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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歷史中的
孫中山、蔣中正
與宋美齡國際學
術研討會」會議
紀實
張世瑛 國史館審編處處長

一、會議緣起

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研究，一直是世

界各國學界長期關注的焦點，今年適逢二戰

結束七十週年，當年參戰各國對此都有盛大

的紀念活動。然而，在整個二戰史的研究天

平中，相較於歐洲戰場或太平洋戰場，中國

戰場向來沒有得到相應的重視，對於中國戰

場的研究，始終侷限在海峽兩岸及少數歐

美、日本學者的研究圈內，也甚少有研究者

將中國戰場放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全球視角

的大格局下，審視中國戰場所扮演的角色與

位置。此外，0010年除了是抗戰勝利七十
週年，也是中華民族深具里程碑意義的一

年，這一年結合了六個重大週年紀念：1.興
中會創立一二○週年；0.同盟會成立一一○
年；0.孫中山先生逝世九十週年；0.抗戰勝
利七十週年；0.臺灣光復七十週年；0.蔣中
正先生逝世四十週年。這六個重大紀念日都

與孫中山及蔣中正先生息息相關，而兩位領

袖的經歷及影響，顯示近代中華民族與世界

歷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孫中山及蔣中正

先生長期領導中華民族救亡圖存的奮鬥過

程，早已被譜寫為史詩篇章，相關史著甚

豐，但基本架構很少跳出國別史、區域史或

人物史。

當前的史學，仍以歐美為中心觀的世界

史為主流，現有的世界史著作中，整個中華

民族史仍然被邊緣化。換言之，近世的中華

民族史仍然沒有得到應得地位的認知，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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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華史學界的缺憾，也是世界史學界的

缺憾。爰是，在 0010年接近倒數的最後時
刻，美國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所及華僑協會

總會紐約分會等單位，在 11月 00日至 00
日，於美國聖若望大學，舉行「世界歷史中

的孫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國際學術研討

會」，聚焦於國際及宏觀的視野，闡釋孫中

山、蔣中正及宋美齡等近代中國政治巨人，

對於世界的影響及其對世界的貢獻。

與會學者合影（照片提供／張世瑛）

二、主題演講

本次會議邀請美國資深外交官、兩蔣傳

記的知名作者，現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

心研究員陶涵（Hon. Jay Taylor），擔任主
題演講。陶氏的演講聚焦於蔣中正的一生評

價，立基於新開放的蔣中正日記與美國的檔

案史料，強調以當時中國居於絕對劣勢的國

際地位，在與列強周旋時，蔣能在一定程度

下作到維護國家尊嚴與利益，可說是一位傑

出的大戰略家。以他手上極其有限的資源

與籌碼觀之，蔣的視野超越同時代的大國領

袖，在他的一生中，先後與蘇俄、日本、中

共與美國等強大對手交鋒，陶涵指出不論是

抗戰時期下令黃河決堤，不惜犧牲眾多百姓

身家性命以抵禦日軍，還是大陸兵敗退守臺

灣後，建立起一個警察國家，蔣中正都是以

國家利益為最高目標，從大戰略考慮而作出

的「非做不可」的決定。持平來看蔣的一

生，陶氏認為蔣中正身為一個儒家奉信者與

基督教徒，盡畢生之力維持中國道統，是毋

庸置疑的愛國者，但為保護中國的國家尊嚴

與利益，往往也不惜採用殘忍手段，以人民

慘重傷亡為代價。從國際視野角度觀之，蔣

對國際局勢的前瞻眼光，也高於同時代的大

國領袖如羅斯福、邱吉爾等，對蘇德簽訂互

不侵犯條約的成功預判，連對蔣中正多有

抨擊的「親共」國務院顧問拉鐵摩爾 (Owen 
Lattimore)也高度讚譽。

三、會議論文大要

會議發表論文共計 17篇，專門探討孫
中山的論文計 0篇、集中探討蔣中正計 7
篇，以宋美齡及宋氏家族為主題的論文計 0
篇，探討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蔣中正關係

計 0篇。國史館館長呂芳上〈孫中山先生
（1800-1000）─從農民之子到國際性人

物〉，論文開宗明義即點出孫中山長於貧寒

農民之家，以一介農民之子，竟能成為「首

創民國元勳」、「中國及東亞歷史之一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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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究竟是憑藉著什麼？ 1000年即追隨
孫中山的黨國元老吳稚暉，即點出孫的身上

有一股油然而生的領袖魅力，吳氏對孫的近

身觀察，至今仍極具參考價值，且十分具有

說服力。他認為對孫只能用「他人萬萬不能

及的」的四個「自然」來形容，即「品格自

然偉大」、「度量自然寬宏」、「精神自然

專一」、「研究自然精博」。論文結論中點

出今日重看孫中山的歷史定位，必須回到一

個凡人的角度，才能體會其不平凡之處，孫

有不同面向的諸多爭議，包括有些理想太高

遠，有的政策又太現實，但不容否認的，孫

中山的遺產影響日後中國的數代人，而且仍

在持續之中。

國史館呂芳上館長發表論文（照片提供／張世

瑛）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

〈孫中山的次殖民地想像〉，從知識史的角

度，分梳孫中山所提出「次殖民地」的論說

史，闡釋孫創造這個新名詞的思想脈絡，詮

釋孫如何藉由新殖民地的論述，來表達自己

對次中國現實處境及未來前景的想像。本文

的重要學術意義在於點出在開展孫中山研

究的當下，如何將孫的學說置於原來的歷史

脈絡中探索，進而開啟歷史知識生產活動的

反思與反省。北京大學歐陽哲生教授〈近代

國家觀念之興起─以孫中山國家觀為中

心的探討〉，認為近代國家觀的興起對於引

導近代中國政治轉型，具有重大關鍵意義，

孫中山尋求通過革命的途徑，建立共和政

體，孫的理想國家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

國家、社會的國家」，孫中山的國家觀在各

種變革思潮中脫穎而出，成為最後支配中國

走向的國家觀念。

蔣中正研究則是這次討論會中最多學者

關注的議題，這也符合近年來隨著蔣中正日

記的公開，所興起的一股蔣學熱潮。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遷臺初期蔣

介石對美對日關係的思考，1000-1000〉，
論述退守臺灣後的蔣中正，在重新掌握政權

的三年中，作者詳細分析這段時期蔣日記的

內容，認為蔣非常重視美國對他的態度，內

戰的挫敗讓他無法相信還會支持他，但是國

際形勢的轉變，又使他持一線希望。這段期

間蔣還是因為他認為的美方「毀蔣賣華」言

論，有著不安全感。美雖恢復對華軍經援

助，蔣屢屢拒絕美國干預國軍體制的建議，

也擔心美方人員操縱臺灣政局，對於未能參

加舊金山和會，蔣至為憤怒。蔣介石在日記

中紀錄了許多對於外交問題的思考，可以看

出他個人的關切重點，以及可能對於外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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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制度的影響。

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政治大學人

文中心特聘研究李摩西，浙江大學蔣介石研

究中心教授陳紅民分別從〈事略稿本的繕打

出版及電子書與資料庫之籌建〉及〈回到蔣

介石：蔣介石資料數據庫建設構想〉，介紹

海峽兩岸有關彙集蔣中正史料的數位化資

料庫的最新建置成果。

浙江大學蔣介石研究中心教授趙曉紅

〈中日間的認知差異：以 1000年底蔣出任
行政院長為例〉，集中論述 1000年底國民
黨五全大會政府改組一事，對於改組後的國

民政府及其所釋放的親日措施，日本外務省

持疑慮及謹慎態度，一方面與國府進行親善

談判，另一方面卻想利用此時蔣在政府中的

強勢地位，通過日本軍在中國華北及華南的

壓力，使蔣徹底就範。由於日本軍部對蔣的

不信任，認為依照中國的現況，一旦日蘇開

戰，國府倒向蘇俄的可能性極大，國府在本

質上難以與日本親善，中日雙方因認知的差

異，未能把握機會，修復彼此關係，反倒在

日本軍部勢力急劇擴張下，走向了全面戰爭

之路。

在本次研討會中，在陽剛的男性政治領

袖之外，添了些柔和的女性色彩，也是抗戰

中不可不提的中國女性在國際中的代表人

物，自然非宋美齡莫屬。國史館主任秘書陳

立文〈蔣介石日記中的宋美齡〉，透過抗戰

時期的蔣日記與大量的蔣宋合影的照片相

互比對，重新檢視戰時蔣中正與宋美齡的互

動與聯繫。中原大學通識中心教授柯惠鈴

〈日常生活與社會服務：婦女幹部中的蔣夫

人〉，認為戰時蔣夫人已成為社會工作的領

導者，其領導風格與男性權威極為不同，西

方教育與教會背景似乎是蔣夫人塑造自身

領導的重要線索，本文將宋美齡放入中國女

性獨特的社會工作脈絡中審視，探討 00世
紀蔣夫人為首的國民黨菁英女性，如何創造

屬於中國婦女的社會服務工作形態。

最後一個主題是民初知識分子與政治領

袖的互動關係，黃金榮〈韓戰爆發前後胡適

與蔣介石關係研究〉，認為韓戰爆發打破了

東亞局勢的平衡，也是 1000年初影響蔣介
石與胡適關係的轉捩點。1000年初，蔣勸
胡適以私人身分去美，暗地運作胡適續任駐

美大使，旨在讓胡適服務於他繼續爭取美援

的目標。胡適對蔣雖然失望，但仍存有期

待，此時的臺灣風雨飄搖，胡適無能為力，

甚至以遺民自況。韓戰爆發，胡適視為重大

轉機，連續花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撰述〈史

達林雄圖下的中國〉，在美國《外交季刊》

發表，在英語世界為蔣公開辯護；另一方

面，又向蔣上萬言書，望其自我檢討，自上

而下，在臺灣實行民主政治，實現胡適「自

由中國」的理想。

在最後的綜合討論與閉幕式中，會議主

辦人李又寧教授認為這次會議的論文從政

治、外交、軍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闡

釋 0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三個國際性政治領
袖，也讓一向在世界史中被邊緣、被消音的



學

術

會

議

0
0
0

近代中國政治人物，整理出重要的第一步。

在二次大戰七十週年的今日，孫中山與蔣中

正領導的中華民族，在世界範圍下的反法西

斯、反軍國主義戰爭下，損失最大，貢獻最

多，卻也最被忽視。今年一整年海峽兩岸與

世界各地都在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在這一

場接近歲末壓軸的會議中，李又寧強調對於

孫中山、蔣中正與宋美齡的歷史定位，仍因

政治角力與意識形態而迷霧重重，隨著近年

來蔣日記的開放與相關史料的解密，本次會

議試圖通過新史料的整理與刊布，重新梳理

這三位民國史上承先啟後的關鍵人物，相信

有助於歷史迷思的解答與歷史真相的還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