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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心路与行脚”中国行系列：结语 

李仁繆 

目 次：一、引言；二、中国行总结；1．雷州市，2. 罗定市， 3.广州市， 4. 上海市， 5. 南京市， 6. 苏州市，7. 台北市，

8. 罗浮山；三、未來展望。 

 

一、引言 

为纪念先父李浴日将军与先母赖瑶芝女士传扬中华兵学的志业，吾等计划以纪录片的形式为先父

母制作一部新的传记，定名为“父母的心路与行脚”。“父母的心路与行脚”中国行，则是为了

走访先父母在中国曾经生活过的八个主要城市，于 2018 年 5 月 2 日至 24 日间与二哥仁雄一同作

的田野旅行。行程首将将广州市设为第一站，是因为广州与附近的韶关是先父母早年参加学生运

动、学习与后来事业工作和结婚之地，而广州附近的惠州则是先父母纪念碑/衣冠冢的所在地，

再则距广州两小时车程的罗定市是先母的家乡。第二站到南方的雷州市祖籍，为先父祭祖扫墓。 

其次转往苏州参加孙子盛会，传扬先父之学，并探讨当年先父所营建的孙子纪念亭。然后就近转

赴南京，探视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工作的所在地。再从南京飞往台北，探访先父母随国民党政

府迁到台湾后的居所，与先父仙逝和吾等子女成长的故乡。最后再由台北飞返上海，寻找先父当

年所念的大学与因参与抗日活动而被日军覊押之地。“父母的心路与行脚”〈中国行系列〉则是

这次旅行后，总合资料，撰写了《雷州市》、《罗定市》、《广州市》、《上海市》、《南京

市》、《苏州市》、《台北市》、《罗浮山》八个单元的系列报导，涵盖了先父母主要的人生旅

程，为未来“ 父母的心路与行脚”纪录片制作的脚本。 

二、中国行系列总结； 

1．雷州市（先父 1908-25） 

1908 年 4 月 12 日先父李浴日将军出生于今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祖宅，入本地私塾与教

会小学。 

 2018 年 5 月 8-10 日笔者首度返乡，首到李氏宗祠祭祖，会见仁字辈堂兄弟仁礼、仁谦、仁语、

仁模、仁策、仁奇（遂溪县）与三位堂姐和侄甥多人，造访先父故居、连顺公祠与寳石厝（现为

空地），并获赠《上院李氏族谱》一份。 

   
左：李仁语、李仁礼、李仁模、李仁缪、李仁雄、李仁策、李仁谦      黄婧婧（左一）李素英（左五）黄自强（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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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浴日故居                                           連顺公祠                                           李氏宗祠 

2．罗定市（先母 1914-26） 

1914 年 4 月 23 日先母赖瑶芝女士出生于今广东省罗定市连州镇云致村，曾就学于当地万车乡私

塾与罗定县真道小学。 

 2018 年 5 月 5 日笔者随兴来到先母的祖籍，竟然巧遇赖氏族人，随后到赖氏宗祠祭祖，并获赠

赖氏族谱一份。 

  
                 表侄秀雄（左三）秀峰（左四）兩家合影               棣超表哥、表嫂（右二三）與婿孙合影 

   
                            今位于木坪村倒流车的赖氏宗祠大门                                                  先母手绘云致村祖宅 

3．广州市（先父 1925-27，先母 1926-38）与韶关（先父母 193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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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 1925 年从广州八桂中学毕业，1926 年入广州广雅中学高中，后赴上海、日本进修，1938 年

回广州任职 64 军。 先母于 1926-38 年赴广州就读清水濠小学、知用中学、执信中学、国立中山

大学农学系。 两人 1938 年在广州市新河浦 64 军军长李汉魂吴菊芳夫妇家中介绍相识，1939 年

在广州附近的韶关临时省府共事并订婚，1940 年在连县结婚。 先父于 1941 年在曲江创办「世界

兵学社」，发行世界并学月刊外，还著述出版多本着作：《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1940） 、

《世界兵学》月刊（1941）、《闪电战论丛》（1941）、《中山战争论》（1942） 、《 克劳塞

维茨战争论纲要》（1943）、《兵学论丛》（1943）、《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  

2018 年 5 月 4 至 6 日间，笔者来到广州市，探访了先父母曾就读的广雅中学、中山大学，与广州

塔、黄埔军校、黄花岗、中山纪念堂、六榕寺等多个名胜古迹。 

            
《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1940）  《世界兵学》月刊（1941）《閃电战论丛》（1941）《中山战爭论》（1942）             

     
          《克劳塞维茨战爭论纲要》（1943）《兵学论丛》（1943）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 

4．上海市（先父 1928-33，1937-38） 

1928 年先父自广雅中学毕业后，赴上海暨南大学修习政治，1932 年毕业前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

时 ，因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被日军逮捕拘留长达 22 天，撰《沪战中的日狱》。1933

年赴河北定县作平民教育田野考察，写成《定县平民教育》与《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二书，后

赴日深造。1937 年春，从日本中央大学学成归国返沪，11 月在庐山为蒋介石接见，着有《孙子

兵法之综合研究》（1937）、《抗战必胜计划》（1937）与《空袭与防空》（1938）等书。 

 2018 年 5 月 22 日笔者来到当年先父在上海被日军押送的北四川路与寳兴路口凭吊悲惨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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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战中的日狱》（1932） 《定县平民教育》（1933）《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7）《抗战必胜计划》（1937） 

    
 《空袭与防空》（1938）    1932 年被拘于北四川路日本司令部                今四川北路石库门   

5．南京市（先父母 1946-48） 

1946 年抗战胜利后由重庆返南京，先父恢复「世界兵学社」，复刊《世界兵学》月刊，出版自着

《兵学随笔》，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同少将副处长，还到苏州探访孙子遗迹。1947 年出版《孙克兵

学新论》、《大战原理》与《孙子新研究》，着手编纂《中国武库》，发行《世界兵学》月刊，

并出版当代兵家兵书多册。1948 年主持修建苏州孙子亭计划，年底因内战吃紧，临时改为建碑，

于 10 月出版《世界兵学》月刊最后一期。  

2018 年 5月 15-17日吾等来到南京市，除了探访当年先父母在四条通的故居外，还逰览了总统

府、明故宫遗址、南京博物院、秦淮河、夫子庙、玄武湖、鸡鸣寺、鼓楼与大屠杀纪念馆等地。 

    
      《兵学随笔》（1946）  《孙子新研究》（1947） 《孙克兵学新论》（1947）   《大战原理》（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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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兵学》月刊复刊号（1946）《世界兵学》月刊末期（1948）   1947年南京四条通巷旧址 

6．苏州市（先父 1946-49） 

1946 年先父曾多次赴苏州探勘孙子遗迹，1947 年先父与爱好孙子诸友在南京成立了「孙子纪念

亭筹建委员会」，期为这位巨人完成一座巍峨堂皇的〈孙子纪念亭〉。1948 年由于国共战事吃

紧，祗得临时放弃「建亭」的计划改为「建碑」，后〈孙子纪念碑〉建成于苏州虎丘山真娘墓东

侧与东岭千人石畔的空地，但毁于 1951 年； 1984 年于原址改建为〈孙武子亭〉。原「建亭」计

划中包括构建〈孙子十三篇全文碑〉于亭侧，汪东书钱荣初刻的全文碑完成于 1949 年。  

2017 年底与 2018 年 5 月 13 日二行苏州，除了追寻先父当年足迹，探视〈孙子十三篇全文碑〉原

勒石外，还游览了孙武纪念园、碑刻博物馆、山塘街、虎丘、孙武子祠、一榭园、穹窿山、孙武

文化园等名胜古迹。 

     
           1949 年〈孙子纪念碑〉      1984 年建〈孙武子亭〉       今〈孙子十三篇全文碑〉原勒石   

7．台北市（先父母 1950-55，先母 1955-73） 金门（先父 1953） 

1950 年春，全家从香港调景岭迁回祖国台湾汐止，常到静修院写作，「世界兵学社」在台湾复

业，发表〈东方凡尔赛——台湾〉、〈从孙子兵法证明共军攻台必败〉、《台湾必守铁证》、

〈依克氏战理论台湾攻防战〉等，出版台版《 孙子兵法新研究》、《兵学随笔》、《克劳塞维

茨战争论纲要》等书。1951年出任《实践》月刊总编辑，出版《实践》月刊。1952 年发行《国

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与《决胜丛书》。1953年 6月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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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月刊社主编、社长，到 1955 年 8月 7日逝世止，总计发行《战斗》月刊 24 期 22刊。其后

先母继持「世界兵学社」业务，直到 1973年赴美为止，期间出版《孙子兵法总检讨》

（1956）、《中国兵学大系》（1957）与逝世三周年特刊（1958）等书。         

2018 年 5月 21-24日间吾等来到先父仙逝与儿时故乡的今新北市永和区，还探访了附近的中和圆

通寺、木栅指南宫、汐止忠顺庙、新店碧潭与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总统府、新公园和当年念书

的学校等地，此行虽然夏日炎炎但却充满了儿时快乐的回忆。 

     
《台湾必守铁证》（1950） 《孙子兵法新研究》（195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1951）《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1951） 

    
  《兵学随笔》（1951）  《決胜丛书》合訂本（1952）  《战斗》月刊首刊（1953）  《战斗》月刊末刊（1955） 

   
               《孙子兵法总检讨》（1956）《中国兵学大系》（1957）逝世三周年特刊（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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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 年全家到汐止忠顺庙郊游     曾厝圆通禅寺纳骨塔（1955-97） 

8．罗浮山（先父母 2016- ） 

笔者为了感谢先父母养育之恩、缅怀先父母的兵学志业、完成先父母落叶归根的遗愿，2016年在

距广州一小时车程的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福田镇接仙桥罗浮净土人文纪念园，建成李浴日将军纪

念碑暨夫人衣冠冢一座。  

今 2018 年 5月 4日吾等此行在到达广州后的第二日，即马不停蹄的与首次到来的二哥仁雄一行

四人自广州驱车前往谒灵扫墓，善尽人子之孝。 

  
                                       李浴日纪念碑头像                                                      李浴日纪念碑全景 

三、未來展望 

此次中国行行归来，吾等希望来日能够回馈乡里扶贫脱困共进小康。在雷州，计划筹办李浴日研

讨会，传播先父传扬兵法的精神；整修祖厝筹建李浴日纪念馆，展示我雷州志士的史迹；未来筹

设雷州孙子研究会，培养兵学人才，为未来发展兵学教育基地暨创意产业园区而打基础。另外在

先母祖籍罗定云致村，希望能重建先祖的「培之馆」，传承赖氏祖宗兴学励志的家族传统。  

其次笔者亦希望能探访先父母生前曾落脚的其他城市，如日本京都与热海、庐山、武汉、南浔、

重庆、杭州、香港大澳、台湾金门、越南河内、云南昆明、澄江、与美国等地，完整地感受先父

母的经历，重建父母当年的生活情景，以尽全功。【注:先 父曾于 1933-37 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深

造，1934 年治病于热海，期间开始译着并草成《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书。 1937 年返沪，11

月在庐山为蒋介石接见，呈献《抗战必胜计划》。1938 年 6 月武汉蒋介石召见于武汉，专题演讲



“父母的心路与行脚”中国行系列：结语 

8 

 

“从孙子兵法证明抗战必胜”。 1938 年秋赣北前线工作。1940 年在浙江南浔前线参加战斗四个

月。1944 年底至 1946 年初赴重庆任陆军大学少将教官。曾于 1937 年赴杭州西湖养病，1947 年

夏重游西子湖，在杭州旧书摊上，购得一部明版《孙子兵法》。 1949-50 年暂居香港大澳等待赴

台。先母曾于 1938 年随中山大学经由越南河内、昆明、西迁到云南澄江，1973 年移居美国。 】 

     
                               1938 年所摄                1949 年于香港大澳          

最后，笔者希望能总合所有资料，亲手制作先父母的传记纪录片，将其独特的人生与对中华文化

的贡献，以三维界面的形式深切地阐述先父母的功业，以为后世之典范，并借此来实践吾等孝念

父母、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中华孝道，遥祭先父母在天之灵。 

 

李仁缪谨记 2018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