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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略家——李浴日訪問記 

倫 

（記者） 

《總合》雜誌新生號 1938 年 

 

一個晚上，偶然地會到了李浴日先生——一位鼎鼎大名的兵

略家。 

那是禮拜天，少不免隨便一點，我連領帶都沒有佩上，倒覺

得有些兒不夠禮貌，好在跟李先生一起的都是熟朋友，似乎不必

過於拘束。 

李先生由前線歸來的消息，我早幾天就接到同事從廣州寄來

的信告訴我，我正想去看他，怎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

費工夫」，這豈不是一椿奇遇！ 

李先生，這位《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的作者，有着肥胖的

身材，面團團倒是富翁的福氣，蓬盛的黑髮夾上幾根銀絲，映照

着黧黑的臉孔，十足顯示出他參贊戎幕的劬勞。曾文正公說：

「將此心放得實，活得靈，有活潑潑的胸襟，有坦蕩蕩的意

境。」這正是他們修養功夫做得到的成果。 

我們大家談得很痛快，既沒有形式，也沒有系統，想到甚

麼，談到甚麼。 

「前方情形，比從前進步得多。」他很忠實的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轉移到山地戰了，一切都比從前優越，一有機會就得

聚而殲之」。他談了好些前方的情形，又講了好些作戰的形勢。 

「照李先生觀察，漢口可以支持若干時日呢」？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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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我們步步退却，都有兩三個月時間的支持」。他答。

這一句老實話倒令我們增加不少勇氣，根據連日前方的消息，我

們的國軍現正把握住殲×的機會，把握住勝利的鎖鑰，我們的武

漢市穩固地堅強地在保衛着。 

李先生講，現在×人已經一步一步的遭遇着困難，新兵器的

威脅已經大大的打了折扣。 

「究竟何時何地才會會戰這一個問題，現在正在熱烈的討論

着。」我說。 

「有許多人說是在湘西會戰，這樣肯定的講法是不對的。」

他發揮他的意見。「我以為我們必定要等到我們在兵力武器都佔

絕對的優勢的時候才能夠會戰，也許是今年不會實現罷。」他很

詳細的解釋會戰地點不能預先決定的原故。並且，他表示「我們

有了絕對的優勢，然後因時制宜，一戰就可以爭得最後的勝

利。」 

此後李先生講到婦女到前方慰勞，真可使我們忠勇的戰士得

到不少精神上的安慰，鼓勵；至於物質上的享受，還是另外的問

題。他很希望各婦女團體多派些人去，使得前方和後方更接近

些，密切些；車輛的徵募，也是後方一件重要的工作。 

「讀其書，聞其事，見其人，這真是一大快事！」我們是這

樣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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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與黃煥文 

居浩然 

（政論家） 

《傳記文學》第十五卷第六期 1969 年 12 月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十二月五日貴州獨山陷敵，一時

陪都重慶人心惶惶，甚至有遷都西康之議。幸而日寇並未深入，

不久且撤離獨山，但事後重慶人心仍餘悸猶存。就在這時候，我

們組織了一個以研究中國固有兵學加強抗戰必勝信念為宗旨的

「中國兵學會」，列名會籍的軍界前輩有楊耿光、丁慕韓、徐培

根、陳孝威等。實際負責只李浴日、黃煥文和我三人。這一團體

壽命甚短。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戰勝利就無疾而終。一九五一年黃

煥文自香港抵臺，李、黃、居三人重聚，頗有意於恢復「中國兵

學會」。但事過境遷，曇花一現終不能再現了。 

「中國兵學會」的壽命雖短，浴日、煥文和我卻因會務接觸

頻繁而成莫逆之交。在此以前，我們本已相識。抗戰時期浴日在

韶關為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獨力出版《世界兵學》雜誌。我

替這雜誌寫過文章，也曾到韶關與浴日見面，只是韶關之行極為

怱促，並未能與浴日多談。僅得知浴日夫人賴瑤芝女士畢業於國

立中山大學，我原是中山大學高中部畢業的。勉強可高攀為同

學。 

同一時期煥文則在桂林主辦國防書局，我是股東之一，又曾

交由這書局出版過一本《新戰論》，因此每經桂林，必訪煥文。

有一次他談起民國二十四年曾隨賀國光率領的參謀團入川，在重

慶認識川軍將領范紹增的親戚吳蘭萍女士。不久毒奉至西安行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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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軍運事宜，西安事變陡發，為張學良的叛軍所俘，幾乎送

命，事平回到重慶，就與吳蘭萍女士結婚。我特別記述此事因為

這是唯一例外，通常我們從不談家事，所談以軍事或兵事為主。

大至全球戰略，小也不小於一個方面軍的攻防追退遭。至於煥文

夫人吳蘭萍女士則我第一次到桂林時已見過面。 

有如上述，「中國兵學會」未成立前固已相識，卻並不深

知。既經共事。交情就非泛泛了。在身世方面。我們三人很少相

同之處。就是浴日和煥文，也只同生於民國前三年（一九〇五

年）。然而一旦共事，竟成為很能合作的一個隊伍，可惜這個隊

伍始終無用武之地。既提到身世，先簡述浴日、煥文兩人生平如

下: 

浴日生於民前三年四月十二日，廣東海康人。海康就是與海

南島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島首府雷州，鄰近廣州灣。浴日七歲入

學，十八歲負岌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又轉滬入暨南大學。二

十五歲赴日深造，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民國二十六年學成回

國，蘆溝橋事變爆發，獻身戎行，為第六十四軍參議。民國二十

八年改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民國三十三年韶關陷敵，隻身

赴渝，出任陸軍大學教官。民國三十四年勝利還都，民國三十六

年出任國防部新聞局少將副處長。民國三十九年擕眷至臺，民國

四十年主編《實踐》月刊，民國四十二年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

高參兼《戰鬥》月刊社社長，以迄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七日病逝。

遺三子二女。 

煥文生於民前三年五月十九日，江西宜黃人，不幸早孤，三

歲即遭父喪。及長就讀江西省立第三師範，民國十五年畢業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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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心遠大學深造，時值北伐軍興，有志青年紛紛投筆從戎，煥

文亦不後人，遠赴武昌考入中央軍校第七期，畢業後歷任排連營

長，轉戰大江南北，所至有功。民國二十八年出任安徽第二兵站

文部支部長，民國三十一年至桂林創辦國防書局。民國三十四年

抗戰勝利，奉委出任贛南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旋升江西省保安副

司令。大陸變色，在粵贛邊區與敵作戰年餘，彈盡糧絕始撤退至

港。民國四十年至臺，奉聘為行政院參議，民國四十九年兼任敵

情研究室執行秘書，以迄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病逝。遺五

子三女。 

浴日、煥文和我身世不同。卻有一共同樂趣，這就是研究兵

學。我們三人若在一起談到《孫子兵法》或《克勞塞維慈戰爭

論》，真是三日三晚也談不完。浴日曾著《孫子兵法新研究》，

又曾翻譯《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煥文則曾翻譯克勞塞維慈

《戰爭論》全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漢譯世界名著之一，

又曾著《世界兵學與全球戰略》，由香港亞洲出版社出版。相形

之下，我那薄薄 一冊《新戰論》不足道也。但我熟讀《孫子兵

法》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的程度不下李黃，偶發新論，亦足

令李黃擊掌稱善。例如《孫子兵法 軍爭篇》有「圍師必闕」一

句，通常解作故意留敵一條生路以消減其士氣。我則認為這四字

指包圍時應逼敵使向「闕」的一面突圍，然後以預先佈置的優勢

兵力殲敵於突圍地區。 

類此見解，李黃比我自更高明。浴日曾用勸阻自殺的各種方

法來說明孫手兵法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

城。」他說，「假使有一個人打算投河自盡，你若能在這人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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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走以前說服之使打消自殺念頭，就是上兵伐謀；等到這人已經

上路。你在路上拉拉扯扯，硬事阻擋，乃是伐交伐兵；設若這人

已跳入河中，你也跳下去把這人從水裡救起，那是其下攻城

了。」現在輿論界以從水裡救人為英雄，而不看重消除禍患於未

形的戰略思想家，可說是倒轉《孫子兵法》，上兵攻城，其下伐

謀。浴日所談雖是兵法，但世事都可作如是觀。即以大陸淪於共

匪之手這事來說，基本上乃是戰略失敗。 

於此煥又有一段出自肺肺的名言：「共匪席捲大陸以來，中

外人士議論紛紛，或歸咎於個人，或歸咎於制度，有的說由於政

治腐敗，有的說由於經濟崩潰。但我們是軍人，應老老實實承認

是軍事失敗，戰略失敗。」（原載一九五二年臺灣出版的「兵略

月刊」）這話卑之無甚高論。但中國軍人中能說肯說敢說這話的

又有幾人？抗戰後期，我曾發表文章判斷日寇入侵緬甸，根據為

日本將領慣於圍棋戰略中，總想大迂迴大包圍，圍成叫吃提子。

若日寇開頭就用象棋戰略，攻下南京直趨武漢，攻下武漢直趨重

慶，一年之內就能將國軍解決了。煥文在抗戰後期。也曾替第三

戰區（相當於方面軍）作一方案，判斷日軍將沿浙贛路直破三戰

區的心腸，根據是清代平三藩的戰略。事後證明我和煥文的看法

都正確，可見我們這些紙上談兵的戰略家不僅是事後有先見之

明，事先也曾決勝於未戰之前，可惜沒有人理會罷了。 

煥文的名言還有的是，臨謝世前他正埋首寫一部精心傑作，

書名《戰略之窗》，部份已有初稿。綱目如下： 

兵書與將才 

名將四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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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司令乎？總經理乎？ 

軍事學為什慶沒有博士？ 

浪漫派與寫實派 

包圍幾何學與地形觀 

軍事八股與兵學革命 

選將與練兵 

中國軍人畫像 

每一題目他打算寫兩三千字，而全書據他目己估計總在二十萬字

左右，所以上列綱目只是一小部份，但就寫成的小部份初稿看

來，已可斷言這書為不朽名著，以下選樣抄錄數段： 

「西方學者譽為中國歷史上最大軍事天才的曹操一生手不釋

卷，他教訓兒子曹丕說:『讀書和騎馬，不可一日放過，我若不讀

書不精騎術，老命早已送掉了。』這是極重要的教訓，將領不讀

書，不通戰略戰術，豈僅會送掉自己的命，還會將部下的命國家

的命送掉。」 

「軍事學是一門最現實最重要的學問，可是世界上沒有軍事

學博土的學位，這因為名將的條件在樣樣精通。英文「將軍」一

字為 general 就是「通才」的意思。既然是通才，怎麼能有博士

呢？」 

「共匪是口頭唯物主義，心裏阿 Q 思想。韓戰發生後，毛匪

從未上前綫，躲在國內空喊『只要齊心幹，不怕原子彈。』匪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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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綫則『飛機天上叫，閻王出傳票，但聽砲聲響，只有沒命

跑。』可惜我們沒能及時反攻，坐失良機。」 

「毛匪有言：『共軍發展三階段，工農紅軍時期以朱德為代

表，八路軍時期以彭德懷為代表，人民解放軍時期以林彪為代

表。』用心知彼者應知此。」 

「替現代中國軍人作畫像，至少要從袁世凱小站練筆，而小

站練兵，又可追溯到太平天國時代（一八五〇—一八六四）的洋

槍隊。民國以來則開始穿日本內衣，繼而穿俄國襯衫，又以後穿

德國軍裝，最後加上美國大氅。如此複雜的混成旅，只配打爛

仗!」 

這部《戰略之窗》煥文擬以文藝筆調寫作，因此行文措詞自

成一格，不但寓意深刻，而且刻劃入微，更可見在文學方面煥文

造詣亦高。至於浴日呢，除他夫人外，很少人知道他原是詩人，

並且所做的是語體新詩。我常說新詩太難做，只有每一個細胞都

帶詩意的詩人才敢嘗試。現在且讀浴日的詩，當知我說他是詩人

並非無據! 

給 瑤 芝 

我給黑暗吞噬了， 

我垂頭坐在一所幽室中， 

一分鐘像千年萬載。 

人生為什麼這樣苦悶？ 

四週為什麼這樣死寂而無光？ 

我的希望一點點消散在黑暗中， 

我的靈魂將寄托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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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苦悶、徬徨、追求中， 

過了三十年。    

如今，那苦悶， 

讓它付諸曲江的東流吧! 

如今，那徬徨． 

讓它結東在粵漢道上吧！ 

如今，那追求， 

讓它在帽子峰上奏著凱歌吧！ 

浴日、煥文和我都不是文藝工作者，也寫不出《文學十家

傳》之類得到文藝創作獎的文著。但我們對臺灣的文壇並不陌

生，有時在討論兵學之餘，也不免向文壇轟幾炮，一致的結論是

一個「假」字。就像梅蘭芳唱得再好，仍然是假嗓子，英文為

falsetto。而文藝需要真性情，失真則失掉一切矣。《文學十家

傳》根本不是創作，又一無性情（連假性情也沒有），怎麼能稱

得上文藝創作？文藝創作獎發給非文藝創作，此非「假」而何？

既然臺灣文壇一向假來假去，為什麼這齣假戲如此凸出呢？那是

因為過去假戲尚能真做，觀衆也不挑剔。這次則假戲假做，甚至

事先就已內定，加上觀衆當場戳穿東洋鏡，於是空前塌台，只希

望也從此絕後。 

我從大學及軍校畢業三十年來，為找事而碰的釘子多得無法

記憶。反之，迄無一單位主管來找過我，惟有浴日、煥文，並非

主管，卻自動替我代謀，謀成才來徵求我同意。浴日代謀的是國

防部新聞局宣傳設計委員，這是無給職，連車馬費也沒有。我替

新聞局寫了一本題名為《共產主義聖經的秘密——資本論書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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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冊手子，編印為思想叢書第一種，發交國軍各級政工機構參

考。煥文替我代謀的是行政院敵情研究委員，每月車馬費臺幣八

百元，我一無工作表現。只在一九六一年留學英國做老學生時便

中收集了一些敵情資料，那是人人都做得到的，不必「研究委

員」級的牛刀大材小用。現在國防部新聞局、行政院敵情研究室

均成陳跡。浴日、煥文先後作故，惟有故友之情永遠存留在我腦

海中。 

浴日亡年四十七，煥文亡年五十五。所遺子女多未長成，撫

育成人的重擔全在遺孀兩肩。浴日、煥文生前均不善自謀，留給

遺孀的除未成年的子女外，只是一大堆既不能解渴又不能充饑的

《孫子兵法新研究》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幸運的是賴瑤芝

女士、吳蘭萍女士都能含辛茹苦，在萬難中撫養子女長成繼承父

志。不幸的是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吳蘭萍女士病逝臺北，噩耗傳

來，我立時想到煥文尚有三子女在學，將怎麼辦呢？由此也想到

古今中外多少鬚眉英雄能在歷史舞台上演出國家棟樑的重頭戲，

莫不有自甘沒沒無聞的賢妻良母在後臺把場，所以作為無名英雄

的賢妻良母才真正是國與家的棟樑。浴日、煥文中年夭折而留得

名在，就全仗有甘心做牛做馬的無名英雄在後臺把場。 

 

 

153



《李浴日全集》（四）紀念部  

「傻人千古」李浴日 

胡遯園（本名：胡耐安） 

（前中山大學教授） 

《廣東文獻季刊》第 5 期 1976年 

 

近讀中央日報《日本國防論》，日本軍界耆宿源田實作，留

日作家李嘉迻譯：原文精鍊通俗，譯筆亦復極盡「信、達、雅」

之能事。文內再四的徵引《孫子》書中語。字裡行間，充分顯出

作者對這位時距兩千多年的中國兵家之睿智卓見的服膺。當風雨

如晦何時始旦的秋夜漫漫裏，檢讀這分刊三天的《日本國防論》

後，想起友輩中研讀《孫子》有成的李浴日其人：浴日撰有一本

《孫子兵法之研究的體系》，書名也許有誤？似在對日抗戰初

期，也許是抗戰之前？即已出版。之後，在對日抗戰勝利後，他

辦有一份《兵學雜誌》；此外，還出版有好多種關于兵學與戰爭

「理論」（?）類的書刊。浴日逝世，似已有十多年了？論年，死

時年未六十；人生原無常住理，無論其為聖為賢、為奸為盜，或

貴為天子、或賤至優倡，或廟食百世，或梟首市肆，其死後的一

付皮囊，可不一律相同而絕無例外的化為蟲沙與泥土！然而不

然，假定人人持這樣頹廢自哀的生死「達觀」，此人世之為人

世，豈不成為無人向善之惡徒恣暴和不思上進之混混兒苟活媮生

的世界！眼見李浴日的「兵學」，也許？在《日本國防論》這篇

絕作問世而後，可能？會會一批抓時勢趁熱窩湊趣投機的人，會

將冷門的孫子緊跟着另一些時耄東西，大大的熱鬧一陣？我的私

見：如果設定「儒學」是用以為盛世開太平，那無庸否認的，該

說「兵學」乃撥亂世反之正的要務；若然，孔子既有其廟貌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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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必一祀，孫子也該得有其「血食」的一個交代。且入正題：

我和專搞《孫子兵法》的李浴日是朋友，生死交情，又何忍因其

尸骨早已化為蟲沙泥土，而埋沒他的「兵學」長才、《孫子兵

法》研究，不將他寫上幾筆；縱然自今而後，會有聰明人靠《孫

子兵法》什麽的以欺世以盜名，或者還會以登龍門以開財路；然

而，李浴日之專搞《孫子兵法》，其鍥而不捨的一搞幾十年，自

有其真憑硬證的書刊在，該是我這個做朋友之替他來傳一傳的責

無可貸而義不容辭吧？ 

李浴日，廣東「南路」的某一縣人；他在日本讀過書，他那

本《孫子兵法之研究》，就是由于感受日本人精讀《孫子》而有

許許多關于《孫子兵法》云云著作的啓示；在他那本書裏，所徵

引日本人讀孫子的語錄甚多。浴日身軀魁偉，一付盆形的圓臉，

充分顯露著一付傻兮兮之笑的神態；說話時，當是語聲夾着迸發

的笑聲；他不良于口才，三言兩語，乾脆俐落，非官場中人的材

料。似在抗戰後的兩年？我應邀去廣東做客，那時的韶關（曲

江），是廣東省的臨時省會；第四戰區的長官司令部，也在韶

關。多謝朋友們的情意殷拳，我便「居之安」的住將下來；加上

中山大學，時已遷至距曲江約四小時火車可到的坪石，飛鳥戀舊

枝，我又復回到中山大學去任教，雖說曲江坪石的往返奔波，不

免有勞人草草之嘆；怎那友好的厚情牽住，如此的火車的去來來

去，竟然捱上了兩三年。浴日那時在廣東省政府任秘書處編譯室

主任；他是一個悃幅無華的人，文如其人，浴日的字，也一如其

人，臃腫肥大，有幾分神似康聖人（有為）；一封簡單的信，也

須用上兩三張信紙。浴日的舊文字，極有根抵，行文造句，着實

是四平八穩的，絕難尋瑕摘疵的加以修改。浴日，他却不擅長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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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舖張的文章，有時他奉命寫寫政績報告類送來給我看，當然

不便「面責其非」，祗得玩弄點政治家擅長的哄騙花招；海闊天

空的不涉正題；之後，才嘻嘻哈哈的亂扯一陣；終於不露痕蹟的

推說「明天要去坪石」，並沒有替他有任何的潤色；這便是官場

中所慣用「不了了之」的妙計之一。不過，偶爾我在「酒迷心

竅」的當兒，提起筆來將它亂改一通；好在，浴日夠雅量，仍舊

面不改色的，依然那滿臉堆着傻笑的神色，絲毫沒有「為忤」表

示；臨別時，他的「口頭禪」是約吃飯或飲茶；其實，浴日並不

像一般人那樣的口頭套語，他是說到做到，吃飯是常在韶關的省

政府招待外客的「斌廬」，浴日曾破費點錢交給「斌廬」廚子加

幾樣菜；飲茶，是省政府所在地的「黃岡」，廣東朋友，習慣一

碗兩碟、一碗茶和兩碟點心，省政府是「民之所好好之」，便有

一間福利社，供應僚屬員工們之退勤時吃飯飲茶的處所，提起黃

岡，大約到韶關去，得費半小時；好在粵漢鐵路的慢車，在那里

可以上下客人；有汽車的朋友，十多分鐘，就可由黃岡到韶關大

街上逛逛了。黃岡，正稱該是「皇崗」，傳說，當年虞舜南巡

時，遊踪曾「南止」于現在的韶關；「簫韶九成」，便因此有了

韶關這個地稱；皇崗云云，也是傳說「舜帝」嘗登臨這個小山

丘，因而得名云云。黃岡，原祗是一個極僻陋的小農村，大約不

過三五家人家的小農村，全村磚牆瓦蓋的小房子；碩果獨見的僅

有一間，那間小屋，似祗有三四間泥土地木板隔的房間，却標上

一個「堯園」的雅名，我曾在堯園掛過單，和我做鄰的，是省政

府機要室主任、行憲後使廣東省某個縣份的國大代表，並且出任

過廣東省議會議長的朱憲民（江），朱憲老前年在此間廣東同鄉

會曾舉行過八十大慶。別看黃岡那樣簡陋室至極的地方，經過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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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大力經驗，茅艸和樹皮的篷屋，却留住了不少的有名人

物：如與譚延闓同榜的李懷霜（本名記憶不起了），就曾在那樣

的陋室裏，吟咏出許多的佳妙詩詞。至于而今在此間還負盛名

的，如：鄭彥棻、高人言（信）、張導民、黃玉明、陸宗騏諸位

仁兄；還有廣東軍政界耆宿何葵明，和在財經界名人顧季高（翊

羣）毛松年以至「等」而下之的，我在稱的等而下之的「等」，

並沒有「無視」的輕藐意味，祗是就新聞報導的「某某等」，未

將他的尊姓大名排入某某行列，幸恕唐突，不過，這些個老友，

却不折不扣的還是此間相當活躍的介乎公卿顯達輩間，大都在當

年的黃岡，各各有其香火的因緣。抗戰期間，數其時的各省主

席，廣東的李漢魂將軍，是以禮賢下士見稱于世的；黃岡盛況，

當然也是有其號召的影響。李本人便是一位允文允武的全能人

才，他所撰著的那本《岳武穆年譜》，在「說岳」的行家評來，

推重那是個中的一部好書。 

李浴日在當年的黃岡，也算是知名之士；現在在臺灣的詩人

書家邱斌存，就曾在浴日「主任」編譯室擔任過編譯。浴日令人

敬佩的，就是他雖喜請客吃飯飲茶，却全是自掏腰包；他自奉甚

儉，穿着極其隨便，老實說，他沒有辜負讀書人的銜頭，我甚少

見「學而優則仕」的人，能有浴日那付不失讀書人本來面目的

人。那時的浴日，大約已是年過三十，可是並未娶妻；他常常過

堯園，邀我一同吃飯飲茶；除了我每星期去坪石兩天一宿外，幾

乎天天都有見面。一回，在閒談間，他提起「留東學會」的事，

我才問起他在日本的情形，同時，我也才知道他是一個留學日本

的人。他閱讀日文的程度不差，日語說得却不甚流利，其實，他

說國語也是結結巴巴的；有一次，我們在斌廬找來幾個日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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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區長官政治部一位科長帶來的；浴日和那幾個日俘對談了好一

陣，累得那幾個日俘瞠目結舌莫知所答；另一位在座的，也是日

本留學生的汪宏法，從中幫襯了幾句，才得混了過去。不過，浴

日讀日文書，却讀得實實在在。總之，浴日是一個安分的誠實

人，有一點，說一點，做幾多，說幾多，絕不濫吹法螺，更從不

仗權弄勢欺世盜名。 

在一次退却的當兒，省政府退却到連縣一帶；我由坪石坐兩

天轎子到了連縣城外三十里的三江墟。那時，廣東省政府為開化

連陽三屬（連縣、陽山、連山）的傜民，在中山大學協助下，成

立了粵北施教區，由我主持其事，區本部便在三江墟。我到三江

墟後一天，浴日來找我，說他「明天」就要結婚，請我去連縣一

趟；新娘是中山大學農學院畢業生賴瑤芝，我是法學院的教授，

當然不大熟悉；瑤芝那時也是在黃岡工作，是曾見過面的人。結

婚的證書，找遍了連縣城，却買不到；結果，買了一幅紅綢，由

我「駢四儷六」的集合一些「百年好合」類的套語，為他倆完成

了「終身大事」的必要的禮節。多年前，瑤芝告訴我，那幅「結

婚證書」的紅綢，還懸掛在他們竹林路（永和鎮）的房間壁上；

他倆的大兒子，那時已在讀高中，現已在美國讀到了博士學位

了。我撫着嘴角的白鬍鬚，摸摸頭頂上幾乎已全白的頭髮，不由

得前浪後浪，新人舊人的感慨了一番。 

浴日來臺灣後，仍在仗着搞兵學度日，生活過得並不甚寬

裕；可是，他仍然是一付傻笑嘻嘻的面孔，每回相見，還是請吃

飯飲茶的舊套；不過，絕不是假情假意的虛做人情，說請必請；

我去過他竹林路，叨擾過不少次；累得瑤芝忙碌萬狀。可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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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日不能飲，我獨自獨酌的和他聊談一陣，他那付「痛吃」的神

態，我着實的替他的肥胖的身體擔憂；我勸他少吃肥肉，瑤芝在

一旁表示許可的樣子，至今還恍惚若在眼前，未嘗渾忘過去。浴

日來臺灣後，肥胖的進度日有增加，好像並不是健康的象徵，而

是近乎病態的警號。果然其然，一天大早，瑤芝派人來通知我：

「浴日逝世了」！浴日並非「病」死，當晨間起床時，瑤芝過浴

日書房探視，那是習慣的看看浴日起床沒有？該吃點什麽當早

餐？不料，浴日僵臥在床前地上，沒等到送進醫院，就已宣告

「休克」。浴日之死，事先並無「病」的徵兆；當然，血壓高和

過胖，也不能說是病的徵兆，浴日死時，似乎年未六十？甚且，

還祗將過五十？計時，或許已是過去十年的往事。虧得瑤芝能

耐，她撫養孩子的以教以長，她並茹苦含辛的為浴日生前的有關

兵學的著作，整理編纂印成書冊；難得難得！欣幸的是浴日有賢

妻，有克家子；更欣幸的，也許是或可預算的，他的孫子研究，

他的兵學著作，是會有「斯人千古」的時代來臨！ 

往日可堪成追憶，漂泊江湖的我；所與交往的，交往中較有

印象在的，並不太多；而留有更深的印象，而追憶難忘的，似乎

更是少之又少。若李浴日，還有賴瑤芝，這一對夫婦；我却是時

刻在念的莫之或忘。李浴日，固已尸骨早朽，可是他那付力學治

事的朴實態度，他那套孫子的兵學的什麽，每當朝市有何困擾的

時期，我總心想着李浴日那付傻勁；正是，不有傻，無以顯示聰

明人的才與能；天下滔滔可不就是聰明人太多而傻人太少；嗚呼

噫嘻，傻人千古！套一句時髦話；傻人是不會寂寞的；行見孫

子、兵學的振衰起微之日，或許？就是李浴日「泉下有知」之

時；但願，但願，日本人的《日本國防論》，却不僅祗是供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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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中國人讀讀而已！更願！更願，那干自以為聰明的聰明人，不

要祗是把《日本國防論》當作祗是日本人的《日本國防論》讀；

那、李浴日，這傻人可不更該「千古」了嗎！我嘗戲語老妻：妳

看《紅樓夢》中人，算誰是頂有福份的頂快樂的人；她猜七猜

八，我總不回答一聲「猜中」：還是我的女兒「了解父意」，說

出，「傻大姐」。誠然、誠然，人生難得十分傻，傻，可一分也

饒不過「聰明」的；然而、然而，若李浴日，這樣有賢妻，有克

家子，而且從未使過獵名獵利或損人利己的聰明；一股傻勁，一

輩子「身殉」孫子，「身殉」兵學，才算是享盡其人生的福分和

快樂的傻得其當！孫子研究，兵學著述，李浴日傻嗎？結尾，我

仍得寫出四個字：傻人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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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的全魚宴 

蔣星煜 

(戲曲史家) 

《世紀》第 2 期 2002 年 

 

我一直愛讀《孫子兵法》，在抗戰初期，所讀的是李浴日校

訂的《孫子十家註》，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此書帶在身邊多年，

後來大概有人借去而未歸還。但是，我對李浴日這個人的名字，

印象很深，因為比較少見也。也可能在日本留學的，其他情況就

一概不知道了。 

1947 年，我在南京，偶然在一個座談會見到了此人，他戴着

眼鏡，很健談，帶一點廣東口音的普通話說得很流利。我們暢談

了《孫子兵法》。他說在主編一本雜誌，名《世界兵學》，接着

就送了我一本。內容也還豐富多彩，增加了我不少知識。 

李在什麽單位供職？政治傾向如何？我沒有問，他也沒有作

這方面的自我介紹。有一次，却邀我去他家赴宴，我一口謝絕

了。他十分誠懇地說這不是一般的請客，最近弄得了一條活蹦鮮

跳的六十斤左右的烏青，又請到了一位名廚師。因此，決定辦一

桌全魚宴，希望我還是能去。 

我只聽到過全羊宴，從未聽說過什麽全魚宴，於是決定前

去，開開眼界。 

李浴日家房子並不很大，餐廳里也只能開一桌。好在客人也

不多，一共只有五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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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全魚宴名副其實，用料基本上取於那條大的烏青，冷盤、

熱炒、主菜都如此。其他配料，也極少用葷腥，只是偶爾用一點

火腿丁、火腿末，餘外全是用的素的綠葉菜或茭白、冬筍、金

針、木耳之類，或是鮮貨，或是水發的乾貨。 

由於製作考究，蔥、姜、胡椒以及料酒都用得恰到好處，道

道菜肴鮮美，却又絕無腥味。 

我印象最深的是炒的巨型“甩水”，魚尾上的翅透明爽口，

決不比鯊魚的魚翅遜色也。 

但是，李浴日究竟是何許人也？他爲什麽要請我吃全魚宴？

至今仍是一個謎。而且從此以後，我再也沒有遇見他，也沒有聽

到任何人談起過此人的來歷與下落。 

時歷五十多年，我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也去過海外，却再也

沒有吃過全魚宴，再也沒有聽說過全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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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孫子同不朽” 

——記民國時期中國著名兵學家、《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李浴日將軍 

李龍 

（作家） 

2010 年 

 

李浴日（1908.4——1955.8），字春清，海康縣第三區後坑

村（今雷州市客路鎮後坑仔村）人。 1908 年 4 月 12 日生於一個

普通的農民家庭。在上海暨南大學（今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

即到東瀛求學，畢業於日本中央大學政治系。民國時期曾擔任國

民黨國防部政治廳宣傳研究會副主任、國防部新聞局第二處副處

長、廣東省編譯室主任、世界兵學社社長、國民黨第 35 集團軍少

將參議、廣東省參議員、黃埔軍校知名教官、中國陸軍大學教

授、台灣金門防衛高參等職，1950 年春赴台灣，1955 年 8 月 7 日

病逝於台北永和寓所，時年 47 歲。李浴日一生正派，博學多才，

畢生盡瘁兵學。據不完全統計，他譯著兵書 12 種，達 160 餘萬

言。更集中國 2000 年來兵書之精華數十種，編成《中國兵學大

系》。他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兵學家，現代中國兵學理論體系的

倡導者和構建人，現代中國文人介入兵學研究的先驅。在民國兵

學領域，他的研究堪稱多個第一。 

《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 

自 1934 年至 1955 年的 21 年間，李浴日對《孫子兵法》進行

了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先後出版了《孫子兵法之綜合研

究》（1938 年）、《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1943 年）、

《孫克兵學新論》（1946 年）、《孫子新研究》（1946 年）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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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孫子兵法總檢討》（遺著，1956 年出版），達 80 多萬字。

在這五大巨著裡，李浴日廣羅歷史記載，對《孫子兵法》做了全

面、系統的考證，幾乎涉及孫子兵法的方方面面。主要有：關於

孫子的生平和世系、孫子兵法的內容如原文、版本、篇數、字句

的考證，關於《孫子兵法》戰爭原理的概括、孫子著述的真正動

機的探討，關於《孫子兵法》註釋書及其訓詁、白話釋義等；用

現代戰例全面闡述《孫子兵法》的戰爭原理；以《孫子兵法》和

克勞塞維慈為例，做東西兵學理論比較研究；蒐集、出版《孫子

兵法》古今學人著作。 1947 年，以張治中、於右任、梁寒操等為

贊助人，與國民黨軍界、社會名流楊言昌、柯遠芬等發起籌建蘇

州孫子紀念亭，為《孫子兵法》立碑。李浴日的一系列研究，使

全國掀起孫子兵法研究的新熱潮，標誌著孫子兵法研究一個新時

代的開始。他因此被譽為「孫子研究第一人」。他的研究成果至

今仍為國內外學者所重。林熏南稱：「余友海康李浴日先生，曾

留日多年，致力孫克二氏諸作之研究，在抗戰前，力疾譯著孫子

兵法之綜合研究，條分簍析，註解詳明，洵為研究孫子之第一著

作。」（《孫子兵法總檢討》)周至柔稱：「李浴日先生研究孫子

工夫深切，大家認為邁絕古今，他嘗從各種角度來分析孫子每一

種思想的運用……」（《孫子兵法總檢討》)于右任更是讚他「與

孫子同不朽」，這些評價確不為過。 

一個偉大的抗日鬥士 

李浴日是民國時期聞名全國的一位重要人物，1932 年在上海

暨南大學讀書時，一二八事變爆發了，他被日軍逮捕入獄，受到

殘酷迫害。出獄後，他憤然寫了《滬戰中的日獄》，由神州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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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出版。該書揭露日軍的侵略行徑，為全國人民宣傳抗日救亡起

了積極的作用。 1936 年，他從日本畢業回國。次年 7 月，日本發

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10 月，他以非凡的洞察力寫了《抗戰必勝計

劃》。在抗戰爆發的三個月內，他用孫子兵法戰爭原理科學分析

這場戰爭，提出要與日本打持久戰。因而他也成為抗戰以來第一

個提出打持久戰的人。他認為持久戰在三年以上，中國有打 5—10

年的條件。結果，抗日戰爭打了 8 年。他對周恩來的抗戰推崇備

至。 《抗戰必勝計劃》的科學公式是：「（武力抗戰＋外交抗戰

＋經濟抗戰＋間諜抗戰＋宣傳抗戰）×舉國一致堅持到底＝日本

必敗中國必勝」，該書出版後，引起國內朝野的重視，蔣介石在

廬山親自召見他，“面以嘉勉”，並請他在全國軍委會幹訓團演

講《從孫子兵法證明抗戰必勝》，對激發全國人民的愛國熱情、

增強將士們抗日鬥志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它比蔣介石發表的《抗

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早了 4 個多月。從 1941 年起，他以世界兵

學社為陣地，極力鼓吹抗戰，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抗日著作。他

不斷奔走於各大抗日戰場，為各大軍區司令官獻計獻策，到重慶

分謁各盟國武官，為全民族抗戰搖旗吶喊。 1942 年，蔣介石再次

召見他，嘉勉有加。時人評論，他一個人的文化抗戰，不亞於前

線浴血奮戰的十萬士兵。他是一個對抗日有極大貢獻的人！ 

一生盡瘁兵學 

李浴日生於亂世，有感於傳統兵學不振，決心與兵學界蔣百

里、楊杰、楊言昌、林薰南等重振中國兵學。 1934 年在日本熱海

治病期間，就開始了首部兵學著作《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的寫

作。此後分別出版了《抗戰必勝計劃》、《閃電戰論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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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戰爭論》、《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兵學論叢》、《兵學

隨筆》、《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孫克兵學新論》、《原

子彈》、《孫子新研究》等。同時，翻譯出版了《克勞塞維慈戰

爭論綱要》或《大戰原理》等。自 1941 年起，獨力創辦世界兵學

社，出版《世界兵學》月刊。 「以闡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各國

最新兵學」為宗旨，出版各種兵學著述。刊登國民黨軍界人士如

馮玉祥、白崇禧等人有關戰爭、戰史、軍事學、軍事教育等方面

的研究著作和譯文，評述世界戰爭，介紹世界最新兵器、軍界名

人和軍事名著，由於他的貢獻，1945 年被授予陸軍少將。 1947

年，他著文呼籲建立「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他說：「歐美的

兵學思想，自克勞塞維慈以來已走入歧途。即他們全以『徹底殲

滅』的殺人主義為本，所以到了工業發達以後便致力於武器的發

明。尤其到了原子彈發明之後，殺人的技術與威力愈加巧妙而猛

烈。像這種兵學思想，如果再任其發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毀

滅。」又說：「我們要糾正這種錯誤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學思想

建立起來不可。」與此同時，他也擔任過黃埔軍校教官、陸軍大

學教授等職。他十分重視中國傳統兵學的特色及其價值的挖掘和

研究。他廣羅古代兵書，編成《中國兵學大系》。這是我國首次

對 2000 多年以來中國兵學理論的總結和檢閱。如此全面和系統，

在當時的整個中國是空前的，在 20 世紀 80 年代以前的中國，也

絕無僅有。 

李浴日的兵學理論，誕生於抗戰之初，具有抵禦外侮和反侵

略性質。縱觀其研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重視對傳統兵

學思想的挖掘和吸收，另一方面是主張批判地吸收西方現代軍事

理論的精華，期以在中西方兵學的比較、交流與融合中，建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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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兵學體系。他說：「孫子和克勞塞維慈同為

世界的兵聖，其書具為東方兵學的代表作，這是人所周知的了。

《孫子兵法》產生於中國，卻成為東方兵學的柱石，克氏《戰爭

論》誕生於德國，卻成為西方兵學體系的軸心，就時間來說，他

們是『先後輝映』，就空間來說是『東西媲美』。『兵學雙璧』

的妙喻，不是虛發的吧。」對他的兵學理論特別是東西方兵學比

較理論，當代吳如嵩將軍給予高度評價：「在我看來，寫東西方

軍事思想比較方面文章的，都還沒有超出民國時期李浴日編的

《東西兵學比較研究》。李浴日是一個很有成就的兵學家，他認

為東方比西方高，因為西方的東西是形而上的，東方是形而下

的。」 

李浴日的軍事理論，「見解卓越，立論正確，服膺領袖」，

蔣介石多次接見並鼓勵他。由於歷史的局限，他到台灣後所做的

關於台灣攻防戰內容的戰爭理論，就明顯帶有政治片面性。歷史

證明，只有以毛澤東、鄧小平軍事理論為特色的中國兵學理論，

才能使中國真正強兵富國。 

李浴日青少年時期思想進步，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對文學創

作興趣很濃，尤其是對新體詩歌的創作很有研究。此外，他對現

代行政管理理論也有深入研究。他不但是一個偏才、專才，而且

是全才。 

李浴日妻子賴瑤芝女士，廣東羅定人，生於書香世家，國立

中山大學畢業，1940 年他們倆結婚。婚後育有子女 5 人，現均旅

居美國。長子李仁師先生，台灣大學畢業，美國加州理工航空工

程博士，維吉尼亞大學教授系主任，美國生物醫學工程學院院士.

167



《李浴日全集》（四）紀念部  

曾任全美生物醫學工程學會主席，現退休，在美國南加州任某生

技公司總裁。次子李仁雄先生，台灣交通大學畢業，美國喬治華

盛頓大學計算機博士，現服務美國甲骨文公司，從事軟件開發。

長女李仁芳女士， 台灣大學畢業, 美國紐約大學心理學碩士，波

士頓驗光學院畢業，現任某網絡軟件研發公司副總裁。次女李仁

美女士，台灣大學畢業,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藥學博士，計算機碩

士，現服務紐約州政府。三兒子李仁繆先生，台灣大學畢業，美

國小動物臨床醫師，曾服務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從事實驗動物

基因轉植研究。 

2010 年 10 月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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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的桑梓情懷 

李龍 

（作家） 

2013 年 

 

李浴日是民國時期中國著名的軍事學家、行政管理學理論的

專家、作家和詩人。他在日夜為國家、為文化事業操勞的同時，

也十分關心家鄉民生建設和教育事業，為此做了許多有益於家鄉

的事。雷州人尊他為楷模，家鄉人視他為驕傲。現從以下二方面

進行介紹： 

一、關心家鄉水利設施和民生建設。 

1939 年，李浴日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主要負責省政府

公報編輯出版和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資料編輯出版等

任務。在擔任省政府編譯室主任期間，他重視人才的培養，先後

培養了余華、何冀、餘天定、鄭爾禑等人。在此期間，他被選為

廣東省臨時參議會參議員，對省政府參政議政。新近發現的他擔

任廣東省參議會議員期間撰寫的〈關於提請省政府從速建築雷州

特侶塘平水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提案（現藏廣東省檔案

館，筆者註），見證了他關心家鄉水利設施建設與民生建設的這

段歷史。 

雷州特侶塘，位於雷州城北 7 里的附城與沈塘兩鎮之間，東

洋田的北部，原為遂溪縣管轄（今屬於雷州市管轄）。這裏原先

是一個天然港灣，能積十二坑之水。宋紹興二十六年，知州何庾

修塘築壩，以利灌溉。乾道五年，戴之邵進一步完善這一陂渠體

系。特侶塘成為雷州半島最大的一口人工水塘，蓄水量達 26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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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灌溉面積 1.7 萬畝，為雷州東洋的農業生產發揮了重要

的作用。 

但是，到了明代時期，由於該塘為泥沙淤塞，塘底變淺。造

成旱澇災害，周圍老百姓為此糾紛不斷。萬曆三十二年（1604

年），司理高維嶽不從疏通塘底、增高堤壩等完善水塘水利設施

出發，而是採取設閘板、以水位高低進行灌排作為權宜之計。萬

曆三十六年（1608 年）同知張應麟更是立碑規定其具體的啟閉方

法和蓄水準則，並設有大鎖，鎖匙由官府掌管。碑刻：「水浸

上，永開不塞，水浸下，永塞不開，水浸中，半開半塞。」農民

要放水，必須「先赴府稟明，然後發鑰匙啟板，放訖繳還」。這

種愚蠢行為，使官、民均感不便，周圍老百姓關係更趨緊張。塘

邊周圍的群眾因爭水、排澇經常發生糾紛、械鬥不絕，甚至結下

深仇大恨，互不通婚，生死不相往來（據統計僅民國時期，因水

械鬥死亡 61 人）。特侶塘被群眾稱為「血淚塘」。 

鑒於此，李浴日急老百姓之所急。1942 年春，他利用參加廣

東省臨時參議會第 6 次會議之機，撰寫了《關於提請省政府從速

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提案，提交參議

會討論。提案分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案由」中，他從特侶塘

的水利建設的歷史作了回顧，分析了特侶塘水患和老百姓糾紛形

成的原因；第二部分，他提出了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方法」。 

提案全文如下：「查雷州特侶塘在雷城北十五里，明季塘身

甚深，有雷州府代工建築圍堤，儲水以灌萬頃洋田。其辦法至

善。惟該塘因年湮代遠，沙泥沖積，塘身日淺，已失儲水機能。

因而塘上塘下十餘村，為水利而發生械鬥，每年因此而死傷者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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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人。放火互燒稻作、蒲草損失不可數計。連年禍結已三百年

載。上年十一月省府視道團鄭主任豐巡抵雷州，查悉上年械鬥情

形，除雙方簽之和約外，並擬定根本解決計畫：（一）清浚塘

身；（二）築平水壩；（三）疎通三橫九直沙。然時逾八載，迄

未實行。在此抗戰建國期間，為免年年犧牲多數壯丁，以保國

力，解決多年水患，以增糧食產量。據水利局估計，每年可增十

六萬市擔起見，自有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壩的必要。方法：

（一）請省府從速撥款二十萬元，督飭建設廳于本年冬來施工，

先將平水壩築成。（二）水壩築成後，再行籌款，清浚塘身和河

道。所議是否有當，敬候公決。」 

提案寫成後，得到其他參議員的回應，參加署名的有粱慶、

陳志乾、丁籟、粱大鵬、周傑三、李德軒、張光第等 7 人，在廣

東省臨時參議會第 6 次會議決議時，該提案獲得一致通過：「本

會第 6 次大會李參議員浴日提〈請省府從速建築雷州特侶塘平水

壩，以增糧食而利民生案〉一案，當經提付大會討論，決議：

「按原案通過，送請省政府辦理。」後經送廣東省政府審議，也

獲得省府「准此」通過。省政府據此制定瞭解決問題的方法：

「派各專家並飭珠江水利局派隊測量設計完竣，計工費八百萬

元。分向庚子賠款委員會及省行商洽貸借，並由受益田畝攤派和

向第八區專署督同當地縣府速組水利協會並會同珠江水利局組設

工程處辦理。」 

今天我們看到特侶塘平壩為田，造福雷州老百姓，這是李浴

日為雷州老百姓留下的千秋之功，值得我們大力頌揚。 

二、捐資創辦私立建設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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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雷州文化教育落後，縣城裏只有一個省立雷州十中

（完全中學），未能適應教育發展的需要。鑒於此，有識之士紛

紛倡議增設新的中學，以滿足人才培養的需要。1947 年，李浴日

在蘇州宣導建設《孫子兵法》紀念亭的同時，與家鄉名流李春熙

（李浴日堂兄）、蘇六民（《雷州民國日報》社社長）、李子舜

（曾任海康縣黨部書記長、海一中校長）等人組織發起籌建海康

縣私立建設中學。並把自己的節餘和《孫子新研究》等著作的稿

酬捐獻給家鄉的教育事業，反哺父老鄉親的養育之恩。同時向社

會公開籌措資金，創辦建設中學。 

經過大家的努力，這所私立建設中學校創辦起來了，位於雷

城內東北面今雷州市第三中學附近，當年就開始招生。這是一所

初級中學，只招收初中班學生，聘請中山大學畢業生周文龍擔任

校長之職，教師大多聘請名校畢業生任教，學生學習熱情高，教

育品質好，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學校設立後，他又為中學捐助

圖書，豐富師生們的精神食糧。為了教育經費管理的公開、透

明，他被聘為本縣教育經費管理委員會委員（見 1948 年 2 月〈海

康縣教育經費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藏雷州市檔案館）。 

此外，他還捐資擴建客路國民學校（今客路小學）。為改善

學校的教學條件做出了貢獻。據說他回客路國民學校考察時，到

吃午飯的時間，學校挽留他在校裏與老師們吃飯，但又不知如何

招待他。有一教師建議去市場買回雷州黃牛的牛舌頭來招待他。

他吃後覺得很有風味，曾多次提起這件事，至今客路父老鄉親還

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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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是從雷州走出去的中國著名軍事學家，他用感人至深

的關心家鄉民生建設和教育事業的實際行動詮釋著他那熱愛鄉梓

的樸素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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