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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孫
中山、革命志士
與新世紀展望」
國際學術研討會
紀要
歐威麟 國史館采集處科長

為紀念辛亥革命 100周年，新加坡的晚
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以下稱晚晴

園）、新加坡國立大學（以下稱國大）中文

系以及中華民國的國立國父紀念館（以下

稱國父紀念館）等三個機構，聯合舉辦了

「辛亥革命：孫中山、革命志士與新世紀展

望」（1911 Revolution: Dr. Sun Yat Sen, the 
Revolutionaries and the Next Centennial） 國
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1年 11月 3日、4日
在新加坡Marina Mandarin Singapore召開，
邀請來自中華民國、中國大陸、香港、日

本、馬來西亞、澳洲與新加坡本地的學者及

研究機構代表與會，發表論文與進行交流。

本次研討會在主題之下，設有以下八個

子題：一、孫中山與辛亥革命；二、孫中山

的人格特質與領袖風格；三、孫中山、同盟

會與革命志士；四、孫中山的理想與實踐；

五、孫中山的思想淵源與事跡；六、辛亥革

命與海外華人；七、孫中山思想與當代世界

發展；八、辛亥革命的反思與記憶。研討會

第一天上午 9時，先由主辦單位代表晚晴園
潘宣輝館長向所有與會者致歡迎詞（其他主

辦單位代表國大中文系黃賢強副教授、國父

紀念館狄德隱副館長亦上臺列席），再由研

討會主賓、孫中山曾侄孫─孫必達先生致

詞，期許本次大會圓滿成功；之後，即正式

展開一系列的演講及論文發表等活動。

研討會的第一場活動是「主題演講」，

由黃賢強副教授主持，主講人為澳洲阿德

雷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顏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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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教授，講題為〈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反

思〉。演講結束後，大會即展開本次研討會

第一個子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的專題

報告，由澳洲國家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黃宇和院士
主持，並發表三篇論文：一、華中師範大學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章開沅教授，〈理想與現

實─孫中山的亞洲夢〉；二、中國社會科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楊天石教授，〈孫中山與

資本主義〉；三、黃賢強副教授，〈孫中山

與辛亥革命─南洋革命運動的歷史脈絡

（1900-1925）〉。
午休過後，研討會在第一天下午 2時起

開始分組會議，第一場次子題是「孫中山

的人格特質與領袖風格」，由國大歷史系黃

堅立副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文：

一、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林家有教授，〈歷

史的選擇─孫中山成為辛亥革命領袖的

時代意義〉；二、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白中琫博士，〈孫中山形象之變遷〉；三、

中國文化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邵宗海教授，

〈孫中山人格特質與領袖風格〉。第二場

次子題是「孫中山、同盟會與革命志士」，

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李元瑾副教

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文：一、中國

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李長莉教授，〈何

天炯─辛亥革命個人史的書寫與記憶〉；

二、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張玉萍博士，〈日

本敵視論─辛亥時期戴季陶的日本觀〉；

三、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黃城教授，

〈孫中山先生與陳粹芬女士的幾個關連之

初步檢證─對蘇恩待先生談話的商榷〉。

第三場次子題是「孫中山的理想與實踐」，

由現任監察委員、金門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

系周陽山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

文：一、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姜義華教授，

〈孫中山政治革命方略與大一統國家體系

再造〉；二、北京大學歷史系歐陽哲生教

授，〈近代國家建設之路─孫中山《建國

方略》、《建國大綱》的歷史解讀〉；三、

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吳秀玲助理教授，

〈從全球化的政府改革深化檢視孫中山萬能

政府論〉。第四場次子題是「孫中山、同

盟會與革命志士（續）」，由國大中文系

李志賢副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

文：一、澳洲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歷史、哲學、宗教和古典學
院黎志剛副教授，〈孫中山、香山與辛亥革

命〉；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

博士，〈宮崎滔天與廿世紀初期中國的“革

命想像”─以章士釗編譯的《孫逸仙》為

中心〉；三、國史館歐威麟科長，〈孫中山

的美籍軍事顧問荷馬李─國史館藏《荷馬

李將軍史料》概述〉。

研討會第二天，自上午 9時起繼續各場
分組會議，第五場次子題是「孫中山的思

想淵源與事跡」，由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

學系洪泉湖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

論文：一、南京大學歷史系李玉教授，〈晚

清革命思潮激發因素之結構考察〉；二、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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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和院士，〈乙未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如

何離開廣州？〉；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

系趙立彬教授，〈樹 20世紀新支那之旗於
世界─孫中山和革命志士的「新中國」意

識〉。第六場次子題是「辛亥革命與海外華

人」，由廣州暨南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張應

龍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文：一、

北京中國信息大學李可博士，〈晚晴園─

傳遞中華民族革命的聖火〉；二、晚晴園陳

丁輝助理研究員，〈南洋革命記憶與歷史述

事─以張永福與陳楚楠為例〉；三、馬來

西亞華社研究中心詹緣端副主任，〈星馬辛

亥革命人物與事跡的影像史小論─以馬

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所藏一批舊照片與史

料為例〉。第七場次子題是「孫中山思想與

當代世界發展」，由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

究中心張憲文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

論文：一、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彭立忠

副教授，〈孫中山百年建國志業的再檢視〉；

二、國史館王信惠專員，〈孫中山平權思維

於當代文化政策的體現─臺灣文化政策

發展之初探〉；三、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吳

本次會議學者合影（圖片提供 /孫中山南洋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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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雄教授，〈「王道」的再發現─傳統文

化與孫中山的國際觀念〉。第八場次子題是

「辛亥革命與海外華人（續）」，由黎志剛

副教授主持兼評論，並發表三篇論文：一、

張應龍教授，〈廣東華僑與孫中山的革命事

業〉；二、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邱榮舉

教授，〈論南洋洪門天地會、客家與孫中山

革命〉；三、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李秉萱博士，

〈以新加坡視角看辛亥革命〉。

午休過後，研討會在第二天下午 2時起
展開最後一個子題「辛亥革命的反思與記

憶」的專題報告，由林家有教授主持，並

發表四篇論文：一、張憲文教授，〈辛亥

革命再思考〉；二、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

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近代中國商人「辛

亥」記憶的建構及其影響〉；三、黃堅立副

教授，〈儀式與潛流─南洋的辛亥革命

紀念（1925-1941）〉；四、周陽山教授，
〈辛亥百年論監察制度的全球發展與臺灣經

驗〉。隨後，大會在閉幕前舉行綜合座談，

由黃賢強副教授主持，顏清湟教授、章開沅

教授、邵宗海教授、黃堅立副教授等四位與

談，與在場所有學者、媒體及聽眾就本次研

討會發表的各篇論文主題與內容進行交流，

氣氛熱烈。綜言之，新加坡本地的華人社群

人士以及研究中國史的學生，多對外地來的

學者們所提出的研究論點，興趣盎然；而本

地學者著重的南洋革命史主題，則讓其它國

家的研究者感到新奇。由此點觀之，本次研

討會的確達成「建立國際學術交流網路與平

臺，促進學術研究的深入和發展」的宗旨，

進而強化日後對孫中山革命事跡、功業及中

國近現代史的研究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