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2文 化 雜 誌 2013 

歷

史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以
來
香
港
和
澳
門
的
孫
中
山
研
究

1980年代以來
香港和澳門的孫中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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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兆堅，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孫中山一生的思想和事業發展，與香港和澳門有密切的關係。眾所周知，青少年時期的孫中

山，在香港生活與學習了一段時間。其後由他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過程中，香港在革命思想的宣

傳、革命起義的策劃、革命物資的籌措，以及革命機關的創立，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至於

孫中山與澳門關係方面，孫中山第一次出國，遠赴檀香山，就是從澳門乘船出發的。日後他在澳

門展開醫學事業，並利用澳門推動其革命事業。由於孫中山與港澳兩地的關係千絲萬縷，因此吸

引着人們對這方面關係的注意，在港澳地區興辦紀念館，保存與孫中山相關的建築物，讓社會大

眾認識孫中山與港澳關係的這段歷史。此外，港澳學術界則透過舉辦講座或學術研討會，撰寫和

出版學術成果，推進孫中山研究的發展。本文主要論述1980年以後港澳兩地有關孫中山研究的活

動，以使讀者進一步瞭解港澳社會對發揚孫中山精神所作出的努力。

孫中山 (1866-1925)  一生的思想和事業發

展，與香港和澳門有密切的關係。就孫中山與香

港的關係而言，晚年的孫中山在1923年2月19日於

香港大學發表演講，明確表示：“我於何時及如

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發

源地即香港。”
(1)
 事實上孫中山青少年時期，曾

經在香港生活與學習了一段時間，其間接觸到西

方新知識，還有改革和革命思想。繼後在由他領

導的反清革命運動過程中，香港在革命思想的宣

傳、革命起義的策劃、革命物資的籌措，以及革

命機關的創立，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2)
 就

孫中山與澳門的關係而言，1878年孫中山隨母親

第一次出國，遠赴檀香山 (夏威夷)，就是從澳門

乘船出發的，這次遠行引發孫中山“有慕西學之

心，窮天地之想”。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

後，在澳門展開醫學事業。後來孫中山亦利用澳

門推動其革命事業。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家

人和親戚選擇在澳門居住。
(3)
 由於孫中山與港澳

兩地的關係千絲萬縷，因此吸引人們對這方面關

係的注意，在港澳地區興辦紀念館，保存與孫中

山相關的建築物，讓社會大眾認識孫中山與港澳

關係的這段歷史。此外，港澳學術文化界則透過

舉辦講座或學術研討會，撰寫和出版學術成果，

推進孫中山研究的發展。由於已經有學者撰文探

討1980年以前香港的孫中山研究發展 
(4)
，因此本

文主要論述1980年以後港澳兩地有關孫中山研究

的活動，以使讀者進一步瞭解港澳社會對發揚孫

中山精神所作出的努力。

孫中山學術研討會的舉辦

香港方面，珠海書院於1980年代舉辦了兩次

以孫中山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1981年9月，主

辦“孫逸仙博士在香港”國際學術會議，有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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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學者參與，他們來自英國、美國、德國 (當時

的西德)、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和香

港，會議文章共有三十六篇。這些文章後來收錄

於1982年11月由珠海書院出版的《珠海學報》第

13期中，而文章主題分為十項：1）孫中山在香港

受教育之經過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2）孫中山在

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及其對革命之影響；3）孫中

山策進革命之歷史與成就；4）孫中山思想與世界

思潮；5）孫中山與民生主義；6）孫中山與亞洲

民族運動；7）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8）

孫中山與人文主義思想；9）孫中山與美國；10）

三民主義與國民黨。
(5)

為了慶祝孫中山一百二十歲誕辰，並且表揚

孫中山在開創中華民國、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貢

獻，珠海書院於1985年11月舉辦了“孫中山先生

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共有六十三位中外

學者參加，提交了三十二篇論文，它們主要探討

孫中山的性格與思想，所有論文均收載於1987年

10月出版的第15期《珠海學報》。
(6)

香港浸會大學亦熱衷推動孫中山研究。該校

歷史學系與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香港中國近

代史學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華文

化促進中心合作，於2001年11月舉行“辛亥革

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參加

該研討會的學者逾百人，分別來自香港、中國內

地、臺灣、日本、澳洲、歐美等地，宣讀論文七

十餘篇。
(7)
 繼後這些論文結集成書，即林啟彥、

李金強、鮑紹霖主編的《有志竟成 ── 孫中山、

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

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

會，2005年)。該論文集收載了十五篇孫中山研

究的文章。
(8)

除歷史學系外，同校的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

港歷史博物館於2005年12月，合作舉辦“孫中山

學術研討會 ── 兩岸三地學者的論述”，會議

文章共有十三篇，探討課題分別是孫中山與香港

師友關係、孫中山的視覺形象、孫中山與中俄外

交，以及中國內地孫中山研究情況等。
(9)
 該研究

中心又於2010年5月，與香港中山學會、中華港澳

之友協會主辦“中山思想現代化對當前兩岸四地

政經關係的影響”研討會，共有六篇會議論文，

包括：陳蘊茜〈孫中山符號在臺灣的傳播與意義

轉化 (1945-1975)〉、邵宗海〈中山先生與民族

主義思想〉、周佳榮〈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 ── 

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曹俊漢〈全球化下中

山思想發展的新思維：對國家角色的詮釋〉、李

金強〈兩岸關係發展與中山思想的啟迪〉、龐建

國〈中山思想與中國模式〉。這些論文後來結集

為《中山思想現代化對當前兩岸四地政經關係的

影響研討會論文集》。

澳門方面，2007年11月召開了“孫中山思想

與華人世界”學術研討會，由澳門學者同盟、澳

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和孫中山基金會合

作主辦，而協辦機構包括澳門辛亥革命與中山

文化研究會、澳門辛亥黃埔協進會，以及澳門

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翌年澳門學者同盟將該學

術研討會的報告論文出版《孫中山思想與華人

世界》，書中文章總共三十九篇，其中有香港學

者的作品，分別是胡春惠〈孫中山及其“中央與

省均權制”〉、葉國洪〈孫中山文教思想對香港特

區未來發展的啟示〉、李谷城〈孫中山、康有為論香

港社會〉。2011年，澳門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

會與孫中山基金會又合作舉辦“孫中山與辛亥革

命”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主題分別是孫中

山對辛亥革命的貢獻、孫中山與中國現代化關

係、孫中山的治國理念等。
(10)

講座與其它活動的開展

香港歷史博物館與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

心、歷史學系合作舉辦孫中山講座，邀請內地、

臺灣、香港與海外學者進行演講。該講座從2005

年4月開始，直至2006年11月才結束，總共有十

二講。(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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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孫中山講座一覽

舉辦日期 演講題目 講者

2005年4月11日 孫中山與汪精衛 邵銘煌(臺灣)

2005年6月15日 孫中山的革命大計與興國遠謀 王爾敏(臺灣)

2005年10月4日 孫中山與廖仲愷 陳福霖(香港)

2005年1月21日 孫中山與香港 李金強(香港)

2006年2月18日 孫中山與廣東 邱捷(中國內地)

2006年3月18日 孫中山與南洋 梁元生(香港)

2006年4月22日 孫中山與美國及法國 陳三井(臺灣)

2006年5月13日 孫中山與日本 林啟彥(香港)

2006年6月10日 孫中山與梁啟超──革命、維新兩派的合作嘗試和分途發展 周佳榮(香港)

2006年8月19日 孫中山與蔡元培 潘漢唐(臺灣)

2006年9月2日 孫中山與臺灣 呂芳上(臺灣)

2006年11月15日 孫中山與倫敦 黃宇和(澳洲)

資料來源：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活動簡報 (2005年上半年)〉，《當代史學》，7卷2期 

(2005年9月)，頁47；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匯報 (2005年下半年)〉，《當代史學》，7卷4

期 (2006年3月)，頁83；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紀念孫中山140歲誕辰”專題講座〉，《歷史教育論壇》，12

期 (2007年1月)，頁61。

孫中山紀念館於2006年12月12日正式建立，

紀念館位處於香港島中西區的甘棠第。館內展

出多件與孫中山有關的珍貴歷史文物，並展開

播放歷史影片等活動，藉此使社會大眾加深認

識孫中山的生平事蹟、孫中山與香港的關係，

以及香港在近代中國現代化中所發揮的作用。

孫中山紀念館亦舉辦多次演講活動，目的是促

進孫中山歷史知識的普及化(表2)。此外，本港

中西區區議會於1996年設立“孫中山史蹟徑”，

介紹一些關於孫中山求學及革命運動的建築物

或歷史遺址，與孫中山紀念館的普及化工作互

相配合。
(11)

[表2] 孫中山紀念館講座一覽

演講日期 演講題 目講者

2007年1月27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人與事 李金強

2007年5月5日 孫中山與香港基督教會 李志剛

2007年6月30日 孫中山與道濟會堂 劉紹麟

2008年2月16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生活──由港大荷花池說起 龍炳頤

2008年3月8日 孫中山、伍廷芳與香港 鍾寶賢

2009年3月28日 孫中山與日本 蘇維初

2009年7月11日 孫中山在港的足迹 梁炳華

2009年10月24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和他們的背景 何屈志淑

2010年12月14日 志同道合──陳友仁與孫中山 陳元珍

2011年5月28日 有志竟成──孫中山及其革命同志 李金強

2011年9月24日 孫中山與他的日本友人 林啟彥

2011年12月10日 關於孫逸仙與香港華人西醫書院研究的幾個誤區 馮錦榮

2012年1月12日 孫中山與汪精衛 蘇維初

2012年4月14日 作為現代智識分子的孫中山先生 劉紹麟

資料來源：2007至2012年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出版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通訊》。

17-RCC87-2.indd   184 1/20/14   4:01 PM



185 文 化 雜 誌 2013

歷

史

一
九
八
零
年
代
以
來
香
港
和
澳
門
的
孫
中
山
研
究

除香港外，澳門亦有澳門國父紀念館，在1958

年4月正式出現，建館目的是宏揚孫中山的博愛和

天下為公思想。該館原址是孫中山元配夫人盧慕

貞 (1867-1952) 的住所，興建於1918年，繼後經過

重建，其間更經歷了業權風波，現在由臺灣經濟文

化中心管理。澳門國父紀念館收藏若干孫中山和國

民黨使用過的物品，並且設有國父史蹟展覽室、國

父生平圖片室、國父元配盧太夫人寢室等。
(12)

港澳民間人士亦積極推動香港的孫中山研究發

展。1998年8月，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由香港商

人、孫中山後人以及華僑組織共同成立。該基金會

的成立宗旨是：“紀念孫中山，宣揚其歷史功績。

弘揚其民主、愛國精神及天下為公的崇高思想，推

動中國各地文化教育福利事業的發展。”
(13)
 自成立

以來，該基金會一方面資助大專院校進行孫中山

研究中文著作目錄的編輯工作，舉辦有關孫中山

研究的學術會議，另一方面與本港的博物館、學

術研究機關合作舉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徵文比

賽、“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歷史圖片展覽等活動，

向大眾宣傳與推廣關於孫中山的歷史知識。
(14)

孫中山研究成果的出版

香港文教界除舉辦有關孫中山的學術研討會

外，他們亦出版刊物與著作，使香港在促進孫中

山研究發展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1980年

代初香港中山學會成立，1983年出版兩期的《中

山季刊》，刊載中外學者的孫中山研究論文。羅香

林 (1905-1978) 與王德昭 (1914-1982) 是香港的孫

中山研究先驅，分別任教於香港大學與香港中文大 

學
(15)
，兩人1980年代以前的孫中山研究著作，在21

世紀被人重新出版，它們就是羅香林《國父在香港

之歷史遺蹟》(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年)與

王德昭《孫中山政治思想研究》   (香港：商務印

書館 (香港) 有限公司，2011年)，兩書重印目的皆

是紀念辛亥革命。
(16)
 此外，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

心則出版兩種有關孫中山研究的著作，分別是王爾

敏《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大計與興國遠謀》(2005年)

和區志堅、彭淑敏、徐振邦《孫中山在港史蹟考察

與旅遊》(2007年)。
(17)
 當然撰寫著作較純粹出版更

為重要。在介紹港澳學者的孫中山研究成果前，首

先對“港澳學者”給予定義。所謂港澳學者，既指

在香港或澳門土生土長的學者，或者是在本地接受

基本史學訓練而居留外地，與香港學界維持一定關

係的學者。又或者是長期居留香港從事教研工作的

中國和外國學者。
(18)
 根據這個港澳學者的定義，我

們發現有關孫中山研究的成果數目不少，按照其研

究主題，可以分為七類：1）孫中山與港澳；2）孫

中山的青少年時代；3）孫中山與外國；4）孫中山

與基督教；5）孫中山思想；6）其它。以下各類研

究成果一一介紹。

一、孫中山與港澳

孫中山與香港關係的研究方面，比較新近的

著作就是莫世祥《中山革命在香港 (1895-1925)》

(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2011年)，

寫作動機是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內容是“叙

述清末民初期間孫中山及其創立的興中會、同盟

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在香港持續推進中

國革命的三十年歷程，研究孫中山及其部屬在香

港堅持革命活動的重大事件與運作機制，揭示孫

中山與香港智識精英、華人富商、勞工階層、學

生群體以及港英政府的關係演進，展現孫中山革

命思想的形成、發展軌跡及其在香港的影響。”

莫世祥又撰文探討清末孫中山、同盟會與港英政

府三者關係。
(19)
 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

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8

年)一書旨在“透過對孫中山同時期師友記述及革

命史料的探尋和辨析，重構孫中山在港生活及革

命活動之歷程。進而探討香港在清季革命運動中

的角色，為香港與近代中國歷史關係，提供較為

清晰的歷史圖像，使此一孫中山與香港的集體記

憶得以重見於現今”。
(20)
 該書作者也撰寫論文，

從港澳地域角度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生活，

並論析香港與孫中山革命思想產生的關係。
(21)

吳倫霓霞則發表數篇中英文論文，如〈孫中

山早期革命運動與香港〉、〈孫中山先生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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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教育與其革命思想之形成〉、〈興中會前期 

(1894-1900) 孫中山革命運動與香港的關係〉、

〈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與香港的淵源〉(The Hong 

Kong  Or ig ins  o f  Dr .  Sun  Ya t - sen’s  Address 

to  L i  Hung-chang )、〈革命的形成──香港對

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影響〉(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 — 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f 

Sun Yat-sen’s Early Polit ical Thought)，分析

香港與孫中山反清革命運動的關係。
(22)
 她還編

輯《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廣州、香

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聯合

書院，1986年)一書，圖文並茂描述孫中山在港

澳的學習生活與各方面活動。
(23)

此外，霍啟昌亦撰寫論文，計有〈幾種有關

孫中山先生在港策進革命的香港史料試析〉、〈孫

中山先生早期在香港思想成長的初探〉、〈十九世

紀香港的現代化與孫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思想〉，               

分析香港對孫中山思想的影響，介紹有關孫中山

革命運動的香港原始史料。
(24)
 為了慶祝辛亥革

命一百週年，霍啟昌撰寫了《港澳檔案中的辛

亥革命》一書 (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

司，2011年)，該書共有四章，其中兩章內容與孫

中山有關，分別是〈香港澳門在孫中山研究中的

重要意義〉和〈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澳策進革命

的重要地方史料闡釋〉。
(25)
 有學者評價吳倫霓

霞與霍啟昌二人的表現，認為他們能夠運用香港

原始史料，提昇孫中山研究水平。該學者表示： 

“霍啟昌及吳倫霓霞均能運用第一手的香港史料

(包括港英政府的殖民地檔案、英政府的外交部

檔案以及香港早期的報刊雜誌等，對孫中山及其

革命同志早年在香港活動的實況，加以核正和申

論，而卓有成績。”
(26)

除了莫、李、吳、霍四人外，余偉雄 
(27)
、黃

宇和 
(28)
、陳福霖 

(29)
、吳志華 

(30)
、李谷城 

(31)
、施

其樂 (Rev. Carl Thurman Smith, 1918-2008) 
(32)
，亦撰

文探討香港對孫中山思想及其革命運動形成的影

響、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孫中山

在香港的學習生活，還有孫中山的新聞思想等。

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研究方面，霍啟昌除了與

中國內地學者張磊、盛永華合撰《澳門：孫中山

的外向門戶和社會舞臺》(澳門：澳門大學、東方

文萃，1996年)一書外，尚有〈淺釋港澳檔案所藏

有關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研究的一些資料〉一文
(33)
 。

而其它論文，計有陳樹榮〈孫中山與澳門初探〉、

黃宇和〈孫逸仙澳門行醫探索〉、林廣志〈澳門

華商與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
(34)
 至於討

論範圍，分別是孫中山的行醫及革命活動，他與

《鏡海叢報》、土生葡人飛南第 (Francisco H. 

Fernandes, 1863-1923)、澳門華商的關係等。

二、孫中山的青少年時代

黃宇和《三十歲前的孫中山 ── 翠亨、檀

島、香港1866-1895》(香港：中華書局 (香港) 有

限公司，2011年；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厚

達726頁，撰寫目的同樣是慶祝辛亥革命一百週

年，旨在探索孫中山革命思想的來源。作者最初

祇打算探討孫中山在香港所受的教育，後來卻改

變初衷，將探討範圍擴至孫中山在翠亨村的童年

生活及其在檀香山的學習經歷，原因是：

第一、孫中山於1893年底到達香港時，雖仍

不是基督教徒，但早已在夏威夷深受基督教義影

響，並隨時準備領洗。至於孫中山在夏威夷是如

何受到基督教影響的情節，則沒有涉獵，以致給

人一種斷層的感覺。

第二、孫中山到達香港時，已經在夏威夷的

意奧蘭尼學校及奧阿厚書院預備學校總共接受了

近四年之教育，可見孫中山在夏威夷和香港的教

育是一氣呵成的。可惜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的情

況，也沒兼顧，以致再一次給人斷層的感覺。

第三、把孫中山在檀香山讀書的情況弄清楚後，

仍不感滿足，覺得必須把他到達檀香山讀書之前，在

翠亨村的童年生活理出個頭緒，以便找出其連貫性。

結果把孫中山的前半生 ── 從1866年他出生之日到

1895年廣州起義失敗後他離開香港之時 ── 共約三

十年這自成一個單元的時光，追蹤發掘出來。
(35)

除黃宇和外，李金強〈再論孫中山的大學時

代 (1887-1892)〉集中論述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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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學習生活，認為五年的學習生活培養了孫中

山的雙語及醫學專業能力，這種能力“有利其瞭

解世局以及洞察中國國情之所弊，而其農業改良

思想及其革命思想亦由此萌生”。
(36)

三、孫中山與外國

這方面研究以黃宇和的表現最為突出，他先

後撰寫三本專書，分別是《孫逸仙在倫敦蒙難

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臺北：聯經出版事業

公司，1998年)、《中山先生與英國》(臺北：臺

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5年)、《孫逸仙在倫

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臺北：聯

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還有多篇

論文，計有〈分析倫敦報界對孫中山被難之報道

與評論〉、〈孫中山第一次旅歐的時間和空間的

考訂〉、〈三民主義倫敦探源雛議〉、〈英國對

孫中山選擇革命的影響〉、〈跟蹤孫文九個月、

公私隱情盡眼簾〉，以及〈英國造就了孫中山這

位中國民主革命的領袖〉。
(37)
 上述三本著作，以 

《孫逸仙在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

這本書最受到學者注意。該書前身是英文著作

《英雄形象的來源：1896至1897年間在倫敦的孫

逸仙》(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

sen in London, 1896-1897)，1986年出版。此書日

後有經過修訂的簡體字版，即《孫逸仙倫敦蒙難

真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全書

論述孫中山在倫敦被綁架與獲救的經過，並剖析

這段經歷對孫氏英雄形象的形成與革命領袖地位

的確立所造成的影響。有學者指出該書是孫中山

倫敦蒙難研究的“突破性佳作”，是“孫中山研

究學的一個里程碑”。
(38)
 不過亦有學者批評該書

立論不穩、內容出現錯誤，還有誇大孫氏倫敦經

歷對其思想發展的影響。
(39)
 此外，尚有學者撰文

探討孫中山的亞洲觀及其外交政策、日本人士尤

其是宮崎滔天 (1871-1922) 在孫中山革命運動中

所發揮的作用。
(40)

四、孫中山與基督教

李志剛撰寫了〈香港基督教會與孫中山先生

現代化思想〉、〈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

新探〉、〈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

之關係〉三文，闡明香港基督教會及其教育事業

對孫中山的影響、香港基督徒對孫中山反清革命

運動的貢獻，還有孫中山的基督教信仰。
(41) 
李志

剛強調基督教對孫氏思想與事業有很大的影響，

他表示：“惟是孫中山先生現代化思想的形成，

當然與香港教會學校的教育有直接的關係，至於

孫中山先生所推行的革命運動，更離不了早期在

港教徒的鼓勵與參與。終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故

屬一位虔誠的教徒，而其事業的成功與基督教會

實有深厚關係。”
(42)
 施其樂〈孫逸仙受洗及其與

部分基督徒的關係〉(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和容應萸〈香港的

基督教徒家族與孫文的革命運動〉(香港のキリス

ト教徒家族と孫文の革命運動)側重闡述孫中山與

華人基督徒的關係，這些教徒散佈於香港、中國

沿海城市，甚至海外地區。
(43)

五、孫中山思想

學者們分別探討孫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政治思

想、軍事思想等。近代化思想方面，有黃宇和〈孫

中山的中國近代化思想溯源〉、鄭海麟〈孫中山

領導的辛亥革命與中國現代化〉。
(44)
 政治思想方

面，有林啟彥〈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

民約論〉和〈孫中山論政黨政治〉
(45)
、陳福霖  

〈從反清到反帝：孫中山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闡

釋〉和〈孫中山晚年的革命思想〉
(46)
、黃宇和〈興

中會時期孫中山先生思想探索〉、李谷城〈孫中山

的民權思想與《中國旬報》的“民權論”〉、麥勁

生〈一九一二年前孫中山思想的幾條線索〉、譚學

超〈孫中山身是革命家還是國父──對孫中山晚年

革命思想和國父稱號歷史矛盾的探討〉、譚世寶 

〈孫中山身體力行“湯武征伐”與“堯舜禪讓”兩

種革命新論〉、楊意龍 (1949-1996)〈改良及革命：

孫中山早期的救國思想〉(Reform Versus Revolution: 

A Reappraisal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s on 

National Salvation)。
(47)
 軍事思想方面，祇有林啟

彥〈孫中山的海防建設思想概觀〉、〈孫中山的軍

事思想〉(與李鍔合著)。
(48)
 此外，亦有學者討論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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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早期的農業改良思想，以及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正統化”過程。
(49)

六、其它

首先，是有關孫中山的研究史料和研究述

評，包括楊意龍〈鏡海叢報的發現及其對研究孫

中山先生早期思想的意義〉
(50) 
；黃宇和〈孫中山

倫敦被難研究述評〉、〈孫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史料

新證與史事重評〉、〈微觀研究孫中山雛議〉、

〈中山先生倫敦蒙難新史料的發現與考訂〉
(51)
；

陳福霖〈臺灣學者研究孫中山及中國革命的趨向

和成果〉、〈評述有關孫中山與國共合作的重要

著作〉
(52)
；李金強〈孫中山研究之史料 ── 以

香港時期孫中山及其師友為例〉、文兆堅〈八十

年代以後中國大陸之孫中山研究〉
(53)
。其次是探

討以孫中山為首的“四大寇”、孫中山的祖籍問

題、孫中山的視覺形象、孫中山的文章和用品，

以至孫中山與五四運動、中國國民黨改組、革命

同盟、華南勞工運動的關係。
(54)

結　語

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香港和澳門的孫中

山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兩地學術界皆通過舉辦學

術研討會，出版和撰寫學術著作，推動孫中山研

究發展，為港澳在海內外孫中山研究中爭取一個

席位。與此同時，我們又可以見到辛亥革命刺激

港澳的孫中山研究發展，因為個別學術研討會的

舉行和學術著作的出版，完全出於慶祝辛亥革命

若干週年。若比較港澳兩地的表現，由於香港高

等教育較澳門發達，學者數目較澳門多，因此孫

中山研究的學術成果，香港明顯較澳門突出。此

外，香港政府較澳門政府更關注孫中山，皆因香

港政府先後建立孫中山史蹟徑與孫中山紀念館，

積極向社會大眾推廣有關孫中山的知識，相反澳

門政府在這方面工作卻乏善可陳。最後，我們感

到港澳對推動孫中山研究似乎各自為政，缺乏交

流和合作，希望日後港澳雙方打破隔閡，共同携

手創造孫中山研究更大巨流。

【註】
 (1)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講 (1923年2月19日)〉，中

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

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

室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

卷，頁115。

 (2)  李進軒：《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臺北：文史哲出

版社，1989年。

 (3)  鄧開頌、陸曉敏、揚仁飛：《澳門史話》，北京：社會

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頁162-167。

 (4)  林啟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

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

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34-543。

 (5) 〈序言〉《珠海學報》，13期(1982年11月)，頁數缺。

 (6) 〈序言〉《珠海學報》，15期(1987年10月)，頁數缺。

 (7)  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香港學界活動簡報〉，《當

代史學》，4卷4期 (2001年12月)，頁93。

 (8)  該論文集內容，詳參文兆堅、黃耀忠：〈評《有志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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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寶：〈孫中山兩張借款單據辨偽〉，《文物》，12

期(2011年)，頁83-91；陳萬雄：〈孫中山與五四知識

分子〉，《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3期 (1989年

1月)，頁3-21；陳明銶：〈孫中山先生與華南勞工運動

之發展〉，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

員會編：《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

冊，臺北：編者印，1985年，頁265-278；陳福霖：

〈孫中山與五四運動〉、〈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黨改組

的起源〉、〈孫中山與革命同盟：1903年至1907年和

1922年至1925年之比較研究〉，氏著：《孫中山、廖

仲愷與中國革命》，頁49-60、77-108、109-127。

【本刊第87期誤植更正】

 1) 目錄頁及頁170標題“明稽章與廣東監牧區的成立(1848-1975)”更正為：“明稽章與廣東監牧區的成立

(1848-1875)”。

 2) 頁106 [圖5] 南灣花園（約19000年）更正為：南灣花園（約1900年）；頁107 [圖6] 南灣花園 (約920年)

更正為：南灣花園（約1920年） 。

 上述錯漏引起之硬傷實為責編之疏忽謹此向作者和讀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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