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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子亭碑记要 

编者 

 

孙子生于纪元前五百多年（544 BC–496 BC），其所发明的

兵法十三篇，直至现世纪，世界上尚无兵书出其右者。一九四七

年初李浴日先生特往苏州探访这一个巨人的遗迹，如「孙冢」、

「孙墩」，与清代考据家孙星衍为孙子所建的祠堂等，皆毫无所

获。为了让后人负起「继往开来」的责任，使祂和宇宙一样的永

存，李浴日与爱好孙子诸友于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日成立了一个

「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期为这一位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

的纪念亭。计划在亭中置孙子的白石像，亭侧建十三篇全文碑，

周围栽以青松翠柏。计至翌年秋止，募捐共收到国币二亿余元，

换得黄金八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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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冬，南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筹建委员会」

认为捐募工作已无法继续，但所募得之款不敷「建亭」，经再三

考虑后，只得暂时放弃「建亭」的计划，改为「建碑」。纪念碑

建筑图，是以十三篇为原则，即碑高十三华尺，半径三华尺，尖

端为十三篇作展开形，上面横挂一柄三尺长的钢剑。这座纪念碑

矗立于苏州虎丘的一小丘上，面朝狮子山，傍长大树两株，荫凉

可人。孙子十三篇原文勒石，以最古之宋版孙子为主，请国内名

书法家汪东先生挥就，苏州贞石斋主人钱荣初镌刻。碑文鸩工

后，未及移建虎丘，而苏州已弃守。一九九五年，钱荣初先生将

此碑文勒石献给苏州市文管委，现置于苏州市碑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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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兵学之光 ——孙子纪念亭 

李浴日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一期 1947 年 8 月 25 日 

 

孙子是我国一个标准军人，也是一个民主军人，他不特立了

官，且立了功，立了德，《兵法十三篇》是他立言的表现，破楚

入郢，威震齐晋是他立功的表现，功成身退，不贪禄利是他立德

的表现。像这样一个兵圣，在我国军界早应有人来学英人纪念莎

士比亚，俄人纪念高尔基一样来建纪念堂了。直至今日我们才来

发起为他建筑一个小小的亭，不能不令人想起我军界的麻木不

仁。最近我在南京西文书店听到美国出版的英文《孙子兵法》译

本一册，又有由美国军校毕业归来的友人告诉我说：美国教官授

课时，常引证《孙子兵法》的话，可见这一部名著，世界各国军

人没有不服膺了。可是本地姜不辣，中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好官

我自为之，好财我自发之，那个肯对那已死了二千多年的人——

孙子来做个人情呢？现在这个纪念亭的筹建已在加紧进行，并承

居院长正、白部长崇禧、张主任治中、刘次长士屹、刘次长斐、

梁主任寒操、余主任汉谋、邓局长文仪、许老将军崇灏、何委员

耀祖、钱委员大钧诸先生签名为赞助人，本刊现将该会劝捐缘

起，建亭计划，捐款办法刊出，希望爱护本刊的读者一致参加这

个盛举，自动捐款来共同完成这个历史性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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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募捐修建虎丘（江苏吴县）孙子纪念亭缘起 

李浴日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一期 1947 年 8 月 25 日 

 

孙武子为我国兵圣。所著《兵法十三篇》。穷幽极渺。千古

无双。不但我国历代名将奉为至臬。且译本遍全世界。拿破仑一

世尝深究之。可知外国将校亦莫不受其影响。其所昭示吾人之用

兵原理。实创东西兵学之最高峰。故杜牧云：「孙子所著十三

篇。自武死后千岁。将兵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

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趺」。洵不诬也。至于我

抗战八年。初是强弱异势。而卒能待敌之可胜者。又岂非孙子兵

经之再证乎。惜因历代重文轻武之故。对此旷古兵圣反无专寺祠

以祀。迄清孙星衍（孙子五十七世孙）。以孙子为吴王将。实死

于吴。而葬于吴东门外。乃建祠于虎丘东麓。并立碑纪念。诚盛

事也。惜因战乱。其祠已毁。同人等缅怀先哲。目击心伤。爰拟

仍在虎丘山上。建亭一所。以资纪念。第以心有余而力不应。所

望各界贤达。登高一呼。慨予赞助。俾得早观厥成。而供瞻仰。

则不为兵学之光。亦国防所利赖也。 

建亭计划 

一、经费：暂定国币五亿元（筹款办法：1.募捐；2.呈请补

助；3.开游艺会；4.实物捐助） 

二、亭图：敦请专家设计。 

三、亭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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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子亭记碑; 2.孙子传碑; 3.孙子十三篇全文碑; 4.孙子

吴宫教战图碑; 5.孙子破楚入郢图碑; 6.孙子历代注释者姓名碑; 

7.孙子亭名人题词碑; 8.孙子亭赞助人发起人捐助者签名碑。 

四、时间：卅七年二月底为捐款截止时间，卅七年九月（孙

子生辰或忌辰）为全亭落成期间。 

五、其它：1. 亭成后即编印《孙子纪念亭册》，将所有亭景

碑文拍照影印发行，以广流传。 

2亭成后如有余款，拟设置孙子奖学金。 

捐款办法 

一、本亭建筑经费暂定五亿元，募足半数，即着手招标建

筑。 

二、捐款数目，不拘多寡。惟超过五十万元以上者，得享有

赠送亭景照片，及勒名纪念之权利。至捐款在伍佰万元以上者其

奖励办法另定之。 

三、凡所收捐款，除在世界兵学月刊及中国军人周刊上公布

外，并印征信录分送，以昭公正。 

四、凡捐款者请交南京建康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代，。并通

知本会，以便登记。 

五、本亭捐款定卅七年二月底为截止期间。 

会址：南京四条巷仁寿里沂卢一号 

电话：二三九四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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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兵学界点滴 

李浴日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一期 1947 年 8 月 25 日 

 

孙子纪念亭之筹建，此为历史性质盛举。该亭发起人于八月

二十日举行发起人会议，经推定杨言昌、徐森、许高阳、柯远

芬、李浴日、齐廉、方涤瑕、高植明、彭战存、魏希文、梁子

骏、张泽深、夏晓霞等为筹备委员，着手筹备，现正发动募捐五

亿元为建筑费。至于该亭图形，将为亭角十三，亭柱十三，以符

《孙子》十三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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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鸣谢启事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四期 1948 年 1 月 5 日 

本会此次发起在苏州虎丘建筑孙子纪念亭，现蒙各界热心赞

助，惠捐巨款，谨将收到部份（均由南京建康路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代收）先行公布，并志谢忱。 

计开（第一批） 

九江指挥部捐助二百万元  武汉行辕捐助七十万元 

李主任宗仁捐助一百万元   国防部图书馆捐助二十万元 

陈部长启天捐助一百万元  王先生文超捐助五万元 

王主席耀武捐助一百万元  孙先生学斌捐助五十万元 

何先生键捐助一百万元   胡先生普捐助二十万元 

刘次长士毅捐助五十万元  吴司令鹤云捐助五十万元 

中央银行捐助一百万元   李司令才桂捐助五十万元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五期 1948 年 1 月 30 日 

计开（第二批） 

夏季屏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陈介山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陈以忠先生捐助二十万元  祝夏年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胡献羣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黄中越先生五十万元 

李荣梧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王朔叔先生捐助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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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步先生捐助十万元  石济儒先生捐助十万元 

朱宗海先生捐助十万元   姚学濂先生捐助十万元 

洪士奇先生捐助十万元  宋邦荣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应远溥先生捐助三十万元  余程万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孙蔚如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万耀煌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广东省政府秘书处捐助五十万元 产声溢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廖耀湘先生捐助一百一十五万元 龙天武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许颖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桂东师管区捐助二十万元 

李振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林为梧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林泽民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邢珊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何汉西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温淑海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廖建英先生捐助二十万元  黄植虞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王灏明先生捐助十五万元  黄汉英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世界兵学》第五卷第六期 1948 年 2 月 30 日 

计开（第三批） 

段澐先生捐助五百元  黄玉龙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金俊贤先生捐助二十万元  北平警备总部捐助一百万元 

叶夷仲先生捐助一万元  胡家骥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云南警备总部捐助二百万元 陈嘉尚先生捐助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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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六师捐助二百万元   张学从先生捐助二万元 

林明英先生捐助二十万元  古庄如先生捐助五万元 

赵家骧先生捐助一百十三万元  黄占春先生捐助二十五万元 

杨植先生捐助三十万元   傅正模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蔡绍周先生捐助二十万元  谭曼浦先生捐助三十万元 

辎汽二五团捐助五十万元  陕西省政府捐助一千万元 

张克敬先生捐助一百万元  黎作新先生捐助五百万元 

李明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刘多荃先生捐助三百万元 

冯直夫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刘翰东先生捐助五十万元 

 

《世界兵学》第六卷第三期 1948 年 5 月 20 日 

本会自发动募款建亭以来，承各界之赞助已得款五亿元。丁

治盘将军近捐五百万元，并赐赞词一纸，谨将刊出，以供先覩，

并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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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子赞词汇编 

《世界兵学》第六卷第一期 1948 年 3 月 30 日 

 

孙子亭筹建委员会依于数月来的努力，拟在苏州虎丘山上为

这位巨人建亭纪念，快要成为事实了，这算是一九四八年中国兵

学界一个伟大的贡献。现该会收到各同道寄来赞词甚多，本社特

先商得陆续发表于此，以供先睹为快。 

孙子赞      郭汝瑰 

变化之迹  好转圆石  千载悠悠  高风奕奕 

孙武子赞     何绍周 

本乎仁义  佐以权谋  为法立言  兵家所由 

神明变化  邈焉寡俦  济世夸难  垂范千秋 

兵圣孙子赞词     程子敬 

捍卫民族  铸兵选卒  居安思危  战亦仁术 

粤稽武经  名著有七  惟十三篇  褒然首帙 

修道保法  师出以律  先胜后战  发若机栝 

克暴以仁  待劳以佚  践墨随行  齐勇若一 

鸷鸟之击  激水之疾  虽曰诡道  丈人贞吉 

我闻要谛  在明虚实  分合之变  斯见巧拙 

敌人开阖  亟人勿失  悬权而动  不可致诘 

伐谋伐交  机变以出  决策庙堂  前席造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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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试  为吴报越  掇其绪余  举成英杰 

亚雨欧风  逼人咄咄  为触为蛮  为蚌为鹞 

爪牙罔利  任受宰割  壮夫扼腕  智士蹙额 

弱肉强食  理难苟活  宁当战死  系予投笔 

兵家原理  代有著述  枢始圜中  千载一日 

淬励精神  制御物质  踵武前修  踔厉风发 

靖内攘外  斯道可达  拨乱反正  俾无几诡 

载战干戈  四海安谥  炎黄之裔  永缵功烈 

孙子赞    徐景唐 

孙子论兵  法赅正奇  宏深肃恬  武学攸资 

遇非明主  莫竟其施  老泉权书  遽来非议 

谓言虽雄  功不称是  位显效多  曷若吴起 

卓哉忠武  所知独深  撷其精义  援以通今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唯彼泰西  相尚以武 

远绍旁搜  于斯有取  矧我邦人  敢偭前矩 

念兹在兹  虎丘建亭  遗篇抚刻  以鸿都经 

用瞩来者  视之典型  瞻仰有严  骑下轼式 

思古幽情  拳拳胸臆  何以方之  岘山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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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赞词续编 

《世界兵学》第六卷第四期 1948 年 6 月 30 日 

 

我武维扬    阎锡山题 

韬略所宗    董赞尧题 

孙子纪念亭落成   崞县徐永昌题 

春秋有奇士  名垂二千年  缅怀俊杰才  诚为觉者先 

今世复何世  景仰犹万千  此中有真理  览此十三篇 

虎丘孙子亭赞   李士珍敬题 

韬略神奇  崇称兵圣  明耻图强  吴宫教阵 

破禁功成  光昭史乘  嶷然一亭  名山永镌 

孙武子赞词   吴尚鹰敬题 

运筹决胜  兵学宗师  保邦御侮  共式遗规 

孙子赞词    刘瀚东敬颂 

国于天地  要在自强  整军经武  赖有纪纲 

先哲孙子  兵学圣王  运筹决胜  十三篇章 

名论不刊  中午称扬  神机妙策  历久弥彰 

矧在今日  尤重国防  固我疆围  扫彼欃枪 

典型犹在  宜究其详  是则是效  大风泱泱 

发扬光大  国庆苞桑  建亭纪念  山商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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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赞词汇编（续三） 

《世界兵学》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 1948年 8月 30 日 

 

孙子纪念亭落成纪念  陈南平敬题 

进退金鼓  堂堂正正  左矛右矢  正奇兼备 

十荡十决  旨主全胜  猗懿千秋  蔚为典型 

尤以孙子善战攻心，必以全争于下天下，兵不顿而利可全之         

主张堪称为东方兵学之圣。 

孙子赞词    陆小波 

古有兵圣  著乘军政  凡十三篇  理精义正 

奉为圭泉  中外所竞  最高之峰  羣流印镜 

千载成败  悉系诸柄  不祀丰功  何以志盛 

吴将死吴  吴纪其行  有亭巍峨  永为世敬 

孙子赞词    桂永清敬撰 

龙韬要诀  远溯宝模  风后经旨  太公阴符 

懿惟孙子  崛起东吴  邃学武库  成篇兵枢 

奇正理澈  攻守策纡  贯通老子  发扬霸图 

千秋垂范  七萃秉谟  虎幄同仰  豹略悠需 

圣祠迹考  戎亭典敷  思贤异代  崇祀名区 

高标在望  后起不孤  地灵人杰  壮色姑苏 

孙子纪念赞题词   刘咏尧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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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学理  入圣穷神  横绝中外  纵贯古今 

算先有道  略重攻心  运用微妙  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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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子亭筹建在苏州 

夏文 

《世界兵学》第六卷第五、六期合刊 1948年 8月 30 日 

 

一九四八年在中国兵学界里应有奇迹的出现吧！ 

记者于六月二十五日随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代表李浴日、

魏希文暨小春秋报社长程晓华诸先生赴苏州勘定亭址发动捐款，

便有此感。 

苏州市中国一个文化古都，亦是古代一个军事要点，孙子工

作于此，逝世于此，其有名兵法十三篇亦创著于此。六月二十五

日晨，我们由南京乘夜车到达，下榻花园饭店，李浴日、魏希文

诸先生即用电话通知该会苏州方面只筹备委员现任二〇二师副师

长兼城防指挥官彭战存将军到达该饭店会商一切。旋乘彭将军亲

自驾驶之吉普车赴虎丘勘察亭址，我们在虎丘巡视一周之后，认

为在虎丘塔之旁不能建亭，因该塔建筑于隋朝，距今千余年，经

已倾斜，破烂不堪，时有倒塌的危险。而以在虎丘寺之前面一个

小山墩广约一亩，且很平坦，最适宜于建亭。当访该寺主持法惠

和尚询以该地主权问题。据说该地为童姓所以，但此为风景区，

任何人不能在此建屋，应征收以供建亭之用。该主持对我们在虎

丘建亭非常欢迎，愿将山上所以石头捐献以供建筑。中午彭将军

邀同大家到他公馆吃饭，饭后便决定第二日招待苏州各界首领及

新闻界等事宜。 

第二日（二十六日）早餐各代表会同彭将军往访孙子亭赞助

人钱慕尹将军，谈约数十分钟，并承允予出席当日招待各界座谈

会。又往访吴县县长王介佛图书馆馆长蒋吟秋等。是日下午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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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青年俱乐部举行座谈会，各界代表到达二十余人，由彭将

军主席、李浴日、魏希文诸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彭将军略称：

“孙子为吾国古代兵圣，中外咸钦，其战略战术之原则原理，古

今中外，无出其右者，至今日武器及科学发达，然其兵学精神则

相得益彰，吾人为纪念兵学先哲，发扬兵学精神，故有孙子纪念

亭的创设，以资观摩，而继承历史的精神。我认为这种措施，对

于吴县及虎丘是有利无弊的，不惟可以纪念先哲，抑旦可以繁荣

市面可，因孙子亭完成后，远近人士景慕而来游观者定必增多，

因之市面亦随之繁荣，这是必然的道理，现在物价日在高涨，影

响是项工程重巨，现为积极兴工建筑，尚有许多事情亟待当地人

士提供意见即赞助的地方，现在我把它提出来，请各位多多指

教，俾所探择，钱老师为兵家先进，带兵作战，颇著功勋，对孙

子亭之创建，深表同意，定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俾一致来发

起建筑，得于最短期间完成，那就事半功倍了。……”李浴日先

生的报告亦有几句值得记载的，他说：“捐款是很难的，我们筹

捐此亭，有一个原则，就是多多捐款，少少支出，自去年十月发

动捐款以来，我们所捐得之款为数有限，只有三亿余元，在今日

三亿元是没有什么用场的，因为物价又涨了，不够我们收到之

款，乃从孙子所说：”用兵之法，日费千金“的金子着眼，由银

行提回之款，即行购金，所购得之金现约有八两，值二十余亿

元，但在苏州方面仍应当再筹一笔以期建成一座最坚固最美观的

亭。我们还希望他日再有人发起建筑一座孙子纪念堂，孙子图书

馆”。当由彭将军建议在苏州再募五亿元至十亿元。现闻在苏州

所捐得之款已购得水泥八十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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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晚第四工兵团王团长海峤亲到花园饭店来拜访各代表，各

代表便征得彼同意，由该团派兵将虎丘山顶的石块移到建亭地点

此举大可节约一些经费，王团长总算热心的了。 

第三日（二十七）我们重到虎丘山，勘定亭址，一行十余

人，彭将军，王团长及中央社特派员均来，分乘两部汽车出发，

法惠和尚闻我们上山，已在寺中准备素面以作招待，大家在建亭

地点勘定地位置，并摄影留念。该会所有在苏应办事宜均委托彭

将军及王团长就地斟酌办理，当日中午各代表便在“任务完成”

后欣欢地离苏返京了。 

历史是靠人推进的，中国热心兵学的人们为纪念这位震动全

世界的兵圣孙子而所建的亭将在一九四八年出现于苏州虎丘山

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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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苏州新闻报导 

蒋总统亲题亭额：虎丘筑孙子纪念亭 

筹委会代表抵苏今日下午招待各界 

《苏州日报》1948 年 6 月 26日第二版 

 

首都兵学界名流、及党政军首长、以我国亘古罕有之兵圣孙

子、卒于苏州、其伟大著作《孙子兵法》、亦作于苏州、爰发起

在苏州虎丘建筑纪念亭一所、并组织筹委会、积极展开工作、据

悉该会工作、业已初步完成、亭额由蒋总统亲笔题额“兵法十三

篇”、由于右任、梁寒操、沈尹默诸先生分别书就兵家各将领题

词尤伙、均将刻石于亭、以垂不朽、该会特推派代表李浴日、魏

希文、于日前由京抵苏、下榻花园饭店、同行者有名工程师陈明

建、小春秋报总社社长程晓华、上海新中国新闻摄影社社长夏晓

霞、及记者数人，会同苏州方面筹委现任城防指挥官彭战存将

军、着手进行、与代表一行、已于日昨上午赴虎丘勘察地点、并

访问本市各领袖、定于本日下午三时、假北局青年俱乐部举行茶

话招待各界首长、及新闻界、报告筹备经过、并征求意见云。 

 

孙子纪念亭筹委会招待茶会商讨进行 

式样用中国式三个月内建筑完成 

推王县长严议长等分头劝募捐款 

《苏州日报》1948 年 6 月 27日第二版 

 

首都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代表李浴日、魏希文、陈明建等

一行、由京莅苏后、会同苏州筹委城防部彭指挥官、着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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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昨日下午三时许、假青年俱乐部二楼举行茶会、商讨筹建工

作之展开事宜、到有来宾钱大钧、范君博、将吟秋、及各机关代

表约十余人、由彭指挥官主持报告、募捐建筑虎丘孙子亭之缘

起、自去年十二月间发动后、深得中央各首长及党国元老之赞

助、然筹助数目、对目标相差甚远、今天希在座各位多发表意

见、本人所奉告各位者、（一）孙子亭地区、已于昨日在虎丘勘

定空地、（二）孙子亭建筑费三十亿元、经数月筹募，尚感不

足，希望当地予以协助、（三）建筑物务巩固耐久、（四）借用

废弃之石板、以减轻支出、旋由李浴日致词略讲、本日报上所载

克服开封之讯、而感到打胜仗就要学兵法、戡平匪乱、更须学习

兵法、提倡兵学、顷来苏建筑孙子纪念亭、即因为孙子是中国历

史上兵学家筑亭纪念先哲、有极大意义、自去年在京发起、承请

长官贤助、组筹备委员会、开始募集捐款、所得款项、悉购黄金

存储、现约有十五亿元、不足之数、继续筹募、并希各界协助，

将由程工程师报告、工程计划、全部用钢骨水泥、式样用中国

式、原计划因物价高所影响、现只稍加改动、大约目前估计约三

十亿元、三个月内建筑完成、最后讨论决议由参议会、商会工厂

联合会、总工会、担任孙子纪念亭驻苏筹备委员、并请钱慕尹先

生担任指导、捐簿分交各首长、带交分头劝募、决定推王县长、

严议长、王叔介委员、商会徐翰澄、总工会汪文焕、工联联合会

夏旦初及城防部彭指挥官分工进行。 

 

积极筹建孙子纪念亭 

各界纪念古代兵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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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假青年俱乐部举行茶会 

准备在苏筹募经费五亿元 

《苏州明报》1948 年 6 月 27日第二版 

 

首都孙子亭筹建委员会筹备人李浴日、魏希文、夏晓霞等莅

苏后、即着手向本邑各界推进工作、昨日下午三时、假青年俱乐

部二楼举行茶会、到有虎丘寺主持法慧、范君博、蒋吟秋、钱大

钧及各机关代表十余人、由彭指挥官主持、席间并未举行任何仪

式、主席即席致词称钱老师各位先生、今天承各位拨冗参加这个

座谈会、在筹建会同人深为感谢、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派李浴日

魏希文两委员会于前日由京抵苏、兄弟亦为筹建委员之一、同时

也接到会里的通知、嘱协助李魏两委员办理孙子亭进行事宜、故

有今日茶会的召集、所有筹备及劝募情形、拟请李魏两委员详为

报告、兄弟就个人意思发表几点意见、以供各位的参考、孙子为

吾国古代兵圣、中外感钦、其战略战术之原则原理、古今中外无

出其右者、至今日武器及科学发达、然其兵学精神、则相得益

彰、吾人为纪念兵学先哲、发扬兵学精神、故有孙子纪念亭的创

设、以资观摩、而继承历史的精神、我认为这种措施，对于吴县

及虎丘是有利而无弊的、不惟可以纪念先哲、抑且可以繁荣市

面、因孙子亭完成后、远道人士景慕而来游观者定必增多、因之

市面亦随之繁荣、这是必然的道理、现在物价日在高涨、影响是

项工程至巨、现为积极与工建筑、尚有许多事情须待当地人士提

供意见与赞助的地方、现在我把它提出来、请各位多多指导、俾

所探择、钱老师为兵家先进、带兵作战、颇著功勋对孙子亭之创

建、深表同意、定能登高一呼、万山响应、俾一致来发起建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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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得于最短时期完成、那就事半功倍、不禁馨香祈祷之、㈠孙

子亭建筑地点、决在虎丘千人石对边之平地上、㈡孙子亭建筑经

费不敷甚巨、拟在苏州发动筹募五亿元、㈢孙子亭的图样、业经

程工程师绘就、请各位发表意见、俾资决定、㈣法慧主持对于虎

丘散漫的石板、允可搜集使用、盼有关部队单位互相协助之、旋

由李浴日报告筹备经过、并称本日顷老收复开封之讯、吾人感觉

打胜仗就要学兵法、戡平匪乱更应熟谙兵法、故为纪念我国兵

圣、特发起筑建孙子纪念亭、永垂后世、去年在京承中央各长官

赞助、所募集之款、悉数购买黄金储存、目下估计约值十五亿

元、不足之数、拟在本地捐募，希各、县府有鉴于斯、乃经本县

建设委员会议通过、决予拨款兴修、铺筑弹石路面及下水面、兹

县府已招标承建、并于昨日兴工、预定于一个月内完成云。 

 

孙子纪念亭决定建在千人石畔 

《苏州日报》1948 年 6 月 29日第三版 

 

首都孙子亭筹建委员会、代表团李浴日、魏希文、陈明建等

一行、莅苏后、即与城防部彭指挥官、邀同各界领袖、商讨工作

进行、李氏等并于前日赴虎丘查勘建筑基地、决定在千人石畔、

五十三层石级下空地、丈量面积、设计完毕、全体留影后，由虎

山云岩寺住持僧法慧招待素点、至建筑石料、运输工作、经工兵

四团王团长、派营长谭玠生、营附刘福生负责、暂借白云堂为该

会临时办公处、讵在查勘基地时、突有一妇人、向彭指挥官前阻

挠、声称该空地系祖遗私产、当经彭氏面谕、须提供契据证明、

估价收买、兹据住持僧法慧见告、谓妇人丈夫董友贤、在敌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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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任浙江嘉善县长、及苏州伪警察局长时、藉势霸占、并且将

白云堂作为其卧房、彭指挥官认为非法、决予澈究、李氏等一

行、当日午时离苏返京复命。 

 

孙子纪念亭日内开工建筑 

虎丘增一胜景 

《苏州日报》1948 年 10 月 24日第二版 

 

本县城防指挥官孙金铭少将、世界兵学社社长兼国防部政工

局第四处处长李浴日少将、及国防部史政局第二处处长陈树华上

校等、为纪念世界兵学鼻祖、藉以提倡国防、发起于本县虎丘建

筑一孙子纪念亭、经半年之筹划、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李

陈众氏、已于日前由京专车来苏、主持该项工作、孙子纪念亭建

筑于本县虎丘、地基亦经勘定、为一水泥钢骨之现代建筑物、图

样新颖壮观、日内即可正式开工、预料在最短期内、即可完成、

届时将举行盛大之奠基典礼、中央首要、将来苏参加、今后虎丘

又多一胜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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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子十三篇全文碑拓本 

汪东
①
书、钱荣初

②
刻石 

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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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汪东（1890－1963﹒6），原名东宝，字旭初，号宁庵，江苏吴县人。留学日

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哲学馆。同时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撰述。

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任国立礼乐馆馆长。1947 年

任国史馆纂修， 1949 年后，曾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政

协常委、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②
 钱荣初（1901--1990）碑刻家。江苏无锡人，定居苏州。 12 岁师从金石家周梅

谷，擅长金石、书法、碑刻。1949 年进入苏州“艺石斋”，先后精刻王羲之、怀

素、米芾、文征明、沈尹默、林散之等历代书法名家作品，技艺精湛，深得行家

赞许。 

 

540



五、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专辑  

 

10．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修建追记 

李浴日 

《战斗月刊》第一卷第六期 1953 年 11 月 

 

倘若孙子生在英国，我想比英人纪念莎士比亚还要热烈。 

倘若孙子生在美国，我想比美人纪念爱迪生还要踊跃。 

因为孙子生于纪元前五百多年（544–496 BC），比莎士比亚

（1564 - 1616）约早二千年，比爱迪生（1847–1981）约早二千

四百年，其所发明的兵法十三篇，直至现世纪，世界上尚无兵书

出其右者。至理名言，万古常新，璨烂辉煌，超前绝后。 

可是，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到了今日，大家对于孙子似

乎只有读其书，而忘记纪念其人。虽说历史上有唐肃宗（唐代中

兴之主）祀太公望为武成王，列孙子为配享之一。可是何尝表现

尊崇孙子于于万一？又有清代考据家孙星衍（孙子五十七世孙，

江苏武进人）基于宗族的观念，在苏州虎丘东麓建祠塑像来奉祀

他。但规模亦很小。抗战胜利后，我自重庆回到南京。为着完成

孙子研究上的一些工作，特往苏州探访这一个巨人的遗迹。如

「孙冢」、「孙墩」等，毫无所获，又按址往访距今不过百余年

的孙星衍所建的祠堂，否料「踏破铁鞋无觅处」，叩之山上的寺

僧，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怎不令人抑天长叹！ 

大凡宇宙是永存的，是不灭的，但人类在宇宙上所经营的一

切，则有其时间性。阿房宫何在？罗马之城何在？古昔圣贤的遗

迹又有多少尚存？但我想，倘若后人负起「继往开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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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不可使它和宇宙一样的永存。孙星衍所建的祠堂是湮灭了，

我扪今日为纪念先圣，总应有一个历史性的表现吧！ 

当时我抱着这种心情回到南京，将所见所闻告诉爱好孙子诸

友，适值抗战胜利之后，大家的精神上都很愉快，于是大家便发

起为这一个巨人来修建一座纪念亭，虽说未敢比拟英人纪念莎士

比亚，美人纪念爱迪生那种盛举。 

经过一个短期间的酝酿之后，大家便成立了一个「孙子纪念

亭筹建委员会」，时为民国三十六年秋，由筹备大会推举杨言

昌、柯远芬、彭战存（代表苏州方面）、齐廉、徐森、陈纵材、

高植明、魏希文、方涤瑕、许高阳、陈士华诸先生及我本人为筹

建委员，并推定杨言昌、柯远芬两先生及本人为常务委员，又敦

请于右任、居正、白崇禧、钱大钧、徐培根、刘咏尧诸先生签名

为赞助人。当即分头劝捐，期为这一个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的

纪念亭，亭中置孙子的白石像，亭侧建十三篇全文碑。周围栽以

青松翠柏，如有余款，设孙子论文奖金。不待说，这在国防精神

上、兵学建设上是具有相当意义的。记得当时会中所用的信封上

曾印上这两句联语： 

    促进国防加强精神力量 

    表彰兵圣创建历史工程 

募捐缘起，原文如下: 

孙武子为我国兵圣，所著兵法十三篇，穷幽极渺，千古无

双，不特我国历代名将奉为圭臬，且译本遍全世界，拿破仑一世

亦深究之，可知外国将校亦莫不受其影响，其所昭示吾人之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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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实创东西兵学之最高峰。故杜牧云：「孙子所著十三篇，

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有成者，有败者，堪其事迹，皆与武所著

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差跌」洵不诬也。至于我抗战

八年，初是强弱异势，而卒能待敌之可胜，又岂非孙子兵经之再

证乎? 奈因历代重文轻武之故，对此旷古兵圣反无专祠以祀，迄

清孙星衍，以孙子为吴王将，实死于吴，而葬于吴东门外，乃建

祠于虎丘东麓，并立碑记念，诚盛事也。惜因战乱，其祠已毁，

同人等缅怀先哲，目击心伤，爰拟仍在虎丘山上，建亭一所，以

资纪念，第以心有余而力不应，所望各界贤达，登高一呼，慨予

赞助，俾得早观厥成，而供瞻仰，则不只兵学之光，亦国防所利

赖也！ 

建亭的宗旨，已如上述。大家抱着这个宗旨，分头募捐，计

自三十六年秋至翌年秋止，费时一年，共收到国币二亿余元，陆

续换得黄金八两余（指定南京商业储蓄银行代收，因物价波动，

一接通知，即提款购金存储，故有此数目）及水泥八十四包，另

联勤总部郭悔吾将军拨助钢筋三百公斤，不消说，这个数目距离

我们的目标很远，于此使我们深深感到为纪念古人募捐之难！记

得在这次募捐中，南京方面以柯远芬将军推动最力，杨老先生言

昌亦多去函劝捐，苏州方面以彭战存将军出力最大，而胡团长甲

裹，亦多协力。捐助者以阎锡山、钱大钧两将军为最多，钱将军

捐助国币两千万元，阎将军一千万元。计值后者多于前者，其余

百余人，或捐数十万元，或百余万元不等，数目虽大，适值通货

膨张，故所值无几。就中有人看到报纸刊出此事了，自动将款寄

来，一种尊崇兵圣的精神，至可钦佩，至于我们筹委亦各量力拿

出二三十万元作为筹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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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进行之初，我们数人奉会中之命，前往苏州发动募捐，

先访彭战存将军，这时彭将军任青年军二〇二师副师长兼防城总

指挥，他请我们吃午饭，席中即决定由彭将军领衔于第二天召开

一个各界座谈会，届时钱大钧先生等均莅会，济济一堂，颇具盛

况，相继发言，异常热烈，大家认为此举不只徒为纪念兵圣，且

为苏州风景添一新号召，故后来募捐颇顺利。第三天彭将军约同

我们一共十余人，驱车往虎丘找山上寺僧商恰亭址问题。该寺住

持法慧，年富力强，对此事喜出望外，愿负管理之责，如设「孙

子宾馆」，更为欢迎。 

因徐蚌会战的失败，整个大陆像卷起一阵大风暴，三十七年

冬南京实行大疏散，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大家认为捐募工

作已无法继续，但所募得之款不敷「建亭」，因为如果依照工程

师原设计之图样去建筑，起码也要三十两黄金。经再三考虑后，

只得暂时放弃「建亭」的计划，改为「建碑」。同时又要作紧急

措施，否则，万一国军撤出大江以南，则我们一年的努力，岂不

是毫无结果吗？于是会中派我和陈君带款到苏州，这时，彭将军

已调台任新职，改由熊士芳（当地信托局经理）孙金铭两先生负

责，（孙先生系接彭将军缺，籍山东乐安，与孙子同宗，故甚乐

参与此事）我们和他们同往虎丘勘定基地后，乃将款交熊先生与

承建商订约修建，并由孙先生负责监督。而十三篇全文勒石事，

则由我和陈君直接与当地贞石斋订约，限期完成。至于纪念碑建

筑图，因当时不易找到见义勇为的工程师设计，我于千思万想之

余，偶和木刻画家杨隆生兄商得一图案，由他绘成初稿交承建

商 ，这是以十三篇为原则的，即碑高十三华尺，半径三华尺，尖

端为十三篇作展开形（如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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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横挂一柄三尺长的钢剑（此剑尚未铸成挂上）大家认为

颇有意义，便这样决定了。所幸碑成两月，苏州方告失守。这座

纪念碑矗立于虎丘的一小丘上，傍长大树两株，荫凉可人。面朝

狮子山，前人有言：「狮子回头望虎丘」，左邻孙子的知遇吴王

阖闾之墓，表现君臣死后相依之状，远景如画，气象万千。 

于此应一提的，即欲将《孙子》十三篇原文勒石，而各版本

均有出入之处，何去何从，亟待我们作最后之校正和决定。当时

会中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本一致公推柯远芬将军负责的。此时柯

将军任陆军大学研究院副主任，正值公务忙碌之际，无暇兼顾，

乃改推扬言昌、齐廉两先生及本人负责，幸我在商务购得宋版影

印《武经七书》及藏有明版《孙子》，清版《孙子》与孙星衍之

校定本，大家都同意以最古之宋版《孙子》为主，再对照其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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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正，但校正古书是不容易的，杨齐两先生要我打头阵，我为

了此事，足足忙了好几天，校正后先送杨老先生一阅，复提出会

中通过，始决定分别敦请国内名书法家于右任、商衍流、梁寒

操、汪东、周钟岳、沈尹默诸先生一共十三人，各挥乙篇。当时

因时局紧张，只收到梁先生寄来「军形第四」，汪先生：「虚实

第六」，周先生：「九变第八」，商先生：「火攻第十一」四

篇，尚差九篇，在急不及待的情形之下，只得改请汪东先生负全

责，汪先生为国学巨子，苏州人，当时闲居故里，甚乐玉成，尽

速照我们校定本挥就寄回，再经我们校读一过，始行勒石。卅八

年冬，我在香港去函苏州贞石斋主人钱君，询以纪念碑有否被

毁，他回信说，碑尚无恙，并寄我全文碑拓本一份。惟此碑鸩工

后，未及移建虎丘，而苏州已弃守，故由钱君秘密地埋藏起来，

以避共军耳目。拓本带台，由廖忠国将军出资裱成摄影分赠。 

《孙子十三篇》的学理与文章实在太灿烂辉煌了。我们募款

时会附带向捐款人征求赞词，名篇佳句，美不胜收，下列各篇系

自箧中录出，以飨读者。惟彭战存、罗有伦两将军的大作，系我

到台后，为著《孙子阐微》一书，始去函征求者。 

（一）            徐永昌 

春秋有奇士  名垂二千年  缅怀俊杰才  诚为觉者先 

今世复何世  景仰犹万千  此中有真理  览此十三篇   

(二)                      刘咏尧 

兵家学理  入圣穷神  横绝中外  纵贯古今 

算先有道  略重攻心  运用微妙  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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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李士珍 

韬略神奇  崇称兵圣  明耻图强  吴宫教阵 

破吴功成  光昭史乘  嶷然一亭  名山永镌 

(四)                      彭战存 

伟哉孙子  兵家之圣  保法修道  不尚佳兵 

体用自然  中外推祟  神机庙算  邦国之珍 

(五)                      罗友伦 

山则巍峨  海则浩瀚  桓桓孙子  罔有颠岸 

山亦秃濯  海亦凝枯  伟矣圣人  万世楷摸 

鸟飞高山  鱼跃深渊  唯我孙子  不可及焉 

 (六)                      桂永清 

龙韬要诀  远溯宝模  风后经旨  太公阴符 

懿惟孙子  崛起东吴  邃学武库  成篇兵枢 

奇正理澈  攻守策纡  贯通老子  发扬霸图 

千秋垂范  七萃秉谟  虎幄同仰  豹略悠需 

圣祠迹考  戎亭典敷  思贤异代  崇祀名区 

高标在望  后起不孤  地灵人杰  壮色姑苏 

(七)                      刘翰东 

国于天地  要在自强  整军经武  赖有纪纲 

先哲孙子  兵学圣王  运筹决胜  十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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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论不刊  中外称扬  神机妙策  历久弥彰 

矧在今日  尤重国防  固我疆圉  扫彼搀枪 

典型犹在  宜究其详  是则是效  大风泱泱 

发扬光大  国庆苞桑  建亭纪念  山高水长 

(八)                      徐镜唐 

孙子论兵  法赅正奇  宏深肃恬  武学攸资 

遇非明主  莫竟其施  老泉权书  遽来非议 

谓言虽雄  功不称是  位显效多  曷若吴起 

卓哉孙武  所知独深  撷其精义  援以通今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唯彼泰西  相尚以武 

远绍旁搜  于斯有取  矧我邦人  敢偭前矩 

念兹在兹  虎丘建亭  遗篇抚刻  以鸿都经 

用瞩来者  眠之典型  瞻仰有严  骑下轼式 

思古幽情  拳拳胸臆  何以方之  岘山片拓  

以上诸篇已编入《孙子纪念亭修建始末记》（附有捐款征信

录）该书由我辑成，稿存余箧，他日重返大陆，定当设法印赠同

好，聊作纪念。忆我对此举负责较重，期望亦大，适值共军倡

乱，致未能完成原定计划，碑成后又沦铁幕，遥望大陆，曷胜愤

慨！不过我相信我们必能完成原定计划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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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武与苏州难分不解之缘 

《苏州孙子兵法网》2007 年 5月 16 日 

 

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今山东）人。青年时期，因

齐国“四族谋乱”而避乱奔吴国（今苏州）。建功立业，直至终

老吴地。孙武在吴国（今苏州）生活、战斗了三、四十年时间，

孙武在苏州留下了众多遗址遗迹和纪念性建筑、民间传说故事。

孙武与苏州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确有难分不解之缘，苏州人民

也因为《孙子兵法》诞生在苏州，对吴国作出了重大贡献，苏州

政府和人民崇敬他、纪念他，苏州人民也因此而感到自傲。 

一、孙武对苏州的深厚情结 

孙武对春秋时的吴国，今天的苏州，具有深厚的情结。孙武

与吴国的深厚情结在西汉《司马迁》史记等历史资料中都有记

载。 

⑴宋史学家欧阳修《新唐书• 宰相世系三下》载：“孙武，

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东汉《吴越春秋》、唐

《吴地记》 、宋《古今姓氏书辨证》、明《吴邑志》、《吴县

志》都有类似记载。吴国当时是一个诸侯小国，孙武一个年轻

人，为何不投奔当时大国的楚国和晋国，而要奔千里之遥、举目

无亲的吴国呢？这是因为吴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正处于上升发

展时期，需要人才。孙武认定，吴国是实现自己理想、大展宏图

的地方。这是孙武与吴国人民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双方内心心

灵相通的互动，开始了深厚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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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孙武奔吴后，隐居吴地，著述兵法，功成名就，倾注了全

部的精力，赤胆忠心，同伍子胥共同辅佐吴国，使吴国逐步强

大，并使吴王夺得了春秋末期的霸主地位。孙武不是为了升官，

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吴国、为吴国人民尽心尽力地付出，所

以功成后身退，还原其老百姓身份。几十年时间，充分显示了孙

武与吴国、与吴国人民深厚的情结。 

⑶孙武功成后身退，终老吴地。《越绝书》、《吴地记》、

《吴县志》、《郡国志》、《皇览》、《明一统志》、《大清一

统志》、《苏州府志》也都有记载孙武墓在苏州，这说明孙武终

老吴地。叶落归根，是中国的传统，思乡之情是中国的常情。但

孙武是齐国人，为什么功成后身退不返回齐国呢？为什么不嘱咐

子孙死后葬在齐国故里呢？而且孙武三个儿子：孙驰、孙明、孙

敌都留在吴国。孙权《天子自序》载：“武生明，字之元，以父

功袭荫复以孝廉封富春侯，子孙及弟侄等各治业于富之江南，居

宅繁盛。”孙策、孙权、孙中山都是孙武后裔。《天子自序》又

载：“独明之子膑仕魏，因庞涓刖足，齐使复载于齐。”孙明的

儿子最后返回孙武家乡齐国。由此说明，孙武与当时吴国，今天

的苏州地方和人民有着几十年间朝夕相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情

愫，给孙武留下了和深藏在心底里的感情，具有化不开的情结。 

综上所述，观察孙武的一生，青年时期对吴国充满着希望而

长途跋涉来到苏州，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苏州渡过。与吴国、与苏

州人民结下异常深厚的感情，难以忘怀的情结，所以功成身退

后，对吴国、对苏州仍是依依不舍，直到终老吴地，安葬在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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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其后代也留在吴地，孙武对吴地如此情深意笃，这实在是历

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苏州对孙武的深厚情结 

孙武，春秋末齐国人，但在苏州生活、战斗了三、四十年时

间，苏州是孙武的第二故乡，孙子兵法诞生地，功成名就之地，

也是孙武终老之地。孙武对吴国、对苏州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

苏州人并不拿孙武看作“外来”人，以致《吴越春秋》称为“吴

人”。苏州人民崇敬孙武，怀念孙武，苏州人民为有孙武而自

傲。孙武在苏州留下了众多遗址遗迹、纪念性工程和民间传说故

事，苏州对孙武具有深厚的情结。 

⑴孙武“吴宫教战”处。《香山小志》载“教场山，即吴宫

教美人战处。”教场山为一低矮小山，东西千余米，南北四、五

百米，山高仅数十米，山势平缓，山巅平坦，广数百数，里人称

之为“小教场”。山之北，与穹窿、舟山等山体连成一片，山之

南离太湖不足千米。至今已经 2500 年了，基本保持原状。档案资

料表明，1983 年吴县文管会确定文物保护规划单位。苏州人民为

何把这块地还保存下来，这反映了苏州人民对孙武的情结。 

⑵二妃墓，位于教场山西北一侧。清《香山小志》载：“二

妃墓，即孙武教吴宫女战，杀吴王二妃，吴王厚葬之，在教场山

南，实相寺后，俗称美女坟者也。”相传为孙武执法斩姬后，吴

王阖闾厚葬二妃于此。距今已经 2500 年了，历经沧桑，但当地民

众仍然把它保存下来。1994 年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成立后，研究

会成员多次实地考证。研究会领导由当地村支部书记带领再次实

地进行察看，二妃墓犹存，杂草丛生，周边有树，旁边有一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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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工厂，村支部书记说：我小时经常到二妃墓来玩的。后与支

部书记商定整修，支部书记说，该村是穷村，村干部工资也发不

出。当时决定研究会支持人民币 5000 元，由村里修复，后由研究

会帮助规划、修复。墓前竖立“二妃墓”碑和竖立“重修二妃墓

记”碑。落款“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和小横山村民委员会，一九

九八年六月立。”2500 年历经沧桑，但二妃墓依然犹存，可知当

地政府和人民对孙武的情结。 

⑶二妃庙。今胥口教场山一侧（辖区在今苏州太湖国家旅游

度假区内），《香山小志》载：“……前去数十武（步），土龙

横卧，名小横山，首东北有尼庵，古之二妃庙。神珠冠霞帔，吴

王宠姬，即孙武教战时所斩者也。”又载：“二妃庙，在小横

山。……二妃，即吴宫教战孙武子所斩之两美人也。”旧时，庙

之正殿有二妃像，“神珠冠霞帔，姿媚照人。”当时以二妃鬼神

作祟于乡里，益以村巫邪说，乡人苦之，就在二妃庙的寝楼下塑

孙武子像以镇之。相传二妃庙又名“爱姬祠”，一度村民还改称

“永福庵”。规模较大，1949 年解放后，当地乡里把二妃庙改为

民校，1957 年又改造成小学，并在原址扩建，但还留下二妃庙旧

房二间。经过漫长的 2500 年，历经沧桑，但仍保存到 1949 年，

1957 年改建学校后，神像与殿大部毁去。 1994 年苏州市孙武子

研究会成立后，研究会成员多次去考查时，当地村民都围过来要

求恢复。当时见到还保存一小部二妃庙旧屋，这是经历二千五百

年的历史遗存，十分宝贵。 

当时研究会决定和以后实施，协助当地政府——小横山村民

委员会在二妃庙旧屋前竖“二妃庙遗址”碑。现属苏州太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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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区香山街道办事处管辖。 2006 年 11 月 1 日，在保护修

复孙武遗址遗迹座谈会上，度假区领导决定，二妃庙进行修复，

庙内要有二妃像和孙武像，在 2006 年 6 月底前完成，可知当地政

府和人民对孙武情结之深。 

⑷《孙子》十三篇全文碑是苏州人民保存完好的纪念孙武的

实物。碑为青石质地，长 164 厘米，宽 80 厘米，厚 19.5 厘米。

碑刻分正反两面，1949 年解放前刻。吴县贞石斋刻石。该碑原是

国民党李浴日等人准备安放在筹建的孙武子亭侧。吴县人汪东书

写，国民党兵学名流杨言昌、齐廉、李浴日校对。后因国民党到

台湾，该碑存放在贞石斋钱荣初（亲手镌刻此碑）店内。 1959

年，钱荣初先生将此碑献给苏州市文管委，现置于苏州市碑刻博

物馆。李浴日长子李仁师先生现任美国维琴尼亚大学工程系主

任，1994 年 10 月来苏寻访此碑，见到原物犹存，不胜感慨，表

示：回美国后，募集资金，复建孙武子祠，以实现其父遗愿。苏

州人钱荣初为何把国民党将军要他刻的碑保存下来？经过解放后

的“三反”的政治运动，钱先生冒着风险仍然保存着，1959 年是

“反右倾”的时代，钱先生勇敢地将《孙子十三篇全文碑》献给

苏州市文管委，其缘由是孙武著的兵法十三篇文字的碑，这也反

映了苏州人民对孙武情结之深。同样的道理，苏州当地政府，不

因是国民党将军要刻的遗物，而是因为其内容是《孙子兵法》十

三篇而接受、保存、并安放在碑刻博物馆展出，这也反映了当地

政府对孙武的情结。 

⑸孙武塔，座落在苏州阊门的纪念孙武功绩的纪念性建筑。 

1999 年苏州孙武子研究会在《苏州日报》上见到金阊区商业局长

553



李浴日全集（—）孙子部  

   

龚国钧撰写的一篇文章，文章中说计划在阊门要建造孙武塔，以

纪念伟大军事家孙武，研究会见到后十分高兴。这是苏州人民和

当地政府提出的计划，后即同龚局长电话联系后，派人拜访龚局

长，并带去孙武的有关资料。阊门又称“破楚门”，是阖闾、伍

子胥、孙武领兵攻打楚国的出师之地。苏州人民为纪念孙武功

绩，弘扬孙子文化，由江苏亚细亚集团出资，建造了孙武纪念

塔，2001 年 1 月底竣工，孙武纪念塔建在阊门附近南浩中街名人

街南侧。这也反映了龚国钧局长、亚细亚集团对孙武的情结，对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视，苏州人民应该对他们的行动表示

敬意和受到感动。 

⑹孙武子桥。冯桂芬同治《苏州府志》载：“孙武子宅在枫

桥西南孙武子桥侧。”1994 年苏州孙武子研究会成立后，枫桥镇

政府向研究会送一份资料说：“孙武子宅和桥。孙武子桥位于枫

桥镇曙光和永和两村交界的枫金河上，桥北为曙光村的孙家桥自

然村，该桥直至 1949 年解放时还在。1958 年，因拓宽河道被拆

除。”苏州孙武子研究会多次派人实地去考查。据村上老人回

忆，原来的孙武子桥全部采用花岗石筑成，桥孔呈方形，桥长约

5.5 米，宽约 3.5 米，南北向有三块长条石块，刻有扣子，长条石

块之间，用 50 厘米长 90 厘米宽的石块拼铺成桥面，十分坚固。

桥面东西两侧有石栏杆。桥墩用方石砌成，四角分别有竖砌的长

方石，石墩上刻有桥名'孙武子桥'。桥堍连通东西向御道，御道

北侧就是孙家桥自然桥。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料，尤其是这块刻有

“孙武子桥”名的石块现已不知去向，要恢复这顶孙武子桥是不

可能的事了。怎么办呢？ 《孙子兵法辞典》已将此列入“纪念文

物”栏目。该处已属苏州新区管辖。距原孙武子桥 300 米处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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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在滨河路上要建桥梁。1996年 9 月 14 日研究会致信管委会，

为纪念孙武，建议滨河路上的桥命名为孙武子桥，新区管委会很

重视，致函苏州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研究会成员，多次到苏州

地名办汇报情况，提出建议，后苏州地名办批复同意，批复说：

“据调查，确有史料记载，但桥梁已毁失，为纪念孙武子遗迹，

经研究同意将原孙武子桥（在邓尉路东段南侧的金山浜河上）正

东约 300 米处，位于滨河路北段一座新建桥梁命名为'孙武子桥

'。1997 年 2月 27 日。”这是滨河路上一座桥梁命名为'孙武子桥

'名字的由来，研究会还协助新区管委会撰写“恢复孙武子桥名铭

记”，并刻石在桥边上。铭记中称：“经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建

议，报苏州市地名委员会审批同意，恢复孙武子桥名，爰以为

记。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新区管理委员会立。”为此，应该对苏

州地名办、苏州高新区管委会表示感谢。 

⑺《吴将孙子像》碑。该碑刻于清嘉庆十一年（公元 1806

年），原置在苏州虎丘山东山浜侧“孙武子祠”内。该祠 1860 年

毁，该碑散失，碑高 35 厘米，长 103.5 厘米。碑刻着“吴将孙子

像”和“齐将孙子像”。该碑文字也说明：“吴将齐将两孙子像

传自明景东时代广灵王所藏列代将鉴图而宣和内府有孙武子

像……。”该碑在 1985 年吴县文管会普查文物时在北桥镇发现，

用二包水泥换得，后列入吴县县级文物。现在穹窿山孙武苑兵圣

堂墙壁上。这也反映了吴县北桥人民、吴县文管委对孙武的情

结。 

⑻孙武隐居地。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成员与吴县市政府、吴

县市文管会领导多次考查、论证，并经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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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专家首肯，还经过国家级孙子研究专家论证认同，认定穹窿

山茅蓬坞为孙武当年避乱奔吴隐居著兵法处。认定隐居地的主要

依据：一是符合史料记载辟隐深居条件；二是靠近当时吴国军

事、政治、经济的重心南宫；三是附近有孙武遗址遗迹吴宫教战

处、二妃墓、二妃庙、拜将坛；四是穹窿山与伍子胥当年暂住地

清明山相近；五是有民间传说孙武当年隐居在穹窿山茅蓬坞。后

便建设了孙武苑纪念性工程。首期工程由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和

吴县市林场合作建设，并经吴县市政府批准，第二期工程由中国

孙子兵法研究会和中共吴县市委、市政府合作建设，第三期工程

由吴县市政府建设。现已成为弘扬孙子文化的载体，苏州市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江苏省国防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教学基地，并成为苏州新的旅游景点，每天游客络绎不绝。这也

反映了苏州、吴县已经离退休的白发老人、吴县文管会和吴县市

政府对孙武具有深厚的情结和弘扬孙子文化、促进苏州、吴县经

济、文化事业发展的真诚之心。 

⑼孙武公园。根据清同治《苏州府志》记载：“孙武子宅，

在枫桥西南孙武子桥侧。”《吴县志》也有记载。苏州市孙武子

研究会多次实地考查，孙武子宅地处枫桥寒山寺西南约三里之

处，现属苏州新区管辖。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成立后，枫桥镇人

民政府给研究会一份调查资料，研究会成员多次实地考查，孙武

子宅在孙家桥自然村的西端，并有一孙家祠堂，边上还有旗杆

浜。 1995 年研究会去考查时，孙武子宅已不见了。但孙家祠堂犹

在，有五间瓦屋，破旧不堪，大门已破，走进屋里一看，屋内都

是当地民众存放的乱草堆。由于孙武子宅只有文字记载，没有孙

武子宅的图案流传，难以恢复。经向苏州市新区管委会和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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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办汇报，苏州市地名办批复中说：“据调查，孙武子宅在枫

桥西南孙武子桥侧，确有史料记载，但原址宅屋已毁失，无古迹

存在。”当地政府难以恢复孙武子宅，该孙武子宅推测是孙武功

成身退后居住处，但无其它史料可证。因此也未有建议当地政府

恢复。但为了纪念孙武，研究会建议新区管委会，在距离孙武子

宅原址东边的六亩空地，建设开放式孙武公园，以此纪念。新区

管委会十分重视，筹资 100 万元人民币，在孙武子桥侧建造孙武

公园。这是纪念孙武的主题公园，研究会协助新区管委会规划、

设计，提供资料，公园大门请苏州著名书法家瓦翁题写，背面为

孙子本事碑刻，正、反面两侧以春秋时代图腾形式饰以“吴宫教

战”、“受命拜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四幅图案，

概括孙武辉煌业绩。兵法十三篇碑、广场以扇形，隐喻其辐射

性，体现孙子思想对历史、世界和未来的辐射效应。矗立在孙武

公园中轴线北端的是孙武立像，与面向南端的《孙子兵法》碑相

互呼应，雕像体现孙武为将后叱咤风云辉煌时期的形像是一位文

武一体的谋略型将帅，具有哲人、圣人的气质。《孙子兵法》全

文碑墙、碑高 3.1 米，宽 23.3 米，面积 72.23 平方米，正面是金

文体，背面为白话文。使参观者既看到春秋时字体的兵法，又能

看懂《孙子兵法》十三篇全文的内容。孙武公园是为纪念孙武子

宅址而建造的，既是弘扬孙子文化，纪念孙武又是市民休闲活动

的场所。这反映了苏州高新区管委会对孙武的情结，对历史文化

的重视，投入了一百万元钱，在黄金地段拿出六亩土地，同时也

是为人民群众增加了休闲的场所，为人民办了一件实事。 

 ⑽孙武祠。座落虎丘山东山浜，建筑于清嘉庆十一年（公

元 1806 年），毁于公元 1860 年。山东省按察布政使、孙武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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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星衍建设，他撰写的碑记中说：“孙子有功于吴，自当庙食此

土。”又说：“然则吴门立祠合于祀之义也。”“苏州周太守

锷、吴县舒太令怀元、元和万大令承纪实成此举，并族人之好义

者列名碑石云。” 

孙星衍在山东当按察布政使，山东又是孙武故里，孙星衍建

孙武子祠为何不建在山东？为何不建在山东孙武故里？孙星衍是

孙武后裔，出身江苏常州武进，孙武子祠为何不建在孙星衍家乡

而要建在苏州？这是因为“孙子有功于吴”，建祠苏州“有功于

民。”且得到当地苏州、吴县、元和政府支持而“成此举”。这

反映了孙武与苏州人民的情结，苏州当地政府和人民对孙武的情

结，人皆知之。 

⑾孙武子亭。座落虎丘东山浜是一座纪念孙武的一座建筑

物。第一次计划建亭是在 1945 年深秋，当时吴县政府计划建孙武

子亭，后因财政拮据未果。第二次计划建亭是在 1947 年，当时南

京国民党政府的一批兵学界名流李浴日等发起，准备在苏州建孙

武子亭，理由是“孙子卒于苏州，其伟大著作《孙子兵法》亦作

于苏州，为永久纪念这位伟人。”计划在亭中置孙子白石像，亭

侧建“兵法十三篇全文碑”周围栽以青松翠柏。蒋介石还为孙子

纪念亭题写亭额，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亦有题词。李浴日等在南

京发动募捐一年时间募得二亿多元，后李浴日等到苏州募捐，几

个月时间，苏州各界人士募捐十三亿元。虽然已开工建设，但由

于国民党撤离至台湾，孙子纪念亭未有建成。第三次建亭是在

1955 年，苏州各界人士屡屡向苏州市人民政府建议、呼唤建亭，

苏州市政府接受建议出资建亭。 1966 年“文革”中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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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苏州市政府又进行了重建。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书写亭

额。 

孙武子纪念亭，1945 年、1947 年、1955 年、1984 年先后四

次建亭说明苏州人民对孙武怀有深厚感情，具有崇敬之心，为纪

念孙武，一次又一次的建亭。1947 年国民党兵学名流在南京发动

募捐活动，钱大钧、阎锡山带头募捐计三千万元，但经过一年时

间仅募得二亿多元，而李浴日等到苏州来募捐，几个月时间苏州

各界人士募捐了十三亿元。这说明苏州人民对孙武具有深厚情

结，苏州政府、人民偏爱孙武。这也说明，苏州人民对孙武深厚

的情结，不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和解放后人民当

家作主时期，苏州人民对孙武是一往情深，无论当时的政治环境

如何，还是对孙武表示深切纪念。 

⑿孙武墓。座落在相城区元和镇孙家门村。 《越绝书》、

《郡国志》、《皇览》、《吴地记》、《明一统志》、《大清一

统志》、《苏州府志》等都记载在苏州。 1994 年陆墓镇政府宣传

办公室写了一份“查访孙武墓情况汇报”给苏州市孙武子研究

会。认为在孙墩浜。1995 年 11 月陆墓镇政府重修孙武墓，并立碑

“重修孙武冢记”。后因建设需要而荒芜。2004 年相城区政府与

苏州孙武子研究会沙镇寰等，根据《越绝书》记载的方位，按照

古时度量衡里程计算标准，确定在孙家门村建造孙武墓园，相城

区政府投资 50 万元，建成后开放，孙武后裔 300 多人专程前去祭

祖。这反映了不仅是苏州人民，而且清代时在山东当官的孙星

衍、二十世纪浙江的一位专家专程来苏州寻访孙武墓。外地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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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武崇敬的精神，也感动了苏州人，也反映了苏州当地政府和人

民对孙武具有深厚感情。 

⒀孙武路。2003 年苏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徐星钊同志打电话给

研究会，对研究会工作提出四条建议，其中一条是苏州可命名一

条路为孙武大道，以此纪念孙武和弘扬孙子文化。为此，研究会

同民政部门商量，在新建道路中选择一条适合命名的路为孙武大

道。最后，苏州市地名办公室正式文件中确定从吴中区木渎镇到

太湖边上一条新建的道路命名为“孙武路”，现路牌已竖起来

了。这反映了苏州人民对孙武的情怀和弘扬孙子文化的情怀。 

⒁兵法大厅。兵法大厅位于解放军驻苏某部五峰山麓。兵法

大厅迎面是一尊孙武像，还有《孙子兵法》十三篇玻璃幕墙和兵

圣图红木浮雕。是解放军某部纪念孙武、弘扬孙子文化的地方。

这反映了不仅苏州当地政府、苏州人民而且驻苏部队的同志也对

孙武具有崇敬之心和纪念孙武，弘扬孙子文化之情。 

⒂孙武书院。2006 年，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决定在穹窿山脚

下建立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的孙子兵法讲学基地，并与吴中区人

民政府合作成立“苏州吴中孙子兵法院”，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

会长姚有志将军出任院长。《苏州日报》发表信息后，被苏州市

原政协副主席徐星钊同志看到，他经过再三考虑打电话给中共吴

中区委书记金海龙，建议“苏州吴中孙子兵法院”改名为“苏州

吴中孙武书院”。金海龙同志征求区政府和孙子兵法院同志意

见，大家一致同意改成“孙武书院”。理由一是：“孙武”包括

孙武其人和孙子兵法其书；二是苏州历史上具有“书院”单位的

传统，三是现在只有孔子学院，孔子是文圣人，而孙武是武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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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北孔南孙，文武两圣，有个孙武书院更佳。因此改名为“孙

武书院”。这反映了苏州当地政府和老领导对弘扬孙子文化十分

关心，具有可贵的精神。 

⒃根据地方志记载和民间传说，孙武在苏州的遗址遗迹尚未

恢复或建设纪念性建筑的有如下数处： 

 ①孙武子宅。清同治冯桂芬《苏州府志》载：“孙武子

宅，在枫桥西南孙武子桥侧。”据苏州孙武子研究会沙镇寰同志

先后八次实地考证和查阅有关资料认为，该处确有孙武子宅，但

至今也未恢复或建纪念性建筑和立碑。 

 ②拜将坛。《香山小志》载：“蒋墩，盖以山跨两村各就

其村民之耳。”《吴县志》载：“渔洋山东侧的蒋墩山，相传乃

孙武练兵马处，故又名教场山。相传吴王阖闾在此设坛，拜孙武

为将。”蒋（将）墩则为教场山东北首的一村庄村名，蒋墩山又

名望云山，与教场山相连且较高，相传为吴王阖闾率众卿观看孙

武操练三军之处，传说也是吴王阖闾拜孙武为将之处。“蒋”与

“将”吴语同音；吴人把“丘”呼为“墩”，“墩”就是坛的意

思。目前，尚未恢复或建纪念性建筑和立碑。 

 ③南宫遗址。南宫遗址座落在胥口镇下陈村。《吴郡志》

载：“吴自梅李三徙，而定都今之郡城。”《吴越春秋》载：

“寿梦卒，诸樊徙吴”吴一徙在干王城，二徙在南宫，三徙在阖

闾大城。南宫是吴王诸樊、余祭、余昧、王僚及阖闾前期的吴国

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吴王近五十年历史。对此，尚

需进一步论证，论证后再进行恢复性建设或建纪念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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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夫椒之战古战场。《史记》载：“三年后伐越，败越

于夫椒。”夫椒山在太湖西山岛上，尚需进一步论证后建设纪念

性工程或立碑。 

  ⑤南武城。南武城在昆山市巴城镇境内。《越绝书》

载：“娄北武城，阖闾所以侯外越也。”据南京市考古工作者实

地考查，发表考查文章说：南武城是孙武建造的水城八卦城，目

前全国祇发现这一处，是一座水寨军防城，与吴都（今苏州市古

城区）形成犄角之势。现当地群众建了“武神庙”。当地政府准

备开发。 

 ⑥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原名“夷亭”，据传说，建“夷

亭”与孙武有关。 

以上说明，兵圣孙武与当时的吴国（今天的苏州）具有异常

深厚的感情，他把毕生的精力献身在吴国，对吴国作出了杰出的

贡献，对吴国情深意浓，以致功成身退后还留在吴国，最后终老

吴地。孙武子孙也留在吴地，对吴国如此情深意浓，确是历史上

一个奇迹，令人感动。从而也感动了孙武后裔孙星衍，建造孙武

子祠，不建在孙武故里山东，不建在孙星衍故里常州，而要建在

苏州。因为这是孙武子祠，按照常规是建在孙家子孙居住的地

方，而孙星衍却把它建在苏州虎丘山，这也是历史上少见的，但

这是事实。1947—1948 年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在南京，国民党兵学

界名流李浴日等筹建孙武子亭，不建在南京而要建在苏州。当时

虽有蒋介石、于右任等题词，还有钱大钧、阎锡山等带头募捐，

历时一年，在南京却只筹捐得二亿多元，而李浴日等到苏州来募

捐，只花了几个月时间，苏州各界人士募捐了十三亿元，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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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人民对孙武具有深厚的情结。孙武与苏州、苏州与孙武之间

的情结是互动的，相互之间缠绵情丝、情丝万缕。苏州政府和人

民对孙武也是一往深情，从清代——民国——解放以后，当地政

府和人民为纪念孙武、弘扬孙子文化，花心血、愿投入，恢复孙

武在苏州的遗址遗迹，建设纪念性工程。苏州具有丰富的纪念孙

武的资源，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国没有哪个省、市、县具有这

种资源和当地政府、人民对孙武发自内心的感情。可以预料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孙武在苏州的遗址遗迹和民间传说故事，必将

会继续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苏州人民关心、支持和弘扬孙子文化

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苏州有人撰写文章

并散发全国各地，其中说：“写到这里，我心中产生了一个强烈

的不平之感，怎么当地政府如此偏爱孙子呢？”还举例说：“张

永夫的墓侧被粪池所包围，对比之下，孙子的待遇真是不可同日

而语了。”还说：“应该一视同仁。”还举了张永夫同孙武子不

一视同仁的例子，如：孙武纪念塔、孙武墓、孙武隐居地、孙武

公园、孙武子桥等。 

看了上面列举的二十一处资料的来龙去脉，可知这位写文章

的同志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实际上，这是客观存在，人情之常

理。如果苏州人把孙武的遗址遗迹和历史上留下来的有关孙武的

纪念性建筑以及民间传说，都用“粪池包围起来”倒要使苏州人

民产生“不平之感”。如果苏州政府和人民，不比其它地方政府

和人民“偏爱孙子”，那倒成为奇怪的现象了。可以说： 

孙武对苏州，确有难分不解之缘； 

苏州对孙武，确有难以割舍的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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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苏州市孙武子研究会办公室编 

 http://sunwuzi.taobaobei.cn/xwnews.asp?newsid=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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