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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1950 年先父将其所收集的中国兵学书籍，放在一个箱子里从

大陆带至台湾的。他过世之后，先母舍不得丢弃它们，1976 年又

把它们带至美国，存放在我家里。其间我曾翻阅过它们，却无暇

研究。2013 年初，我们兄弟决定出版为纪念先父的《李浴日全

集》。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我们收集了几乎所有先父的著述，重

新排版、校对，即将在 2014 年 4 月间印行出版。2013 年年底，

《全集》的主编要我再找些先父的书信手扎时，让我想起了那箱

收藏。再度检阅它们时，赫然的发现了此书的原稿，细读之后，

就把它整理成 MS Word 文檔。经其它编辑阅读之后，一致认为也

应加入《全集》之中。 

本书的原稿是先父用毛笔字写在稿纸上的，约一万字左右。

初稿大概是他 1933-1937 年在日本留学时完成的。但从笔迹上可

看出，他在 1955 年去逝之前亦在初稿上做过修正和小幅度的增

减。 

 1933 年前，先父出版过几本有关政治方面的书籍。但 1937

年后，他出版过的书籍和发表过的文章，则大多是在军事方面

的。此稿从未公诸于世，是曲高和寡？是敏感议题？是没有新

意？……个中因由我无法知道。 

  但从他的年谱上来考证，1933 年前，他热衷于政治，积极

参与当时国内的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希望从政治上的建设去为振

兴中国尽力。在留学日本期间，却看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和列

强对中国无情的侵略剥削，因而专注在军事、兵学方面的研究，

希望以军事上的建设去抵御外侮、巩固国防为优先。回国之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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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加入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行列，以阐扬中国固有兵法，介绍

列国最新兵学，造成文武合一风气和提高抗日战士斗志为己任。

即使在国共对抗期间，国内外的氛围亦是以军事为主。此稿就被

搁置于一旁了。 

 本书原稿无序言，我无法得知先父著作此书的原意。从他一

生的志趣来看，大概是他以在国学和军事上的智识而在政治上作

的一个论述，期盼人们能了解政治的原理和策术，积极参与政

治，进而将中国发建设成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强国。 

此书此次出版，渥承吾学长张孚威赐序一篇，谨此致谢。 

李仁雄 

 二〇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记于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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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序 

台湾师大附中实验班及新竹交通大学李仁雄学长来 Skype,嘱

我为其先翁李浴日将军大作《政略政术》写篇序，顿时受宠若

惊，兴奋不已。 

李浴日将军是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与蒋百里、杨杰同

为中国近代军事巨擘，驰名海内外。 

《政略政术》一书是李仁雄学长近日发现其先父早期著作。

其内容杂采易理的变，儒家的仁，法家的术，道家的虚柔，墨家

的尚贤，王廖（战国）的先，兵家的无常，（唐）赵蕤的长短经

及（三国魏人）刘邵的人物志，揉入近代的民主社会中，突出领

袖及政党政治的重要性与运行原则。 

 《政略政术》一书是中国千年文化之集大成，不可多得的好

书。李浴日将军七、八十年前有此高瞻远瞩，古为今用，与时迁

移，随物变化的眼光及广大胸怀，更是我辈必须学习之处。 

张孚威  

二〇一四年一月十四日完稿于加州悠然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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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篇 

1． 智、仁、勇 

智仁勇者，一也。仁者，中心也。有智无仁则险，有勇无仁

则暴。是故，吾人常见救天下者以智勇，乱天下者亦以智勇，何

也？关键问题，仁之一字耳。是故，弃仁之智勇虽胜，偶胜耳。

秉仁之智勇虽败，暂败耳。智仁勇三者合一，此取夺政权之大道

也。 

2． 大公无私 

公者，治国之本也。夫公则无私。是故，言论无私，计划无

私，升迁无私，理财无私，则谁不悦服，又谁不愿为我戮力？夫

公者，弭乱剂也，又兴隆本也。自古公天下者，莫不治，又莫不

兴。私天下者，莫不乱，又莫不亡。 

3． 奇正相辅 

用兵以奇正，政争亦以奇正。正者，主义政纲也。奇者，阴

谋诡计也。是故有奇无正，则仅见其争夺，不足以益于国家，有

正无奇，则陷于空谈，难以收实际之效。要之，一明用，一暗

使，此成事之母也。 

4． 因权制宜 

权谋诈术者，侧道也，自古未有不用侧道之斗争，亦未有专

用侧道可以成大业者。侧道者，不得已而用之也。是故，用之以

扑灭恶魔，用之可也。用之以救国安民，用之可也。不然，徒用

之以相残杀，是自甘为天下之蟊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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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斗争象水 

斗争之事如水，如水之静秘，如水之怒号，如水之冲击，如

水之旋回，如水之奔腾，如水之细注，如水之洋洋，如水之汹

汹。是故不知水之理，亦不知斗争之理，水之形声变化无穷，斗

争亦犹是焉。 

6． 仁师义战 

为富贵而杀人者，贼也。为救人而杀人者，仁也。是故，为

救人也，纵杀百万亦无过。反之，为富贵也，虽杀一人，犹死有

余辜。夫为救人而杀人者，杀其所应杀也。为富贵而杀人者，杀

其所不应杀也。革命与反革命，于此判然。 

7． 防患消祸 

夫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无形者，至善也。唯其至善，故能自

保而全胜也。此为在乎先知本身弱点之所在。盖本身弱点之所

在，即祸患之所由起也。此外，环境之变迁，敌人之消长，亦须

时加研究焉。夫防之于未然，弭之于无形则易，反之则难。此所

谓火成燎原，势难扑灭也。 

8． 宽严治国  

平乱也，治国也。自古有成于纯宽者，有成于纯严者，有成

于宽严中和者，有成于始宽终严者，有成于始严终宽者。夫声不

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

也。治则不过宽严，宽严之变，不可胜用也。对症下药者，此良

医也。 

9． 诚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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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者，力也。无力固不足以斗争，力小亦不足以成事。力

之种类有五：一曰党力，二曰武力，三曰民众力，四曰经济力，

五曰国际力。是故，从事斗争，必先集力，亦可一面集力，一面

斗争。而集力之法：术与诚。 

10． 机动 

政争之行动，亦如军事然。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不动如

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夫疾如风者，举止迅速，不可捉摸

也。徐如林者，机会未至，采取渐进主义，或静观态度也。不动

如山者，勿为威迫利诱也。难知如阴者，隐匿我之企图，使敌无

从窥知也。动如雷震者，机会成熟，集中打击，一举打倒敌人

也。 

11． 知所变通 

斗争者，难事也，亦危事也。是故，杂地无留，敌地变装，

白昼则匿，夜间则行，入狱则赂，难逃则谋，交友必约，行装必

简，策谋必密，途有所不由，利有所不取，害有所不避。凡此变

则，此从事斗争者不可不知也。其成也以此，其败也亦以此。 

12． 扭转乾坤 

力弱则联合， 

责大则分担， 

怀疑则警戒， 

不决则谘谋， 

势穷则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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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情机微 

人之情也：同心相爱，同患相济，同敌相合，同艺相非，同

利相忌，同贵相残。善斗者善能利用之，亦善能警戒之。 

14． 组织、作势、造形 

组织可以医乱之病，作势可以医怯之病，造形可以医弱之

病。是故，善斗者，组织而使之治，作势而使之勇，造形而使之

强。 

15． 自强与任势 

不知从文化运动到政治运动者突。不知先宣传后倒敌者逆。

不知自救而徒求人者灭。不知节制生活以康健躯体者悲。不知积

资以为生死关头之用者穷。不知先正己而后正人者空。 

16． 掌握先机 

先者，速也。凡百事务，先人至，先人为，均取胜之机也。

是故，对于要地也，吾则先占据之。对于敌之爱地也，吾则先夺

取之。对于中立者也，吾则先联络之。对于纯洁人才也，吾则先

延揽之。对于蓄意谋反者，吾则先驱除之。对于新学术新问题，

吾则先研究、先检讨之。后者，迟也，迟为失败之母。 

17． 败中求成 

夫事之败，往往败于所忽之点耳。是点也，看之似大，亦似

小，顾及则成，忽之则败，甚可怪也。然事忽于一二点挽救犹

易，而忽至数点挽救则难。此行事所以贵审慎，而忌疏忽也。次

之，有事之败，并非在于不知者，而往往在于已知者。是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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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或因为之不力，或因人事经济之不足，此其所以败也。虽

然，事有成亦有败，有败亦有成，在败中求成者，此斗争者应守

之教条也。 

18． 健康为斗争之本 

健康为斗争之本，健康者，内部问题也。「攘外必先安

内」，理之固然。夫人失掉健康，则志气颓唐，精神萎靡，耐苦

不能，振作不得，一切从此休矣，曷谈斗争？故斗争者，未健

康，则求其健康；已健康，则保持其健康，此要事也。大凡居高

为阳，饮清食鲜，嗜好有度，浴运并行，此保健之要领也。此系

就诸平时而言。至在非常时，或难顾及，亦未可知。然平常时之

保健，即非常时之支柱，此不可不知也。 

19． 谨言慎行 

言语多出者失， 

计谋常发者穷， 

嗜好多有者累， 

认识不足者损， 

问病于味者死， 

轻信谗谤者亡。 

20． 利害相生 

凡事有利必有害，有害必有利。利从害生，害从利出。此自

然之理也。故智者，遇利必思所以避害，遇害必思所以转利，求

其安全，登彼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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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死生度外 

视死如生者，英雄也。闻死惊骇者，鸡犬也。鸡犬之怯夫，

干不出英雄之大事。亦犹狗嘴里挖不出象牙。自古之英雄，莫不

置死生于度外，出死入生，死则死，生则生，此其所以能表演惊

人之壮剧，创造历史，开辟一新天地也。夫死者，人之所不免

也。死之迟早，一也。革命之死，胜于无聊之活。悲壮之死，贤

于平庸之生。 

22． 处事用名 

有人问曰：「处事用名有何关乎？」余曰:「所关甚大。有事

以本人名义出之宜，有事以部下名义行之利，有事以团体名义施

之适，有事以第三者名义发之吉。大凡堂堂正正之事，未有所

忌，则适用本人名义或团体名义。事有所偏，尚有所忌，则宜用

部下名义或第三者名义，此不可不察也。」 

23． 变是常理 

变者，宇宙间一切事物之常象也。宇宙间一切事物之质量、

时间、位置不同。因之，其变之程度亦异：有迟速、有大小、有

轻重。而其复杂纵错，则未有如革命政争者。此其成败常系乎变

之解决也。故从事斗争者，不明变，以及其关系、地位，而知所

预防，或临头突破，鲜未有不败。反之，鲜未有不成。变之关系

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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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知篇 

1． 谋动之极：无声无形 

动莫大于不意，谋莫大于不识。不识者，我无形也。夫无

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反之，无谋人之心，而令人知

之拙。有谋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殆。 

2． 知己、知彼、知时 

空谈大敌，形动是宝。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终。知则必先

知己知彼，以至知时。知己者，知我之虚实也。知彼者，知敌之

虚实也。知时者，知环境时势也。由知而计，依计而行，是行不

失于盲动矣。 

3． 临机应变 

计划綦要，夫人知之。然计划者，亦仅工作之准备而已。工

作进行之后，由于本身、对象、环境往往发生变动，而赐与之困

难、变化，常为当初时所预想不及。斯时，有临机应变，以完成

计划者。亦有仅能完成计划十之几者。亦有至于变更某一部分之

计划，以达成者。夫计划仍有如此变动，此为吾人不可不先知

也。 

4． 专家之重要 

夫善观敌情者，见微知著，见此知彼，见真知伪，见止知

动，以至于无所不知。知之效率如此，此用间之所以贵乎得人

也。故欲侦知军事之秘密，必须用精于军事者。欲侦知政治之秘

密，必须用精于政治者。欲侦知经济之秘密，必须用精于经济

者。不然，吾未见其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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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先知与用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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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破之极难。然亦非无法。其法在于先知。

第一、使人迟图加入彼之组织，因是而知之也。第二、侦知彼中

之失意者而收买之，因是而知之也。第三、施行严密查检，捕得

彼中人，而威迫利诱之，因是而知之也。知之，则破之易矣。 

6． 四十三计 

古今之计诚多矣：有美人计、有苦肉计、有迂回计、有色围

计、有孤立计、有称病计、有托宴计、有诈降计、有震骇计、有

迁延计、有逃避计、有空城计、有勇示怯计、有智示愚计、有富

示穷计、有强示弱计、有近示远计、有用示不用计、有先亲后离

计、有先与后取计、有先散后集计、有先危后安计、有亲而离之

计、有卑而骄之计、有佚而劳之计、有借此制彼计、有虚结金兰

计、有政略结婚计、有因粮于敌计、有逐个击破计、有以毒攻毒

计、有声东击西计、有远交近攻计、有宗教利用计、有鬼神假托

计、有调虎离山计、有借尸还魂计、有移尸嫁罪计、有登高去梯

计、有破斧沉舟计、有狡兔三窟计、有坚壁清野计、有将计就计

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为吾人不可不先知也。知之者，即

所以防之也。用之者，乘其不备，出其不意也。 

7． 因敌制宜 

水流无常形，制敌亦无常策。策而至于常，敌必知之。敌知

之，是我不能制敌，反而敌制我也。故善制胜者，无留恋，不拘

泥，唯因敌之变化而立策以制之，是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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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袖篇 

1． 领袖之事 

领袖之事：思虑、用人、指挥、应付。 

2． 领袖之六危 

领袖之危，孰甚于此？一曰：犹豫不决。二曰：自恃而不好

谋。三曰：举棋不定，无一贯之主张。四曰：亲小人而远贤人。

五曰：赏罚不公，以喜怒出之。六曰：不正已，任下放恣。有此

六者，必败也。 

3． 领袖之六强六弱 

领袖有六强六弱：一曰：度量宽宏，二曰：开诚布公，三

曰：广揽人才，四曰：爱护同志，五曰：努力求知，六曰：欢迎

忠言，勇于改过。此谓之六强也。一曰：不舍小过，二曰：用人

不专，三曰：侥幸得失，四曰：事后多悔，五曰：吝啬金钱，六

曰：溺于不良嗜好。此六弱也。 

4． 领袖之智识 

领袖必需有领袖之智识，领袖而无或缺领袖之智识，吾未见

其能大成，吾亦未见其能安民救国也。大凡领袖知古，亦须知

今，知政治，亦须知军事。夫知古不知今则昧，知今不知古则

缺，知政治而不知军事则短，知军事而不知政治则乱，此必然

也。 

5． 领袖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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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者，集群之生命也。亦敌人眼中钉也。是故，敌人之谋

害，刺客窥伺，莫不尽其技俩。此领袖的安全之所以必须讲求

也。固然，领袖决不怕死，然以无谓之遭难牺牲，则非避免不

可。此领袖的安全，必须有机关以司专责也：一、对于领袖之出

入、集会、家居之时，力加戒备，以弭患于无形。二、对于领袖

之所在地，及敌人活跃地域，乃张设侦查网，以图预知敌人之阴

谋，而知所制先。是则领袖的安全可期矣。领袖之安全，即全体

之安全，重要曷可言喻。 

6． 编制与通讯 

夫治众如治寡者：编制严密是也，令远如令近者，通讯完善

是也。盖有严密之编制，十人有长，百人有长，千人有长，万人

有长，大长治中长，中长治小长，小长治众人，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何况又益以铁之纪律乎？至于通讯机关完善，电话也

有，播音机也有，无线电也有，飞机也有，汽车也有，是数时内

可远往万里指挥也，是在国内可以指挥远隔重洋之僚属也。一元

首统治一国也如此，一领袖统治全世界也亦如此。 

7． 亲民：简单、热情 

与众约，贵乎简单，诚以简单则易记、易行也。与众说，贵

乎热情，诚以热情则易得感动也。 

8． 宁静政远 

喜怒者，乱也。抑之则吉，乘之则凶，此用事之必然因果

也。方其用事也，必须超乎感情之外，沉遥于理智之中，心如古

井，眼如明灯，见是则为，见非则歇，见利则动，见害则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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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之计也。夫怒者，痛恨也。喜者，兴奋也。痛恨可以复平，

兴奋可以复静，而败事则不可以复救，亡国则不可以复存，此自

古之善斗者无喜怒也。 

9． 诚术因用 

刚柔互用者强，纯刚纯柔者亡。恩威并施者得，纯恩纯威者

失。正奇两用者胜，纯正纯奇者覆。诚术因用者利，纯诚纯术者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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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团篇 

1．集团之事 

集团之事：筹划、赏罚、增进效率、对外斗和。 

2． 集团之生存力 

集团之生存：一曰感化力，二曰强制力，三曰经济力。夫所

谓感化力者，领袖贤明，下自悦服是也。所谓强制力者，立有纪

律，人人不得干犯是也。所谓经济力者，人人赖以生存及一切活

动有资是也。是故，三者强弱，兴亡系之。 

3． 集团之七害 

夫集团之害有七焉：一曰阴结小组，肆意倾轧。二曰专讲是

非，以私动众。三曰窃取机密，私通敌人。四曰谈相算命，妖言

惑人。五曰见害巧避，见利先争。六曰寅缘运动，纳贿害公。七

曰视上若闲，工作敷衍。是故，是类份子不除，其亡无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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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之成败，然足以影响事之发展则有余。名正者，宜于号召鼓

吹，含有攻心之力也。 

5． 防御与攻击 

斗争之事，亦不外防御与攻击。防御者，防御敌人之破坏

我，分化我，侵占我之地盘也。攻击者，从事宣传，领导民众，

及指挥民众军队，倒乱攻击敌人也。大凡防御贵固。是故，统一

我之意志，整齐我之步伐，威之使胆寒，害之使不敢至，牵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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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不能动。则彼又乌得为祸我哉？攻击贵猛。即乘其不备，伺其

弱点，集中打击也。抑尤有进者：大凡攻击出于防御。自古未有

以防御胜敌者。故善斗者，不攻防并用，则始防终攻，以期制

胜。此为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6． 以政领军 

昔之夺取政权者，仅以军队组织。今之夺取政权者，益以政

治组织。军事组织者，伐兵也，攻城也。政治组织者，伐交也，

攻心也。是故，有政治组织，无军事组织则空。有军事组织，无

政治组织则缺。抑尤有进者：军事组织支配政治组织，其国易

乱。政治组织支配军事组织，其国可安。 

7． 政党组织 

政治组织者，政府也。其最高者，党也。党之要素：为主

义、为份子。份子贵精，亦贵多。多者，量也。精者，质也。量

质两全主义，此党之要求也。夫所谓精之份子者，不外：一曰有

智识，二曰有才干，三曰服从命令是也。然谈何容易，必也凭乎

事后之训练，以及严厉之督导与制裁。何况人性喜逸恶劳，爱自

由，厌拘束，乐安全，怕危险乎？由是而论，此各级干部所以贵

乎得人也。兵法曰：「招兵易，选将难。」正此之意。故各级苟

有精良之干部负责，吾不信若何份子未有不变质，亦未有不如愿

如偿者。鹦鹉能言，鸽鸟传递，猴子演剧。大凡各级干部，在平

时，贵选定。在非常时，贵委派，或圈定。模仿军队式组织，此

值得研究也。 

8． 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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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长期斗争之工作也。其势必须要有根据地。根据地

者，前进之准备场，退却之收容所也。其条件为出海自由，为天

然屏障。夫革命苟无是种地带，必至前进困难，退却混乱，其害

曷可胜言？至其设备：如学校也，兵工厂也，工作人员病院也，

均为不可少。此系就诸已取有地盘而言。至无地盘时，亦须以中

立国，或敌人势力所不及之地为之，以期补救焉。 

9． 统一与安定 

与敌争前，莫急于内部之统一。与敌争时，莫急于内部之安

定。夫内部不统一，则力量不能尽量发挥，易为敌人击破。泊与

敌争时，挫折失败，势所难免。因之谣啄频兴，造成内部之动

摇，亦势所难避。此安定之事，必须计图也。然则，将何计图

乎？曰：或先或后，或正或侧，注射安神强心之剂也。若然，是

可以言持久斗争矣。 

10． 清除不良份子 

上级命令贵正确，下级命令贵服从。是故命令潦草而发，其

发愈多，其败事亦愈甚。下级份子倘若反抗命令，或是口是心

非，其势必破坏战线之统一，造成行动之支离。是纵有千人之

斗，不如百人之斗，纵有万人之斗，不如千人之斗也。一马之

败，实足害群，此不良份子必须彻底清除也。由上观之，一个集

团，既须有健全之首脑，亦须有忠纯之手足，此易明之事也。 

11． 政治迂回 

政治者，迂回也。遇有障碍不能突破，则须迂回以达目的，

此难免之事也。夫迂回者，右倾之谓也。但政治在过程中之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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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决不能断为反动或反革命。其反动或反革命，则视乎最后之

如何，以及在此过程中，起码应为工作之如何。俗言：在野左

倾，在朝右倾，亦非无理。 

12． 善用宣传 

人者，政治之动物也。政治者，人之精神粮食也。政治之良

否，人必关心。其良则向之，其恶则背之，此常情也。故善为政

者，必求其所以支配之。集中视线，转移视线者，支配人心之法

则也。所谓集中视线者，我为善，大宣特传，唤起注意，使之悦

服，以图常向我也。所谓转移视线者，我偶为不善，或偾事，将

使人心惶惶，恣怨丛生，则急为别善，大宣特传，新其注意，使

之参加，以谋勿背我也。斯二者善为运用之，是人心在我掌握中

矣。 

13． 顺应民心 

天下人心，贵顺恶逆，顺者恒存，逆者恒亡。是故，众人皆

欲友之，而汝独亲之。众人皆欲杀之，而汝强用之。众人皆欲兴

之，而汝独废之。众人皆欲革之，而汝独留之。如是，天下必

乱，而己未有不亡者。虽然，凡为政者，逆民心时，在所难免，

苟速回头，亦未不可挽狂澜也。 

14． 善用结社集会 

结社可以集中力量，集会可以吸收人心。是故，欲说服各种

专家也，则召集各种专家会议。欲说服学生领袖也，则召集学生

代表会议。欲说服工人、农民、商人领袖也，则召集是种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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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固然，召集有因，尤须有道。主持者，贵长雄辩，尤贵虚怀

若谷。 

15． 善用计俩 

方其在野也，调必高唱；泊乎在朝也，琴可低弹。尤宜者，

以商声而代之以羽声，以繁华林而代之以三味线 。 

16． 有功必赏 

夫集团之事，孰有重于赏罚者哉？赏罚贵严明，严明固属尽

善尽美。但应罚而不罚尚可为，至应赏而不赏，影响尤大。盖前

者，可以表示宽大，令其感恩，勉其图报。而后者，反证为昏

庸，溺于忌功，贤者唯有他去。至赏贵乎速，更贵乎诚。 

17． 宣传者，诡道也 

宣传者，诡道也。是故有可说无，无亦可说有。难可说易，

易亦可说难。危可说安，安亦可说危。祸可说福，福亦可说祸。

虚可说实，实亦可说虚。败可说胜，胜亦可说败。是手段也，对

内对外，均可活用之。 

18． 心理战 

宣传者，心理征服之武器也。效力之大，人所共知。其种类

大别为二：一曰对内者，一曰对外者。其对内者，在鼓吹前进，

排除谣言，巩固战线也。其对外者，又分两种：一曰对敌人，一

曰对中立者。其对敌人者，在摧毁斗志，破坏一致，促成内部崩

坏也。其对中立者，在使对我同情，对敌反感，促成援助我，或

加入我之战线也。然则，此目的将何达乎？曰：必须采取不择手

段之法则，如煽动也，高唱也中伤也，嫁罪也，扬己也，制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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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均可因时因事为之。此巧莫巧乎宣传，密莫密乎宣传，伪

莫伪乎宣传者也。 

19． 虚伪之宣传 

虚伪之宣传，仅能骗人于一时。决不能骗人于永久。正大之

宣传，不独可服人于一时，而且可服人于永久。虽然，二者未必

不可因用也。诚以正大之宣传有时而穷，势非用虚伪者不足以济

之。有事也，亦仅在取胜于一时。 

20． 全面抗争 

有一动，必须有他动以佐之。今日之斗争，仅凭单纯之行

动，奏果殊难。是故有军事之行动，而无政治之动则拆 。有政治

之动，无文化之动则夭。有外交之动，而无宣传之动则孤。善斗

者，善用其主，亦善用其佐。佐者，因主而用之也。 

21． 群众运动 

领导群众者上，妥协群众者中，屠杀群众者下。有背景之群

众运动难应付，无背景之群众运动易处理。群众运动犹气，顺之

则消，逆之则涨。 

22． 总体战 

有人曰：「各党之争，其成败视乎主义孰适，政策孰宜，宣

传孰力，组织孰强，国际孰能利用矣。然则，两军之战，其胜败

视乎若何？」余曰:「视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兵众孰精，机械

孰良，天地孰得，内部孰固，财政孰足，生产孰富也。合此八者

而比之，吾知胜负矣。然尚有最重要之外交问题者在，诚以外交

之孰得孰失，亦足以决定胜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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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精神力 

斗争之事，不忧乎物质力之缺少，而惧乎精神力之衰弱。此

优越之精神力必须振作也。优越之精神力者，志气壮旺，人怀必

死之心也。是故有此精神力，以守则固，以攻则取。物质力缺少

于一时，决不能缺少于永久。是故物质力虽强，而精神力弱之集

团，仅等于躯壳空存。物质力虽弱，而精神力强之集团，必可蒸

蒸日上。然则，强大精神力从何而生乎？曰：生于革命之主义，

严密之组织，伟大之领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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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人篇 

1． 知人之法 

知人难，有知之才，知之法，则不难。知之才，暂置勿论。

知之法，吾于此言之：大凡欲知其智，则咨之以谋。欲知其勇，

则临之以祸。欲知其信，则约之以期。欲知其廉，则试之以财。

欲知其欲，则诱之以色。欲知其口才，则使之登坛。欲知其沉

着，则醉之以酒，告之以危。欲知其学问，则问之以难，使之为

文。欲知其负责心，则委之以事，观其诺言。欲知其志其诚，则

常与深谈，或使第三者与之交游。此外，尚须注意者，观人不可

观于相貌，一也。询彼之朋友同乡以明其历史，二也。有其长，

必有其短，如长于智者，往往短于勇。长于勇者，往往短于仁，

三也。假以相当时日，或与之同住，四也。如是，可以语于用人

矣。 

2． 用人之法 

夫用人者，用其忠，用其才也。全才难得，苟有一艺一技之

长，均可用也。而最关重大者，莫若其忠。夫以今日社会之复

杂，人心之难测，万一不慎，延入奸者，其为祸岂浅鲜哉？是

故，对于奸者，虽兄弟亲戚皆弃之，纵认有其长而用之，亦必时

加警戒也。此系就已知者言之。至尚未鉴别其果忠果奸，有时不

得不用之，将若之何？曰：实施管辖负责之制也。即用某人于某

部某课，而其某部某课之长，须负考查检视之责，务将其人之一

切判明于平日，以免受骗于有事之时。此用人不为人所累之法

也。 

3． 适材、适地、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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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贵乎适材适地。适材者，所以使之展其所长也。适地

者，所以使之克服人事困难也。此外，适时，亦须略加注意焉。

其中，则以适材为第一。是故，不长于理财者，而使之理财。不

长于宣传者，而使之掌理宣传。不长于外交者，而使之主持外

交，欲成臧事，吾未见也。 

4． 智囊团队 

吾未见不好谋而有成者，吾亦未见无心腹而有为者。固然，

领袖用人，非限于心腹，其它如耳目、口舌、手足之才，亦莫不

须俱收并蓄。但其重要，则未有如心腹者。心腹者，参谋也。其

资格为忠智之士，一切机密均可披露也。夫事之成败，深系乎机

密。机密者，重大之事也，往往非一人能处理得宜，必有心腹，

以供咨询，以发奇谋。更就心理言之：凡一事之来，一念之生，

本人以责任所在，难免感情冲动，囿于见鲜。斯时，为心腹者，

则立于客观地位，其头脑冷静，其观察自由，其判断出于真实之

感觉，此其所以能助成动而不迷，举而必成者也。 

5． 更新人才 

工作之进展，范围之扩大，人才之需要，亦随之增加。故善

用人者，必随时物色新的人才。夫新的人才，除用其才外，尚足

以监督旧者，刺激旧者，削弱旧者。盖旧者其佐我已久，其权势

已大，难免骄慢放恣，蒙蔽我，包围我。至新者，则以根基未

固，时感动摇，必恐旧者议短乘隙，势必尽忠我，效力我，亟图

立功建绩，两者互相牵制，互相维持，而我又从中善为统驭，是

我之内部日固，事业日益发展矣。 

6． 用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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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用人有术焉：一曰：有可用于此时者，未必可用于彼时。

一曰：有可用于主持外务者，未必可用于主持内务。一曰：有可

交与权者，未必可使之有力。一曰：有可委与事者，未必可交与

财。知此，是可以收用人之大效矣。 

7． 驭下之要 

驭下之要：仅能委之以事，不能告知以意。只能晓之以利，

不能告之以害。夫不告以意者，所以免彼怀疑误会也。不告知以

害者，所以去彼畏缩不前之病也。充分指正其短处，尽量鼓励其

前进，此驭下之要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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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力行，赏罚无私也。欲使士死者，待以至诚，感以主

义也。夫使士至非难，而使士服士死则难，此吾人所以常见先至

后叛，貌合神离之象也。原夫所谓士者，智识阶级也。既谈思

想，又主名利，故非应付得宜，鲜得终为我用也。 

9． 使人之法 

革命之事，固属纠合最优秀、最觉悟之份子而努力之。然有

时亦可使贪、使劣、使愚、使恶、使流氓、使土匪，推至于无人

不可使。问题之所在，视如何使之耳。是故，善使者，不蒙其

害，常取其利，临机应变而使之，而清之，此收利之道也。 

10． 分合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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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运用也，有合有分。合有时而穷，必速分以济之。分而

至于可为，必亟合以成之。然合易分难，而由分返合更难。此所

谓非圣智之领袖不能运用也。 

11． 栽培新血 

欲图大举，创办学校，实为急不容缓。夫创办学校者，所以

吸收青年，扩大下层力量也。诚以下层力量，乃上层之基础，如

树之于根，若水之于源。根深蒂固，源深流远。故智者，一有机

会，莫不出此。诚以由是场所养成之份子，其接触多，其了解

深。又以师生同志关系，自然感情深，团结力强。是故，以之为

我下层基础，其基础必固。基础固，是攻守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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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敌篇 

1． 认清敌友 

认清敌友者，斗争之大事也。斗争之事者，长期活动之工作

也。在此过程中，敌友之变，因时而异。是故昔日之敌，未必不

可变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未必不可变为他日之敌。斗争之

事，常因对此认清不足，以致转弯无从，断送前途者，曷可胜

数。此吾人不可不注意也。 

2． 先立于不败之地 

实可以破虚，虚亦可以破实。夫以虚破实者，出奇不意，可

偶而不可常也。以实破虚者，此为吾人应努力之方向也。是故，

吾之有虚，务求其实，一切均实，此立于不败之地也。 

3． 制胜之道 

不能即取，即须待机。然必先治已。是故以静待躁，以勇待

怯，以佚待劳，以正待邪，以治待乱，此致胜之道也。 

4． 避实击虚 

敌之攻我者，避我之强，冲我之弱也。故善御者，对己之

弱，则装强，使敌避之。对已之强，则装弱，诱敌堕入我术中

也。 

5． 饵兵勿食 

敌之饵我者，勿食也。敌之佯和者，勿听也。敌之诈降者，

勿收也。敌之吓我者，无惧也。是故，智者以存，愚者以亡。 

6． 乱而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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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争之要，在乘乎敌之弱点。敌之内讧者，弱点也。敌之财

穷者，弱点也。敌之腐化者，弱点也。敌之孤立者，弱点也。敌

之众叛者，弱点也。敌之外交失败者，弱点也。敌之领袖死亡

者，弱点也。是弱点也，即俗之所谓机会也，乘而攻之，必可力

半功倍。然则，敌无弱点，将若之何？曰：制造之也。 

7． 衢地合交 

方与敌争，中立者之向背，亟宜注意之！中立者，如锤之于

秤也。彼之相背，小足以影响工作中顺逆，大足以支配大局之成

败。故善制敌者，不使其依然固守于中立地位，则必诱之加入我

的阵营，绝不让敌人依其意志之如何，此致胜之方也。 

8． 借此制彼 

吾未见以全世界为敌者，吾亦未见与全国为敌者。何则？孤

立故也。故善制敌者，不联甲以制乙，则联乙以制甲，以期达到

目的也。虽然，孤立亦非绝对不可偶为，是在视乎本身力量与时

势之如何耳。 

9． 利害之运用 

有敌也，非利不足以取之，非用不足以灭之。然用之利之非

难。而取之灭之则难。盖我用彼利彼之后，而彼当亦必有所以警

戒我，牵制我，妨害我。故欲取之灭之，势非大智者，鲜难奏效

也。 

10． 因时与敌 

倒敌之法： 有激烈者，有缓和者。所谓激烈者，施行威力，

一气清除之也。然其反抗力强。所谓缓和者，采取和平手段，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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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削弱之，以至最后消灭之也。故其反抗力弱。用之，则曰：因

时与敌。 

11． 克敌之法 

克敌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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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恐吓之。无谋者，可巧取之。

贪财者，可贿赂之。多疑者，可震扰之。骄矜者，可长成之。好

色者，可色迷之。无所谓者，可劝降之。头脑简单者，可欺骗

之。然彼左右之如何，亦足以影响支配之，此又不可乎之事也。 

12． 乱敌之法 

乱敌之法有四：一曰：诳事于外，使敌间知之而返报。一

曰：布谣言于外，使敌间知之而返报。一曰：收买敌方官吏间

谍，使之伪报。一曰：故意使我间谍为敌所擒，而将错知错供。

如是，敌必惑于知我，惑于知我，是败之媒也。 

13． 引友杀敌 

兹有敌于此，我不能攻之，有人欲攻之。斯时，则宜纵其

恶，长其罪，以激人起而攻之也。人攻之，则我乘其危。 

14． 力、财、智之用 

兵者，征服敌人也。金钱爵位者，收买敌人也。一曰力，一

曰财，而运用之则曰智。此力、财、智三者，奸雄常用之以制霸

焉。奸雄者，幸成而非久也，为己而非为他也。英雄者，于利、

于财、于智之用，在民与国，其胜虽难，其成则久。 

15． 分化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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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力大，难攻不落，奈何？曰：分化之也。分化之道，贵

因其隙。分化之法，莫善用间。用间之法有三：一曰反间，一曰

潜间，一曰刊间。反间者，收买其代表、间谍、部下而用之也。

潜间者，遣间潜入敌地散布谣言也。刊间者，创办或收买报纸，

刊布流言，暴露隐秘也。三间俱起，敌人莫测，由互相疑忌，而

至交恶。由交恶而至分裂混乱，一至分裂混乱，我并力攻之，此

制胜之机也。 

16． 敌之可用 

我力大，虽敌可用。 

17． 迎士用士 

对于学者，敌逐之，我迎之。 

18． 善用外交 

外交者，非正经之道，亦非君子之行。其立也以诈，动也以

利，变也离合，波诡云谲，莫知其极。外交者，专门也，无其才

而负其责，贻笑四邻，有其才而负其责，不血胜人，要之。在外

交上，虽友变敌，敌变友可也。 

19． 政治胜于武力 

政治之包围，胜于武力之攻取。是故，以政治屈人者全，以

武力屈人者缺。善胜人者，喜政治，不喜武力。武力者，政治之

后盾也。用之为不得已。是故，政治无武力则危，武力喜用则

穷。 

20． 以谋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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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可胜柔，柔亦可胜刚，刚可胜刚，柔亦可胜柔。夫刚胜柔

者，以武力胜之也。柔胜刚者，以谦逊胜之也。刚胜刚，柔胜柔

者，以谋术胜之也。 

21． 败里求生 

取胜不能，惨败于敌，此整理力量，补充力量之时，非即起

反攻之时也。盖敌势方张，我方衰败也。须待其弱点发生，然后

并力反攻。 

22． 收编之法 

敌在朝，我在野。斯时，有叛敌来归者，其初绝不可深信重

任也。须先使之加入小组工作，或派往别地活动，令其竭力反

敌，久而久之，其形迹已无可疑方可。不然，倘中其诈降之计殆

矣。反之，敌在野，我在朝。斯时，有叛敌来归者，宜优遇之，

使之竭力反敌，又宜以诚以利吸收其它份子来归，以谋拆散彼之

阵营。 

23． 持久战 

胜敌之事：一胜者上，二胜者次，三胜者下。胜敌而敌又

起，胜敌而生别敌更下。下者，亡之媒也。是故，善胜敌者，不

急急于一时，而期以五年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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