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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生前國家雖依舊分裂，未見宏圖實踐，但他的建國策略引領臺灣經濟及民主發展。

孫中山的一生及遺緒－舊金山照片展緬懷國父孫中山的一生及遺緒－舊金山照片展緬懷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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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此文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45歲冥誕謹以此文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45歲冥誕

　　孫中山先生在世60年，是中國現代史最混亂的時代。他以超越時代的革命理念及無比的堅毅精神，鼓舞志士，歷經28年的奮鬥及10次起義的失敗，

創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民國成立，他無私地退讓總統大位，專注規劃國家建設。在他生前國家雖依舊分裂，未見宏圖實踐，但他的建國策略引

領臺灣經濟及民主發展。此一成功故事係全球華人社會現代化及轉型的珍貴經驗。

　　今年是孫中山創建民國屆滿100年，為緬懷這位中華民國建國偉人，行政院新聞局駐舊金山新聞處於99年９月編輯製作一套國父英文照片，於建國

百年期間在美巡迴展覽，藉孫中山與美國深厚之淵源，引導美國民眾對中華民國建國的了解。照片展以國父生平照片為主，搭配史料事蹟作深入淺出

的敘述。謹簡述此展內容，與大家重新體認這位熟悉又已遙遠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青年歲月青年歲月

　　孫中山出生於位在鄰近澳門之廣東香山翠亨村，孫家為貧苦客家農民家庭。清末，廣東地處邊陲，遠離京畿，當地民眾自主意識強烈，英國殖民

地香港帶來西方思潮。廣東移民至東南亞者眾，甚遠至北加州，因身處異國，愛國思潮及民族主義活躍。廣東地緣地位、西方現代化思想，以及與僑

民互動，鼓舞孫中山一生革命之動力。

　　孫中山自幼接受中式私塾教育，12歲被送至夏威夷求學，其兄孫眉在當地經商致富，孫中山在歐胡島之「義奧蘭尼書院」及「普納荷書院」就

讀。1979年，歐巴馬總統亦自該校畢業。孫中山18歲返國，曾想當牧師、律師或海軍軍官，後決定習醫。以第一名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後，在澳

門、廣州行醫。孫中山熱情理想，爽朗真誠，具領袖魅力，一直有志士願意為他的理想，犧牲身家性命。

　　孫中山一生接受西式教育時間超過中式教育，但他終生喜好讀書，學貫中西，故其政治學說能兼及中國國情及西方經驗。出身貧戶，關懷中下階

層的苦痛是他決意革命的動機，他也關注國家問題的切入點。

　　1894年夏，孫中山決定棄醫從政，擬向領導清廷洋務運動的權臣李鴻章獻策救國，未果。同年８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一手創立的北

洋海軍戰敗，清廷割讓臺灣、澎湖予日本，臺灣開始半世紀的殖民統治。列強加速瓜分中國，中國進入歷史黑暗時期，先生從此矢志推翻清廷，挽救

中國。孫中山不愛金錢，不好權位，他在乎的是救中國的英雄事業，他要成就的，超過世俗的名利。

革命事業革命事業

　　「甲午戰爭」之同年（1894年），孫中山在夏威夷創立「興中會」，為中國第一個革命政黨，亦為「中國國民黨」的前身。「興中會」創黨成員全

為移民，會員手按基督教聖經宣誓，其政綱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1895年初，「興中會」在香港成立分會，確立革命軍旗，並規

劃10月在廣州發動首次革命起義。

　　1905年，孫中山之「興中會」、黃興之「華興會」及蔡元培之「光復會」在日本東京結盟，名為「同盟會」。其政綱為孫中山提出之「驅除韃虜，

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廣東人為主之「興中會」與兩湖人士為主之「華興會」及「光復會」對革命策略雖有歧見，但在孫中山及黃興之

情誼及合作下，「同盟會」是民國成立前最有號召力的革命聯盟。

　　「廣州起義」後至民國成立，孫中山流亡海外16年，向華僑募款，以購買起義所需之武器，並創辦報紙。孫中山運用秘密會黨洪門在美、加的組

織「致公堂」，發行債券募款。史家粗估，口才極佳的他共募得四十餘萬美元。

　　孫中山之兄孫眉為捐款革命最力者之一。孫眉移民夏威夷，經營牧場致富。孫眉屢次捐助革命，終至宣告破產，返回澳門定居。

　　「興中會」成立後，革命黨起義計10次，皆告失敗。起事地點集中於遠離北京之兩廣及雲南3個南方省份（其中廣東６次，３次在廣州）。孫中山

因被清廷通緝，流亡海外。

　　1911年４月27日，黃興率一百六十餘名「同盟會」革命黨人，襲擊位於廣州之兩廣總督署。事敗，犧牲人數上百，已知姓名者86人（其中知識分子

最多）。此為民國成立前最後一次之失敗起義。

　　1911年10月10日，「同盟會」在湖北武昌之新式軍人革命志士起義成功。此次起義地點為11次起義之最北者，為中國核心地帶之中心，且支撐最

久，產生骨牌效應。２個月後，中國18個主要省份，僅３省仍效忠清廷。較孫中山於1896年預估革命成功需30年，早了15年。

　　翌年元旦，中華民國政府在南京成立。２月，末代皇帝溥儀遜位，結束清朝268年之帝祚，以及中國2000年封建帝制。

致力國家建設致力國家建設

　　武昌起義前一天，刻正募款之孫中山下榻在美國丹佛（Denver）之Brown Palace Hotel。他閱報得知革命成功，並從黃興發來的密電確認此一喜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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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孫中山反向赴紐約、倫敦及巴黎，力促歐美政府維持外交中立，並爭取銀行家及企業家資助中國基礎建設。耶誕節，他始返抵睽別16年之故

土。

　　1912年元旦，46歲的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在首都南京舉行之就職典禮沒有鋪張排場。孫中山內閣成員學經歷之陣容是民國成立後數

十年最堅強者，但其推動民主憲政卻舉步維艱。當時，中國南方支持共和；中國北方傾向集權。面對北方軍事強人袁世凱之阻撓，孫中山做了３個月

之總統後退位，以期穩定北方政局。

　　自總統退位之後，孫中山始終維持愛國情操及公民熱情，周遊各省，規劃建立全國鐵路網，以期為中國工業化奠基。另外著述，擘劃中國基礎建

設之藍圖。

　　孫中山重組革命勢力為「中國國民黨」，做為宣揚及實現其建國理念之政黨力量。孫中山之「三民主義」成為臺灣1949年以後現代化之方針。

　　1917年至其逝世前，孫中山企圖以廣東為據點，征服北方軍閥，完成國家統一。他求援於美、英、法、德、日，未果，轉向蘇聯。孫中山與蘇聯結

盟，乃權宜之計。「國共合作」僅為時３年。

　　1924年初，孫中山在廣州創建「黃埔軍校」，任命蔣中正為校長，培植革命武力。３年後，蔣中正率軍北伐，以寡擊眾，力克軍閥部隊。

　　1924年底，孫中山下令準備北伐，後應邀赴北京，與北方主要軍閥談判，商議統一。未料，孫中山抵達北京，即病倒，經診斷，為肝癌末期。住院

不久即於1925年春天病逝。他最後留言為「和平，奮鬥，救中國」。移靈之日，北京送殯之官員及民眾數十萬人。

　　1928年底北伐大業完成，中國統一，1929年，孫中山葬於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國民政府於1940年頒令尊稱他為國父。

中山先生的遺緒中山先生的遺緒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戰敗割讓臺灣、澎湖予日本。孫中山誓言革命。臺灣乃孫中山革命之觸媒。孫中山奔走革命期間，曾訪臺灣３次。臺灣

當時雖為日本殖民統治，但臺灣士紳曾熱心捐款，贊助歷次起義。孫中山逝世，臺灣各地曾舉辦追悼會。臺灣民主先驅蔣渭水為孫中山信徒，他所創

立的「臺灣民眾黨」為臺灣第一個政黨，以孫文學說為政綱。

　　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播遷臺灣，將孫中山之「三民主義」做為在臺灣實施政經現代化建設之範本，臺灣得以由農業國家轉化為工業國家；由威權

體制變革為民主體制。

　　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唐德剛評：「孫中山實在是十分偉大的。他不但在國民革命時代是個最前進的思想家。搞歷史的人一百年後回頭看，孫中山是

中華民族近百年來最高層領袖中，極少有、甚至唯一的現代人。」 法國學者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ere）評：孫中山「對民族主義、民主政治、社會

主義之觀點，雖不若同時代之知識分子犀利，然而，廣州、上海、北京之居民卻是透過他，才得以認識西方世界之意識形態與制度」。美國學者史扶

鄰（Harold Schiffrin）評：「國民革命之士深感帝國主義之凌辱及厭惡軍閥政治，故而將其希望寄於一人。此人不斷地闡述急起直追之現代化及國際平

等之理念，他雖時而有驚人之即興作為，但投射正直無私之罕見形象。此正是孫中山吸引萬民之處。」美國學者史景遷（Jonathan Spence）評：這位棄

醫從事革命之革命領袖「無法癒合其人民之分裂，但他們對他奮鬥之崇敬卻是團結一致的」。

中山先生與美國中山先生與美國

　　清末，美國宣布對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完整。先生體識，相較其他列強，美國對衰敗清朝較無侵略性。當時，美國政府對

中國內政所知有限，對孫中山之革命運動，態度模稜觀望，美國在華傳教士及美國報紙則較支持。美國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上台不久，就率

先在1913年５月２日宣布承認袁世凱領導在北京之中華民國政府。先生發動二次革命，反對袁政府曾多次直接向美國求助，未果。

　　美國形塑先生的政治思想，在夏威夷接受美式高中教育；在香港接受美國牧師洗禮，成為基督徒；在夏威夷創立革命組織「興中會」。

　　他於民國成立前，曾７次赴美，停留時間約九年，考察美國民主制度，確立師法美國「民有，民治，民享」、三權分立之政體模式，改造中國。

他逝世後，被尊為中國之華盛頓，推崇為國父。

照片展重現國父史蹟照片展重現國父史蹟

　　「孫中山的一生及遺緒」由國父紀念館及中國國民黨黨史會提供珍貴的歷史照片，駐舊金山新聞處以此為本，彙集中外文史料，並向專家學者請

益，另編寫31幅展品的圖說，再交英譯，完成全部展品，歷時３個月時間。

　　此照片展旨在用現今觀點詮釋國父革命建國的史實及歷史定位，努力解構往昔教科書內國父聖人的刻板印象，而將他刻劃為一位有血有肉，有情

有義的偉人。

　　誠如當初預想，由於國父與美國淵源深厚，駐舊金山新聞處於今年上半年在西雅圖、舊金山及夏威夷順利洽得市政府大廳、博物館、圖書館等場

地展出。華盛頓州副州長Brad Owen主持西雅圖展開幕典禮，舊金山市長李孟賢（華裔）撥冗觀賞，旅居夏威夷的國父孫女孫穗芳有意複製此展品留

念。駐舊金山新聞處為讓海外華人在建國百年之際緬懷國父行誼，更促美國政要及民眾認識國父對現代中國及臺灣建設的恢宏影響，積極接洽加州州

議會執行議長馬世雲，請她協助促成此展在沙加緬度的加州州政府大樓展出，馬議長熱心安排９月展期，並力邀州議會「亞太裔議員連線」與她聯名

舉辦８月29日開幕酒會，參加貴賓包括15位州參眾議員，以及80餘位中美貴賓。

國父精神重現國父精神重現

　　國父偉大之處在於他超越時代的建國理想及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更在於在他身後100年對兩岸三地福國利民思想的啟發。美國《時代雜誌》推崇

國父為上一個世紀最具影響力百大人物之一。

　　國父是一個多才多藝，絕頂聰明的「文藝復興人」（Renaissance man，即「博學多聞之士」）。他曾想當海軍軍官，後來學醫行醫，足見他志向是



多面向的；他洞悉國是，學貫中西，以深入淺出文字提具革命建國的學說「三民主義」，是一個政治哲學家；他重視僑情，還當上僑社領袖，可說是

中華民國首位僑委會委員長；他重視宣傳，曾創立92家報紙，宣揚革命思想，堪稱中華民國首位新聞局局長；他當了３個月的總統，自動退位，遍走

中國大江南北，規劃鐵路網絡，成為中國未來建設的藍圖，稱他為中華民國首位交通部長並不為過；他建立民國後，在美加籌建15所航空學校，訓練

華裔青年飛行員，這些華人飛行菁英，後來投身對日抗戰，功勳彪炳。尊稱國父為中華民國空軍之父，絕非謬獎。

　　駐舊金山新聞處策劃「孫中山的一生及遺緒」英文照片展，正值大陸當局在海外以「辛亥百年」混淆視聽之際，此展有助於加強我建國百年的訴

求，彰顯中華民國的正統性。此外，亦盼以此展向美國主流社會人士宣揚「孫中山精神」－愛國情操、奮鬥不懈、不好名利。筆者在編譯展品、籌劃

展覽期間，對國父精神溫故知新，深刻體會到他熱情但失落，尊榮但孤寂的心路歷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們謹以此展緬懷國父孫中山先生

用普通人之軀做出不平凡的事業，略表對他的崇敬之心。

（作者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舊金山新聞處）（作者任職行政院新聞局駐舊金山新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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