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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1950 年先父將其所收集的中國兵學書籍，放在一個箱子裡從

大陸帶至台灣的。他過世之後，先母捨不得丟棄它們，1976 年又

把它們帶至美國，存放在我家裡。其間我曾翻閱過它們，卻無暇

研究。2013 年初，我們兄弟決定出版為紀念先父的《李浴日全

集》。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我們收集了幾乎所有先父的著述，重

新排版、校對，即將在 2014 年 4 月間印行出版。2013 年年底，

《全集》的主編要我再找些先父的書信手扎時，讓我想起了那箱

收藏。再度檢閱它們時，赫然的發現了此書的原稿，細讀之後，

就把它整理成 MS Word 文檔。經其他編輯閱讀之後，一致認為也

應加入《全集》之中。 

本書的原稿是先父用毛筆字寫在稿紙上的，約一萬字左右。

初稿大概是他 1933-1937 年在日本留學時完成的。但從筆跡上可

看出，他在 1955 年去逝之前亦在初稿上做過修正和小幅度的增

減。 

 1933 年前，先父出版過幾本有關政治方面的書籍。但 1937

年後，他出版過的書籍和發表過的文章，則大多是在軍事方面

的。此稿從未公諸於世，是曲高和寡？是敏感議題？是沒有新

意？……個中因由我無法知道。 

  但從他的年譜上來考證，1933 年前，他熱衷於政治，積極

參與當時國內的各種社會改革運動，希望從政治上的建設去為振

興中國盡力。在留學日本期間，卻看到日本軍國主義的強大和列

強對中國無情的侵略剝削，因而專注在軍事、兵學方面的研究，

希望以軍事上的建設去抵禦外侮、鞏固國防為優先。回國之後就

509



《李浴日全集》（二）戰理部  

    

積極的加入了中國抗日戰爭的行列，以闡揚中國固有兵法，介紹

列國最新兵學，造成文武合一風氣和提高抗日戰士鬥志為己任。

即使在國共對抗期間，國內外的氛圍亦是以軍事為主。此稿就被

擱置於一旁了。 

 本書原稿無序言，我無法得知先父著作此書的原意。從他一

生的志趣來看，大概是他以在國學和軍事上的智識而在政治上作

的一個論述，期盼人們能了解政治的原理和策術，積極參與政

治，進而將中國發建設成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強國。 

此書此次出版，渥承吾學長張孚威賜序一篇，謹此致謝。 

李仁雄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記于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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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序 

臺灣師大附中實驗班及新竹交通大學李仁雄學長來 Skype,囑

我為其先翁李浴日將軍大作《政略政術》寫篇序，頓時受寵若

驚，興奮不已。 

李浴日將軍是中國近代著名軍事理論家，與蔣百里、楊杰同

為中國近代軍事巨擘，馳名海內外。 

《政略政術》一書是李仁雄學長近日發現其先父早期著作。

其內容雜採易理的變，儒家的仁，法家的術，道家的虛柔，墨家

的尚賢，王廖（戰國）的先，兵家的無常，（唐）趙蕤的長短經

及（三國魏人）劉邵的人物志，揉入近代的民主社會中，突出領

袖及政黨政治的重要性與運行原則。 

 《政略政術》一書是中國千年文化之集大成，不可多得的好

書。李浴日將軍七、八十年前有此高瞻遠矚，古為今用，與時遷

移，隨物變化的眼光及廣大胸懷，更是我輩必須學習之處。 

張孚威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完稿于加州悠然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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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篇 

1． 智、仁、勇 

智仁勇者，一也。仁者，中心也。有智無仁則險，有勇無仁

則暴。是故，吾人常見救天下者以智勇，亂天下者亦以智勇，何

也？關鍵問題，仁之一字耳。是故，棄仁之智勇雖勝，偶勝耳。

秉仁之智勇雖敗，暫敗耳。智仁勇三者合一，此取奪政權之大道

也。 

2． 大公無私 

公者，治國之本也。夫公則無私。是故，言論無私，計劃無

私，升遷無私，理財無私，則誰不悅服，又誰不願為我戮力？夫

公者，弭亂劑也，又興隆本也。自古公天下者，莫不治，又莫不

興。私天下者，莫不亂，又莫不亡。 

3． 奇正相輔 

用兵以奇正，政爭亦以奇正。正者，主義政綱也。奇者，陰

謀詭計也。是故有奇無正，則僅見其爭奪，不足以益于國家，有

正無奇，則陷於空談，難以收實際之效。要之，一明用，一暗

使，此成事之母也。 

4． 因權制宜 

權謀詐術者，侧道也，自古未有不用側道之鬥爭，亦未有專

用側道可以成大業者。側道者，不得已而用之也。是故，用之以

撲滅惡魔，用之可也。用之以救國安民，用之可也。不然，徒用

之以相殘殺，是自甘為天下之蟊賊也。 

512



附錄 1《政略政術》   

 

5． 鬥爭象水 

鬥爭之事如水，如水之靜秘，如水之怒號，如水之沖擊，如

水之旋廻，如水之奔騰，如水之細注，如水之洋洋，如水之洶

洶。是故不知水之理，亦不知鬥爭之理，水之形聲變化無窮，鬥

爭亦猶是焉。 

6． 仁師義戰 

為富貴而殺人者，賊也。為救人而殺人者，仁也。是故，為

救人也，縱殺百萬亦無過。反之，為富貴也，雖殺一人，猶死有

餘辜。夫為救人而殺人者，殺其所應殺也。為富貴而殺人者，殺

其所不應殺也。革命與反革命，于此判然。 

7． 防患消禍 

夫防患於未然，消禍於無形者，至善也。唯其至善，故能自

保而全勝也。此為在乎先知本身弱點之所在。蓋本身弱點之所

在，即禍患之所由起也。此外，環境之變遷，敵人之消長，亦須

時加研究焉。夫防之于未然，弭之于無形則易，反之則難。此所

謂火成燎原，勢難撲滅也。 

8． 寬嚴治國  

平亂也，治國也。自古有成于純寬者，有成于純嚴者，有成

于寬嚴中和者，有成于始寬終嚴者，有成於始嚴終寬者。夫聲不

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

也。治則不過寬嚴，寬嚴之變，不可勝用也。對症下藥者，此良

醫也。 

9． 誠與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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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者，力也。無力固不足以鬥爭，力小亦不足以成事。力

之種類有五：一曰黨力，二曰武力，三曰民眾力，四曰經濟力，

五曰國際力。是故，從事鬥爭，必先集力，亦可一面集力，一面

鬥爭。而集力之法：術與誠。 

10． 機動 

政爭之行動，亦如軍事然。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不動如

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夫疾如風者，舉止迅速，不可捉摸

也。徐如林者，機會未至，採取漸進主義，或靜觀態度也。不動

如山者，勿為威迫利誘也。難知如陰者，隱匿我之企圖，使敵無

從窺知也。動如雷震者，機會成熟，集中打擊，一舉打倒敵人

也。 

11． 知所變通 

鬥爭者，難事也，亦危事也。是故，雜地無留，敵地變裝，

白晝則匿，夜間則行，入獄則賂，難逃則謀，交友必約，行裝必

簡，策謀必密，途有所不由，利有所不取，害有所不避。凡此變

則，此從事鬥爭者不可不知也。其成也以此，其敗也亦以此。 

12． 扭轉乾坤 

力弱則聯合， 

責大則分擔， 

懷疑則警戒， 

不決則諮謀， 

勢窮則苦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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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情機微 

人之情也：同心相愛，同患相濟，同敵相合，同藝相非，同

利相忌，同貴相殘。善鬥者善能利用之，亦善能警戒之。 

14． 組織、作勢、造形 

組織可以醫亂之病，作勢可以醫怯之病，造形可以醫弱之

病。是故，善鬥者，組織而使之治，作勢而使之勇，造形而使之

強。 

15． 自強與任勢 

不知從文化運動到政治運動者突。不知先宣傳後倒敵者逆。

不知自救而徒求人者滅。不知節制生活以康健軀體者悲。不知積

資以為生死關頭之用者窮。不知先正己而後正人者空。 

16． 掌握先機 

先者，速也。凡百事務，先人至，先人為，均取勝之機也。

是故，對于要地也，吾則先佔據之。對于敵之愛地也，吾則先奪

取之。對于中立者也，吾則先聯絡之。對于純潔人才也，吾則先

延攬之。對于蓄意謀反者，吾則先驅除之。對于新學術新問題，

吾則先研究、先檢討之。後者，遲也，遲為失敗之母。 

17． 敗中求成 

夫事之敗，往往敗於所忽之點耳。是點也，看之似大，亦似

小，顧及則成，忽之則敗，甚可怪也。然事忽于一二點挽救猶

易，而忽至數點挽救則難。此行事所以貴審慎，而忌疏忽也。次

之，有事之敗，並非在于不知者，而往往在于已知者。是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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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因為之不力，或因人事經濟之不足，此其所以敗也。雖

然，事有成亦有敗，有敗亦有成，在敗中求成者，此鬥爭者應守

之教條也。 

18． 健康為鬥爭之本 

健康為鬥爭之本，健康者，內部問題也。「攘外必先安

內」，理之固然。夫人失掉健康，則志氣頹唐，精神萎靡，耐苦

不能，振作不得，一切從此休矣，曷談鬥爭？故鬥爭者，未健

康，則求其健康；已健康，則保持其健康，此要事也。大凡居高

為陽，飲清食鮮，嗜好有度，浴運並行，此保健之要領也。此係

就諸平時而言。至在非常時，或難顧及，亦未可知。然平常時之

保健，即非常時之支柱，此不可不知也。 

19． 謹言慎行 

言語多出者失， 

計謀常發者窮， 

嗜好多有者累， 

認識不足者損， 

問病于味者死， 

輕信讒謗者亡。 

20． 利害相生 

凡事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利從害生，害從利出。此自

然之理也。故智者，遇利必思所以避害，遇害必思所以轉利，求

其安全，登彼康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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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死生度外 

視死如生者，英雄也。聞死驚駭者，雞犬也。雞犬之怯夫，

幹不出英雄之大事。亦猶狗嘴裡挖不出象牙。自古之英雄，莫不

置死生於度外，出死入生，死則死，生則生，此其所以能表演驚

人之壯劇，創造歷史，開闢一新天地也。夫死者，人之所不免

也。死之遲早，一也。革命之死，勝于無聊之活。悲壯之死，賢

于平庸之生。 

22． 處事用名 

有人問曰：「處事用名有何關乎？」余曰:「所關甚大。有事

以本人名義出之宜，有事以部下名義行之利，有事以團體名義施

之適，有事以第三者名義發之吉。大凡堂堂正正之事，未有所

忌，則適用本人名義或團體名義。事有所偏，尚有所忌，則宜用

部下名義或第三者名義，此不可不察也。」 

23． 變是常理 

變者，宇宙間一切事物之常象也。宇宙間一切事物之質量、

時間、位置不同。因之，其變之程度亦異：有遲速、有大小、有

輕重。而其複雜縱錯，則未有如革命政爭者。此其成敗常繫乎變

之解決也。故從事鬥爭者，不明變，以及其關係、地位，而知所

預防，或臨頭突破，鮮未有不敗。反之，鮮未有不成。變之關係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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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知篇 

1． 謀動之極：無聲無形 

動莫大于不意，謀莫大于不識。不識者，我無形也。夫無

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反之，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知

之拙。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殆。 

2． 知己、知彼、知時 

空談大敵，形動是寶。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終。知則必先

知己知彼，以至知時。知己者，知我之虛實也。知彼者，知敵之

虛實也。知時者，知環境時勢也。由知而計，依計而行，是行不

失于盲動矣。 

3． 臨機應變 

計劃綦要，夫人知之。然計劃者，亦僅工作之準備而已。工

作進行之後，由于本身、對象、環境往往發生變動，而賜與之困

難、變化，常為當初時所豫想不及。斯時，有臨機應變，以完成

計劃者。亦有僅能完成計劃十之幾者。亦有至于變更某一部分之

計劃，以達成者。夫計劃仍有如此變動，此為吾人不可不先知

也。 

4． 專家之重要 

夫善觀敵情者，見微知著，見此知彼，見真知偽，見止知

動，以至于無所不知。知之效率如此，此用間之所以貴乎得人

也。故欲偵知軍事之秘密，必須用精于軍事者。欲偵知政治之秘

密，必須用精于政治者。欲偵知經濟之秘密，必須用精于經濟

者。不然，吾未見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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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知與用間 

欲破秘密，必先知秘密之所以存在。秘密之所以存在者，基

于彼一切之秘密也。故破之極難。然亦非無法。其法在于先知。

第一、使人遲圖加入彼之組織，因是而知之也。第二、偵知彼中

之失意者而收買之，因是而知之也。第三、施行嚴密查檢，捕得

彼中人，而威迫利誘之，因是而知之也。知之，則破之易矣。 

6． 四十三計 

古今之計誠多矣：有美人計、有苦肉計、有迂回計、有色圍

計、有孤立計、有稱病計、有託宴計、有詐降計、有震駭計、有

遷延計、有逃避計、有空城計、有勇示怯計、有智示愚計、有富

示窮計、有強示弱計、有近示遠計、有用示不用計、有先親後離

計、有先與後取計、有先散後集計、有先危後安計、有親而離之

計、有卑而驕之計、有佚而勞之計、有借此制彼計、有虛結金蘭

計、有政略結婚計、有因糧于敵計、有逐個擊破計、有以毒攻毒

計、有聲東擊西計、有遠交近攻計、有宗教利用計、有鬼神假託

計、有調虎離山計、有借屍還魂計、有移屍嫁罪計、有登高去梯

計、有破斧沉舟計、有狡兔三窟計、有堅壁清野計、有將計就計

計，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此為吾人不可不先知也。知之者，即

所以防之也。用之者，乘其不備，出其不意也。 

7． 因敵制宜 

水流無常形，制敵亦無常策。策而至于常，敵必知之。敵知

之，是我不能制敵，反而敵制我也。故善制勝者，無留戀，不拘

泥，唯因敵之變化而立策以制之，是謂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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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領袖篇 

1． 領袖之事 

領袖之事：思慮、用人、指揮、應付。 

2． 領袖之六危 

領袖之危，孰甚于此？一曰：猶豫不決。二曰：自恃而不好

謀。三曰：舉棋不定，無一貫之主張。四曰：親小人而遠賢人。

五曰：賞罰不公，以喜怒出之。六曰：不正已，任下放恣。有此

六者，必敗也。 

3． 領袖之六強六弱 

領袖有六強六弱：一曰：度量寬宏，二曰：開誠布公，三

曰：廣攬人才，四曰：愛護同志，五曰：努力求知，六曰：歡迎

忠言，勇于改過。此謂之六強也。一曰：不捨小過，二曰：用人

不專，三曰：僥倖得失，四曰：事後多悔，五曰：吝嗇金錢，六

曰：溺于不良嗜好。此六弱也。 

4． 領袖之智識 

領袖必需有領袖之智識，領袖而無或缺領袖之智識，吾未見

其能大成，吾亦未見其能安民救國也。大凡領袖知古，亦須知

今，知政治，亦須知軍事。夫知古不知今則昧，知今不知古則

缺，知政治而不知軍事則短，知軍事而不知政治則亂，此必然

也。 

5． 領袖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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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者，集群之生命也。亦敵人眼中釘也。是故，敵人之謀

害，刺客窺伺，莫不盡其技倆。此領袖的安全之所以必須講求

也。固然，領袖決不怕死，然以無謂之遭難犧牲，則非避免不

可。此領袖的安全，必須有機關以司專責也：一、對于領袖之出

入、集會、家居之時，力加戒備，以弭患于無形。二、對于領袖

之所在地，及敵人活躍地域，乃張設偵查網，以圖豫知敵人之陰

謀，而知所制先。是則領袖的安全可期矣。領袖之安全，即全體

之安全，重要曷可言喻。 

6． 編制與通訊 

夫治眾如治寡者：編制嚴密是也，令遠如令近者，通訊完善

是也。蓋有嚴密之編制，十人有長，百人有長，千人有長，萬人

有長，大長治中長，中長治小長，小長治眾人，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何況又益以鐵之紀律乎？至於通訊機關完善，電話也

有，播音機也有，無線電也有，飛機也有，汽車也有，是數時內

可遠往萬里指揮也，是在國內可以指揮遠隔重洋之僚屬也。一元

首統治一國也如此，一領袖統治全世界也亦如此。 

7． 親民：簡單、熱情 

與眾約，貴乎簡單，誠以簡單則易記、易行也。與眾說，貴

乎熱情，誠以熱情則易得感動也。 

8． 寧靜政遠 

喜怒者，亂也。抑之則吉，乘之則凶，此用事之必然因果

也。方其用事也，必須超乎感情之外，沉遙于理智之中，心如古

井，眼如明燈，見是則為，見非則歇，見利則動，見害則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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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計也。夫怒者，痛恨也。喜者，興奮也。痛恨可以復平，

興奮可以復靜，而敗事則不可以復救，亡國則不可以復存，此自

古之善鬥者無喜怒也。 

9． 誠術因用 

剛柔互用者強，純剛純柔者亡。恩威並施者得，純恩純威者

失。正奇兩用者勝，純正純奇者覆。誠術因用者利，純誠純術者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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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團篇 

1．集團之事 

集團之事：籌劃、賞罰、增進效率、對外鬥和。 

2． 集團之生存力 

集團之生存：一曰感化力，二曰強制力，三曰經濟力。夫所

謂感化力者，領袖賢明，下自悅服是也。所謂強制力者，立有紀

律，人人不得干犯是也。所謂經濟力者，人人賴以生存及一切活

動有資是也。是故，三者強弱，興亡繫之。 

3． 集團之七害 

夫集團之害有七焉：一曰陰結小組，肆意傾軋。二曰專講是

非，以私動眾。三曰竊取機密，私通敵人。四曰談相算命，妖言

惑人。五曰見害巧避，見利先爭。六曰寅緣運動，納賄害公。七

曰視上若閒，工作敷衍。是故，是類份子不除，其亡無日矣。 

4． 起事正名 

凡起事，必先正名。名者，表也。名之正否，固不足以支配

事之成敗，然足以影響事之發展則有餘。名正者，宜于號召鼓

吹，含有攻心之力也。 

5． 防禦與攻擊 

鬥爭之事，亦不外防禦與攻擊。防禦者，防禦敵人之破壞

我，分化我，侵占我之地盤也。攻擊者，從事宣傳，領導民眾，

及指揮民眾軍隊，倒亂攻擊敵人也。大凡防禦貴固。是故，統一

我之意志，整齊我之步伐，威之使膽寒，害之使不敢至，牽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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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能動。則彼又烏得為禍我哉？攻擊貴猛。即乘其不備，伺其

弱點，集中打擊也。抑尤有進者：大凡攻擊出于防禦。自古未有

以防禦勝敵者。故善鬥者，不攻防並用，則始防終攻，以期制

勝。此為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6． 以政領軍 

昔之奪取政權者，僅以軍隊組織。今之奪取政權者，益以政

治組織。軍事組織者，伐兵也，攻城也。政治組織者，伐交也，

攻心也。是故，有政治組織，無軍事組織則空。有軍事組織，無

政治組織則缺。抑尤有進者：軍事組織支配政治組織，其國易

亂。政治組織支配軍事組織，其國可安。 

7． 政黨組織 

政治組織者，政府也。其最高者，黨也。黨之要素：為主

義、為份子。份子貴精，亦貴多。多者，量也。精者，質也。量

質兩全主義，此黨之要求也。夫所謂精之份子者，不外：一曰有

智識，二曰有才幹，三曰服從命令是也。然談何容易，必也憑乎

事後之訓練，以及嚴厲之督導與制裁。何況人性喜逸惡勞，愛自

由，厭拘束，樂安全，怕危險乎？由是而論，此各級幹部所以貴

乎得人也。兵法曰：「招兵易，選將難。」正此之意。故各級苟

有精良之幹部負責，吾不信若何份子未有不變質，亦未有不如願

如償者。鸚鵡能言，鸽鳥傳遞，猴子演劇。大凡各級幹部，在平

時，貴選定。在非常時，貴委派，或圈定。模仿軍隊式組織，此

值得研究也。 

8． 革命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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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長期鬥爭之工作也。其勢必須要有根據地。根據地

者，前進之準備場，退卻之收容所也。其條件為出海自由，為天

然屏障。夫革命苟無是種地帶，必至前進困難，退卻混亂，其害

曷可勝言？至其設備：如學校也，兵工廠也，工作人員病院也，

均為不可少。此係就諸已取有地盤而言。至無地盤時，亦須以中

立國，或敵人勢力所不及之地為之，以期補救焉。 

9． 統一與安定 

與敵爭前，莫急于內部之統一。與敵爭時，莫急于內部之安

定。夫內部不統一，則力量不能盡量發揮，易為敵人擊破。泊與

敵爭時，挫折失敗，勢所難免。因之謠啄頻興，造成內部之動

搖，亦勢所難避。此安定之事，必須計圖也。然則，將何計圖

乎？曰：或先或後，或正或侧，注射安神強心之劑也。若然，是

可以言持久鬥爭矣。 

10． 清除不良份子 

上級命令貴正確，下級命令貴服從。是故命令潦草而發，其

發愈多，其敗事亦愈甚。下級份子倘若反抗命令，或是口是心

非，其勢必破壞戰線之統一，造成行動之支離。是縱有千人之

鬥，不如百人之鬥，縱有萬人之鬥，不如千人之鬥也。一馬之

敗，實足害群，此不良份子必須徹底清除也。由上觀之，一個集

團，既須有健全之首腦，亦須有忠純之手足，此易明之事也。 

11． 政治迂回 

政治者，迂回也。遇有障礙不能突破，則須迂回以達目的，

此難免之事也。夫迂回者，右傾之謂也。但政治在過程中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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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決不能斷為反動或反革命。其反動或反革命，則視乎最後之

如何，以及在此過程中，起碼應為工作之如何。俗言：在野左

傾，在朝右傾，亦非無理。 

12． 善用宣傳 

人者，政治之動物也。政治者，人之精神糧食也。政治之良

否，人必關心。其良則向之，其惡則背之，此常情也。故善為政

者，必求其所以支配之。集中視線，轉移視線者，支配人心之法

則也。所謂集中視線者，我為善，大宣特傳，喚起注意，使之悅

服，以圖常向我也。所謂轉移視線者，我偶為不善，或僨事，將

使人心惶惶，恣怨叢生，則急為別善，大宣特傳，新其注意，使

之參加，以謀勿背我也。斯二者善為運用之，是人心在我掌握中

矣。 

13． 順應民心 

天下人心，貴順惡逆，順者恆存，逆者恆亡。是故，眾人皆

欲友之，而汝獨親之。眾人皆欲殺之，而汝強用之。眾人皆欲興

之，而汝獨廢之。眾人皆欲革之，而汝獨留之。如是，天下必

亂，而己未有不亡者。雖然，凡為政者，逆民心時，在所難免，

苟速回頭，亦未不可挽狂瀾也。 

14． 善用結社集會 

結社可以集中力量，集會可以吸收人心。是故，欲說服各種

專家也，則召集各種專家會議。欲說服學生領袖也，則召集學生

代表會議。欲說服工人、農民、商人領袖也，則召集是種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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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固然，召集有因，尤須有道。主持者，貴長雄辯，尤貴虛懷

若谷。 

15． 善用計倆 

方其在野也，調必高唱；泊乎在朝也，琴可低彈。尤宜者，

以商聲而代之以羽聲，以繁華林而代之以三味線 。 

16． 有功必賞 

夫集團之事，孰有重于賞罰者哉？賞罰貴嚴明，嚴明固屬盡

善盡美。但應罰而不罰尚可為，至應賞而不賞，影響尤大。蓋前

者，可以表示寬大，令其感恩，勉其圖報。而後者，反證為昏

庸，溺于忌功，賢者唯有他去。至賞貴乎速，更貴乎誠。 

17． 宣傳者，詭道也 

宣傳者，詭道也。是故有可說無，無亦可說有。難可說易，

易亦可說難。危可說安，安亦可說危。禍可說福，福亦可說禍。

虛可說實，實亦可說虛。敗可說勝，勝亦可說敗。是手段也，對

內對外，均可活用之。 

18． 心理戰 

宣傳者，心理征服之武器也。效力之大，人所共知。其種類

大別為二：一曰對內者，一曰對外者。其對內者，在鼓吹前進，

排除謠言，鞏固戰線也。其對外者，又分兩種：一曰對敵人，一

曰對中立者。其對敵人者，在摧毀鬥志，破壞一致，促成內部崩

壞也。其對中立者，在使對我同情，對敵反感，促成援助我，或

加入我之戰線也。然則，此目的將何達乎？曰：必須採取不擇手

段之法則，如煽動也，高唱也中傷也，嫁罪也，揚己也，製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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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也，均可因時因事為之。此巧莫巧乎宣傳，密莫密乎宣傳，偽

莫偽乎宣傳者也。 

19． 虛偽之宣傳 

虛偽之宣傳，僅能騙人于一時。決不能騙人于永久。正大之

宣傳，不獨可服人于一時，而且可服人于永久。雖然，二者未必

不可因用也。誠以正大之宣傳有時而窮，勢非用虛偽者不足以濟

之。有事也，亦僅在取勝于一時。 

20． 全面抗爭 

有一動，必須有他動以佐之。今日之鬥爭，僅憑單純之行

動，奏果殊難。是故有軍事之行動，而無政治之動則拆 。有政治

之動，無文化之動則夭。有外交之動，而無宣傳之動則孤。善鬥

者，善用其主，亦善用其佐。佐者，因主而用之也。 

21． 群眾運動 

領導群眾者上，妥協群眾者中，屠殺群眾者下。有背景之群

眾運動難應付，無背景之群眾運動易處理。群眾運動猶氣，順之

則消，逆之則漲。 

22． 總體戰 

有人曰：「各黨之爭，其成敗視乎主義孰適，政策孰宜，宣

傳孰力，組織孰強，國際孰能利用矣。然則，兩軍之戰，其勝敗

視乎若何？」余曰:「視乎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兵眾孰精，機械

孰良，天地孰得，內部孰固，財政孰足，生產孰富也。合此八者

而比之，吾知勝負矣。然尚有最重要之外交問題者在，誠以外交

之孰得孰失，亦足以決定勝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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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神力 

鬥爭之事，不憂乎物質力之缺少，而懼乎精神力之衰弱。此

優越之精神力必須振作也。優越之精神力者，志氣壯旺，人懷必

死之心也。是故有此精神力，以守則固，以攻則取。物質力缺少

于一時，決不能缺少于永久。是故物質力雖強，而精神力弱之集

團，僅等于軀殼空存。物質力雖弱，而精神力強之集團，必可蒸

蒸日上。然則，強大精神力從何而生乎？曰：生于革命之主義，

嚴密之組織，偉大之領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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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人篇 

1． 知人之法 

知人難，有知之才，知之法，則不難。知之才，暫置勿論。

知之法，吾於此言之：大凡欲知其智，則咨之以謀。欲知其勇，

則臨之以禍。欲知其信，則約之以期。欲知其廉，則試之以財。

欲知其慾，則誘之以色。欲知其口才，則使之登壇。欲知其沉

著，則醉之以酒，告之以危。欲知其學問，則問之以難，使之為

文。欲知其負責心，則委之以事，觀其諾言。欲知其志其誠，則

常與深談，或使第三者與之交遊。此外，尚須注意者，觀人不可

觀于相貌，一也。詢彼之朋友同鄉以明其歷史，二也。有其長，

必有其短，如長于智者，往往短於勇。長于勇者，往往短于仁，

三也。假以相當時日，或與之同住，四也。如是，可以語于用人

矣。 

2． 用人之法 

夫用人者，用其忠，用其才也。全才難得，苟有一藝一技之

長，均可用也。而最關重大者，莫若其忠。夫以今日社會之複

雜，人心之難測，萬一不慎，延入奸者，其為禍豈淺鮮哉？是

故，對於奸者，雖兄弟親戚皆棄之，縱認有其長而用之，亦必時

加警戒也。此係就已知者言之。至尚未鑑別其果忠果奸，有時不

得不用之，將若之何？曰：實施管轄負責之制也。即用某人于某

部某課，而其某部某課之長，須負考查檢視之責，務將其人之一

切判明于平日，以免受騙于有事之時。此用人不為人所累之法

也。 

3． 適材、適地、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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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貴乎適材適地。適材者，所以使之展其所長也。適地

者，所以使之克服人事困難也。此外，適時，亦須略加注意焉。

其中，則以適材為第一。是故，不長于理財者，而使之理財。不

長於宣傳者，而使之掌理宣傳。不長于外交者，而使之主持外

交，欲成臧事，吾未見也。 

4． 智囊團隊 

吾未見不好謀而有成者，吾亦未見無心腹而有為者。固然，

領袖用人，非限于心腹，其他如耳目、口舌、手足之才，亦莫不

須俱收並蓄。但其重要，則未有如心腹者。心腹者，參謀也。其

資格為忠智之士，一切機密均可披露也。夫事之成敗，深繫乎機

密。機密者，重大之事也，往往非一人能處理得宜，必有心腹，

以供諮詢，以發奇謀。更就心理言之：凡一事之來，一念之生，

本人以責任所在，難免感情衝動，囿于見鮮。斯時，為心腹者，

則立于客觀地位，其頭腦冷靜，其觀察自由，其判斷出于真實之

感覺，此其所以能助成動而不迷，舉而必成者也。 

5． 更新人才 

工作之進展，範圍之擴大，人才之需要，亦隨之增加。故善

用人者，必隨時物色新的人才。夫新的人才，除用其才外，尚足

以監督舊者，刺激舊者，削弱舊者。蓋舊者其佐我已久，其權勢

已大，難免驕慢放恣，蒙蔽我，包圍我。至新者，則以根基未

固，時感動搖，必恐舊者議短乘隙，勢必盡忠我，效力我，亟圖

立功建績，兩者互相牽制，互相維持，而我又從中善為統馭，是

我之內部日固，事業日益發展矣。 

6． 用人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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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人有術焉：一曰：有可用于此時者，未必可用于彼時。

一曰：有可用于主持外務者，未必可用于主持內務。一曰：有可

交與權者，未必可使之有力。一曰：有可委與事者，未必可交與

財。知此，是可以收用人之大效矣。 

7． 馭下之要 

馭下之要：僅能委之以事，不能告知以意。只能曉之以利，

不能告之以害。夫不告以意者，所以免彼懷疑誤會也。不告知以

害者，所以去彼畏縮不前之病也。充分指正其短處，盡量鼓勵其

前進，此馭下之要務也。 

8． 用士之法 

夫用人之道：欲使士至者，招之以理，尊之以爵也。欲使士

服者，身體力行，賞罰無私也。欲使士死者，待以至誠，感以主

義也。夫使士至非難，而使士服士死則難，此吾人所以常見先至

後叛，貌合神離之象也。原夫所謂士者，智識階級也。既談思

想，又主名利，故非應付得宜，鮮得終為我用也。 

9． 使人之法 

革命之事，固屬糾合最優秀、最覺悟之份子而努力之。然有

時亦可使貪、使劣、使愚、使惡、使流氓、使土匪，推至于無人

不可使。問題之所在，視如何使之耳。是故，善使者，不蒙其

害，常取其利，臨機應變而使之，而清之，此收利之道也。 

10． 分合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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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運用也，有合有分。合有時而窮，必速分以濟之。分而

至于可為，必亟合以成之。然合易分難，而由分返合更難。此所

謂非聖智之領袖不能運用也。 

11． 栽培新血 

欲圖大舉，創辦學校，實為急不容緩。夫創辦學校者，所以

吸收青年，擴大下層力量也。誠以下層力量，乃上層之基礎，如

樹之于根，若水之于源。根深蒂固，源深流遠。故智者，一有機

會，莫不出此。誠以由是場所養成之份子，其接觸多，其了解

深。又以師生同志關係，自然感情深，團結力強。是故，以之為

我下層基礎，其基礎必固。基礎固，是攻守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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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敵篇 

1． 認清敵友 

認清敵友者，鬥爭之大事也。鬥爭之事者，長期活動之工作

也。在此過程中，敵友之變，因時而異。是故昔日之敵，未必不

可變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未必不可變為他日之敵。鬥爭之

事，常因對此認清不足，以致轉彎無從，斷送前途者，曷可勝

數。此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2． 先立于不敗之地 

實可以破虛，虛亦可以破實。夫以虛破實者，出奇不意，可

偶而不可常也。以實破虛者，此為吾人應努力之方向也。是故，

吾之有虛，務求其實，一切均實，此立於不敗之地也。 

3． 制勝之道 

不能即取，即須待機。然必先治已。是故以靜待躁，以勇待

怯，以佚待勞，以正待邪，以治待亂，此致勝之道也。 

4． 避實擊虛 

敵之攻我者，避我之強，衝我之弱也。故善禦者，對己之

弱，則裝強，使敵避之。對已之強，則裝弱，誘敵墮入我術中

也。 

5． 餌兵勿食 

敵之餌我者，勿食也。敵之佯和者，勿聽也。敵之詐降者，

勿收也。敵之嚇我者，無懼也。是故，智者以存，愚者以亡。 

6． 亂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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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爭之要，在乘乎敵之弱點。敵之內訌者，弱點也。敵之財

窮者，弱點也。敵之腐化者，弱點也。敵之孤立者，弱點也。敵

之眾叛者，弱點也。敵之外交失敗者，弱點也。敵之領袖死亡

者，弱點也。是弱點也，即俗之所謂機會也，乘而攻之，必可力

半功倍。然則，敵無弱點，將若之何？曰：製造之也。 

7． 衢地合交 

方與敵爭，中立者之向背，亟宜注意之！中立者，如錘之于

秤也。彼之相背，小足以影響工作中順逆，大足以支配大局之成

敗。故善制敵者，不使其依然固守于中立地位，則必誘之加入我

的陣營，絕不讓敵人依其意志之如何，此致勝之方也。 

8． 借此制彼 

吾未見以全世界為敵者，吾亦未見與全國為敵者。何則？孤

立故也。故善制敵者，不聯甲以制乙，則聯乙以制甲，以期達到

目的也。雖然，孤立亦非絕對不可偶為，是在視乎本身力量與時

勢之如何耳。 

9． 利害之運用 

有敵也，非利不足以取之，非用不足以滅之。然用之利之非

難。而取之滅之則難。蓋我用彼利彼之後，而彼當亦必有所以警

戒我，牽制我，妨害我。故欲取之滅之，勢非大智者，鮮難奏效

也。 

10． 因時與敵 

倒敵之法： 有激烈者，有緩和者。所謂激烈者，施行威力，

一氣清除之也。然其反抗力強。所謂緩和者，採取和平手段，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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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削弱之，以至最後消滅之也。故其反抗力弱。用之，則曰：因

時與敵。 

11． 克敵之法 

克敵之法：查知其性格，所短而攻之，此不可乎之事也。大

凡暴躁者，可激怒之。懦弱者，可恐嚇之。無謀者，可巧取之。

貪財者，可賄賂之。多疑者，可震擾之。驕矜者，可長成之。好

色者，可色迷之。無所謂者，可勸降之。頭腦簡單者，可欺騙

之。然彼左右之如何，亦足以影響支配之，此又不可乎之事也。 

12． 亂敵之法 

亂敵之法有四：一曰：誑事于外，使敵間知之而返報。一

曰：佈謠言于外，使敵間知之而返報。一曰：收買敵方官吏間

諜，使之偽報。一曰：故意使我間諜為敵所擒，而將錯知錯供。

如是，敵必惑于知我，惑于知我，是敗之媒也。 

13． 引友殺敵 

茲有敵于此，我不能攻之，有人欲攻之。斯時，則宜縱其

惡，長其罪，以激人起而攻之也。人攻之，則我乘其危。 

14． 力、財、智之用 

兵者，征服敵人也。金錢爵位者，收買敵人也。一曰力，一

曰財，而運用之則曰智。此力、財、智三者，奸雄常用之以制霸

焉。奸雄者，倖成而非久也，為己而非為他也。英雄者，于利、

于財、于智之用，在民與國，其勝雖難，其成則久。 

15． 分化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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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力大，難攻不落，奈何？曰：分化之也。分化之道，貴

因其隙。分化之法，莫善用間。用間之法有三：一曰反間，一曰

潛間，一曰刊間。反間者，收買其代表、間諜、部下而用之也。

潛間者，遣間潛入敵地散佈謠言也。刊間者，創辦或收買報紙，

刊佈流言，暴露隱秘也。三間俱起，敵人莫測，由互相疑忌，而

至交惡。由交惡而至分裂混亂，一至分裂混亂，我并力攻之，此

制勝之機也。 

16． 敵之可用 

我力大，雖敵可用。 

17． 迎士用士 

對于學者，敵逐之，我迎之。 

18． 善用外交 

外交者，非正經之道，亦非君子之行。其立也以詐，動也以

利，變也離合，波詭雲譎，莫知其極。外交者，專門也，無其才

而負其責，貽笑四鄰，有其才而負其責，不血勝人，要之。在外

交上，雖友變敵，敵變友可也。 

19． 政治勝于武力 

政治之包圍，勝于武力之攻取。是故，以政治屈人者全，以

武力屈人者缺。善勝人者，喜政治，不喜武力。武力者，政治之

後盾也。用之為不得已。是故，政治無武力則危，武力喜用則

窮。 

20． 以謀取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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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可勝柔，柔亦可勝剛，剛可勝剛，柔亦可勝柔。夫剛勝柔

者，以武力勝之也。柔勝剛者，以謙遜勝之也。剛勝剛，柔勝柔

者，以謀術勝之也。 

21． 敗裏求生 

取勝不能，慘敗于敵，此整理力量，補充力量之時，非即起

反攻之時也。蓋敵勢方張，我方衰敗也。須待其弱點發生，然後

并力反攻。 

22． 收編之法 

敵在朝，我在野。斯時，有叛敵來歸者，其初絕不可深信重

任也。須先使之加入小組工作，或派往別地活動，令其竭力反

敵，久而久之，其形跡已無可疑方可。不然，倘中其詐降之計殆

矣。反之，敵在野，我在朝。斯時，有叛敵來歸者，宜優遇之，

使之竭力反敵，又宜以誠以利吸收其他份子來歸，以謀拆散彼之

陣營。 

23． 持久戰 

勝敵之事：一勝者上，二勝者次，三勝者下。勝敵而敵又

起，勝敵而生別敵更下。下者，亡之媒也。是故，善勝敵者，不

急急于一時，而期以五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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