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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
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報導

張世瑛

明年就是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的重大

日子，回顧一百年前，國父孫中山先生

與革命黨人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光輝

歷史，國立國父紀念館為弘揚中山先生

篳路藍縷的建國精神，並紀念一百年前

馬來西亞檳榔嶼的華人在「辛亥三二九

廣州黃花崗」起義所作的貢獻，特別值

此辛亥革命百週年的前夕，由國立國父

紀念館邀集元智大學、臺灣大學、政治

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國文化大學等

共同主辦，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馬來西

亞留臺總會協辦，國史館、教育部、外

交部、僑委會為指導單位，於2010年3月

25-29日，假馬來西亞檳城（檳榔嶼），

這個中山先生推動海外革命事業的發祥

地，共同舉辦「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

庇能會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中共分為「黃花崗三二九的時代意

義」、「孫中山與庇能會議」、「孫中

山與海外僑社」、「馬來西亞華人與中

國革命運動」及「孫中山思想的時代意

義」等五項議題，探討海外華人，特別

是馬來西亞檳榔嶼地區的僑胞，在決定

舉行三二九黃花崗之役的重大會議──庇

* 國史館修纂處協修

能會議中所扮演的關鍵性角色。
1
藉此瞭

解百年來檳城如何傳承中山先生的思想

與精神，以及馬來西亞華人在僑居地所

做的努力與經濟、社會、文化之發展。

本次會議發表論文的學者，共計有

臺灣學者二十名、馬來西亞檳城等地學

者十名，總計三十篇學術論文，並邀請

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陳鵬仁教授擔

任開幕專題演講的嘉賓。本館有鑑於此

次會議與中華民國建國百年紀念系統活

動息息相關，且會議主題──「孫中山與

黃花崗之役」與本館修纂處許多同仁的

研究專業領域頗為契合，於是決定由王

正華纂修與筆者代表本館參加此一盛會

1 檳榔嶼的英文名稱為Peneng，在19世紀到20
世紀初，中國都是根據英文直譯的方式，稱呼

該地為庇能。

王正華纂修（左）與張世瑛協修（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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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交會議論文。

王正華纂修提交的會議論文題目為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與胡漢民、汪精衛

關係〉。論文的問題意識及行文焦點，

主要是在論述孫中山在領導革命，創建

民國的過程中，胡漢民（1879-1936）和

汪精衛（1883-1944）無疑是其身邊最得

力的助手，無論在闡述孫中山的政治理

念或參與革命行動的策畫方面，兩人都

是理論宣傳家，也是革命行動者，同盟

會時期孫中山領導革命的過程中，胡漢

民和汪精衛都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他

們革命時期的深厚感情是革命史上動人

的篇章，兩人的性格影響其人生道路，

也因兩人關係的分合，左右民國歷史的

政治動向。

胡漢民曾言入同盟會以來，與汪精

衛共事最多，兩人親密無間，勝似兄弟

，二人追隨孫中山左右，感情深厚誠篤

，又常形影相隨，三人之間是如何相互

助成革命事業，是中華民國建國歷程上

重要的一頁。該文試圖探討同盟會時期

，革命領導者孫中山和胡漢民、汪精衛

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又胡漢民和汪精衛

兩人的情誼，在革命運動中扮演的角色

。分就以下五個重點論述三人的關係：

一、東京同盟會本部宣揚主義；二、策

應粵桂滇三省革命行動；三、發展南洋

組織；四、廣州新軍之役與汪精衛刺攝

政王案；五、庇能會議到三二九之役。

筆者的會議論文題目為〈另一種

羅生門：革命黨人對黃花崗之役的檢討

與批判〉。論文的問題意識及行文焦點

，主要是在論述同盟會在廣州三二九黃

花崗之役中投注全黨的人力與物力，最

後雖然失敗，但黨人慷慨赴義的革命精

神，連清廷也為之膽寒，開啟了武昌起

義全國響應的先機。然而此役也留下若

干歷史疑點，至今仍難有令人滿意的答

案。直到起義前夕才決定四路起事的領

導人黃興、姚雨平、胡毅生、陳炯明，

事後都對此役的成敗提出觀點歧異的檢

討與批判，尤其以黃興的「廣州三月

二十九之役報告書」最廣為人知，指責

姚、胡、陳三人臨陣脫逃、疏忽誤事，

致使舉事全盤皆敗，由於黃興在黨人中

的崇高地位，加上這是對於三二九之役

最原始也最完整的一份檢討報告，於是

姚、胡、陳三人註定要為失敗背負起最

大的責任，幾乎已成為歷史的公論，絕

少有人提出質疑。

該文重新審視並比對黃興、姚雨平

、胡毅生、陳炯明等四人針對三二九之

役的回憶與檢討文字，以及參與此役其

他黨人的相關回憶及檔案資料，試圖釐

清黃花崗之役在記憶、檢討與批判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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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呈現的多重歷史面向。經過仔細核

對黃興等四人的說法，不難發現他們認

知間的差異點，其實非常有限。持平來

說，在當時，就有不少黨人對於黃興針

對姚等三人的嚴厲態度，持不同的看法

，而此役失敗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姚

、胡、陳三人未能依計畫行動所致，還

不如說是黨人之間為了保密，各機關互

不通聲氣，以致消息阻隔，加上起義時

間一變再變，起義計畫反覆不定，香港

方面的同志也無所適從，在當時已有不

少同志引以為憂，而這可能才是黃花崗

之役功敗垂成的最大原因。

「孫中山與黃花崗之役──庇能會

議與海外華人」國際學術研討會，前後

歷時五天，期間並曾邀請與會學者實地

參訪檳城市內眾多孫中山與海外革命黨

人集會、居住與停留的歷史古蹟，許多

地方甚至經歷百年的風霜雪雨，仍然堅

守崗位，發揮重大的影響力。例如1910

年由革命黨人在檳城創辦的《光華日報

》，就在2010年慶祝其創刊一百週年的

重大日子，與會學者也躬逢其盛會，親

身感受到孫中山與海外僑胞在一百年前

所灑下的革命種子，直到今日仍然在發

光發熱。這場盛大的國際會議在3月29日

圓滿落幕，透過五天的會議，以及三十

篇論文的翔實探討，不但為「華僑為革

命之母」這句話下了最好的註腳，也為

中華民國與海外僑胞的聯繫與互動，做

了一場良好且圓滿的國民外交之旅。

與會學者於檳城孫中山紀念館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