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註：《決勝叢書》是李浴日先生著譯之《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

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隨筆》四書合訂本。四書已

登錄於《全集》，在此謹附錄《叢書》之序言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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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词 

                    

     陈  诚 （前副总统）   于右任（前监察院长） 

            

      张道藩（前立法院长）    王宠惠（前司法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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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胜丛书》题  词  

  

                

     白崇禧（前国防部长）  何应钦（前国防部长）

      

                 

  郭寄嶠（前国防部长）  彭孟缉（前参谋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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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立人（前总统府参军长）   侯 腾（前国防部副部长） 

        

    马纪壮（前国防部副部长）  刘安祺（前陆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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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铭（前空军总司令）    石 觉（前联勤总司令） 

                 

   罗友伦（前联勤总司令）    万燿煌（前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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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咏尧 (前陆军上将)  唐守治（前陆军上将） 

       

   罗 奇（前陆军上将）     蒋纬国（前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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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骧（前陆军中将）       黃占魁（前陆军中将） 

       

  王东原（前陆军中将）      薛仲述（前陆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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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龚 愚（前陆军中将）  赵 霞（前陆军中将） 

  

          

     王思华 （前海军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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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桢（前台湾省政府主席）  黄朝琴 (前台湾省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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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序 

 

余友李浴曰先生以其所著译的《孙子兵法新研究》、《克氏

战争论纲要》、《国文革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等四书

合编重印，定名为《决胜丛书》。欲用兵学报国，并以此书作反

共抗俄致胜的左券，其志愿与著述真是等量齐观，相得益彰。 

浴日先生研究兵学多年，故对兵学的价值认识特别深刻。他

时常喜欢说：「一国之强弱，恒系于兵学之盛衰。」并时常引用 

国父所说的:「当今之世，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这几句话来

做他兵学的论据。在他留日的几年中，正值日本军事极盛时期，

兵学著述汗牛充栋，他得此机会，便努力进修，尤致力于孙、克

二氏著述的研究，学成归国，适值抗日战争发生，于从军从政之

余，乃转而专心创办《世界兵学杂志》，发行而兼主编，并从事

上述诸书之著译，为兵学界放一异彩。其兵学造诣之深，令人不

胜惊奇，尤以宣扬国策，以学术指引抗战，其谋国的忠诚，更令

人钦佩！ 

兵学原非军人的专利品，因为兵学并非超然独立的学术，而

且它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综合而成的学问。所以若非精通社会

与自然科学的人，则无以言兵。益以现代战争领域的扩大，人与

物几乎无一不与战争有关，而直接间接参与战争，所以时至今日

兵学已成为国民应具有的常识了。中国兵学本渊源于道家，但儒

家亦常喜言兵，所以中国的古兵书多出自学者之手，而古代的名

将，亦多博学之士，即可明证。虽然自从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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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社会提倡分工，而军事亦渐渐的成为专业化，但是军人之所

能研习的，则仍仅限于战场用兵之学，而战争学、兵学原理则又

仍为世人所共有研习的领域。尤以今日的战争，已由从来之国家

征伐，一变而为思想的抗衡，是故二十世纪的革命领袖，纵非军

人，亦常为卓越的将帅，更可作为前说的论据。 

孙子与克劳塞维慈乃世人所公认的东西洋兵圣，其著述均在

阐明战争学和兵学的原理，大都属军事哲学范畴，此乃作战用兵

的最高原则，亦可作为战争胜败的天秤。孙子生于中国战国时

代，正值中国学术最昌明的时候，但此时中国的学术却以儒、道

两教为主体，儒家主人文，而道家则倡自然，因此，孙子便以儒

家的大同思想为经，而以道家的自然思想为纬，构成其思想体

系。故孙子言战则主「道」，讲「王师」、「哀兵」、「不战而

屈人之兵」和「修道保法」等等；言兵则主「速」，讲「兵贵拙

速，不贵巧迟」，主「形」，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

胜」，主「势」，讲「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等等。所以孙

子的战术思想可以名为「攻势防御」的战术思想。亦可以名为

「阴性」的战术思想。克氏则生于十八至十九世纪之间的德国：

正值拿破仑战争时代。德国位于中欧，四面受敌，环境迫使他的

民族勇敢好战，克氏又适生于国家主义极盛的时代，基此，克氏

便以国家主义为经，而以自然原理为纬，构成他的思想体系。故

克氏言战，则云「战争为政治之延续」，以战争达成政治之目

的；言兵，则曰「「暴力无界限发展」，以毁灭敌人为作战的终

极手段。虽然克氏亦曾承认「攻势防御」为作战最有利的形式，

但因其思想的本质是黩武主义的，所以他的战术思想仍属于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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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战术思想，亦可以说是「阳性」的战术思想。由此观之，

孙克两氏的思想，实有其同异之点：其相同之点则均认为「攻势

防御」为作战的最好形式；其相异之点，一则主「修道保法」、

「不战而屈人之兵」，而一则主以战争达到政治之目的，掠地攻

城。前者主保卫战，而后者主侵略战，就因为有此相异之点，所

以中国能够历五千年而不衰，而德国乃至西洋国家，总是此仆彼

起，循环无已，而且战祸相寻，了无止境。 

浴日先生将此孙、克两著合订，原欲以此为反共抗俄决胜的

论据，此若非对孙、克两氏著述有深刻的研究，实不会有此认

识。今日苏俄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欲以战争达成其政治的目

的，其覆亡亦必如历史上所有的侵略主义者相同，绝不能例外。

正如孙子兵法所云：「同欲者胜」，但欲求「同欲」，则必须看

「主执有道」，所谓「道」是「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

之生，而不畏危也」。而今日的苏俄帝国主义者，则正与此相

反，以铁幕禁锢其人民，以集中营役使其人民，以惨酷的刑罚迫

害其人民，以如此的国家尚欲言战，而且进行侵略的战争，其不

覆亡，那还有兵学可言？若就孙、克两氏所共同承认的「攻势防

御」乃作战的最好形式，则今日苏俄帝国主义虽然穷凶极恶，随

处侵略，到处进攻，好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一俟他的攻势到了极

限，则必势穷力竭，其失败亦为必然的结果。所以浴日先生欲以

孙、克两氏的著述，作为反共抗俄致胜的左券，那是有他的独到

见解的。 

国父为二十世纪的大伟人，他是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军

事家均兼备于一身，并因而成为一个大革命家。其手创的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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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只是国民党革命的指针，而且还是人类实现世界大同唯一

可行的方案，亦为今日反共抗俄唯一的武器。有此武器自可保证

反共必胜、抗俄必成。同时  国父基于其革命战争的经验，构成

其极严整的革命战争理论。 国父的革命战争理论，是以「精神战

胜物质」为经，而以「宣传战」、「组织战」、「武力战」联合

作战为纬所构成的。  国父常说：「革命在鼓动风潮，造成时

势。」只要风潮鼓动，时势造成，则革命便如顺水拖推舟，轻而

易举，鼓动风潮为宣传战，造成时势则为组织战，只要宣传战、

组织战的基础做好了，革命武力一经发动，则必水到渠成。所以 

国父的革命战争理论，亦实为今日反共抗俄致胜的宝典。 

浴日先生之《兵学随笔》，是他在创办「世界兵学」时多年

来所积累的，以他兵学的造诣、文学的修养、和他谋国的忠诚，

这确实是一部丰富的兵学常识，优美的散文和热血沸腾的爱国心

声，此亦足为读者推荐的。 

浴日先生的《决胜丛书》，确实是今日反共抗俄战争时代的

一部好书，因其有助于反共抗俄，故乐为之序。 

 

中华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粤东   柯 远 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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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序 

 

二十世纪是一个最纷扰的世纪，战争此起彼伏，这正说明了

今日是需要兵学的一个大时代。 

现在我们正整军经武，积极准备反攻，这更说明了今日是需

要兵学的一个大时代。 

没有兵学不能自卫自强，没有兵学更不能战胜敌人，还我河

山。 

吾国向以「文武合一」为立国之本，开国始祖轩辕黄帝，他

是一个文武兼全的大人物，一面运用兵学戡平蚩尤，另一面又著

有兵书，传之后世子孙，以为自卫之用。孔门教人以六艺的

「礼、乐、射、御、书、数」为必修课程，旨在培养文武兼全的

建国戡乱人才。所以历代大儒莫不精通兵学，出将入相。清代胡

林翼氏说得好:「天下之大患，总是书生不如兵之过，总以兵事为

非学者之事，一遇惊动，则读书人早已远走，或隐匿不出，实因

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

及也。」到了今日，益使我们认为非发展兵学，使人人知兵不

可。 

余友李浴日君，创办「世界兵学社」多年，自抗战迄今，颇

多贡献，在近代兵学史上已尽了他个人应尽的责任。他著的《孙

子兵法新研究》、《兵学随笔》等书早有定评，无待介绍。他研

究兵学系站在本党主义的立场，与本乎每一时期的国策，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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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成就，如最近刊行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一书，便是

其一，从这一部书上，可见他为本党军事理论下了一番苦心，而 

国父革命战理也愈见发扬光大了。他过去创办《世界兵学》月

刊，除作兵学研究之外，又作抗战与反共之宣传，惨淡经营，十

年如一日。当抗战初期，即七七事变的当儿，他在上海写过一本

小册子，叫做《抗战必胜计划》，系用数学公式来证明抗战必

胜，曾给予民心士气以鼓舞。他民三十九年春由港来台，即刊行

《台湾必守铁证》小册子，内列举台湾必守的十大铁证，并说明

必可反攻大陆，时至今日愈见其观察的正确。这都是由他多年研

究孙、克兵学及 国父革命战理的成果。现在他为应读者的需要爰

将过去著译的《孙子兵法新研究》、《战争论纲要》等四书编为

《决胜丛书》公之于世，这是军人必读的兵学基本智识，就是一

般国民亦应人手一卷。披阅之余，特乐为之序。 

 

张 彝 鼎 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序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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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悠悠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出现了无数兵家名将，亦产生了不

少兵经战法，据专家初步的稽考，已达一千三百余种，琳琅满

目，灿烂辉煌，就中以《孙子》十三篇为冠冕。近代西方自拿破

仑出现后，兵书著述，风起云涌，就中以德国克劳塞维慈的《战

争论》为代表作，与我国《孙子》成为东西兵学的双璧。        

  国父孙中山先生生当现代，毕生致力于革命学术与革命事

业，对孙、克两氏兵学研究精湛．并在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军事

指挥中，创建了中国现代的革命战理，以救国救世为目的，这真

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要之，孙子的军事哲学、克氏的大战原理、 国父的革命战

理，是世界兵学思想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学的三大经典，今

后一国的用兵作战，或全世界反侵略者与侵略者之战，必须把握

它、运用它，亦即以  国父的革命战理为体，孙、克的战争学理

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战，亦始能战胜敌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

平。 

美国现代在兵器上虽有惊人的发明，兵学上尚没有足以凌驾

我《孙子》的著作。德国以兵学闻名于世，但各种著作较之我

《孙子》仍有逊色。我爱好《孙子》已肇端于少年时代，而研究

孙子系开始于民国二十四年在日本留学之时，当时我是基于一种

「文人知兵」的历史传统的观念，由多年研究及从军、从政的观

察而产生了今日正在发行中的《孙子兵法新研究》，最近经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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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的考虑，加以友人的鼓励，乃决意把它和过去所迻译的《克

劳塞维慈战争论》及最近编著的《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编为

《决胜丛书》，以便学者的研究，俾学者在本书中可一贯地了解

孙、克、 国父的学理。至于依我个人在兵学上的一些感想与见解

所写的《兵学随笔》，亦多阐扬此三大兵圣学理之处，足为学者

研究的一助，故一并列入，共成「四书」。这是代表我个人研究

兵学的过程，也可作为我个人著述生活史上的一个小小纪念。 

在中国兵学荒芜的园地里，我致力于兵学事业，已十余年

了，在这个事业上，除感觉友情的可爱外，别没有什么企图，仅

是平生着眼于「智」的一字而已。最初我想，倘能藉此提高读者

丝毫的智力，增进国家一些智的资本，那于愿已足了。十余年

来，在在都使我体念到「智」的重要，尤其我们今后欲反攻复国

更要把握找「斗智重于斗力」的铁则，须知力弱的智高者常可战

胜力强的智低者（历史上如以寡胜众的战例），至于力量相等，

而智高者更可战胜智低者，自不待说。要之，人类一切的行动与

实践必须通过最高的智慧，尤以战争为然，否则，便是盲人骑瞎

马，夜半临深池。 

可是提高军人的兵学水平，固为当务之急，而灌输文人的兵

学智识，亦属必要。推行「文武合一教育」是为文人知兵，实施

「全国皆兵」政策也是为文人知兵，而欲成为现代一个优秀的国

民，伟大的学者亦应自动知兵。至于主持国家大计的文人们更要

知兵，即所谓懂得战略，作为现代一个政治家如果不懂得战略，

决不是一个健全的政治家。不懂战略的政治人物，则其所措施不

能配合军事，甚且给予军事上最大的不利和妨碍。一个伟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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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应是文武兼全的，即如历史上伊尹、周公、管仲、张良、

诸葛亮等型的人物。 

在历史上的兵学巨帙，有宋代兵学家曾公亮等奉敕撰的「武

经总要」四十卷，明代兵学家王鸣鹤辑的「登坛必究」四十卷，

茅元仪辑的「武备志」二百四十卷，在那个印刷困难的木刻版时

代，他们特能完成这个辉煌的巨构，真令人惊叹不置。我这一部

《决胜丛书》，仅有「四书」，都六十余万言，不敢以此自

夸．亦无意媲美古人，我愿来日尚有第二辑、第三辑的出现，这

仅是第一辑而已。 

研究学问真是不容易，兵学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专一

的意志，又要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资料和实际的体验，八年的

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的神圣战争，虽给予我不少体验的机会，但

上述种种条件都不够，其实这不独我个人如是，国人亦多此感。

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知埋没了多少专家，又不知牺牲了多少新

著。吾国学术的落后，大家应注意这些因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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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吊民伐罪不能用，非救国救世不能用。运用兵学的目的是

为和平，不是为战争，战争是社会的病态，和平才是社会的常

态，战争仅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吊民

伐罪、救国救世就是为的和平。我们他日反攻大陆，虽要采取战

争的手段，但经过这次圣战之后，便是美丽幸福的和平。我们希

望整个世界亦早日臻于永远的和平，即所谓「世界大同」，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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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胜丛书》自  序  

  

逐渐废除，人类永远不用兵学，兵学战迹仅成为考据家的资料而

已。 

本丛书取名「决胜」是由我于一天悟起汉高祖说:「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张良」的名言，我希望读是书者能

够接受和把握孙、克、 国父的真理，成为现代的张良。保台要有

张良，反攻大陆更要有张良，固然不限于成为张良，亦可成为萧

何、韩信，汉高祖兴汉，得力于张良、萧何、韩信；他日反攻大

陆，更要有张良、萧何、韩信。 

依于「变」的原理，我们敢断言反攻大陆是必然的。丁此反

攻的呼声高唱入云之际，本丛书得与世人相见，真是说不出的一

种快感。尤以渥承陈院长辞修、于院长右任、何将军敬之、郭将

军寄峤、万将军武樵、孙将军立人、侯将军飞霞、罗将军友伦、

蒋将军纬国诸先生赐予题词，感激之余，益增奋勉。又此次《孙

子兵法新研究》及《战争论纲要》两书分别承周总长至柔、胡司

令官伯玉赐题封面，谨此致最崇高的敬意。柯将军为之奋战前

线，大捷之余，抽暇为本书撰序，发挥兵学至理，极具价值，尤

增光彩。张博士鉴秋于公务百忙中，特为本书作序，言简意赅，

发人深省，而倡导兵学之至意，尤为可风。谨此志谢。 

 

李 浴 日序于台北，民国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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