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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学大系》 

李浴日选辑 

世界兵学社 1957 年 

 

总  目 

册数  书名       作者 

第一册  题词 

   序 

   武经七书  

        孙子   春秋齐-孙武 

         吴子   战国卫-吴起 

         司马法  春秋齐-司马穰苴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 唐-李靖 

         尉缭子  战国卫-尉缭 

         黄石公三略  秦汉-黄石公 

         六韬   周-姜尚 

第二册  孙子音注  明-何守法注 

第三册  汪氏兵学三书  清-汪宗沂辑编 

      太公兵法逸文 周-姜尚 

      武侯八阵兵法辑略 三国蜀汉-诸葛亮 

      李卫公兵法  唐-李靖 

第四册  阴符经注  黄帝/汉-张良注 

   风后握奇经解  风后/汉-公孙宏解 

   黄石公素书注        汉-黄石公/宋-张商英注 

   心书   三国蜀汉-诸葛亮 

   何博士备论  宋-何去非 

第五册  太白阴经   唐-李筌 

第六册  虎钤经   北宋-许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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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册  投笔肤谈  明-西湖逸士/何守法注 

   阵记   明-何良臣 

   百战经   明-王鸣鹤 

   兵经   清-揭暄 

第八册  兵迹   清-魏禧 

第九册  兵谋兵法  清-魏禧 

   乾坤大略  清-王余佑 

第十册  草庐经略  佚名 

第十一册  洴澼百金方  清-惠麓酒氏 

第十二册  百将图   清-丁日昌 

   古今女将传赞  清-朱孔彰 

第十三册  孔孟治兵语录  民-赵尺子 

   岳飞治兵语录  民-刘咏尧 

   戚继光治兵语录  民-刘咏尧 

   曾胡治兵语录  民-蔡锷 

第十四册  国父治兵语录  民-刘咏尧 

   蒋总统治兵语录  民-邓文仪 

   跋   民-李赖瑶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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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词 

 

          

 

               陈诚（前副总统）                      俞大维（前国防部部长） 

 

            

 

                 张彝鼎（法学家）                      梁序昭  (前海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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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叔铭（前空军总司令）      黄仁霖（前联勤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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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参谋总长序 

（前国防部参谋总长） 

 

我国军事之学，侪于六艺，无专辑也。兵书之传于今者，以

武经七书为最古。七书之中，首推孙吴。《孙子》十三篇，博大

精微。观夫〈始计〉篇有云：「今民与上同意，可与之生，而民

不畏危也。」其精诚团结，上下一心之精神，跃然纸上。其攻战

之术，以权谋而辅仁义，先智诈而后和平。《吴子》六篇，尚礼

义，明教训，兵家之说备矣。后之言兵者，虽因时代递邅，各有

创作，要亦莫能逾越孙吴之范围。远如武乡侯、郭汾阳、岳忠

武，近如清代之曾左彭胡，树旗常之绩，成不朽之功，亦未尝不

以孙吴为圭臬也。 

近代战争，由平面而立体，而总体，翱翔乎霄汉之上，驰驱

于汪洋之中，固已视若寻常，而核子氢弹之进步，日已不止千

里。顾武器之精良，虽有赖于科学之发展，而其战略战术之原理

原则，仍不能逸出古代兵书之轨范。我国以农立国，科学既难步

武欧美，而数千年传统之兵学与哲学，倘亦不能穷研而博习之，

是旧者渐趋崩颓，新者又无由精进。处此优胜劣败之大时代，非

武力不足以图存，而况反共抗俄民族生死关头之神圣决斗，更有

不可须臾缓者乎？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 

领袖提示哲学兵学科学之研究，谕之详矣。吾人当仰体斯

旨，入孙吴之堂奥，抉欧亚之藩篱，合中西为一体，斟酌于新陈

之中，神明于法理之外，如何能培养忠实勤奋朝气蓬勃之英才，

完成复兴民族整军经国之大任，则有赖于学者之融会贯通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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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先生，早岁负笈东瀛，穷毕生之力，以治兵学，合古

今中外于一炉，于《孙子兵法》，尤有独到，著有《孙子兵法新

研究》及《孙子兵法总检讨》等书行世。嗣又选辑历代兵书，名

曰《中国兵学大系》，使学者得考证之便，无搜集之繁。惜稿成

而先生遽归道山，天不慭遗，国丧瓌宝，缅怀高范，中心感伤！

其夫人赖瑶芝女士，继其遗志，付之剞劂，余亦以其宏扬国粹，

嘉惠后学，其功有不可磨灭者，力从而赞助之，用观厥成。先生

九原可作，当亦为之莞尔。是为序。 

彭孟缉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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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次长序 

（前国防部参谋次长） 

 

李浴日先生穷毕生精力于我国兵学之整理研究，盖欲自先贤

遗泽民族瑰宝中探索既往，权衡现在，以推理未来也。不幸天不

假年，即赍志以殁。家人朋友，就其选辑之历代兵经，整理刊

行，名曰《中国兵学大系》。网罗既富，择取亦严，深信读者当

可藉是书以了然吾国兵学整然之体系，进而参照今日战争之进

展，以赢得明日之战争。俾能消灭赤祸，世界大同之治得因中华

民族与世界其它爱好和平、崇尚正义国家之戮力贡献而跻于成功

之域。 

罗友伦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元旦 序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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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总司令序 

（前陆军总司令） 

 

世有人类，即有战争。若谓人类活动之轨迹，为一部战史之

记录，殆不为过。盖保障生存领域之安全，以延续种族生命之繁

衍，乃出于人性本能之要求，亦天演优胜之定理。泰西诸国，可

略而不论；以言吾华，且上古即重弧矢之利，黄帝汤武，咸用干

戚，以拓疆土。故尚书八政曰「师」，易曰「师贞丈人吉」，诗

曰「王赫斯恕，爰整其旅」，孔子亦云「足食足兵」。至近代之

知兵者复倡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之说，明乎此理，则知

今日国防建设之所由自也。 

兵固凶事，昔人譬之以为火，故圣贤之于兵，戢而时动，不

得已而用之，若徒逞一时之快，黩武穷征，涂无数生灵之膏血于

原野，则悖乎以战求存之本义矣。 

兵之有学，在昔侪于六艺，自黄帝撰《阴符经》，战阵之

事，揣摩有规。至春秋之世，齐人孙武著兵法十三篇，审计重

举，明画深图，为历来言兵事者所祖，凡所论列，亘二千余年，

价值不贬，其中精义，又无不与近代西方兵学家之所见针芥相

投。他如吴起、司马穰苴、杜元凯、曹孟德、诸葛武侯之伦，皆

以韬铃之略竞鸣于一时，且各有孤诣相传，后世师承不绝，故中

国兵学之富，冠于全球，所造之宏，亦沛乎天下。 

尝论战争之道，其方法与技术虽因时而日异，然计划与指导

之原则原理固未尝或变，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

形，而为无定之准，与方圆奇偶之可以画八卦演九畴相契合焉。

拿翁尝言「世无不熟原则之名将」，其所谓原则者，盖皆前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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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经验之所累积。指导战争几于艺术化之最高境界，所贵乎鑚讨

之情，运用之妙而已。若彼狃于一囿，而株守故常，则又非智者

所取任也。 

余驰骋疆场，阅三十稔，仓皇旁午，未能窥孙武之堂奥，以

抉兵学之藩篱，尝窃自愧。闲览历代兵家之述作，喜其幽微至

烛，而病其割裂失伦，常思有以整理之方，而力未逮焉。 

顷李夫人赖瑶芝女士以浴日先生生前选辑之《中国兵学大

系》将梓行问世，丐序于余。自孙吴以至近代，两千余年来论兵

之精者，悉粹其中。网罗之密，搜讨之勤，先获我心，亦可谓独

抗千古。 

当全民从事反共战争之际，领袖致意先民文化遗产之整理，

世之好学者，循而启发证明，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浴日先生治兵学有声于时，惜谢世于万方多难之日，岂私恸

之未已焉耳！然遗泽常在，谓之不朽，其亦可夫。 

黄   杰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一月于陆军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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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司令官序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 

 

兵学大师李浴日少将，以脑溢血而捐馆也，金门战地，遥为

哀祭，余曾为文以悼之，盖悲其品德之醇厚，治学之精专，方在

盛年，而竟賷志以殁，亦如西方兵圣克劳塞维慈将军，为古今所

惜也。 

顷者李夫人赖瑶芝女士，以李大师毕生艰窘著述之力，搜罗

我国历代兵学珍本，汇成《中国兵学大系》以飨世人，何与克劳

塞维慈夫人之于《战争论》又绝相类似耶？昔玄奘大师之译佛

经，太宗父子，为之妙选一时才彦，设证义、缀文、证梵、笔受

诸科，经十九年而乃有成。清乾隆帝竭天下力，动员四千余人纪

晓岚等，积十三年之久，仅成《四库全书》抄本；迨法国总理班

乐卫，席巴黎和会之余荫，亲来我国，提议影印抄本，从而朝野

四次发动，亦未蒇事。今李夫人颠沛流离，抚孤夜泣，仅十余阅

月耳，竟能将我国二千余年兵学精华，历代文献，一举而公之于

世，其与曹大家之于汉史，居里夫人之于雷锭，为何如耶？至李

大师以时代知识，用科学方法，整理国宝，发为谠论，成一家

言，以及此大系之见仁见智，固各有阳秋；而其有助于剿匪抗俄

反攻复国之圣战，则为我袍泽之所必需。爰书数语，以谢李夫人

之诚，并作李大师遗爱战地之纪念。 

刘玉章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一月于金门太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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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副司令官序 

（前金门防卫司令部副司令官） 

 

故友李浴日先生生前致力研究中国的兵学甚勤，尤注意于搜

集中国古代兵学的著述，近几年来时与余商议将他所有搜集的中

国古本兵书予以整理出版，并命名为《中国兵学大系》，将中国

古代兵书作一有系统的整理。此乃前人所未曾做的工作，亦为工

程浩大很为重要的工作，直可与宋、明、清的整理十七史、廿一

史，廿四史等价齐观。惜天不假年，浴日先生未竟所志，便中道

辞世了，这实在是国家的损失，尤其是中国兵学界的大损失。浴

日先生辞世后，其夫人赖瑶芝女士为继承其夫君遗志，为免存书

散失，乃于浴日先生的周年祭发起出版此《中国兵学大系》，并

商余及兵学界诸友好，加以整理撰注后再行出版，惜无人能应

命，但李夫人仍在国防部及兵学界同人热烈鼓励和帮助下，稍加

整理，影印出书。李夫人不特完成了浴日先生未竟的遗志，浴日

先生必然会含笑九泉，而中国兵学界得此比较完整的中国兵学珍

本，奠立了研究中国兵学体系的基础，这才是最值得我们赞扬

的。将来中国兵学理论能从兹发扬光大，浴日先生之功，而李夫

人亦有劳焉！ 

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是依靠他的文事武功，而且

两者相依为命，缺一不可的，同时文事武功又是相因相成的，所

以军事学原理虽然是各国相同，但是每一个国家仍然还是有他的

特殊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他的立国基本精神

是王道，所以他不能被称为一个军事民族，但是中国毕竟立国五

千年而至今不堕。因此，被一般浅见的人所误解，中国的生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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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与武功关系甚少。自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很少有赫赫的战

功，尤其对外作战，总是先败于第一次乃至若干次的全战，然后

再赢取最后一次的胜利，而且是往往战胜而不为众人所知。这也

就是中国兵学的特质有以致之，并不是武功与中国的生存发展无

关。 

中国是一个定居民族，他是安土重迁的，所以他的文化发

展，立国讲王道，居家讲伦理，这文化影响中国的兵学甚大，也

可以说是「中国兵学之父」。中国自从轩辕黄帝涿鹿一战而一匡

天下，黄帝又被称为道家之祖，所以道学又有称为黄老之学的，

道学是讲阴阳而崇尚自然的，而且中国古代言兵的又多属道家，

因此道学对中国兵学的影响亦很大，也可以说是「中国兵学之

母」。这也就是中国兵学的特质，我们于读这部《中国兵学大

系》时所应先知道的。 

李夫人要我为本书作序，我特将此书的价值与对中国兵学的

所见，略缀数语，以感谢浴日先生夫妇对中国兵学的贡献，是为

序！ 

柯远芬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元旦于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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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李赖瑶芝作 

 

《中国兵学大系》不至胎死腹中，不至功亏一篑，而终于诞

生出来了。这是当局爱护兵学国粹，革命军人需要兵学国粹和共

同体认先夫毕生心血所催生出来的时代成果。真是悲喜万千!  

先夫常指这些兵书说：「这是我国历代兵家名作，是历史的

灵与血的晶莹的结晶，是历尽沧桑千锤百炼不朽的军人魂，是万

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则。」 

先夫少年即爱好兵学。留学东瀛时，目睹日人崇尚我国兵

学，常称其阐释论著之多，如雨后春笋；而国人多视同陈迹腐

篇，他便细心搜集和研究，决心发扬我国兵学。 

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便接受了一些兵书的管理。当时抗日

炮火漫天，我俩迁徙各地。这些兵书，他一方面搜集，一方面探

究，一方面还得割爱留置各地。因为战事的触目惊心，国破家亡

的播迁离乱，民心士气的同仇敌忾，更坚定了他对兵学的追求。 

民国三十年他创办「世界兵学社」于广东曲江，出版《世界

兵学》月刊以「阐扬中国固有兵学，介绍各国最新兵学」为宗

旨，又出版各种兵学著述。他跟着战事的转进，由京沪而粤、

湘，而桂、黔、滇，其间曾时断时续，再接再励，苦苦支撑了数

年。及至胜利还都，他更奋力广事古兵学的搜集与钻研，又在

《世界兵学》月刊上介绍各国新兵学与出版多种专著。当时将所

辑古籍定名为《中国兵学大系》或名《中国武库》，拟与诸兵学

作家共同整理与阐释之，然后出版，俾国人能切实探讨，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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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印证，相发明，而后进一步谋求中国兵学体系的倡建，为其最

高目标，也就是他毕生的宏愿。 

三十六年（1947）《世界兵学》月刊三卷五期，他曾著文呼

吁建立「救人」的兵学思想说： 

「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劳塞维慈以来已走入歧途了：即他

们全以『徹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以后，

便竞相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

与威力愈加巧妙而猛烈，一举便可以杀人数十万。像这种『杀

人』的兵学思想，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恐怕全世界都要毁灭，

全人类都要死亡了。」 

「在今日，我们为纠正这种错误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学

思想建立起来不可。」 

「我国向来的兵学思想，都可以说是以『救人』为本的，像

孔孟所倡导的『仁师』，『义战』；老子所倡导的『慈以战则

胜』；孙子所倡导的『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子

所倡导的『绥之以道』，『五战者祸』；又司马法所倡导的『杀

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

战可也。』这种崇高的学说实值得我们今日来倡导，澄清目前世

界上所鼓吹着的以『杀人为本』，『杀得愈多，功愈高，名愈

大』的兵学思想，尤其军人们的思想！」 

「我们主张原子弹应运用于『止战』，『救人』。我们应大

声疾呼共起而建立『以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的『救人』的兵

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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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事与愿违,接着已是反共抗俄战争的迫临，又是一度远涉

重洋，播迁来台。兵书文墨，尤其这些古本兵书，永远是我们的

重要行囊。抵台之后，他重整旗鼓，复版各种兵书，在反攻复国

的使命下，他更急于本《大系》的出版。近年曾经前后两次油印

《大系》的目录，向各方友好面函商请参加意见，以便排印，又

进行这些古籍的标点工作。还对我说：要到指南宫稍住，在那里

涤尽俗务，扩展胸忆，聚精会神地去写一篇《大系》的长序，就

所收全部兵书，一一介绍其兵学要领，纵观全文就是一部「中国

兵学思想史」云云。可是俗务那里摒挡得开？一生清苦又那来巨

资刊印？但是他雄心未了，穷思极虑地去设计，去筹划，欲以百

折不挠的精神力达成此书的出版，而后急谋倡建中国兵学体系的

开展，一申报国之志。不幸就在这种艰苦困竭中，他便心力交瘁

地倒下去了，在四十四年八月七日的清晨突以脑溢血逝世。唉！

脑汁绞尽，心血呕干，他便一暝不视了! 

追忆结褵只不过短暂的十六年。这期间他始终站在兵学研究

岗位，满室书纸笔墨中倾其全力于兵学钻研，坐思起行，兀兀穷

其一生。他的身体是这么健康，他所追求的目的又是这么有益于

人类、国族，他的为学又是这么精专，我以为他一定可以达成所

愿；但怎么便这样无情地中断？他对著述的专挚，于钻研的深

邃，虚怀的探究，宏大的抱负，每常出不知所往，行不知所止。

我惟有尽心于一位学者的侍奉，与衷心的无限神圣景仰。但儿女

情怀，不无怨叹！犹以为来日方长，岂知突然间已到了我俩生命

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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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热爱的丈夫就这样永诀了！他本具奇才，奈何毕生穷

阨！他对本《大系》确曾穷精竭力无时无地不注意去搜选。中间

虽千磨百折，但他矢志不移。他不知肉味，不争荣利，始终这样

坚毅苦干，直至输将到他最后一滴鲜血便轰然中断了。在今日赤

祸横流，文物毁灭殆尽之余，先夫这种瞬息不停，万难不辞，对

于卫护兵学国粹，不是已尽了最大的贡献了吗？今不幸天不假

寿，成年毁折，教我怎忍他从此陨灭！？然死者不可复生，又叫

我怎忍这些古籍零落、散失、虫蚀、鼠窃！？他赍志以终，更教

我怎忍英魂郁结，一任长恨与天地同其绵绵！？ 

人海是这样茫茫，社会于我又是这样陌生，孤寡的深谷又是

这么惨淡幽暗，我匍匐摸索，我惟有向英灵泣诉，可是英灵默无

一语！我步出庭门，诚访先夫生前挚友，他们告诉我:「学术是大

众的力量，前仆后继，当前的有力者和学术的爱好者自然会继续

汇集热与能，造成兵学的光芒。」又再三嘱咐我: 「这是国家的

瓌宝实，毋愧对亡人！亦毋辜负故籍！」我俯首懔遵，赶速拭干

泪眼。我看见先夫生前的长官友好的挚情在招手，我立即向前叩

恳，首先得到陆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纯友情资助，很快又得到参

谋总长彭孟缉将军的主力预约，可是因为孤寡棉薄，印刷费尚有

不足。我顾前瞻后地决定先将本《大系》付印，然后再扩大吁

请，随而得到司令官刘王章将军、部长张其昀先生、海军总司令

梁序昭将军、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将军、国防部长俞大维将军、联

勤总司令黄仁霖将军的次第热烈预约，还有远在金门前线的将士

们的个人预约单也纷至杳来，各地部队长及教育机关等处，也陆

续预约……就在这样地交相支持之下，本《大系》卒底于成了。

微弱的我，在这样浩瀚伟大的协助之下，我的感激真是无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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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有一位连长，一位尉官，穿着简朴的军服也来预约，我确实

有点惊疑，这当然是节衣缩食所得，但他们是这样酷爱兵学，使

我肃然起敬！张载先生说：「忧戚玉汝于成」，我耳濡目染的

《孙子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今日面临反攻复国的圣

战中，大众发扬兵学的史绩，必将创造当前更光明的前程。虽不

幸的是先夫的早岁遽逝，但所幸的是先夫点滴的鲜血已得致送于

千万将士之前。惟愿千万将士与学者们勇往向前迈进，发扬光大

我国兵学国粹，并与西洋兵学融会贯通之，播植「救人」为本的

中国兵学思想，进而建立中国兵学体系，这是先夫宏扬国家民族

兵学的抱负，也就是先夫对千万将士学者的祈待与寄语。 

先夫之死，本属无可补偿的损失！所幸他一生兵学而外，友

情至上，友情成了他的最大遗产，由吊死、恤孤以至本《大系》

的出版，一切都是友情的赐予。读过先夫兵书的朋友、景仰他兵

学的朋友、惋惜他早逝未能谋面的朋友、身穿军服的陌生朋友，

都常来凭吊和慰问，这样圣洁的友情多么值得珍视！我无以为

谢，只有殷切地致送先夫热爱的兵学于千万将士友好之前。 

由于先夫之死，我才想见了历史上无数贤夫慈父的死，是怎

样地震碎了孤寡的心弦；我才窥见了千古良将武士的死，是怎么

震动了民族的魂魄；由是更进而认识了前线哨兵的坚挺，冲锋、

肉搏、掷头颅、洒热血的千万将士们的无上忠勇与伟大！蝼蚁偷

生的我，谨踏着先夫的血迹，紧靠着先夫英灵的陪伴与其精神的

感召，誓为将士服务！ 

本书得以刊印,均出于国军首长将士们的全力助成，由是先夫

的遗志得以表彰于后世，得与著述长存，精神不死，谨向国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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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将士们致以衷心的谢意。先夫所遗五个孤儿孤女，今后如得赖

此版税安定其教养，真是托庇于无穷，感激于无既了！ 

蒙陈副总统、于院长、俞部长、彭总长、陆军黄总司令、海

军梁总司令、空军王总司令、联勤黄总司令、罗次长、刘司令

官、柯副司令官赐题封面、序文或题字，实为本书的殊荣，至为

铭感。 

此书凡事得到先夫老友赵尺子、刘闻祖诸先生指导，劳神费

时最多，真是衷心感激。尚有先夫许多生前友好如总统府战略顾

问刘咏尧将军、陈上校寿恒，或予指导或协助预约，俱是无限感

谢的。在影印方面，得到艺文印书馆代为加工修板，并得严一萍

先生代为编排设计，又费尽心力找得更好版本数种，使本书得臻

清晰完美，实为至上友情！ 

此书选辑内容均系依照先夫原定计划全部十四册完成，惟尚

缺先夫序文乙篇。这次设计付印时，我曾搜遍遗稿，可是始终不

见长序所在。想是因为当时付印无望，故未写出？抑是写出送谁

审阅，尚未退还？如果未写，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如果写了而

尚存于某位友好手中，至恳务即寄还，以便补印。现假定先夫果

未写这长序，谨以万分诚意，祈求先夫友好以及读者，请于赐读

本《大系》之后，参古证今，引用所收各书原文，撰写「中国兵

学思想史」一篇，以便再版时列为「代序」，完成先夫未竟之

志，我除馨香铭感之外，敬备最高笔酬。稿长二三万字即可，如

承俞允，请先函告。 

在这孤灯陋室中，窗外敲着凄凉的冷雨，五个孤雏已安然入

梦，只有先夫的遗像陪伴着我。《大系》付印事务完竣，我才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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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沥血来写这篇跋文，在震撼心弦的情意之下，一段一停笔，一

阵热泪涌出一段苦文。写到千古良将武士们的死是怎样震撼了民

族的魂魄处，我跪下为今日的将士人民虔诚地祷告：安得那以

「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的救人兵学」及早诞生，安然致世界于

大同！写到先夫友好给此书的友情处，我泣诉先夫说：「但愿你

所倡建的『中国兵学体系』从兹萌发、滋长、繁荣！等待全书装

成之后，我再细细为你一字不遗地朗诵一遍。」 

泪尽更残，霜华凄冷，柔肠寸断，音容难觅，我实在有点不

支，有点软弱，但愿中国兵学日放光彩！先夫耿耿精神永在！ 

             中华民国四十六年春  未亡人  李赖瑶芝谨跋 

1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