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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源起

決定題目
比較明考陵和中山陵

參觀明考陵和中山陵

對兩者建築及歷史文化史產生濃厚興趣

南京歷史文化交流團

有機會到南京親身感受當地歷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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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及學習重點

比較

明孝陵

中山陵

1. 建築特色、墓葬者及政權更迭後情況

2. 從兩者差異分析當中的政治思想

研究方法及思路

觀察

•對中山陵及明孝陵進行實地考察

•聆聽當地講解員介紹

比較

•選取不同角度

•比較兩者差異

分析

•分析兩者差異的原因

•探究差異背後的意義

明孝陵和中山陵的介紹

• 明孝陵是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馬氏
的合葬陵墓。

• 因皇后名「孝慈」，故名孝陵。

• 代表了明初建築和石刻藝術的最高成就。

• 影響了明清兩代500多年帝王陵寢的形制。

• 明孝陵是南京最大的帝王陵墓

• 2003年7月3日入選世界文化遺產。

明孝陵和中山陵的介紹

• 中山陵是被稱為中華民國國父、中國民主
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的陵墓。

• 位於江蘇省南京市東郊紫金山南麓。

• 孫中山1925年3月逝世後，國民黨遵照他
的遺願，在南京為他修建陵墓。

• 中山陵1961年被列為中國第一批全國重點
文物保護單位。

• 2007年成為首批國家5A級旅遊景區。

明孝陵和中山陵比較

整體建築

陵墓入口

道路兩旁用色象徵

墓葬者

一、陵墓整體建築設計

• 北斗星

朱元璋對天象崇仰

意在「天人合一」、「魂歸北斗」

• 警鐘

「警醒世人，喚起民眾」

正與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局面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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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陵墓入口

• 下馬坊︰「諸司官員下馬」

神道有三條道路︰帝王 與百姓

帝王與百姓的不同位置，充滿階級觀念

• 博愛牌坊

只有一條大路

「人類寶筏，政治極則」

消除矛盾和貧富的差別，實現人類的和
諧、幸福和大同

三、陵墓道路兩旁設計

• 六種石獸︰獅子、獬豸、駱駝、象、麒麟、馬

禮儀要求及保護帝陵的作用

大象的深層寓意︰版圖遼闊

• 雪松象徵︰

孫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質

革命精神永不磨滅，鼓勵後人繼續奮鬥

四、陵墓用色象徵

• 紅牆黃頂

參照明太祖朱元璋居住的宮殿

紅色和黃色是皇權象徵

• 藍頂白牆

代表國民黨青天白日旗

西方國家以白色象徵平等，符合孫
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

五、墓葬者

• 朱元璋和馬皇后

共渡患難

救命之恩

• 只有孫中山

宋慶齡不想分享孫中山的革命成果。

宋慶齡覺得愧對父母，死後要陪伴父母。

國民黨不認同宋慶齡，為避免衝突而不合葬。

六、政權更迭後情況

• 清朝對明孝陵加以保護

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親自拜謁明孝陵

題「治隆唐宋」以籠絡人心

• 共產黨對中山陵甚為重視

1953年2月23日，毛澤東專程前往紫金山謁中山陵

表達對國父孫中山的尊敬及展示善待國民黨的訊息

表達他們對孫中山「聯俄容共」政策的肯定。

小結

明孝陵 中山陵

整體建築 北斗星 警鐘

陵墓入口 下馬坊 博愛牌坊

道路兩旁 石獸 雪松

用色象徵 紅牆黃頂 藍頂白牆

墓葬者 朱元璋和馬皇后 只有孫中山

政權更迭後情況 往後政權皆對陵墓加以保護，甚為重視

政治思想 帝皇思想 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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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明孝陵和中山陵反思

朱元璋與孫中山，誰更偉大?

朱元璋 孫中山

相似之處  推翻少數民族統治，光復漢人政權

不同之處  只知民族主義
 強調皇權至上，統治百姓

 三民主義︰民族、民權及民生
 強調人民對統治者的限制

原因 朱元璋建國之初，內有殘餘勢力
伺機而起，外有元朝虎視眈眈。

百姓重視生活溫飽、安居樂業，
未有民主意識，仍然樂於服從天
命，認為皇帝至高無上。

朱元璋因時制宜，強調皇權以便
鞏固政權，確立統治。

孫中山身處時期，國民已深受西方
民主思想影響。

孫中山迎合時勢提出「三民主義」，
令中國富強，

此思想出現，除了個人識見及早年
經歷，亦有賴於客觀環境促成。

朱元璋與孫中山，誰更偉大?

•朱元璋與孫中山在其時代，都能夠因時制宜。

•根據當時的國家情況，制定適當的政策 。

•朱元璋與孫中山均有偉大之處，不能一概而論。

總結

•明孝陵和中山陵同為歷史上極具代表性的文化建築，代表著南
京這一個城市。

•然而，兩者卻在多方面上展現著其的不同之處，例如外貌上的
特點、背後所帶出的訊息和意義，深入研究，將有助豐富我們
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

•我們衷心地再一次感謝教育局及港京管理人才交流中心有限公
司提供一個多元化的體驗，令我們對南京有了不一樣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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