明博士

和本館林國章館長互致歡迎及感謝詞之後，揭開研討會之序幕，接著交換紀念禮物，

隨即進行 2 場 14 篇論文報告。本次探討的議題主要聚焦於：1、越南革命與孫中山的關

係；2、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事業；3、越南與臺灣、中國的關係等三個主題。 

 

（二）討論內容 

    會場上，聚集 50 餘位來自該大學的教授、臺灣 10 位學術團成員、我國駐河內經

濟文化代表處陳文煙副代表、政治組的黃允中副組長也撥冗出席。本次臺灣與越南學

者的論文重點如下： 

1、越南革命與孫中山的關係      

    第一個主題發表者以越南的學者為主，共有 4 篇文章。近代歐美列強東進，越南

遭受帝國主義侵略的命運。19 世紀末，為爭取民族自由，國家獨立，孫中山的民權思

想對越南有著深刻的

影響。越南的陳氏行教

授發表「孫中山民權主

義及其對二十世紀初

越南維新儒士的思想

轉變過程之影響」、阮

秋紅教授發表「孫中山

革命思想歷程對越南

之影響」。析論中華民

國成立之際，孫中山的

思想與經驗，對越南的

愛國組織策畫行動綱

領有著指導作用，尤以胡志明領導的抗法革命為最。阮文慶教授發表「20 世紀初期中

山思想對越南愛國組織之影響」、黎德黃教授發表「孫中山三民主義在胡志明革命現實

中的銳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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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事業 

    第二個主題有 5 篇文章。眾所周知，越南是孫中山革命活動的另一據點，他能在

越南推動革命，主因是越南與粵、桂、滇三省交界，加上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韜美（Paul 

Doumer）支持孫中山革命。但最重要的應該是有一批華僑出錢出力，熱心投入。中研

院許文堂教授

發表「探索孫

逸仙在越南的

革命活動」、阮

氏香教授的

「檢視孫中山

來越南從事三

次的重要革命

運動」、黨史館

王文隆主任的

「孫中山在越

南的革命事業」

及臺師大黃玫

瑄老師的「孫中山革命與南洋」等論文，從各個面向分析越南對孫中山革命的重要性。

政大劉維開教授發表的「孫中山認識的越南—以言論為中心的討論」，是從孫中山的演

講及論著，去瞭解孫中山的越南觀。論文還強調孫中山以越南為警惕，提醒在列強環

伺下，中國的處境不如越南，有如「次殖民地」之遭遇。 

3、越南與臺灣、中國的關係 

    第三個主題有越南陶氏心慶教授的「20 世紀初期越中思想人物的交流互動：以越

南維新知識人和孫中山為例」、元智大學劉阿榮教授的「越南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

同：以三個華人社群及臺灣新移民為例」以及政大彭立忠教授的「試論傳統儒家對現

代文明的回應之方：中越儒家傳統的自我省思」、阮有心教授的「百多年來越南學界對

於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情況」、本館劉碧蓉副研究員的「中山思想的傳承與國父紀

念館」等 5 篇文章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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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7 日與會學者從早上 8 點半就開始進行發表與討論，因雙方是首度的交流，

彼此都很珍惜這場得來不易的機會。論文採雙方學者輪流報告，與會人員都很專心的

聆聽，並提出相關問題來討論。

臺灣學者很想知道越南人對

孫中山的觀點，而越南學者也

想探尋臺灣的孫中山研究趨

勢。 

    現場以二國的語言發表，

並進行即席口譯。本次研討會

討論的議題雖以孫中山與越

南的革命為主，但越南有些學

者曾留學於中國或臺灣，並熱

衷學習華文，彼此間溝通順暢，

最後就在此熱烈討論的氣氛下，結束首度交流的學術會議。  

 

二、學術交流參訪 

    研討會雖是此行的重點，惟趁此機會找尋資料所記載的興中會、同盟會在河內 (陳

興道街 61 號) 及海防〈臺灣街 32 號萬新樓〉革命組織的遺址，以及孫中山在中越邊界

-鎮南關策劃革命起義的遺址，也是此行的目的。 

（一〉博物館 

1、胡志明博物館 

    為表示對胡志明（1890-1969）

主席的懷念，1985 年 8 月，越南政

府決定動工興建一座胡志明博物

館，讓世世代代的越南人民永遠記

得胡志明先生的豐功偉業，同時選

在胡志明百歲誕辰的 1990 年 5 月

19 日正式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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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的周遭是一個紀念胡志明主席的廣大園區，除博物館外，尚有胡志明陵墓、

胡志明主席村及胡志明高腳屋等。博物館是由蘇聯總工程師加龍伊科維奇設計興建，

其展示內容有三部分，一是胡志明主席的生平事蹟；二是胡志明時代越南人民的英勇

奮鬥及輝煌戰績；三是 19 世

紀中葉以來，對越南產生重

大影響的世界歷史事件等。 

  6 月 26 日，一行人由臺北

出發，抵達河內，已是中午

時刻。雖然胡志明博物館星

期一下午休館，但該館仍熱

忱的接待，特別為我們導覽

解說，最後由該館范青梅副

館長（因其館長公出）親自

與我方成員進行交流座談，

讓我方人員對胡志明博物館的館務發展以及越南人對胡志明的歷史情懷，有進一步的

瞭解。 

 

2、越南國家歷史博物館 

    該館興建於 1926 年至 1932 年間，是一座法式殖民建築，中央穹頂的形狀很像一

座古塔，可說是融合了法國與中國建築的風格。這裡在法國殖民時期，曾經是法國遠

東學院路易斯‧菲諾博物館的所在地，1958 年由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接管，其後改為

國家歷史博物館，正式開放給民眾參觀。該博物館陳列

的主要歷史文物有史前、首次建國至陳朝期間，以及胡

朝至 1945 年 8 月革命期間與越南有關的歷史文物。 

   展覽場展示的早期石碑、木柱對聯、門聯、祭祀或

皇帝的詔書、書籍等，皆以中文書寫，呈現越南歷史的 

源流。在此之前，對越南的歷史發展不甚瞭解，然經過

導覽說明以後，總算認識越南的歷史及文化，也看出早

期的越南受到中華文化深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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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廟─孔子廟 

   文廟就是孔廟，也稱為國子監，是陳列與科舉制度有關的博物館。建立於 1070 年，

也可以說是越南最早的大學。走

過奎文閣，來到天光井，在其兩

側有 82 塊進士石碑，分兩排形

成碑林，石碑上記載著 1442 年

至 1779 年共 82 屆 1306 名考

上進士的名字與籍貫。每塊進士

碑的下方有一石龜，代表長長久

久之意。過了碑林，走進大成門

就是大成殿，裡面供奉著孔子和

他的四位弟子〈孟子、曾子、子

思與顏回〉的聖像。 

    通過大成殿，進到國子監，其內部展示著越南朝服、吏部頒發的舉人證書、恩賜

榮歸牌及考科舉用的古籍等。走出了文廟，深深的感受到當時越南的知識分子要為朝

廷服務，唯有參加科舉考試，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是深遠的。看了這些科舉有關的

歷史文物後，也不得不佩服越南政府相當重視歷史文物的保存。 

 

（二〉孫中山相關遺址 

1、興中會、同盟會在河內及海防的遺址 

   孫中山以河內 (甘必達街

61 號，即現今的陳興道街 61

號） 及海防〈臺灣街 32 號萬

新樓）為中心，召集北越華僑，

組織革命（興中會、同盟會）

力量。來此探尋革命組織遺址，

是此行的重點。可惜當年的樣

貌已不復存在，這裡目前已改

建為洋樓，而海防甚至連街道名都無法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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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越邊界鎮南關 

    為了走訪鎮南關，探索孫中山先生革命足跡，此行驅車長途跋涉走了 170 公里，

經過諒山來到中越邊界。諒山是 1885

年清將馮子材率黑旗軍與法國軍隊廝殺，

獲得大勝之地；邊界的鎮南關〈屬廣西，

今稱「友誼關」〉有孫中山親臨指揮革命

軍，發動對抗清軍的現場，在此瞭望友

誼關，想像當年孫中山領導革命黨人是

如何越過邊境，策劃鎮南關之役。這裡

目前已是通往中、越兩國的交通要道，

也是中越貿易、觀光的重要據點。 

 

 

三、計畫實施效益 

    赴越南辦理學術研討會，是本館

今年度出國計畫之項目，從本年 2 月

起即積極與河內國家大學多次協商，

交涉許久才訂在本年 6 月底舉行。由

於籌備時間緊湊，趕辦學者的邀約及

啟動計畫變更、機票購買、研討會議

程和行程安排、簽證辦理及與我國駐

河內經濟文化代表處聯繫等事務，僅

有短短 4 個月可以聯繫與準備，所幸

承蒙我國駐外代表處的協助促成，如

期於 6 月 26 日赴河內進行學術交流，

綜觀本次的研討，結果有如下的效益： 

（一）理解中山精神與思想深獲越南學術文化單位重視 

    在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中，越南是他策動起義的重要基地之一。他之所以選在越南

推動武裝革命，除了越南與雲南、廣西、廣東相連外，更有一批華僑的熱心投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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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法屬印度支那總督韜美願意支持孫中山革命。另一方面，19 世紀末，越南興起反帝

國主義侵略之旗幟，越南不少知識份子

如潘佩珠、胡志明與孫中山有著同樣反

抗帝國主義的抱負，當初胡志明主席領

導抗法時，所提出的「獨立、自由、幸

福」三個口號，就與孫中山三民主義的

宗旨相近。 

    這次討論的議題，臺灣學者關注孫

中山在越南的革命，越南的學者關注的

是孫中山與越南革命的關係，尤其重視

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對越南組織發展的影

響。還有越南境內有近 20 多間的胡志明博物館，該館與本館同屬紀念名人的博物館，

藉由孫中山與胡志明的建國理念，架起溝通的橋樑，進行館際間的交流活動，共同弘

揚「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 

（二）透過文化性議題是營造我國與越南交流互惠的重要途徑 

    越南是近二、三十年才開放的社會主義國家，本館初次與該國合作。到底越南是

一個怎樣的國家，總以為越南有不少華僑，是漢化很深的國家，只要把中文的論文印

成越文，越文的論文印成中文即可。殊不知近百年來越南已有自己語言，滿街懸掛的

招牌及路名，都是越

南文字。 

    此次在研討與拜

會過程中，雖有語言

的隔閡，但彼此都深

切關懷兩國擴大文化

交流的議題。而孫中

山與胡志明的事蹟，

在越南革命史上具有

特殊意義，尤其是與

本館同為紀念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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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胡志明博物館，是今後本館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上，推展臺灣藝文活動的重要據

點。 

 

肆、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記憶所及以為越南是一個漢化很

深，用漢語就能溝通的國家。想像其和

本館過去與日本、馬來西亞、新加坡等

海外學術機構合作一樣，會是一趟很容

易溝通，順利將任務完成的越南之行。

但此行對本館而言，確有不同的意義。 

（一）過程緊張‧成果豐碩 

    2014 年，本館就與越南的學術單位有所接觸，惟當年的排華暴動陰影，再加上此

次聯繫準備的時間不長，因此，執行此項業務時，總是戰戰兢兢。時間緊湊，趕緊啟

動學者的邀約、機票的購買、

議程的安排、簽證的辦理以及

與我國駐河內代表處的安排

等等。但聯繫時，卻遲遲等不

到越南對口單位給予肯定的

答覆，還有與本館同屬紀念歷

史名人的胡志明博物館，因星

期一下午休館，是否能讓本館

拜會參訪？連我國駐越南代

表處也只能說盡力交涉看

看。 

    為此，只能先按規定來辦裡入境手續，並竭盡所能的與對方聯繫，詢問細節。在

辦理簽證上，得知越南的簽證是依入境的目的，核發不同的簽證，其簽證居然有 20 種

不同的入境簽證，連旅行社都以為此行只要觀光簽證即可入境。更令人擔心的是議程

遲遲沒有通知我們，因為議程的編排，攸關雙方發表的議題，越南學者名單及會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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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進行等，終於在出發前二星期，得知是一整天的議程。但在出發的前一天，卻臨時

通知議程改為半天。這般不確定的因素，著實令人緊張萬分。雖是如此，我們還是如

期的踏上越南之行。 

    6 月 26 日入境越南後，出乎想像的是此行不僅以學術簽證入境河內，胡志明博物

館的范青梅副館長更親自主持交流

座談，並派員為我們導覽，讓臺灣

學者對越南人的胡志明觀及志業更

加瞭解。同樣的，27 日的「孫中山

與越南」的學術研討會，也順利圓

滿的落幕，下午並安排參觀越南國

家歷史博物館及革命博物館。 

（二）重視傳統文化的保存 

    越南這個被中國影響一千年的

國家，原以為是華僑很多，漢化很

深的地方，抵達後，發現完全不是原以為的那樣，越南人民操持著越南語、滿街所見

的越南語招牌、越文路牌以及法式建築。原來越南語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添加新字

母及聲調符號書寫而成，如胡志明的越

文是「Hồ Chí-Minh」。 

    雖是如此，當一行人參觀河內的幾

家古剎、古廟，如胡志明博物館旁的獨

柱寺〈一柱廟〉、觀音廟，福林寺以及稱

為文廟的國子監等時，從結構可發現其

建築的格局、內部神位的擺設，匾額、

木雕、門聯或木柱的對聯書法等作品，

與臺灣的廟宇很相似，這些古剎已有千

年之久，但還能完整的保留，可見越南

政府很用心，很重視歷史文物及遺址的

保存。如不是政府要刻意的保存，這些

傳統文物可能不復存在，但這也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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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些歷史文物已逐漸在地化，如以越南文來書寫廟門名稱，漢字對聯也出現越文拼

音等。 

二、結論及建議 

    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本館加強向東南亞推動館際交流，此次學術訪問團，與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與社會科學大學合作辦理學術研討會，並和胡志明博物館

進行館際交流。達成研討、學術交流參訪之目標，並做二項建議： 

 

（一）持續透過歷史研討加強與越南學術文化交流 

    此行除了研討與拜會外，還驅車到 170 多公里外的鎮南關，踏尋孫中山在中越邊

境的歷史遺跡。一路上，看到越南已逐步建立起寬敞的馬路、現代化的橋梁及建築，

以及越南風格的民舍

林立。而滿街所見的

交通工具摩托車，以

及擺上小椅凳，就能

經營餐飲生意的小吃

店，讓人感到越南人

的勤快，向前衝的幹

勁，有如 30 年前充滿

活力的臺灣。 

    更難得的是每到

公共場所如餐廳、旅

館及機場等地，一行

人的手機都可以連上

網路。同時也發現，連一般百姓每人都會使用手機及電腦，可見越南 E 化程度之普及，

我們還有使用 WeChat 與他們交往溝通。另外研討會上 7 位越南學者發表的論文，都集

中在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對越南建國的影響，可見越南學者也關注這個議題。因此可以

藉「中山思想與國家發展」題目，進一步擴大與越南的學術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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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機構與外交單位通力合作，能有效加速推動新南向政策 

    雖然臺灣境內住有近 11 萬的越南人，但大部分人對越南的風土民情卻是陌生的。

此行承蒙外交部駐越南代表處的協助，讓學術座談及研討活動，順利圓滿的達成。我

們發現越南人是親切而友善的，可從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科大學的教授、工作人

員及胡志明博物館的館員對臺灣

的事物充滿了興趣，看出彼此都

期待能有再續交流合作之緣。 

    此次合作及拜會的大學和博

物館，是我國極力爭取交流的重

點機構之一，透過本館與駐外單

位通力合作，讓越南參訪單位留

下深刻印象，彼此因接觸而認識，

因交流而取得信任，相信對政府

推展新南向政策是一大助力。 

 

 

伍、附錄 

一、與會臺灣學者代表團名單 

 姓  名 任職單位 

1 林國章 國立國父紀念館館長 

2 郭年昆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常務理事 

3 劉阿榮 元智大學教授 

4 劉維開 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5 許文堂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6 彭立忠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 

7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黨史館主任 

8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9 王定亞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組長 

10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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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題目 

 學者 職稱 論文題目 

1 劉維開 
政治大學 

歷史系所教授 
孫中山認識的越南—以言論為中心的討論 

2 許文堂 
中研院近史所

副研究員 

探索孫逸仙在越南的革命活動 

3 黃玫瑄 
臺灣師範大學

通識中心講師 
孫中山革命與南洋 

4 王文隆 
中國國民黨 

黨史館主任 
孫中山在越南的革命事業 

5 劉阿榮 
元智大學 

教授 

越南華人的文化適應與族群認同：以三個華人社群

及台灣新移民為例 

6 彭立忠 
政治大學 

副教授 

試論傳統儒家對現代文明的回應之方：中越儒家傳

統的自我省思 

7 劉碧蓉 
國立國父紀念

館副研究員 
孫中山的傳承與國立國父紀念館 

                                                    

8 

Nguyễn 

Văn 

Khánh 

阮文慶 

河內國家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

學院教授 

Ảnh hưởng của tư tưởng Tôn Trung Sơn đối với các tổ 

chức yêu nước Việt Nam đầu thế kỷ XX 

20 世紀初期中山思想對越南愛國組織之影響 

9 

Nguyễn 

Hữu Tâm, 

阮有心 

越 南 社 會 科 學

院 歷 史 學 院 院

博士教授 

Nghiên cứu cách mạng Tân Hợi và Tôn Trung Sơn Trung 

hơn một thế kỷ qua tại Việt Nam / 百多年來越南學

界對於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情況   

10 

Nguyễn 

Thu Hồng 

阮秋紅 

河內國家大學

所屬人文社科

大學博士 

QÚA TRÌNH ẢNH HƯỞNG TƯ TƯỞNG CÁCH 

MẠNG CỦA TÔN TRUNG SƠN VÀO VIỆT NAM 

孫中山革命思想歷程對越南之影響 

11 

Nguyễn 

Thị Hương 

阮氏香 

越南榮市大學 

博士副教授 

LÀM RÕ HƠN VỀ BA LẦN QUAN TRỌNG TÔN 

TRUNG SƠN ĐẾN VIỆT NAM HOẠT ĐỘNG CÁCH 

MẠNG 檢視孫中山來越南從事三次的重要革命運動 

12 Đào Thị 河內人文與社 Giao lưu của các nhân vật tư tưởng Việt - Trung đầu th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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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âm Khá

nh 陶氏心

慶 

會科學大學中

國研究中心副

主任 

kỷ XX: Trường hợp các trí thức duy tân Việt Nam và Tôn 

Trung Sơn  20 世紀初期越中思想人物的交流互動：

以越南維新知識人和孫中山為例 

13 

TS. Trần 

Thị Hạnh 

陳氏行 

哲學博士，河內

國家大學所屬

人文與社會科

學大學教授 

 

Tác động, ảnh hưởng của chủ nghĩa Dân quyền của Tôn 

Trung Sơn đến quá trình chuyển biến tư tưởng của một 

số nhà nho duy tân đầu thế kỷ XX ở Việt Nam 孫中山

民權主義及其對二十世紀初越南維新儒士的思想轉

變過程之影響 

14 

Lê Đức 

Hoàng 

黎德黃 

越共中央宣教

部博士 

SỰ HÓA THÂN CHỦ NGHĨA TAM DÂN CỦA TÔN 

TRUNG SƠN TRONG THỰC TIỄN HOẠT ĐỘNG CÁCH 

MẠNG CỦA HỒ CHÍ MINH 孫中山三民主義在胡志明

革命現實中的銳變  

 

三、活動照片選輯 

（一）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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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志明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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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廟-孔子廟 

 

 

 

 

 

 

 

 

 

 

 

 

 

 

 

 

 

 

 

 

 

 

 

 

 

 

 

 

孔子塑像                                           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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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越邊境-鎮南關 

 

 

 

 

 

 

 

 

 

 

 

 

 

 

 

 

 

 

 

 

 

 

 

 

 

 

 

 

位於廣西境內的鎮南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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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防博物館 

 

每天只開放 2 個半小時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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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保存 

 

千年古剎保存 

漢文化風格 

 

 

 

 

 

 

 

 

 

 

 

已在地化的佛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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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越南人的形象 

 

 

 

 

 

 

 

 

 

充滿幹勁

向前衝的

越南人 

 

 

 

 

 

 

 

 

擺上小椅

凳經營小

吃店養活

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