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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廣播電視台記者 楊啟寧

在走訪的過程中，我們了解到
更多關於孫中山先生在粵港澳大灣
區11座城市裏留下的寶貴史跡。我
們希望通過弘揚孫中山文化，整合
粵港澳三地的文化資源，助力人文
灣區的建設，鼓舞一代又一代的灣
區人為振興中華而努力。而讓我感
到開心的是，香港大公報充分發揮
了 「百年大報」 的作用，投入了大
量的版面加以宣傳，並出版了《中
山路》一書，為我們媒體人指明了
一條共建人文灣區的 「中山路」 ，
也催生了一份 「孫中山文化
圈示意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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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香港首發 推動人文灣區建設
走訪11城市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結碩果

孫中山先生與粵港澳大灣區11個城市都有着

密切的關係，在今年2月18日公布的《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弘揚孫中山文化被納入其

中並成為 「共建人文灣區」 主要內容之一。本次

大型採訪活動，旨在追尋大灣區內的孫中山文化

史跡，以孫中山文化為載體推進建設人文灣區。

活動於5月16日在中山啟動，由廣東省副省長

許瑞生向聯合採訪組授旗。此次活動一大創新，

就是以 「粵港兩地記者＋中山市專家＋政協通訊

員」 形式，組成一個精幹有力的團隊，深入大灣

區11個城市開展交流採訪，並將報道文章和相關

資料編輯成冊，出版了《中山路─ 「孫中山文

化粵港澳行」 文萃》一書。

粵港記者聯手 深挖文化史跡
此次活動成果豐碩，為今後 「孫中山文化」

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更大範圍內弘揚和推廣提供

借鑒。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在結題會上講話時

表示，《中山路─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文

萃》是此次大型人文採訪報道的重要成果之一，

恰逢廣東正在建設南粵古驛道這一重要工程，而

粵港澳大灣區孫中山文化遊徑在該系列的工程中

排在首位，預計將於年內完成建設，採訪報道的

成果正好可以為其提供一個重要的線路和內容設

計藍本。

設計 「孫中山文化圈」 圖表，也是本次活動

的文化成果。丘樹宏指出，通過設計孫中山文化

圈關係圖，可以發現全球個人文化圈最豐富、層

面最多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為此中山政協將向廣

東省政府呈報此次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的活

動成果，並總結出《孫中山文化圈》圖表成果。

丘樹宏還指出，孫中山是唯一與海上絲路、陸上

絲路都有密切聯繫的名人，對港澳台以及全球華

僑華人、全人類都有影響，他希望以 「孫中山文

化粵港澳行」 為起點，將孫中山文化的影響力擴

展到台灣、 「一帶一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等層面。

繪文化圈關係圖 拓展影響
作為活動主辦單位之一，香港《大公報》共

推出11個新聞專題，講述每個城市與孫中山先生

的歷史淵源，以及追尋孫中山思想理念、探索建

設發展的故事。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

在忠在講話中表示，這次大型採訪活動所獲得的

成果，對於塑造灣區人文精神、共同推動粵港澳

文化交流和合作、推動中外文化傳承、共建人文

灣區，有現實意義和作用。姜在忠希望港澳青年

能從中學習和傳承孫中山先生的愛國情懷，投身

粵澳大灣區的建設中，以不畏難險、攻堅克難的

勇氣，以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銳氣，不斷將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推向前進。

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
報和中山市政協聯合舉辦的 「孫中
山文化粵港澳行」 活動21日在香
港舉行結題儀式，這是《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之後首個
關於孫中山文化的大型採訪。主辦
方希望通過走訪粵港澳大灣區11
座城市，挖掘每個城市與孫中山文
化的歷史淵源，推動大灣區形成共
同的人文價值鏈，也鼓勵港澳青年
學習並傳承孫中山先生的愛國精神
，積極投身到大灣區建設當中。同
時，本次活動還將報道文章和相關
資料編輯成冊，出版了《中山路
─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文萃
》一書。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帥誠報道 ▲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成果結題會暨《中山路》首發儀式21日在香港舉行，圖為出席活動的賓主合影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很多人認為，要從歷史報刊中了解孫中山先

生，《大公報》無疑是最好的渠道。作為留存時間

最長的華文報紙，《大公報》自1905年起開始報

道孫中山，直到1929年，國民黨為孫中山舉行奉

安大典前，《大公報》對其一生給予高度評價，孫

中山在《大公報》的媒體形象，歷經了 「革命黨統

率」 、 「民國之首功者」 、 「近代領袖」 到 「一代

偉人」 的嬗變。

所謂 「文人論政」 ，源自中國自古有之的清

議傳統，即 「知識分子以匡扶時世為己任，天下興

亡，匹夫有責的憂患意識貫穿到言論中，力圖以言

論來指引國家的走向。」 隨着中國近代報紙的出現

，報刊媒體對中國政治思想傳播產生了革命性的意

義。不少新聞史研究專家認為，百年老報《大公報

》正是文人論政的一個典範代表。

1905年，晚清政府外憂內患之時，中國同盟

會成立，孫中山當選為同盟會總理，其革命領袖身

份正式得到確立，《大公報》迅速反應並作出了報

道： 「函內略云留學東洋者有二十七人結成忠愛社

，專以扶助大清抵抗革命黨為宗旨，特選同志數人

投入革命黨內，詳加調查，始得該黨之首領仍係孫

文。」

72篇社論普及三民主義
辛亥革命爆發後，《大公報》對孫中山的報

道着力更多。1912年1月18日，清帝退位前夕，《

大公報》以社論《論大總統應兼具損壞建設之能力

》指出暫時大總統需存在 「大破壞、真建設」 的才

能，否則難以樹立真正的共和國度。

北伐期間，《大公報》涉及孫中山的社論多

達72篇，內容涵蓋內政、外交、軍事、社會、教

育等多個主題。經過《大公報》等報刊的宣傳推廣

，三民主義也逐漸成為民眾普遍接受的理念， 「近
日中國之一大奇跡，為無人反對三民主義」 （

1927年6月8日），此時孫中山 「最近代中國領袖

」 的形象得以確立。

直到1929年，在為孫中山舉行奉安大典前，

《大公報》更不吝溢美之詞，尊頌其為 「一代偉人

」 。可以說，此間《大公報》始終堅持客觀公正的

筆調，肯定了孫中山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與復興奮鬥

一生所取得的歷史功勳，突出其 「創立民國之首功

」 的形象，這些記錄之翔實權威，對於後世研究和

弘揚孫中山精神而言，彌足珍貴。

《大公報》翔實記錄一代偉人

今年6月3日，《大公報》開始連載 「孫中山

文化粵港澳行」 對11個城市的報道，由於從內容

選取角度到呈現形式都有所創新，相關報道一紙風

行，不但獲得各路媒體同行紛紛關注，更得到了各

市、各界和專家的重視好評。

自第一版 「孫中山文化 源起翠亨村」 見報

開始，別具文化韻味的版面設計和豐富扎實的內容

，就讓人眼前一亮。人民政協報原總編輯周北川點

讚 「《大公報》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系列報道

版面做得真漂亮！」 中山市孫中山文化交流基地辦

公室主任郭昉凌表示，多篇報道着眼點高，角度新

，版面大氣，有書卷氣息；廣東省文旅廳副廳長曾

穎如盛讚《大公報》的版面很美，還建議把 「孫中

山文化粵港澳行」 項目推薦到南方+或學習強國平

台；不少讀者也留言稱 「《大公報》的報道有水平

！視角新穎、切入精準、今昔結合好」 。

不僅如此， 「文旅中山」 、搜狐網等網站和

官方微信公眾號也紛紛轉發香港《大公報》的系列

報道，南方日報、廣東廣播電視台、中山日報等多

家媒體參與報道，系列報道更引起台灣 「旺報

」 關注，多次刊登關於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 的報道。

鮮活報道頻出 一紙風行

《中山路─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 文萃》（下

稱《中山路》）一書21日於香港首發，這是今年2月18

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之後，第一部沿

着灣區11個城市走訪一圈寫成的著作，也是《規劃綱要

》發布後，香港和珠三角地區機構以大灣區為主題合作

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它將作為灣區開局之年的一份獻禮

登陸2019年度香港書展。

「中山路」也許是世界上重名最多的路。據不完全統

計，直接叫中山路，或者與孫中山有關的路達360多條

，每一條路，都有豐富而生動的人文歷史底蘊。在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報》和中山市政協聯合舉辦的

「孫中山文化粵港澳行」大型採訪活動中，《大公報》記

者通過走訪粵港澳大灣區11座城市，策劃了11個專題版

面，講述每個城市與孫中山的深厚歷史淵源，這些內容

都收錄在《中山路》中，成為該書的第一部分。可以說，

《中山路》一書是此次大型人文採訪活動的重要成果。

在此部分，記者採訪不僅關注大灣區11市與孫中山

相關的史跡，還重點了解和表現孫中山文化與這些城市

的關係、歷史影響與現實影響，以及在粵港澳大灣區背

景下，每個城市進一步發掘利用孫中山文化，開展更多

更豐富更有效的交流合作，為共建人文灣區、建設大灣

區文化圈所作的嘗試。

側寫現代化建設之路
第二部分 「探索」 ，是2007年中山市提出弘揚孫

中山文化概念後，推廣孫中山文化的活動、報道、研究

等有關資料；第三部分 「淵源」 ，則是孫中山與《大公

報》的關係。將書名定為《中山路── 「孫中山文化粵

港澳行」 文萃》，是因為這些都是孫中山先生走過的路

或與他有關的史徑，通過 「路」 的描

述，既可表現他的思想、理

論、革命之路，進而描

寫各城市的發展之

路，也可以從

側面反映中

國現代化建

設之路。

匯集11專題版面
獻禮灣區開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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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右）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李
大宏（左）為中山市政協主席丘樹宏（中）介
紹《大公報》歷史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記 者 採 訪 心 得

中山日報記者 冷啟迪

這次採訪主要有兩個收穫。第
一，這次有系統地走訪珠三角及港
澳11個城市，把孫中山從出生到成
長到工作，再到他走上革命道路，
以及他的革命夥伴等等，都進行了
一次系統梳理，這是一條關於孫中
山以及他身邊人的脈絡，對於孫中
山的文化有了更全面更系統的認知
。另外一個收穫就是，經過這次採
訪，我們對大灣區的文化合作、文
化交流，有了基本的認同感，在此
基礎上以後大有文章可做，對新聞
工作者來說也是一次很好的
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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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
─ 「孫中山文化
粵港澳行」 文萃》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