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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一、主旨 

 

孝道是中华文化中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也是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儒家《孝经》开宗明义章曰: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

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因之，我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不仅是孝敬父母，更是「人伦之公理」与「仁」的根本。 为了感谢先父母养

育之恩,缅怀先父母的兵学志业，完成中国人落叶归根的宿愿，李仁缪与赖匀夫妻二人，历经一年

的筹划与实践，与北京泰康保险集团旗下国内最大连锁养老机构的泰康之家合作，以「李浴日纪

念基金会」之名义，于 2016 年八月在广州市近郊泰康所属有岭南佛教第一陵园之称的〈罗浮净土

人文纪念园〉，为先父母全资建置了〈李浴日纪念碑〉衣冠冢一处，在此谨以《诗经•小雅•蓼

莪》来传达孝念父母、慎终追远、饮水思源之情。 魂如有灵，伏惟尚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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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学家李浴日先生與夫人赖瑶芝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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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二、碑址 

〈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 〉(Luo Fu Paradise Park,www.tt-lfjt.com ) 位于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接

仙桥，矗立在中国国家 5A 级罗浮山自然风景区的西南麓，距广州市以东约车程 1 小时，距香港以

北约 1.5 小时,既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相互融合，也是集纪念、旅游、佛教文化为一体的综合

性纪念园。罗浮净土背倚罗浮山主峰飞云顶，东有九曲环溪，澄碧清澈，恰似青龙蜿蜒；西临重

山复岭，峰峦泽厚，青松翠竹，草木华兹，犹如白虎睡穴；前接东莞石龙镇，地域开阔平坦，阡

陌纵横，后有将飞瀑泉水筑坝截流而成的白莲湖，实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

绝佳风水宝地。自然环境优越，明代天机大师刘伯温两次登顶罗浮山发出“真龙横卧罗浮峰，百

里盘恒豪气冲”的感叹。唐玄宗亲笔题名至今已有 1200 余年历史的”延祥寺”亦坐落于本园之

中。园区更传承中国千年丧葬礼俗文化，将祠堂文化、岭南文化与佛教文化充分融合，设有<仙天

園>、<福海園>、<福祿園>、<福境園>等十数个区域。   

 

〈李浴日纪念碑〉座落于<停意軒>，墓园面积 19.2 平米，坐北朝南，方正平坦，左高右低，两山

对峙，远山迭障，护卫重重，后有案山，前临路边，宛如青龙，横亘而过，生生不息，青龙之

下，高临溪流，水绕云从，远眺青山，草茂树高，山明水秀，气势磅礴，风水自成。  

 

 
〈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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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鸟瞰示意图 

 
园区平面图 

 
交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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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三、设计 

 

纪念碑由头像、碑身与碑座三部分构成，铜铸半身头像，面目传神姿态生动；碑身与碑座采黑色

花岗岩取其坚实稳重庄严肃穆，四方锥形体呈通天之势；碑面抛光如玉，四面阴刻金漆碑文，正

面为李浴日先生对兵学的中心立意，左面是长官陈诚前副总统的挽文，右面是挚友前监察院长于

右任先生的挽文，背面则是先生与夫人的略传；碑座有上小下大之二层实心圆组成，上层阴刻李

先生最爱的唐代二十八宿铜镜纹饰图，提示众人鍳古知今，知兴替明得失，下层为阶以示层次相

叠。纪念碑坐北朝南，师法天圆地方，传延敬天地孝父母，金石之光相互辉映，承先启后浑然天

成。 

 

纪念碑总高约 2 公尺(6 英呎半)： 

一．头像：铸铜材质，约高 54 X 宽 40 X 深 30 公分。 

 二．碑体：山西抛光黑花岗岩材质，上围 40X40 公分、下围 60X60 公分、总高 150 公分的四面棱

柱体，阴刻烫金碑文如下:  

1)正面：隶书“兵学是神圣不可犯的，立心作乱者不可读，蓄意侵略者不可读，非吊民

伐罪不可用，非救国救世不能用。我希望整个世界早日臻于永远的和平，即所谓「世

界大同」。李浴日”;  

2)左侧：浴日同志千古“志绩可称”陈诚挽;  

3)右侧：浴日老弟千古 与孙子同不朽”于右任挽;  

4)背面：阴刻李浴日与赖瑶芝面像两帧，附隶书简介:  

李浴日(1908.4.12-1955.8.7)，广东省雷州市人，是我国近代著名军事学家，现代中国文

人从事军事学研究的先驱，也是中国现代军事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建者。先生毕生尽瘁

兵学，著译兵书 12 种，达 160 余万言，以《孙子兵法新研究》一书著称，在民国兵学

领域，他的研究堪称多个第一。  

赖瑶芝(1914.4.23-1995.12.4)，广东省罗定县人, 1940 年与先生结褵，育有三子二女：仁

师、仁雄、仁芳、仁美、仁缪，先生逝世后，继持「世界兵学社」，并出版遗著《孙

子兵法总检讨》与《中国兵学大系》等。                       2016 年李浴日纪念基金会敬立  

三．底座：二层圆座，山西抛光黑花岗岩材质，上层厚 0.1X 直径 1.4 公尺，其上阴刻金漆唐代二

十八宿铜镜纹饰图，下层厚 0.1X 直径 1.8 公尺。    

四.   地基：纪念碑后方设半圆形档土墙围绕纪念碑后方，墙前为水泥地基半圆围绕纪念碑，上以白

色鹅卵石为铺面，间附黑色鹅卵石棱形图饰，周围植草，碑前设置四片灰色花岗岩踏板直达路

边，墓园左右两旁设及膝栏柱以为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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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设计图 

 

                   
                                左面设计图                                                                        右面设计图 



 

6 

 

        
背面设计图                  鸟瞰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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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四、构工 

           

             
                                              土胚                                                                                   铜铸 
 

                                         
                                          工厂成型                                                                              殿基測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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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基正面实景                                                                    殿基左面实景 

 

   
                                   殿基右面实景                                                                                                

                           殿基背面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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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五、落成 

 

 
〈李浴日纪念碑〉落成实景 

            
                                       正面落成实景                                                                  左面落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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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面落成实景                                               背面落成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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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六、文証 

 

1．广东省经营性公墓墓地使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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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殡葬协会公墓安葬证（XJ201608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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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碑〉记实 

 

七、铭谢 

 

〈李浴日纪念碑〉于 2016 年 2 月春开始创意构思、4 月设计成型、6 月开工铸造、8 月动土殿基、

11 月秋绿化完工，历时九月余，其间承蒙泰康公司、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 、设计师、蔡工程师、

闵业务代表、刘代表、工程人员等全方面的努力与合作，纪念园的王总与欧阳副总的关怀与监

督，〈李浴日纪念碑〉才能超期顺利完工，李浴日先生家属无限感恩，谨致最诚挚的谢意。 

 

                                                                                                                    

李仁缪谨记 2017 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