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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紀念碑〉記實 

一、主旨 

 

孝道是中華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儒家家庭倫理的核心。儒家《孝經》開宗明義章曰：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因之，我中華

民族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不僅是孝敬父母，更是「人倫之公理」與「仁」的根本。為了感謝先父母

養育之恩，緬懷先父母的兵學志業，完成中國人落葉歸根的宿願，李仁繆與賴勻夫妻二人，歷經

一年的籌劃與實踐，與北京泰康保險集團旗下國内最大連鎖養老機構的泰康之家合作，以「李浴

日紀念基金會」之名義，于 2016 年八月在廣州市近郊泰康所屬有嶺南佛教第一陵園之稱的〈羅浮

淨土人文紀念園〉，為先父母全資建置了〈李浴日紀念碑〉衣冠冢一處，在此謹以《詩經·小

雅·蓼莪》來傳達孝念父母、慎終追遠、飲水思源之情。魂如有靈，伏惟尚饗！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兵學家李浴日先生與夫人賴瑤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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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碑址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Luo Fu Paradise Park，www.tt-lfjt.com ) 位於廣東省惠州市博羅縣福田鎮

接仙橋，矗立在中國國家 5A 級羅浮山自然風景區的西南麓，距廣州市以東約車程 1 小時，距香港

以北約 1.5 小時，既是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相互融合，也是集紀念、旅遊、佛教文化為一體的綜

合性紀念園。羅浮淨土背倚羅浮山主峰飛雲頂，東有九曲環溪，澄碧清澈，恰似青龍蜿蜒；西臨

重山複嶺，峰巒澤厚，青松翠竹，草木華茲，猶如白虎睡穴；前接東莞石龍鎮，地域開闊平坦，

阡陌縱橫，後有將飛瀑泉水築壩截流而成的白蓮湖，實為“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

的絕佳風水寶地。 自然環境優越，明代天機大師劉伯溫兩次登頂羅浮山發出“真龍橫臥羅浮峰,百

里盤恒豪氣沖”的感歎。唐玄宗親筆題名至今已有 1200 餘年歷史的”延祥寺”亦坐落于本園之中。

園區更傳承中國千年喪葬禮俗文化，將祠堂文化、嶺南文化與佛教文化充分融合，設有<仙天園

>、<福海園>、<福祿園>、<福境園>等十數個區域。 

 

〈李浴日紀念碑〉座落于<停意軒>，墓園面積 19.2 平米，坐北朝南，方正平坦，左高右低，兩山

對峙，遠山迭障，護衛重重，後有案山，前臨路邊， 宛如青龍，橫亙而過，生生不息，青龍之

下，高臨溪流，水繞雲從，遠眺青山，草茂樹高，山明水秀，氣勢磅礴，風水自成。 

 

 
〈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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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鳥瞰示意圖 

 
園區平面圖 

 
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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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計 

 

紀念碑由頭像、碑身與碑座三部分構成，銅鑄半身頭像，面目傳神姿態生動；碑身與碑座採黑色

花崗岩取其堅實穩重莊嚴肅穆，四方錐形體呈通天之勢；碑面抛光如玉，四面陰刻金漆碑文，正

面為李浴日先生對兵學的中心立意，左面是長官陳誠前副總統的輓文，右面是摯友前監察院長于

右任先生的輓文，背面則是先生與夫人的略傳；碑座有上小下大之二層實心圓組成，上層陰刻李

先生最愛的唐代二十八宿銅鏡紋飾圖，提示眾人鍳古知今，知興替明得失，下層為階以示層次相

曡。紀念碑坐北朝南，師法天圓地方，傳延敬天地孝父母，金石之光相互輝映，承先啓後渾然天

成。 

 

紀念碑，總高約 2 公尺（6 英呎半）： 

一．頭像：材質：鑄銅，約高 54 X 寬 40 X 深 30 公分。 

二.   碑體：材質：山西抛光黑花崗岩，上圍 40X40 公分、下圍 60X60 公分、總高 150 公分的四面

棱柱體，陰刻燙金碑文如下： 

1）正面：隸書“兵學是神聖不可犯的，立心作亂者不可讀，蓄意侵略者不可讀，非弔

民伐罪不可用，非救國救世不能用。我希望整個世界早日臻於永遠的和平，即所謂

「世界大同」。李浴日”； 

2）左側：浴日同志千古“志績可稱”陳誠輓； 

3）右側：浴日老弟千古 “與孫子同不朽” 于右任輓； 

4）背面：陰刻李浴日與賴瑤芝面像兩幀，附隸書簡介： 

李浴日（1908.4.12－1955.8.7），廣東省雷州市人，是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現代

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也是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先生畢

生盡瘁兵學，著譯兵書 12 種，達 160 餘萬言，以《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著稱，在民

國兵學領域，他的研究堪稱多個第一。 

 賴瑤芝(1914.4.23－1995.12.4)，廣東省羅定縣人， 1940 年與先生結褵，育有三子二

女：仁師、仁雄、仁芳、仁美、仁繆，先生逝世後，繼持「世界兵學社」，並出版遺

著《孫子兵法總檢討》與《中國兵學大系》等。           2016 年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敬立 

 

三．底座：二層圓座，材質：山西抛光黑花崗岩，上層厚 0.1X 直徑 1.4 公尺，其上陰刻金漆唐代

二十八宿銅鏡紋飾圖，下層厚 0.1X 直徑 1.8 公尺。  

 

四.   地基：紀念碑後方設半圓形檔土墻圍繞紀念碑后方，墻前為水泥地基半圓圍繞紀念碑，上以白

色鵝卵石為鋪面，間附黑色鵝卵石稜形圖飾，周圍植草，碑前設置四片灰色花崗岩踏板直達路

邊，墓園左右兩旁設及膝欄柱以為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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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設計圖 

 

                   
                                左面設計圖                                                                        右面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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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設計圖                  鳥瞰設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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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構工 

           

             
                                              土胚                                                                                   銅鑄 
 

                                         
                                          工廠成型                                                                              殿基測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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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基正面實景                                                                    殿基左面實景 

 

   
                                   殿基右面實景                                                                                                

                             殿基背面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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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成 

 

 
〈李浴日紀念碑〉落成實景 

            
                                        正面落成實景                                                                    左面落成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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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面落成實景                                                      背面落成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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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証 

 

1．廣東省經營性公墓墓地使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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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國殯葬協會公墓安葬証（XJ20160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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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銘謝 

 

〈李浴日紀念碑〉於 2016 年 2 月春開始創意構思、4 月設計成型、6 月開工鑄造、8 月動土殿基、

11 月秋綠化完工，歷時九月餘，其間承蒙泰康公司、羅浮淨土人文紀念園 、設計師、蔡工程師、

閔業務代表、劉代表、工程人員等全方面的努力與合作， 紀念園的王總與歐陽副總的關懷與監

督，〈李浴日紀念碑〉才能超期順利完工，李浴日先生家屬無限感恩，謹致最誠摯的謝意。 

 

                                                                                                                    

李仁繆謹記 2017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