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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本館以弘揚中山思想學說、推廣終身學習教育為宗旨。而廣西是孫中山領導的革命

建國運動中的重要地點，孫中山曾分別在廣西發動欽州王光山之役、鎮南關之役及欽廉

上思之役，並三次駐節廣西桂林、組織和策劃北伐戰爭等。 

    本次座談會的舉辦地點在廣西梧州中山紀念堂，該紀念堂位在梧州市區中山公園

內，於民國 19 年 10 月落成，為中國最早建成的中山紀念堂。本館此次在廣西梧州中

山紀念堂辦理「中山思想與多元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深具意義。 

    本次活動分為座談會與探訪孫中山在廣西相關紀念地及遺址兩部分。座談會於

106 年 9 月 27 日在梧州中山紀念堂舉行，座談會議題為「中山思想與多元文化」。參

加人員來自民革廣西區委會、民革梧州市委員會、梧州市博物館館長及梧州市地方志

編撰委員會辦公室的專家學者等，共計 13 人。在參訪孫中山在廣西的紀念地及遺址

部分，由於地理位置及時間關係，此行則去探訪了孫中山在鎮南關（今友誼關）的起

義遺址及欽州、防城革命起義的遺址。 

    本次座談會心得與建議為： 

一、 孫中山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藉由相互的對談可以增進彼此的情感與互信。 

二、 結合兩岸孫中山研究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思想內涵與國家發展理念。 

三、 透過兩岸文化交流，共同檢證孫中山建國藍圖在兩岸的實踐情形。 

四、 未來持續參加孫中山、宋慶齡聯席會議，增加彼此的瞭解與孫中山思想的深化。 

五、擴大兩岸文化交流範圍，增進本館的職能。 

 

 

關鍵詞：孫中山、文化交流、廣西、國父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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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座談會實施計畫 

 

一、緣起與目的 

    本館以弘揚中山思想學說、推廣終身學習教育為宗旨。而廣西是孫中山領導的革

命建國運動中的重要地點，孫中山在廣西發動三次革命起義，分別為欽州王光山之役、

鎮南關之役及欽廉上思之役，並曾三次駐節廣西梧州，組織和策劃北伐戰爭等。 

    本次特別邀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廣西壯族自治區委會（簡稱民革廣西區委

會）、梧州中山紀念堂等相關專家學者，與本館人員進行座談，以拓展兩岸孫學研究

之視野及未來交流合作之方向，並探訪孫中山在廣西相關紀念地及遺址。 

    座談會地點位於廣西梧州市中山公園內的梧州中山紀念堂，該紀念堂於民國19

（1930）年落成，為中國最早建成的中山紀念堂。本館此次在廣西梧州中山紀念堂辦

理「中山思想與多元文化」學術交流座談會，深具意義。 

 

     

   

 

 

 

 

 

 

本館楊副館長同慧(中)與民革廣西區委會梁副主席崎峰(右三)等人在梧州中山紀念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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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該黨創立於民國37年，民革創始人和老一輩

幹部，有許多都曾追隨孫中山親身參加辛亥革命。早期黨員多來自國民黨左派人士，

成立之初推舉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為榮譽主席。民革從孕育、成立到發展，一直受到孫

中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重要影響。 

        

二、座談會主題 

     中山思想與多元文化 

三、座談會時間 

     106年 9月 27日（星期三） 

四、座談會地點 

     廣西梧州中山紀念堂 

五、座談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國立國父紀念館 

      （二）協辦單位：民革廣西區委會 

 

 

 

 

 

 

 

 

孫中山與宋慶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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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座談會辦理情形 

 

一、座談會議題 

    本次座談會由國立國父紀念館楊副館長同慧及民革廣西區委會梁副主席崎峰共

同主持，與會人員有本館綜合發展組鄧立言專員、研究典藏組邱啟瑗助理研究員，民

革廣西梧州市委員會前主席陳澄波、梧州市博物館副館長黃貴賢，及相關人員：江琳、

鐘鋒、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陳金貴、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

室科長賴紅柳、民革廣西區委會常委、秘書長夏寧、民革廣西區委會聯絡部部長丘帥

等，共計13人。 

  本次座談會議題：  

（一）回顧孫中山在廣西的革命歷史 

（二）國父紀念館與梧州中山紀念堂介紹 

（三）如何推動桂、臺兩地文化交流 

座談會由本館楊副館長同慧及民革廣西區委會梁副主席崎峰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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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座談會內容 

    座談會議開始前，全體與會人員在該館的導覽員引導下，參觀了紀念堂的園區景

觀及內部設施與展覽，並互贈紀念品。 

 

 

 

 

 

 

 

 

 

 

 

 

 

 

 

 

 

 

 

座談會一行人聆聽梧州中山紀念堂導覽人員講解 

民革廣西區委會致贈本館廣西壯族藍染工藝品 本館致贈民革廣西區委會國父墨寶複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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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顧孫中山在廣西的革命歷史 

    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陳金貴，首先談述孫中山與梧州的歷史淵

源，及孫中山對梧州的影響。孫中山

在辛亥革命前，曾派黃興、胡漢民、

陳少白、柳亞子等先後到梧州宣傳孫

中山的民主革命綱領。清光緒34

（1908）年，孫中山在日本派劉崛回

廣西籌備武裝起義。不久後又分別派

劉古香、黃日初到梧州，組織中國同

盟會廣西分會。梧州也是廣西響應辛

亥革命，最早宣布獨立的城市。目前

梧州市有很多的道路、學校、公園、

商行等都是以孫中山的名字命名，也

有非常多人從事孫中山與廣西、孫中山

與梧州研究，舉辦孫中山國際學術研討會。 

    賴紅柳女士則談到孫中山曾經三次到梧

州的歷史記憶，孫中山為籌劃北伐，第一次

於民國10（1921）年10月17日，乘廣州軍艦抵

達梧州，受到梧州各界人士歡迎，隔日又赴

南寧與陳炯明會晤；第二次於同（民國10）

年10月29日，孫中山從南寧抵達梧州，此次

在梧州停留16天，多次出席會議，並發表《黨

員必須研究革命主義》的演講；第三次則在

民國11（1922）年4月16日，孫中山由桂林抵

梧州，主持軍事會議，決定由韶關北伐。孫

中山在梧州先後駐節3次，共20天，梧洲人非

常懷念他，所以在孫中山逝世後，首先在北

海公園（現今中山公園）內建中山紀念堂。 

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陳金貴 

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科長賴紅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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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澄波先生則指出，孫中山在《建國方略》

中描繪過梧州的建設藍圖，提出以梧州為中心

的全面開發西江規劃；在《實業計劃》中，孫

中山認為要開發西南及梧州的資源，提出應該

要修築鐵路及公路，開發和利用梧州附近的資

源。陳常委進一步說到孫中山的經濟思想，對

後人的啟示；並談到梧州市的建設很多都是按

照孫中山的思路來建設，也希望能與臺灣方面

的學者一起共同研究，將孫中山的思想作為推

動和諧社會的發展。 

 

（二）國父紀念館與梧州中山紀念堂介紹 

    廣西梧州的孫中山紀念堂是位於北山的中山公園內，占地面積1630平方米，民國

15（1926）年奠基、民國17年年動土，於民國19年完工，為中國最早建成的中山紀念

堂。建築平面呈「中」字形，分前、後廳。正門上方的「中山紀念堂」五個字，是由

時任廣東省主席陳濟棠題寫的。前廳為西歐建築風格的塔是圓頂結構，前廳左右兩個

展覽室，展示《孫中山的生平圖片展》、《孫中山三次到梧州的事蹟展》及《國之瑰

寶---宋慶齡》。後廳則是中式磚木結構，能容納1000人的大會堂。會堂的正面為主席

臺，主席臺上方塑有古銅色的孫中山像，及孫中山遺囑，兩側為孫中山「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須努力」的訓示 

 

廣西政協常委陳澄波 

梧州中山紀念堂內展覽 

梧州中山紀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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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國父紀念館位於臺灣的臺

北市東區，為紀念孫中山百年誕辰而

籌建的，於民國61年完工啟用。國父

紀念館的建館宗旨在辦理國父孫中

山先生的紀念文物史料的蒐集、研

究、典藏與展覽，以及藝文推廣等文

化教育活動。近年來國父紀念館已漸

從名人博物館走向類博物館，館內除

展覽孫中山相關革命史料外，藝術展

覽也非常多元，

大會堂更可以

容納觀眾2000

多人，地下室

有生活美學教

室多間，提供

民眾終身學習，

並時常辦理專

題演講，每日

參觀人潮絡繹

不絕。 

 

（三）推動桂、臺兩地文化交流 

    梧州市博物館副館長黃貴賢提到梧州中山紀念堂及國父紀紀念館都屬孫中山、宋

慶齡紀念地聯席會的會員。聯席會議每年輪流由一處紀念館所舉辦，國父紀念館已在

民國100年舉辦過，各地紀念館所與會人員都曾期聚在臺北，親身感受到臺灣的建設

與發展。梧州市中山紀念堂現正積極爭取民國108（2019）年的聯席會在廣西梧州舉

辦，希望讓更多人也能看到孫中山當年在《建國方略》中，提到對廣西的建設，正逐

步在此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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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澄波先生則希望能透過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專家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在廣西

的革命歷史及孫中山思想對廣西的各項建設發展的指導意義。 

    本館副館長楊同慧也表示，廣西是孫中

山重要的革命地點，我們此行除辦理座談會

外，也參訪了孫中山的革命遺址。非常敬佩

孫中山在當時的時空下，為了革命起義而奔

走，希望梧州中山紀念堂能將孫中山在廣西

的歷史資料及圖照片等，帶來臺灣展覽，讓

臺灣的民眾能更了解孫中山與廣西的歷史

淵源，及革命事蹟。楊副館長並談到孫中山

曾經三次來到臺灣宣傳革命，未來也希望將

國父紀念館的《孫中山與臺灣》的展件在梧

州中山紀念堂展出，讓大陸的人民也可以看

到孫中山在臺灣的歷史資料。 

 

 

 

 

 

 

 

 
座談會結束後本館楊同慧副館長致贈與會貴賓本館簡介 

本館楊同慧副館長主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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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活動行程安排 

    廣西是孫中山革命的重要基地，他曾於清光緒33-34年（1907到1908）在廣西發動

三次起義，並曾親臨鎮南關（今友誼關）指揮作戰。此行除在梧州中山紀念堂辦理座

談會外，並探訪孫中山在廣西相關紀念地及遺址。茲簡要說明本次活動之行程安排及

參訪重點： 

一、 9月24日/ 臺北啟程至桃園機場搭機到廣西南寧 

    當天搭乘中國南方航空班機（CZ 3046），到廣西南寧吳圩國際機場，由於班機起

飛延遲，直到晚上11點多才入住飯店。 

 

 

 

 

 

廣西南寧機場（照片摘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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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9月25日/ 廣西南寧出發前往崇左，參訪友誼關 

  友誼關距離南寧約有170多公

里路程，走高速公路需2個多小時，

它位於廣西憑祥的中越邊境，目前

有湘桂鐵路和國道322線與越南的

鐵路公路相銜接，是中國通往越南

及東南亞國家最大最便捷的陸路

大道。 

     

    明清時期友誼關名為鎮南關，是中國古代九大名關之一，號稱「天下第二關」，

也是中國現有保存較完整的明、清時期的邊關要塞。清光緒33（1907）年12月1日，孫

中山先生命鎮南關都督黃明堂夜襲鎮南關，占領鎮南、鎮中、鎮北三炮臺。孫中山先

生則與黃興、胡漢民等人從越南河內趕往鎮南關指揮。當時孫中山先生曾謂：「余自

乙未廣州起義失敗以來，歷十有四年，至是始得履故國之土地，與革命將士宣力行陣

間。」後因革命軍缺乏彈藥，加上清廷得知鎮南關失守後率軍反攻，革命軍於堅守7

日後退入越南，這是孫中山先生第六次的起義行動，也是他唯一一次親自領導的起義，

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蹟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友誼關位於中越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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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友誼關係於1957年重建，整座

關樓由底座和迴廊式樓閣兩部分組成，樓

閣部分設有歷史展廳、會晤室和中國九大

名關展覽廳。歷史展廳主要展出與鎮南關

相關的歷史文物，其中陳列了孫中山先生

鎮南關起義的歷史圖片、文物與炮臺模型，

極具歷史感，現場遊客到此均會駐足詳細

參觀。 

 

 

 

 

 

 

 

 

 

 

 

 

友誼關內展覽廳 友誼關內展覽廳 

本館人員於友誼關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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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9月26日/ 廣西南寧出發前往欽州，參觀劉永福故居、孫中山

銅像；欽州出發前往防城港，走訪孫中山領導反清起義路線、參

觀革命遺址 

  今日一早我們便從南寧出發前往欽州市，首先前往劉永福故居參訪。劉永福之名

在臺灣可謂人盡皆知，乙未割臺之際，他不顧清廷內遷命令，毅然留下與臺民共同抗

日，而他離臺前夕的一句「內地諸公誤我，我誤臺民」，至今讀來仍是令人感嘆不已。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劉永福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亦有密切的關係。劉永福退休後

定居欽州，因為對清廷的腐敗不振深感失望使得他漸漸傾向於同情革命運動，清光緒

34（1908）年黃興發動的欽廉上思之役（第七次起義）失利，劉永福便曾將一位曾為

他舊部的革命黨人王和順藏匿於家中，並協助他逃離清軍的追捕，清宣統3（1911）年

更在王和順的介紹下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劉永福不顧年邁，積極與廣東的

革命黨人聯絡活動，促成廣東一省脫離清廷，宣告獨立，並應廣東都督胡漢民之請，

出任廣東省民團總長，穩定廣東革命後的民心與秩序。孫中山先生亦對劉永福有著極

高的評價，譽之為「民族英雄」。 

劉永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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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參訪的劉永福故居，又名三宣

堂，為劉永福退休後於欽州的居所。「三

宣堂」之名源於劉永福援越抗法中屢立

戰功，被越南王封為「三宣提督」。故

居占地面積22,700多平方公尺，建築面

積5,600平方公尺，共有大小廳房119間，

全部磚木結構，四周築有高牆。故居建

築有花廳、中廳、祖廳等主座，頭門、

二門、倉庫、書房、伙房、傭人房、馬

房等附屬建築，以及戲臺、

菜圃、花園、魚塘、曬場等

配套設施，是欽州市現存最

宏偉、最完整的清代建築群。

故居中設有10個展間，其中

「東花廳」陳列了孫中山先

生、張之洞、程思遠、楊靜

仁等名人的題詞，以及其他

墨寶、官袍等文物。劉永福

故 居 已 於

2001 年 被 列

為中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

位。 

 

     

                            

    
本館楊副館長（中）、鄧立言（右二）、邱啟瑗（右一）與民革廣西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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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參訪完劉永福故居後，我們驅車前往欽州仙

島公園，仙島公園又稱逸仙公園，是欽州市政府為

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規劃建設欽州港為「南方第二大

港」，於西元1995年9月興建。公園係建在一小山丘

上，沿樓梯拾階而上，中途可見一座孫中山紀念碑，

製作於民國15年，係欽縣各界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

世週年所建。碑體為方體尖形花崗巖結構，高3.4公

尺，四面皆有碑文，正面是「孫總理逝世週年紀念

碑」，左右兩面分別是「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

仍需努力」的總理遺訓，後面則是「欽縣軍政農工

商學各界敬立」。碑前尚有一座香爐，爐內插滿馨

香，可見前人德澤，後世未忘。 

    孫中山先生銅像屹立在公園的最高處，銅像高13.88公尺，基座為15.8公尺高，總

重達30餘噸，是世界最高的孫中山先生銅像。銅像由中國著名雕塑家潘鶴教授創作設

計，銅像基座由花崗岩構成，四周有各有一幅長11.36公尺、高3.6公尺的漢白玉浮雕構 

孫總理逝世週年紀念碑 

本館楊副館長與同仁於欽州孫中山銅像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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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別為《方略篇》、《風雲篇》、《決策篇》、《共建篇》，畫面精雕細刻、 

栩栩如生。1999年4月，紀念碑和銅像被欽州市政府列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本館

一行人在向孫中山先生銅像行禮致敬後，於廣場向外眺望，遠處欽州港各項設施、大

樓林立，欽州港近年發展迅速，已成為廣西沿海金三角的中心門戶，與中國大西南區

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遙想百多年前，此處乃是一片莽荒，孫中山先生卻能獨具慧眼，

選定欽州規劃為新生中國的「南方第二大港」，其建國方略的高瞻遠矚，令人欽嘆。 

    下午由欽州前往防城，參訪防城港市內革命相關史蹟，清光緒33（1907）年9月1

日，革命黨人王和順率200多人奔襲防

城，殺知縣宋漸元，發佈《告粵省同胞

書》、《告海外同胞書》、《招降滿洲將

士佈告》，闡明革命宗旨，四鄉群眾攜械

來投。6月革命軍挺進靈山，沿途有3000

多人參軍，群眾爭備粥飯。攻靈山3天不

下，後因敵援大集，撤回欽州，解散軍隊，

是為防城起義，是孫中山先生的第五次起義。 

    民國建立後，防城百姓感念孫中山先生革命的貢獻，將市區內最熱鬧的一條街命

名為中山路。隨著近幾年防城新市區的建設，位處舊市區的中山路如今已繁華不再，

我們漫步在這年分已久的街道上，陪同的民革防城港市

委員會佟義東主委一路上如數 家珍的向我們介紹防城 

 

防城中山路舊宅 

防城中山路現況 
防城中山路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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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民革命的歷史事蹟，而座落兩側的諸多失修破落的老舊建築，也格外讓人感受到

歲月推移下的時代變遷與滄桑。 

    接著我們前往附近的防城中學，中學本身與民國革命並無關聯，不過其創辦者故

中華民國陸軍上將陳濟棠先生則是開國元老，他於清末就讀軍校時期即加入同盟會，

投身革命，民國建立後，陳濟棠即追隨孫中山先生，曾參加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護國

戰爭、護法戰爭和討伐陳炯明戰爭。防城中學的前身為三都書院，民國10年由陳濟棠

出資改建為國立防城中學，是防城港市歷史最悠久的學校。校內有座建築風格獨特，

中西合璧的法式古典建築，名為「謙受圖書館」，是陳濟棠在創辦防城中學後，為改

善防城中學的辦學條件而於民國18年出資興建。圖書館名為「謙受」，是因為陳濟棠

為紀念其父生前提出的「敬教勤學」、「興起鄉邕文化」的遺教，故以其父之名命名。

20世紀30年代末，圖書館藏書量曾達10萬餘冊，其中有《萬有文庫》、《四庫全書》

等珍貴典籍，是當時兩廣屈指可數的圖書館。 

 

本館一行人與民革廣西區委會等人於防城中學謙受圖書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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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月27日（星期三）/ 廣西南寧出發前往梧州，參觀梧 

州中山紀念堂、召開座談會 

    今日一早我們從南寧搭乘高鐵前往梧州，南寧距離梧州373.2公里，乘高鐵需費時

2個多小時，抵達梧州時已是近中午時分了。本日行程將參觀梧州中山紀念堂及召開

座談會。 

    梧州中山紀念堂是中國最早建成的中山紀念堂，坐落於梧州市中山公園內。孫中

山為籌備北伐，曾於民國10年至11年，先後3次駐節梧州。民國14年3月12日，孫中山

在北京逝世後，梧州善後處處長李濟深倡議集資在北海公園內籌建中山紀念堂，於民

國15年1月奠基，民國17年7月破土動工。不久粵桂戰事爆發，工程被迫停止，民國19

年春才得以續建，後於民國19年10月建成。 

    紀念堂占地面積1630多平方米，建築立面成

「中」字型，門拱上方中間之「中山紀念堂」五

個字是由當時廣東省主席陳濟棠於民國19年7月

所題寫的。紀念堂廣場設置有孫中山銅像，公園

內有辛亥革命著名人物雕像、孫中山北伐與梧州

的浮雕牆及孫中山民國10年在梧州的親筆題字

「浩氣長存」。 

     

 

本館一行人於梧州中山紀念堂前合影 

梧州中山紀念堂導覽員正在向楊副館長介紹該館園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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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堂內有一大會堂，能容納

1000多人，大會堂前端為主席臺，主

席臺上方塑有古銅色孫中山像，並

書寫有國父遺囑。左右兩側有孫中

山的兩句訓示：「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須努力」。會堂內除座椅在

西元2011年重新更換過外，主席臺

上方之孫中山塑像等都是當時建成

時已經完成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間，

幸經當時梧州人民用黃泥和稻草覆蓋， 

躲過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直

到改革開放後，再將黃泥、

稻草去除，才得以保存原貌。

今天我們能在這裡看到80

多年前完成的孫中山塑像

是非常珍貴的。 

    

    展廳內陳列有《偉人足跡－孫中山北伐駐節

梧州》、《水都風雲－辛亥革命與梧州歷史陳列》

以及《國之瑰寶－宋慶齡》展覽，其中有一張歷

史照片別具意義，該張照片為孫中山在民國10年

視察梧州思公達醫院（今梧州市工人醫院），與

當時的美籍院長畢濟時的合照。這張照片原收藏

在院長家，後畢濟時的女兒回梧州尋根時，送複

製品給紀念堂展示。 
孫中山在民國 10 年視察梧州思公達醫院，

與當時的美籍院長畢濟時的合照 

梧州中山紀念堂內大會堂一景 

梧州中山紀念堂內大會堂主席台上方有孫中山塑像

項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開會） 

20 

 

 

五、 9月28日/ 廣西南寧吳圩國際機場搭機回臺灣 

    廣西省面積237,600平方公里，為中國大陸第九大省。本次活動行程安排緊湊，只

有在搭機回臺灣的這一天上午，可以看看南寧的街景市容。南寧市是廣西壯族自治區

的首府，是一個環境優美的綠色城市，有寬闊的街道及便捷的交通運輸網絡，市區高

樓林立，也是東盟博覽會的永久舉辦地，所以往來南寧的商務旅客非常多。  

 

 

 

 

 

  

 

 
廣西南寧市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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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廣西是孫中山革命的重要地點，本次在廣西辦理「中山思想與多元文化」學術交

流座談會，感謝民革廣西區委會的協助，邀請梧州當地文史學者及行政官員參與座談。

此行我們感受到梧州市的交通便利，看到孫中山當年在《建國方略》中，提出對廣西

建設的遠見「要想富，先築路」，逐步在廣西的建設中落實。在走訪孫中山在鎮南關、

欽州及防城的革命遺址時，看到欽州港的建設也依照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的規劃

要將欽州港建設為南方第二大港。 

    目前欽州港發展迅速，已成為中國第六個沿海保稅港區－欽州保稅港區。由於欽

州港成為中國大陸國家經濟發展區，當地政府為感念孫中山，於西元1966年在欽州港

仙島公園山頂上建立一座世界上最高最大的孫中山銅像。 

 

 

 

 

 

 

 

 

 

 

欽州港區港口、工業產業佈局圖 位於欽州的孫中山銅像是世界上最高的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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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得 

（一）孫中山是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記憶，藉由相互的對談可以增進彼此情感與互信。 

    本次的座談會及參訪行程，

在民革廣西區委會同仁全程的陪

同與安排下，順利完成。此行看

到中國大陸仍正積極保存孫中山

遺址及建設周邊觀光景點，以增

加觀光遊客數，深刻感受到孫中

山是兩岸人民共同的記憶。透過

孫中山先生可以連結兩岸共同想

法，增進彼此的瞭解與訊息互換。 

 

（二）透過兩岸文化交流，共同檢證孫中山的建國藍圖在兩岸的實踐情形 

    孫中山在《實業計畫》中規劃的港口、交通建設，中國大陸正依照孫中山當年的

計畫，逐建規劃建造完成。我們在此次的參訪行程中都感受到交通的便利，從南寧到

鎮南關距離214公里，行駛南

友高速公路只需2個多小時即

可到達，到欽州、梧州則有高

鐵可以搭乘，欽州到防城也是

搭稱高鐵，大大縮短往來的交

通時間。 

 

 

 

位於防城港的北部灣海洋文化公園中有一塊展示的

巨石上刻有孫中山手書的同舟共濟 

欽州港仙島公園內展示牆上介紹廣西北部灣的經濟發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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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一）結合兩岸孫中山研究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思想內涵與國家發展理念 

    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規劃設計的中國現代化發展藍圖，正逐步在中國實現。

透過辦理學術研討會，邀請兩岸孫中山研究學者，共同探討孫中山思想內涵，檢證孫

中山的國家發展理念在兩岸的實踐成果，增進彼此之間的瞭解與促進兩岸的和諧發展。 

（二）未來持續參加孫中山、宋慶齡聯席會議，增加彼此的瞭解與孫中山思想的深化 

    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席會，原名孫中山宋慶齡紀念地聯誼會，是海內外孫中

山宋慶齡紀念地相關機構一年一度的工作例會，始創於民國78年，每年由一紀念地相

關機構或館所舉辦例會。本館曾在民國100年舉辦過，邀請聯席會會員來臺，互相觀

摩，取長補短。這是一個可以增進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的機會，建議本館未來在經費

許可下，持續參加孫中山、宋慶齡聯席會議。 

（三）擴大兩岸文化交流範圍，增進本館的職能 

    國父紀念館不僅是名人紀念館，更因其文化、歷史、教育、觀光性質，已走向類  

   博物館，所具備的功

能除了博物館類同

等意義外，更貼近社

會發展觀念與生活

的真實。建議未來除

與孫中山相關館所進

行交流外，若能增加博

物館、美術館、展覽館

等的互訪，彼此觀摩經

營理念及文創商品開發

等，將能增進本館的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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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一、 座談會臺灣代表名單 

編號 姓名 現任單位/職稱 

1 楊同慧 國立國父紀念館副館長 

2 鄧立言 國立國父紀念館綜合發展組專員 

3 邱啟瑗 國立國父紀念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二、 座談會大陸代表名單 

編號 姓名 任職單位/職稱 

1 梁崎峰 民革廣西區委會副主席 

2 陳澄波 廣西民革梧州市委員會前主席  

3 江  琳 梧州市委員會 

4 鐘  鋒 民革梧州市委員會 

5 黃貴賢 梧州市博物館副館長 

6 陳金貴 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前主任 

7 賴紅柳 梧州市地方志編撰委員會辦公室科長 

8 夏  寧 民革廣西區委會常委、秘書長 

9 丘  帥 民革廣西區委會聯絡部部長 

10 劉道杰 民革廣西區委會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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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動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9 月 24 日 臺北→南寧 

9 月 25 日 南寧→前往崇左參觀友誼關 

9 月 26 日 
南寧→欽州，參觀欽州孫中山銅像、劉永福故居 

欽州→防城港市，參觀防城之役遺址 

9 月 27 日 
南寧→南寧梧州中山紀念堂 

召開座談會 

9 月 28 日 南寧→臺北 

 

劉永福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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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市博物館黃貴賢副館長贈送本館該館編印之 
《梧州市博物館文物藏品精粹》 

 

民革廣西梧州市委員會前主席陳澄波贈送本館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