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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缅怀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根据全国政协的统一部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广东
省社会科学院、中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讨论会，11月6日—8日在中山先生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隆重举行，
会议主题为“孙中山与振兴中华”。 

  大会组委会在近百篇征集论文中选出51篇论文，论文作者分布于12个省、市，28个单位。组委会还邀请了二十余位港台地区和澳、法、日、
韩、美、俄等国研究孙中山的知名学者和内地十位在孙中山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专家出席会议。 

  大会开幕式在孙中山先生的家乡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出席开幕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常
务副院长冷溶致开幕词。 

        冷溶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孙中山先生是20世纪当之无愧的一代伟人，他的一生是为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
现国家统一和富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而殚精竭力的一生。其世界大同、国家统一、普及教育、开放主义、三民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思
想在今天仍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研究的奠基人、中山大学历史系95岁的教授陈锡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亲临现场，亦通过讲话录像的方式表达了对孙中山先生的
敬佩之情。他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提出过系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计划，充分显示了
孙中山先生的气魄与眼光。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会长金冲及表示，现阶段我们发扬和继承的正是孙中山先生的这些先进理念：“他的遗产很丰富，我们今天要主张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几个方面的建设，孙先生很多对我们现在很多都有启示的。他当年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深刻地思考中国的问题应该怎么
样，中国将来该怎么办，有许多想法结果跟我们现在的想法都一样。”  

        随后，陈奎元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了花篮，全体人员三鞠躬表示敬意。与会人员还参观了孙中山故居。  

       为期三天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学术讨论会8日下午在中山香格里拉大酒店落下帷幕，100多名专家学者带着对中山的美好印象和
学术讨论的丰硕成果满载而归。    

        广东省社科院院长梁桂全致闭幕辞，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张海鹏作大会综述。 

        张海鹏表示，本次讨论会出席学者百余人，中青年学者已经成为孙中山研究的主流力量，老一辈学者在淡出舞台的同时，新一代中青年
学者走上了研究的前台，这说明孙中山研究接力工程正在不断继续着。他表示，讨论会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借鉴史学在孙中山研究中得
到了应用。讨论会的主题为孙中山与振兴中华，不少学者将研究的目光投向社会现实，有不少文章对现实社会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第二是有一
些论文填补了以往的空白，拓展到以前很少涉及的领域，如孙中山与头雄满的研究，孙中山致俄遗书等。张海鹏强调，孙中山研究大有作为，孙
中山的研究不会结束：“他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和事业将随着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弥新，将他的精神发扬光大，是我们学
者的任务。”他建议今后成立一支孙中山研究的队伍，继续整理出版孙中山研究的资料。 

  今年正逢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建馆50周年，来自海内外的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在这里共同研讨。与会专家认为，通过这次研讨会，必将把孙中山
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以此缅怀孙中山先生为中国民主革命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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