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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兵學大系》 

李浴日選輯 

世界兵學社 1957 年 

 

總  目 

冊數  書名       作者 

第一冊  題詞 

   序 

   武經七書  

        孫子   春秋齊-孫武 

         吳子   戰國衛-吳起 

         司馬法  春秋齊-司馬穰苴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唐-李靖 

         尉繚子  戰國衛-尉繚 

         黃石公三略  秦漢-黃石公 

         六韜   周-姜尚 

第二冊  孫子音注  明-何守法注 

第三冊  汪氏兵學三書  清-汪宗沂輯编 

      太公兵法逸文 周-姜尚 

      武侯八陣兵法輯略 三國蜀漢-諸葛亮 

      李衛公兵法  唐-李靖 

第四冊  陰符經注  黄帝/漢-張良注 

   風后握奇經解  風后/漢-公孫宏解 

   黃石公素書注        漢-黄石公/宋-張商英注 

   心書   三國蜀漢-諸葛亮 

   何博士備論  宋-何去非 

第五冊  太白陰經   唐-李筌 

第六冊  虎鈐經   北宋-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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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冊  投筆膚談  明-西湖逸士/何守法注 

   陣記   明-何良臣 

   百戰經   明-王鳴鶴 

   兵經   清-揭暄 

第八冊  兵迹   清-魏禧 

第九冊  兵謀兵法  清-魏禧 

   乾坤大略  清-王餘佑 

第十冊  草廬經略  佚名 

第十一冊  洴澼百金方  清-惠麓酒氏 

第十二冊  百將圖   清-丁日昌 

   古今女將傳贊  清-朱孔彰 

第十三冊  孔孟治兵語錄  民-趙尺子 

   岳飛治兵語錄  民-劉詠堯 

   戚繼光治兵語錄  民-劉詠堯 

   曾胡治兵語錄  民-蔡鍔 

第十四冊  國父治兵語錄  民-劉詠堯 

   蔣總統治兵語錄  民-鄧文儀 

   跋   民-李賴瑤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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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詞 

 

          

 

               陳誠（前副總統）                      俞大維（前國防部部長） 

 

            

 

                 張彜鼎（法學家）                      梁序昭  (前海軍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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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銘（前空軍總司令）      黃仁霖（前聯勤總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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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參謀總長序 

（前國防部參謀總長） 

 

我國軍事之學，儕於六藝，無專輯也。兵書之傳於今者，以

武經七書為最古。七書之中，首推孫吳。《孫子》十三篇，博大

精微。觀夫〈始計〉篇有云：「今民與上同意，可與之生，而民

不畏危也。」其精誠團結，上下一心之精神，躍然紙上。其攻戰

之術，以權謀而輔仁義，先智詐而後和平。《吳子》六篇，尚禮

義，明教訓，兵家之說備矣。後之言兵者，雖因時代遞邅，各有

創作，要亦莫能逾越孫吳之範圍。遠如武鄉侯、郭汾陽、岳忠

武，近如清代之曾左彭胡，樹旂常之績，成不朽之功，亦未嘗不

以孫吳為圭臬也。 

近代戰爭，由平面而立體，而總體，翱翔乎霄漢之上，馳驅

於汪洋之中，固已視若尋常，而核子氫彈之進步，日已不止千

里。顧武器之精良，雖有賴於科學之發展，而其戰略戰術之原理

原則，仍不能逸出古代兵書之軌範。我國以農立國，科學既難步

武歐美，而數千年傳統之兵學與哲學，倘亦不能窮研而博習之，

是舊者漸趨崩頹，新者又無由精進。處此優勝劣敗之大時代，非

武力不足以圖存，而況反共抗俄民族生死關頭之神聖决鬥，更有

不可須臾緩者乎？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領袖提示哲學兵學科學之研究，諭之詳矣。吾人當仰體斯

旨，入孫吳之堂奧，抉歐亞之藩籬，合中西為一體，斟酌於新陳

之中，神明於法理之外，如何能培養忠實勤奮朝氣蓬勃之英才，

完成復興民族整軍經國之大任，則有賴於學者之融會貫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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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先生，早歲負笈東瀛，窮畢生之力，以治兵學，合古

今中外於一爐，於《孫子兵法》，尤有獨到，著有《孫子兵法新

研究》及《孫子兵法總檢討》等書行世。嗣又選輯歷代兵書，名

曰《中國兵學大系》，使學者得攷證之便，無搜集之繁。惜稿成

而先生遽歸道山，天不慭遺，國喪瓌寶，緬懷高範，中心感傷！

其夫人賴瑤芝女士，繼其遺志，付之剞劂，余亦以其宏揚國粹，

嘉惠後學，其功有不可磨滅者，力從而贊助之，用觀厥成。先生

九原可作，當亦為之莞爾。是為序。 

彭孟緝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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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次長序 

（前國防部參謀次長） 

 

李浴日先生窮畢生精力於我國兵學之整理研究，蓋欲自先賢

遺澤民族瑰寶中探索既往，權衡現在，以推理未來也。不幸天不

假年，即賷志以歿。家人朋友，就其選輯之歷代兵經，整理刊

行，名曰《中國兵學大系》。網羅既富，擇取亦嚴，深信讀者當

可藉是書以瞭然吾國兵學整然之體系，進而參照今日戰爭之進

展，以贏得明日之戰爭。俾能消滅赤禍，世界大同之治得因中華

民族與世界其他愛好和平、崇尚正義國家之戮力貢獻而躋於成功

之域。 

羅友倫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元旦 序於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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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總司令序 

（前陸軍總司令） 

 

世有人類，即有戰爭。若謂人類活動之軌迹，為一部戰史之

記錄，殆不為過。蓋保障生存領域之安全，以延續種族生命之繁

衍，乃出於人性本能之要求，亦天演優勝之定理。泰西諸國，可

略而不論；以言吾華，且上古即重弧矢之利，黃帝湯武，咸用干

戚，以拓疆土。故尚書八政曰「師」，易曰「師貞丈人吉」，詩

曰「王赫斯恕，爰整其旅」，孔子亦云「足食足兵」。至近代之

知兵者復倡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之說，明乎此理，則知

今日國防建設之所由自也。 

兵固凶事，昔人譬之以為火，故聖賢之於兵，戢而時動，不

得已而用之，若徒逞一時之快，黷武窮征，塗無數生靈之膏血於

原野，則悖乎以戰求存之本義矣。 

兵之有學，在昔儕於六藝，自黃帝撰《陰符經》，戰陣之

事，揣摩有規。至春秋之世，齊人孫武著兵法十三篇，審計重

舉，明畫深圖，為歷來言兵事者所祖，凡所論列，亘二千餘年，

價值不貶，其中精義，又無不與近代西方兵學家之所見針芥相

投。他如吳起、司馬穰苴、杜元凱、曹孟德、諸葛武侯之倫，皆

以韜鈴之略競鳴於一時，且各有孤詣相傳，後世師承不絕，故中

國兵學之富，冠於全球，所造之宏，亦沛乎天下。 

嘗論戰爭之道，其方法與技術雖因時而日異，然計劃與指導

之原則原理固未嘗或變，故曰不變之體，而為至變之用，一定之

形，而為無定之準，與方圓奇偶之可以畫八卦演九疇相契合焉。

拿翁嘗言「世無不熟原則之名將」，其所謂原則者，蓋皆前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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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經驗之所累積。指導戰爭幾於藝術化之最高境界，所貴乎鑚討

之情，運用之妙而已。若彼狃於一囿，而株守故常，則又非智者

所取任也。 

余馳騁疆場，閱三十稔，倉皇旁午，未能窺孫武之堂奧，以

抉兵學之藩籬，嘗竊自愧。閒覽歷代兵家之述作，喜其幽微至

燭，而病其割裂失倫，常思有以整理之方，而力未逮焉。 

頃李夫人賴瑤芝女士以浴日先生生前選輯之《中國兵學大

系》將梓行問世，丐序於余。自孫吳以至近代，兩千餘年來論兵

之精者，悉粹其中。網羅之密，搜討之勤，先獲我心，亦可謂獨

抗千古。 

當全民從事反共戰爭之際，領袖致意先民文化遺產之整理，

世之好學者，循而啟發證明，於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浴日先生治兵學有聲於時，惜謝世於萬方多難之日，豈私慟

之未已焉耳！然遺澤常在，謂之不朽，其亦可夫。 

黃   杰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一月於陸軍總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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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司令官序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 

 

兵學大師李浴日少將，以腦溢血而捐館也，金門戰地，遙為

哀祭，余曾為文以悼之，蓋悲其品德之醇厚，治學之精專，方在

盛年，而竟賷志以歿，亦如西方兵聖克勞塞維慈將軍，為古今所

惜也。 

頃者李夫人賴瑤芝女士，以李大師畢生艱窘著述之力，搜羅

我國歷代兵學珍本，彙成《中國兵學大系》以饗世人，何與克勞

塞維慈夫人之於《戰爭論》又絕相類似耶？昔玄奘大師之譯佛

經，太宗父子，為之妙選一時才彥，設證義、綴文、證梵、筆受

諸科，經十九年而乃有成。清乾隆帝竭天下力，動員四千餘人紀

曉嵐等，積十三年之久，僅成《四庫全書》抄本；迨法國總理班

樂衛，席巴黎和會之餘蔭，親來我國，提議影印抄本，從而朝野

四次發動，亦未蒇事。今李夫人顛沛流離，撫孤夜泣，僅十餘閱

月耳，竟能將我國二千餘年兵學精華，歷代文獻，一舉而公之於

世，其與曹大家之於漢史，居里夫人之於雷錠，為何如耶？至李

大師以時代知識，用科學方法，整理國寶，發為讜論，成一家

言，以及此大系之見仁見智，固各有陽秋；而其有助於剿匪抗俄

反攻復國之聖戰，則為我袍澤之所必需。爰書數語，以謝李夫人

之誠，並作李大師遺愛戰地之紀念。 

劉玉章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一月於金門太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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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副司令官序 

（前金門防衛司令部副司令官） 

 

故友李浴日先生生前致力研究中國的兵學甚勤，尤注意於搜

集中國古代兵學的著述，近幾年來時與余商議將他所有搜集的中

國古本兵書予以整理出版，並命名為《中國兵學大系》，將中國

古代兵書作一有系統的整理。此乃前人所未曾做的工作，亦為工

程浩大很為重要的工作，直可與宋、明、清的整理十七史、廿一

史，廿四史等價齊觀。惜天不假年，浴日先生未竟所志，便中道

辭世了，這實在是國家的損失，尤其是中國兵學界的大損失。浴

日先生辭世後，其夫人賴瑤芝女士為繼承其夫君遺志，為免存書

散失，乃於浴日先生的週年祭發起出版此《中國兵學大系》，並

商余及兵學界諸友好，加以整理撰註後再行出版，惜無人能應

命，但李夫人仍在國防部及兵學界同人熱烈鼓勵和幫助下，稍加

整理，影印出書。李夫人不特完成了浴日先生未竟的遺志，浴日

先生必然會含笑九泉，而中國兵學界得此比較完整的中國兵學珍

本，奠立了研究中國兵學體系的基礎，這才是最值得我們讚揚

的。將來中國兵學理論能從茲發揚光大，浴日先生之功，而李夫

人亦有勞焉！ 

任何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都是依靠他的文事武功，而且

兩者相依為命，缺一不可的，同時文事武功又是相因相成的，所

以軍事學原理雖然是各國相同，但是每一個國家仍然還是有他的

特殊的軍事思想體系，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他的立國基本精神

是王道，所以他不能被稱為一個軍事民族，但是中國畢竟立國五

千年而至今不墮。因此，被一般淺見的人所誤解，中國的生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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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與武功關係甚少。自然在中國的歷史上很少有赫赫的戰

功，尤其對外作戰，總是先敗於第一次乃至若干次的全戰，然後

再贏取最後一次的勝利，而且是往往戰勝而不為眾人所知。這也

就是中國兵學的特質有以致之，並不是武功與中國的生存發展無

關。 

中國是一個定居民族，他是安土重遷的，所以他的文化發

展，立國講王道，居家講倫理，這文化影響中國的兵學甚大，也

可以說是「中國兵學之父」。中國自從軒轅黃帝涿鹿一戰而一匡

天下，黃帝又被稱為道家之祖，所以道學又有稱為黃老之學的，

道學是講陰陽而崇尚自然的，而且中國古代言兵的又多屬道家，

因此道學對中國兵學的影響亦很大，也可以說是「中國兵學之

母」。這也就是中國兵學的特質，我們於讀這部《中國兵學大

系》時所應先知道的。 

李夫人要我為本書作序，我特將此書的價值與對中國兵學的

所見，略綴數語，以感謝浴日先生夫婦對中國兵學的貢獻，是為

序！ 

柯遠芬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元旦於金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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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李賴瑤芝作 

 

《中國兵學大系》不至胎死腹中，不至功虧一簣，而終於誕

生出來了。這是當局愛護兵學國粹，革命軍人需要兵學國粹和共

同體認先夫畢生心血所催生出來的時代成果。真是悲喜萬千!  

先夫常指這些兵書說：「這是我國歷代兵家名作，是歷史的

靈與血的晶瑩的結晶，是歷盡滄桑千錘百鍊不朽的軍人魂，是萬

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則。」 

先夫少年即愛好兵學。留學東瀛時，目覩日人崇尚我國兵

學，常稱其闡釋論著之多，如雨後春筍；而國人多視同陳跡腐

篇，他便細心搜集和研究，決心發揚我國兵學。 

在我們結婚的時候，我便接受了一些兵書的管理。當時抗日

炮火漫天，我倆遷徙各地。這些兵書，他一方面搜集，一方面探

究，一方面還得割愛留置各地。因為戰事的觸目驚心，國破家亡

的播遷離亂，民心士氣的同仇敵愾，更堅定了他對兵學的追求。 

民國三十年他創辦「世界兵學社」於廣東曲江，出版《世界

兵學》月刊以「闡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

旨，又出版各種兵學著述。他跟著戰事的轉進，由京滬而粵、

湘，而桂、黔、滇，其間曾時斷時續，再接再勵，苦苦支撐了數

年。及至勝利還都，他更奮力廣事古兵學的搜集與鑽研，又在

《世界兵學》月刊上介紹各國新兵學與出版多種專著。當時將所

輯古籍定名為《中國兵學大系》或名《中國武庫》，擬與諸兵學

作家共同整理與闡釋之，然後出版，俾國人能切實探討，與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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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印證，相發明，而後進一步謀求中國兵學體系的倡建，為其最

高目標，也就是他畢生的宏願。 

三十六年（1947）《世界兵學》月刊三卷五期，他曾著文呼

籲建立「救人」的兵學思想說： 

「歐美的兵學思想，自克勞塞維慈以來已走入歧途了：即他

們全以『徹底殲滅』的殺人主義為本。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

便競相致力於武器的發明，尤其到原子彈發明之後，殺人的技術

與威力愈加巧妙而猛烈，一舉便可以殺人數十萬。像這種『殺

人』的兵學思想，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毀滅，

全人類都要死亡了。」 

「在今日，我們為糾正這種錯誤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學

思想建立起來不可。」 

「我國向來的兵學思想，都可以說是以『救人』為本的，像

孔孟所倡導的『仁師』，『義戰』；老子所倡導的『慈以戰則

勝』；孫子所倡導的『全國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吳子

所倡導的『綏之以道』，『五戰者禍』；又司馬法所倡導的『殺

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

戰可也。』這種崇高的學說實值得我們今日來倡導，澄清目前世

界上所鼓吹著的以『殺人為本』，『殺得愈多，功愈高，名愈

大』的兵學思想，尤其軍人們的思想！」 

「我們主張原子彈應運用於『止戰』，『救人』。我們應大

聲疾呼共起而建立『以仁義為經，以和平為緯』的『救人』的兵

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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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事與願違,接著已是反共抗俄戰爭的迫臨，又是一度遠涉

重洋，播遷來台。兵書文墨，尤其這些古本兵書，永遠是我們的

重要行囊。抵台之後，他重整旗鼓，復版各種兵書，在反攻復國

的使命下，他更急於本《大系》的出版。近年曾經前後兩次油印

《大系》的目錄，向各方友好面函商請參加意見，以便排印，又

進行這些古籍的標點工作。還對我說：要到指南宮稍住，在那裏

滌盡俗務，擴展胸憶，聚精會神地去寫一篇《大系》的長序，就

所收全部兵書，一一介紹其兵學要領，縱觀全文就是一部「中國

兵學思想史」云云。可是俗務那裏摒擋得開？一生清苦又那來巨

資刊印？但是他雄心未了，窮思極慮地去設計，去籌劃，欲以百

折不撓的精神力達成此書的出版，而後急謀倡建中國兵學體系的

開展，一申報國之志。不幸就在這種艱苦困竭中，他便心力交瘁

地倒下去了，在四十四年八月七日的清晨突以腦溢血逝世。唉！

腦汁絞盡，心血嘔乾，他便一暝不視了! 

追憶結褵只不過短暫的十六年。這期間他始終站在兵學研究

崗位，滿室書紙筆墨中傾其全力於兵學鑽研，坐思起行，兀兀窮

其一生。他的身體是這麼健康，他所追求的目的又是這麼有益於

人類、國族，他的為學又是這麼精專，我以為他一定可以達成所

願；但怎麼便這樣無情地中斷？他對著述的專摯，於鑽研的深

邃，虛懷的探究，宏大的抱負，每常出不知所往，行不知所止。

我惟有盡心於一位學者的侍奉，與衷心的無限神聖景仰。但兒女

情懷，不無怨嘆！猶以為來日方長，豈知突然間已到了我倆生命

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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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熱愛的丈夫就這樣永訣了！他本具奇才，奈何畢生窮

阨！他對本《大系》確曾窮精竭力無時無地不注意去搜選。中間

雖千磨百折，但他矢志不移。他不知肉味，不爭榮利，始終這樣

堅毅苦幹，直至輸將到他最後一滴鮮血便轟然中斷了。在今日赤

禍橫流，文物毀滅殆盡之餘，先夫這種瞬息不停，萬難不辭，對

於衛護兵學國粹，不是已盡了最大的貢獻了嗎？今不幸天不假

壽，成年毀折，教我怎忍他從此隕滅！？然死者不可復生，又叫

我怎忍這些古籍零落、散失、虫蝕、鼠竊！？他齎志以終，更教

我怎忍英魂鬱結，一任長恨與天地同其綿綿！？ 

人海是這樣茫茫，社會於我又是這樣陌生，孤寡的深谷又是

這麼慘淡幽暗，我匍匐摸索，我惟有向英靈泣訴，可是英靈默無

一語！我步出庭門，誠訪先夫生前摯友，他們告訴我:「學術是大

眾的力量，前仆後繼，當前的有力者和學術的愛好者自然會繼續

匯集熱與能，造成兵學的光芒。」又再三囑咐我: 「這是國家的

瓌寶實，毋愧對亡人！亦毋辜負故籍！」我俯首懍遵，趕速拭乾

淚眼。我看見先夫生前的長官友好的摯情在招手，我立即向前叩

懇，首先得到陸軍總司令黃杰將軍的純友情資助，很快又得到參

謀總長彭孟緝將軍的主力預約，可是因為孤寡棉薄，印刷費尚有

不足。我顧前瞻後地決定先將本《大系》付印，然後再擴大籲

請，隨而得到司令官劉王章將軍、部長張其昀先生、海軍總司令

梁序昭將軍、空軍總司令王叔銘將軍、國防部長俞大維將軍、聯

勤總司令黃仁霖將軍的次第熱烈預約，還有遠在金門前線的將士

們的個人預約單也紛至杳來，各地部隊長及教育機關等處，也陸

續預約……就在這樣地交相支持之下，本《大系》卒底於成了。

微弱的我，在這樣浩瀚偉大的協助之下，我的感激真是無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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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有一位連長，一位尉官，穿著簡樸的軍服也來預約，我確實

有點驚疑，這當然是節衣縮食所得，但他們是這樣酷愛兵學，使

我肅然起敬！張載先生說：「憂戚玉汝於成」，我耳濡目染的

《孫子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日面臨反攻復國的聖

戰中，大眾發揚兵學的史績，必將創造當前更光明的前程。雖不

幸的是先夫的早歲遽逝，但所幸的是先夫點滴的鮮血已得致送於

千萬將士之前。惟願千萬將士與學者們勇往向前邁進，發揚光大

我國兵學國粹，並與西洋兵學融會貫通之，播植「救人」為本的

中國兵學思想，進而建立中國兵學體系，這是先夫宏揚國家民族

兵學的抱負，也就是先夫對千萬將士學者的祈待與寄語。 

先夫之死，本屬無可補償的損失！所幸他一生兵學而外，友

情至上，友情成了他的最大遺產，由弔死、卹孤以至本《大系》

的出版，一切都是友情的賜予。讀過先夫兵書的朋友、景仰他兵

學的朋友、惋惜他早逝未能謀面的朋友、身穿軍服的陌生朋友，

都常來憑弔和慰問，這樣聖潔的友情多麼值得珍視！我無以為

謝，祗有殷切地致送先夫熱愛的兵學於千萬將士友好之前。 

由於先夫之死，我才想見了歷史上無數賢夫慈父的死，是怎

樣地震碎了孤寡的心弦；我才窺見了千古良將武士的死，是怎麼

震動了民族的魂魄；由是更進而認識了前線哨兵的堅挺，衝鋒、

肉搏、擲頭顱、灑熱血的千萬將士們的無上忠勇與偉大！螻蟻偷

生的我，謹踏著先夫的血跡，緊靠著先夫英靈的陪伴與其精神的

感召，誓為將士服務！ 

本書得以刊印,均出於國軍首長將士們的全力助成，由是先夫

的遺志得以表彰於後世，得與著述長存，精神不死，謹向國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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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將士們致以衷心的謝意。先夫所遺五個孤兒孤女，今後如得賴

此版稅安定其教養，真是托庇於無窮，感激於無既了！ 

蒙陳副總統、于院長、俞部長、彭總長、陸軍黃總司令、海

軍梁總司令、空軍王總司令、聯勤黃總司令、羅次長、劉司令

官、柯副司令官賜題封面、序文或題字，實為本書的殊榮，至為

銘感。 

此書凡事得到先夫老友趙尺子、劉聞祖諸先生指導，勞神費

時最多，真是衷心感激。尚有先夫許多生前友好如總統府戰略顧

問劉詠堯將軍、陳上校壽恆，或予指導或協助預約，俱是無限感

謝的。在影印方面，得到藝文印書館代為加工修板，並得嚴一萍

先生代為編排設計，又費盡心力找得更好版本數種，使本書得臻

清晰完美，實為至上友情！ 

此書選輯內容均係依照先夫原定計劃全部十四冊完成，惟尚

缺先夫序文乙篇。這次設計付印時，我曾搜遍遺稿，可是始終不

見長序所在。想是因為當時付印無望，故未寫出？抑是寫出送誰

審閱，尚未退還？如果未寫，這是無可補償的損失；如果寫了而

尚存於某位友好手中，至懇務即寄還，以便補印。現假定先夫果

未寫這長序，謹以萬分誠意，祈求先夫友好以及讀者，請於賜讀

本《大系》之後，參古證今，引用所收各書原文，撰寫「中國兵

學思想史」一篇，以便再版時列為「代序」，完成先夫未竟之

志，我除馨香銘感之外，敬備最高筆酬。稿長二三萬字即可，如

承俞允，請先函告。 

在這孤燈陋室中，窗外敲著悽涼的冷雨，五個孤雛已安然入

夢，祗有先夫的遺像陪伴著我。《大系》付印事務完竣，我才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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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瀝血來寫這篇跋文，在震撼心弦的情意之下，一段一停筆，一

陣熱淚湧出一段苦文。寫到千古良將武士們的死是怎樣震撼了民

族的魂魄處，我跪下為今日的將士人民虔誠地禱告：安得那以

「仁義為經，以和平為緯的救人兵學」及早誕生，安然致世界於

大同！寫到先夫友好給此書的友情處，我泣訴先夫說：「但願你

所倡建的『中國兵學體系』從茲萌發、滋長、繁榮！等待全書裝

成之後，我再細細為你一字不遺地朗誦一遍。」 

淚盡更殘，霜華悽冷，柔腸寸斷，音容難覓，我實在有點不

支，有點軟弱，但願中國兵學日放光彩！先夫耿耿精神永在！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春  未亡人  李賴瑤芝謹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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