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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先生年譜 

李仁繆編 

2013 年 

 

1908年（清光緒卅四年，民國前三年），4月 12日生。 

出生于廣東省海康縣第三區後坑村祖宅1
（今雷州市客路鎮後

坑仔村），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七代孫
2。原名李春清

3，父李連順，母王氏，兄春魁、春繡。 

1911年，三歲。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專制，中華民國成立。 

1915年，七歲。 

到本縣大牛嶺某村讀私塾，受教于某貢生。 

1916年，八歲。 

                                                      

1 海康縣，就是與海南島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島首府雷州，臨近廣州灣。後坑仔村

位於雷州市客路鎮東部約 3 里處，以村前有坑田而得名。全村李、黃二姓世居，

以農業生產為主。 

2 據《上院李氏族譜》述，粵西有一處隴西李氏後裔聚居地，名曰“上院李氏”

。上院李氏始祖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公元 727—793 年）之廿二世孫承元

公，宋景定年間，仕化郡（今廣東化州）路判。上院李氏自承元公開基至今已有

七百餘年歷史，人口最多的是發源地化州市長岐鎮，次是吳川市黃坡鎮。據《後

坑仔村族譜》載，後坑仔村始祖叫李秀彬，為今吳川市黃坡鎮平澤村第十八世孫

發華公之子。大約在清代早期，秀彬公自黃坡鎮平澤村遷五合，後定居海康縣第

三區後坑村。秀彬公原配黃氏，續娶林氏。至連順公那一代，已歷經七世（即秀

、炳、茂、文、廣、天、連七代）。祖父李天祥生三子，分別取名為連泰、連順

（業工）、連安，連順公娶王氏（今客路鎮黃機塘人）。生春魁、春繡（業

商）、春清，春清即是李浴日先生。 

3 1926 年以「鐵軍」為名就讀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取勇敢善戰之意。「浴日」名

是 1929 年在上海讀書開始用的，隱申「禦日」——抵禦日寇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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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會小學。 

1919 年，11歲。 

5 月 4 日，著名的學生愛國抗爭「五四運動」
4
，奠定了先生

 日後「愛國、進步、科學、民主」的思想基礎。 

1925 年，十七歲。  

夏，廣州八桂中學畢業。 

1926 年，十八歲。 

8 月，到廣州就讀於廣州廣東省立第一中學
5高中一年級，並

 改名「鐵軍」，勇敢善戰的勁旅之意。任國民黨指導員。 

1927 年，十九歲。 

12 月 16 日，在廣州暴動6中被共產黨拘留在東堤的一個會

館。 

                                                      

4  「五四運動」發生於 1919 年的 5 月 4 日，是一場開啓於中國北平後延續到全

國、以青年學生為主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當時北洋政府未能捍

衛國家利益，國人極端不滿，從而上街遊行示威。這運動促使中國知識界和青年

學生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進而追隨“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

探索新文化運動的繼續和發展，代表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結束和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開端。 

5  廣東省立第一中學前身為清朝兩廣督張之洞創於 1888 年的廣雅書院，與湖北自

强學堂（武漢大學前身）、兩湖書院、上海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並稱

為當時中國四大書院，1902 年光緒時改辦兩廣大學堂，1903 年改為廣東高等學

堂，1911 民國元年改名為廣東省立第一中學，1935 年改為廣東省立廣雅中學，解

放後更名數次，1978 年當局批准恢復「廣東廣雅中學」校名，重新成為廣東省和

廣州市重點高中至今，校址在廣州市荔灣區西灣路 1 號。 

 
6  廣州暴動是 1927 年中國國民黨實行武力清黨之後，中國共產黨於 1927 年 12 月

在廣州發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武裝暴動，也是瞿秋白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策動的三

次暴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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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二十歲。 

秋，在上海暨南大學 7讀書，改名為「浴日」，隱申「禦

 日」— —抵禦日寇之志。 

1931年，二十三歲。 

9月 18日，九一八事變8，致力抗日工作。 

1932年，二十四歲。 

1 月 28 日，上海發生一二八事變
9
，因參加上海各界「抗

 日救國會」，被日軍逮捕問詢，自 2 月 12 日至 3 月 4

 日，被拘留時間長達 22天。後作《滬戰中的日獄》敍述被

 日軍拘留期間的亡國恥辱。 

5月 28日，《滬戰中的日獄》完稿，  

6月 2日，作《滬戰中的日獄》自序。 

 返梓任教育局長。 

8月，《滬戰中的日獄》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7  暨南大學前身是清朝兩江總督端方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成立的「暨南學

堂」。1917 年教育部規復暨南學校。1921 年規劃新校舍於上海真如，並成立中國

第一所商科大學「國立上海商科大學」。1927 年正式改組為「國立暨南大學」。

1929 年在原有商學院的基礎上，增設文、理、教育三學院。1958 年經國務院批准

在廣州重建「暨南大學」。然而由於其僑校的特殊性質，文化大革命期間再度停

辦八載，直到 1978 年經過多方努力，再復校重建於廣州。其在華僑、華文教育

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也是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中國高校，素有「華僑最高

學府」的美譽。 

8  九一八事變是 1931 年 9 月 18日在中國東北爆發的一次軍事衝突和政治事件。

衝突雙方是中國東北軍和日本關東軍，日本軍隊以中國軍隊炸毀日本修築的南滿

鐵路為藉口而佔領瀋陽，被中華民國政府視為國恥日。 

9   一二八事變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為了支援其對中國東北的侵略而自導自演在上

海對中國引發的一場武裝衝突，時間長達一個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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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二十五歲。 

上半年，赴河北定縣平民教育總會調查，隨後作《定縣平民

 教育》，由上海良友圖書出版社出版。 

秋，赴日深造。 

1934 年，二十六歲。 

春，在日本熱海治病，讀日人北村佳逸的《孫子解說》。 

 開始譯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0
。 

1936 年，二十八歲。 

草成《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1937 年，二十九歲。 

春，從日本中央大學
11畢業歸國。赴西湖養病。 

7月 7日，七七事變12，對日抗戰開始，返滬。 

7月 12 日，自序《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 

8月 5日，寫《抗戰必勝計畫》初稿。 

                                                      

10 《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於 1937 年付梓，1946 年改名為《孫子新研究》，1950

年改名為《孫子兵法新研究》，再版多次，是先生影響最深遠的著作。 

11  中央大學是一所日本著名私立大學，位於東京都八王子市，其前身為 1885 年 7

月成立的英吉利法律學校，1920 年合併其他學校成立。該校法學部在日本尤為著

名，可與世界學府東京大學比肩，其畢業生是影響日本政壇的一股重要力量。 

12  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發生於 1937 年 7 月 7 日，為中國抗日戰爭全面

爆發的起點，也象徵第二次世界大戰亞洲區戰事的起始。事源大日本帝國中國駐

屯軍一部在中華民國北平附近的宛平縣進行軍事演習，夜間日本軍隊以有己方士

兵失蹤為藉口，是故要求進入宛平縣城調查。遭到中華民國拒絕後，日本軍隊於

7 月 8 日凌晨向宛平縣城和盧溝橋發動進攻，中華民國國軍抵抗。 

18



第一章   地靈人傑  

 

8月 13日，淞滬會戰爆發13，作〈千機毀滅日論〉一文。 

10 月 26 日，為《抗戰必勝計畫》作序于上海。 

11 月，《抗戰必勝計畫》由上海韜略出版社出版。 

本月，在廬山為蔣介石接見，呈獻《抗戰必勝計畫》。 

12 月 13 日，日軍南京大屠殺14開始並持續六周。 

12 月 29 日，作《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後記，並在滬付

 梓。 

本年某月，在廣州新河浦的一個同學家裏與未來妻子賴瑤芝
15

 相識。 

1938年，三十歲。 

1月，《空襲與防空》由上海雜誌公司在武漢出版。 

                                                      

13  淞滬會戰爆發於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陸海軍沿上海北四川路、軍工路一線

發動全面進攻，展開長達 3 個月的淞滬戰役，中日雙方共有約 100 萬軍隊投入戰

鬥。共計斃傷日軍 5 萬人，粉碎日本“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這是中日雙方

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第一場大型會戰，也是整個中日戰爭中進行的規模最大、戰

鬥最慘烈的一場戰役。這場戰役對於中國而言，標誌兩國之間不宣而戰、但又全

面戰爭的真正開始。 

14  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抗日戰爭初期侵華日軍在中華民國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規模屠

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與反人類罪行，從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占南

京開始持續了 6 週。據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軍事法庭

的有關判決和調查，在大屠殺中有 20 萬以上乃至 30 萬以上中國平民和戰俘被日

軍殺害，約 2 萬中國婦女遭日軍姦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軍縱火燒毀。 

15  賴瑤芝(1914.4.23－1995.12.4)，祖籍廣東省羅定縣，祖宅羅定縣城十字街，遠祖

營商。祖父賴延齡（留日，廣州任官）祖母胡紹坤，父賴憲州母唐堯英，妹璘芝

與玲芝。就學萬車鄉私塾、羅定縣真道小學、廣州市清水女子小學、執信初中、

執信高中、1939 年廣州中山大學農學系畢業于雲南澂江，畢業後任廣東省兒童教

養總院秘書、廣東省婦女生產工作團墾區主任、廣東省婦女工作委員會委員。

1940 年與李浴日結褵，育有三子二女：仁師、仁雄、仁芳、仁美、仁繆。1955 年

浴日先生逝世後，獨力主持「世界兵學社」業務，出版遺著《孫子兵法總檢

討》、《中國兵學大系》，曾任實踐家專講師、臺灣省農業試驗所技師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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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6月，本月蔣介石召見於武漢，直面嘉勉，並奉命在軍事委員

 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專題演講“從孫子兵法證明抗戰必

 勝”。  

秋，返粵。獻身戎行，任國民黨 64 軍參議，轉戰于贛北前線

 工作。 

10 月，廣州淪陷，隨即遷到廣東戰時省會——韶關。輾轉於

 贛（粵）北前線工作。 

同年，以「世界兵學會」名義在《政治日報》刊登悼念蔣百

 里
16的逝世的文章。 

本年，接受《總合》雜誌記者倫的採訪，于 1938 年新生號上

 發表〈兵略家李浴日訪問記〉。 

1939 年，三十一歲。 

4月，當選為廣東省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參議員。 

5 月 15 日，參加廣東省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在韶關召開的會

 議。任廣東省政府秘書處編譯室主任。 

8月 10 日，被曲江《新華南》月刊社聘為該刊特約撰稿人。 

8 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處印發《孫子兵法之綜合研

 究》。 

                                                      

16  蔣方震（1882－1938.11.4），字百里，號澹寧，以字行，清浙江杭州府海寧州

硤石鎮人。中華民國時期軍事理論家。軍事教育家，陸軍上將，著有《國防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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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日，德國入侵波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9月 28日，寫給賴瑤芝情書一封，情詩一首。 

10 月 7日，寫給賴瑤芝〈心靈的寫照〉詩歌一首。 

10 月 23 日，在武水舟中作〈獻給我的瑤芝〉詩歌一首。 

11 月 24 日，與賴瑤芝訂婚。 

11 月 25 日，作〈獻給我永遠的愛侶—瑤芝〉詩歌一首。 

12 月 28 日，寫〈將別曲江—獻給瑤芝〉詩歌一首。 

1940年，三十二歲。 

1月 2日，抵連縣縣城，作〈給我百年偕老的瑤芝〉。 

1 月 6 日，胡耐安17為李浴日寫了一幅「駢四儷六」的結婚證

 書。 

1月 7日，在廣東省連縣三江與賴瑤芝舉行婚禮。 

1 月 21 日，作〈我們在荒山裏建立了我們愛的樂園〉詩歌一

 首給賴瑤芝。 

1月，發表〈從孫子兵法分析敵犯粵北的潰敗〉。 

1 月，《滿地紅》半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發表〈廿九年

 我們做什麼〉。 

 在浙江南潯前線參加戰鬥四個月。 

                                                      

17 胡耐安（1899～1977）原名：有祉，别號：遯園。安徽省宣城市人。畢業於日

本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後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秘書。抗日戰爭期間任國民政府內

政部首席參事。後退出政界，先後在國立暨南、中山、邊疆大學及省立安徽大學

任教，育材甚眾。精通英、日文，中文造詣尤深，一生著作甚豐。 

21



《李浴日全集》（四）紀念部  

夏，著手行政科學管理研究和實驗，開始著作《行政的科學

 管理研究》。 

夏季，在粵北寫成《中山戰爭論》18
初稿。 

7月 26 日，作《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自序。 

8 月 20 日，《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由新公務員月刊社出

 版。 

8月 22 日，長子李仁師出生於廣東粵北的韶關曲江縣。 

1941 年，三十三歲。 

3月，在《滿地紅》半月刊第 3卷第 4期發表〈提倡科學的精

 神〉。 

3 月 17 日，在《滿地紅》半月刊第 3 卷第 5 期發表〈戰後廣

 東國防建設〉。 

4月，為《閃電戰論叢》作自序。 

4月，《閃電戰論叢》在曲江由第七戰區編纂委員會出版，新

 建設出版社發行。 

5月 1日，在黃崗草成〈國父的國防計畫研究〉。 

5月，在《滿地紅》半月刊第 3卷第 6期發表〈不暇多寫〉。 

7月，創辦「世界兵學社」於廣東曲江，以「闡揚中國固有兵

學，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旨。自任社長。 

                                                      

18 《中山戰爭論》出版於 1942 年，1948 年改名為《國父戰爭理論》，1952 年再

改名為《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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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世界兵學》創刊號正式出版，發表〈國父戰爭

 思想的研究〉，作〈編後話〉，以筆名發表〈德國為什麽

 要進攻蘇聯？〉、合譯德國杜尼巴哈的〈國防科學〉。 

9 月 20 日，《世界兵學》第 1 卷第 2 期出版，編《機械化部

 隊特輯》，收譯稿 5 篇。發表〈中國現代偉大的軍事家孫

 中山先生〉，並作〈寫在前面〉及〈編者按〉，以筆名發

 表〈孫子與拿破崙〉、〈青年學生應研究戰史〉、〈戰爭

 與詩人〉、〈希特勒已征服了十五個國家〉、〈戰術之退

 化〉、〈德國的全面戰術〉、〈世界戰事一月談〉等，合

 譯德國史布林的〈兵術論》（上）。 

10 月 20 日，《世界兵學》第 1 卷第 3 期出版，發表〈孫中

 山先生論戰爭上的精神力〉，作〈編後語〉，以筆名發表

 〈將軍應大處著眼〉、〈應訓練少年戰車兵〉、〈戰爭定

 義種種〉，合譯德國史布林的〈兵術論》（下）、合譯德

 國什爾約尼的〈戰爭社會學〉。 

12 月 7日，太平洋戰爭
19
爆發。 

1942年，三十四歲。 

4 月 1 日，《世界兵學》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出版，以筆名

 發表〈星嘉坡失陷的原因〉。 

 客居重慶。 

                                                      

19  太平洋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日本為首的軸心國和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於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間進行的戰爭，範圍遍及太平洋、印度洋

和東亞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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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以廣東省參議員名義提案第 79 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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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 日，《世界兵學》第 1 卷第 6 期出版，發表〈孫中山

 先生兩篇軍事遺著〉，為《蔣百里先生文選》出版作序，

 以筆名合譯日本石原莞爾的〈世界最終戰論〉、作〈日本

 毀滅的前奏曲〉。 

7月 22 日，在韶關作《中山戰爭論》自序。 

7月，《中山戰爭論》在韶關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8 月 30 日，《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1 期出版，編《克勞塞維

 慈特輯》，作〈前言〉。 

10 月 10 日，《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2 期出版，編《孫子兵

 法特輯》，作〈寫在本輯之前〉，以筆名發表〈國父總裁

 與孫子兵法〉、〈孫子的戰法〉、〈太平洋戰局的觀

 測〉、 〈怎樣開闢歐洲第二戰場〉、〈兵學隨筆〉。 

12 月，《中山戰爭論》在韶關由世界兵學社增訂出版。 

是年，蔣介石召見。 

是年，在《文摘月報》第 1期發表〈太平洋戰爭勝敗論〉。 

12 月 31 日，《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3、4 期合刊出版，以筆

 名發表〈希特勒似乎熟讀孫子〉、〈清明的頭腦〉、〈戰

 字新訓詁〉、〈兵學隨筆〉。 

 作〈孫子兵法在英美〉（後收錄在《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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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三十五歲。 

春，作〈孫子兵法的解剖〉。 

春，在重慶政治文化工作委員會圖書室，獲得日人成田賴武

 所譯《戰爭論》借攜南歸。 

在桂林，譯成《戰爭論 總論》，繼在廣東韶關山崗上用

二月譯成全書。 

3月 25日，為《孫子新研究》出版作序。 

4月 25日，在桂林為《中山戰爭論》作再版自序。 

6 月 15 日，《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5 期出版，編《國防特

 輯》，發表〈兵學隨筆〉、〈國防建設的總認識〉，以筆

 名發表〈爭取生存空間吧！〉、〈如何建設中國將來之陸

 空國防〉。 

6 月 20 日，在廣西桂林、湖南衡陽旅次為《東西兵學代表作

之研究》作序。 

8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2 卷第 6 期，發表〈兵學隨

 筆〉。 

10 月，與林薰南合作，編輯《兵學論叢》。 

10 月 15 日，為《兵學論叢》作弁言。 

11 月，在韶關出版《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
20。 

11 月 22 日，為《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21作序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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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出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1944 年，36歲。 

2月，《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在江西贛縣出版第一版。 

2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秋，李浴日攜妻子賴瑤芝及兒子李仁師返雷。停留雷州三天

 后然後即赴湘、桂，留下妻兒在雷州約一年。 

12 月 5 日，與軍界老前輩楊耿光、丁慕韓、徐培根、陳孝威

 及黃煥文、居浩然等發起成立「中國兵學會」。 

 曲江淪陷，隻身赴渝。下半年，桂柳線途次完成《兵學

 隨筆》。抵渝後任陸軍大學同少將教官。 

1945 年，三十七歲。 

5月 10 日，在重慶為《兵學隨筆》自序。 

6月，《兵學隨筆》由世界兵學社在重慶出版（初版）。  

 寫《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9月 2日，日本投降，對日抗戰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2 月，《兵學隨筆》由世界兵學社在重慶再版。 

                                                                                                                    

20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初版於 1943 年，1946 年改名為《孫克兵學新

論》。 

21 《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初版於 1943 年，1947 年改名為《大戰原理》，於

1951 年再改囘原名《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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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國共内戰22開始。 

1946年，三十八歲。 

2月 1日，在南京為《原子彈》一書作序。 

2月，《東西方兵學代表作之研究》改名為《孫克兵學新論》

 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3 月 12 日，在南京將《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改名為《孫子

 新研究》，修正〈總論〉。 

3月 25日，在南京為《孫子新研究》作序。 

3月，出版李宗尉、楊立德合編的《原子彈》。 

4月，出版戴堅中將的《中美兵學通論》。 

5 月 5 日，《世界兵學》3 卷 1 期復刊號出版，發表〈復刊

 獻詞〉、〈原子彈雜談〉，以筆名發表〈從過去戰爭說到

 原子戰爭〉。 

5月，出版趙振宇的《中國軍備與國防》。 

8月，《孫子新研究》出版。 

9 月 1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2 期，發表〈國防部

 成立以後〉，以筆名發表〈艾帥的兵法思想〉、〈兵學叢

 談〉二文。 

                                                      

22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之間的矛盾再度凸顯，國共雙方更在 1946 年全面開

戰。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遼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戰役後，在東北

與北方取得軍事上的絕對優勢，至 1949 年已控制長江以北的所有省份，並於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整個中國大陸。而國民政府

在領導之國軍在戰爭中節節敗退，輾轉於 1949 年 12 月撤退至台灣，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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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出版王可襄翻譯英國哈利斯著的《交通決勝論》。 

10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3 期，作〈兵學叢

 談〉、〈關於『中國武庫』〉。 

10 月 31 日，在南京為《兵學隨筆》第三版出版作後記。 

11 月，《兵學隨筆》由世界兵學社在南京出版第三版。 

11 月，作《孫克兵學新論》序。 

11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4 期，撰〈兵

 壇〉。 

11 月，出版史久光的《軍事哲學劄記》、廖忠國的《國防機

 構論》。 

12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5 期，發表〈兵

 壇〉、〈孫子兵法的文章法〉。 

12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5 期，撰述救人救

世的兵學思想。 

 出任國防部政工局同少將副處長。 

 抗戰勝利後，從重慶返南京，到蘇州探訪孫子遺跡：孫

 塚、孫墩、孫子祠堂，無所獲。 

冬，與陳南平在重慶設立「世界兵學社」重慶辦事處，地址

 為重慶中路 237號。 

本年，發表〈第三次世界大戰〉。 

本年，《兵學隨筆》由青年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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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三十九歲。 

1月，在南京出版《孫克兵學新論》。 

1月，《孫子新研究》增訂再版。 

1月 20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3 卷第 6期，撰〈兵壇〉。 

1月，出版葉劍雄的《軍師屬騎兵》。 

2月 20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1期，撰《兵壇》 

2月，《孫子新研究》增訂再版。 

3月 3日，次子李仁雄出生于南京鐘鼓樓醫院。 

3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2 期，發表〈孫子和

 原子〉，以筆名發表〈孫子的文章法〉、〈兵壇〉。 

4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3 期，以筆名發表

 〈軍官與兵學〉、〈讀報隨筆〉、〈兵壇〉、〈從韓信師

 事李左車說到英美蘇利用的國科學家〉。 

4 月 30 日，在南京為《大戰原理》（原名《克勞塞維慈戰爭

 論綱要》），作三版序。 

夏，重遊西子湖。在杭州舊書攤上，購得一部明版《孫子兵

 法》。 

 在浙江圖書館把《四庫全書》中的「孫子提要」抄錄下

 來。 

4月，出版胡甲裏的《機械化部隊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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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4 期，以筆名發表

 〈兵壇〉。 

6月，著手編纂《中國武庫》23
。 

6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5 期，以筆名發表

 〈造成研究兵學的風氣〉、〈兵壇〉、〈關於兵學的一個

 辯論〉。 

 7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4 卷第 6 期，以筆名發表

 〈兵壇〉。 

8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1 期（六週年紀念専

 刊），作〈創刊六周年獻詞〉、〈歷代心理戰〉、〈兵

 談：名將范蠡沼吳之後〉、〈中國兵學之光——孫子紀念

 亭〉、〈為募捐虎丘孫子紀念亭緣起〉，成立「孫子籌建

 紀念亭委員會」，由李浴日、楊言昌、柯遠芬、彭戰存、

 齊廉、徐森、陳縱材、高植明等組成，建亭計畫 5 億元，

 擬於次年 9月完工。 

10 月，以文化抗戰人物之典型入載《廣東抗戰人物志》。 

10 月，出版《世界兵學》第 5卷第 2期，發表〈兵談〉。 

 兼國防部政工局少將第二處副處長，策劃對共產黨進行心

 理戰機宜。 

 《大戰原理》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23  《中國武庫》後改名為《中國兵學大系》，於 1957 年由李浴日夫人賴瑤芝女

士繼持之「世界兵學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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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3 期，以筆名發表

 〈讀報雜感〉、〈兵學界點滴〉。 

1948年，四十歲。 

1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4 期，登載孫子紀念

 亭籌建委員會鳴謝啟事（一）。 

同月，《中山戰爭論》改名《國父戰爭理論》由國防部政工

 局出版。 

1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5 期，發表〈兵學家

 唐故師長保黃遺扎〉，登載孫子紀念亭籌建委員會鳴謝啟

 事（二）。 

2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5 卷第 6 期，以筆名發表

 〈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筆名譯〈上次歐戰宣傳戰的材

 料和方法〉，登載孫子紀念亭籌建委員會鳴謝啟事

 （三）。 

3月 6日，長女李仁芳出生於上海市。 

3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1 期，以筆名發表

 〈如何轉移將風〉、譯〈克勞塞維茲和魯登道夫的見

 解〉，登載〈孫子贊詞彙編》。 

4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2 期，以筆名發表

 〈如何振作士氣〉。 

5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3 期，以筆名發表

 〈假如第三次大戰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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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4 日，由南京專程抵達蘇州，下榻花園飯店，參與籌畫

修建蘇州孫子亭。 

6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4 期，登載〈孫子

 贊詞續編〉。 

秋，籌得孫子紀念亭捐款 2 億元。換得黃金 8 兩，水泥 84

 包，鋼筋 300公斤。 

8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學》第 6 卷第 5、6 期合刊，以筆

 名發表〈論總體戰〉、〈心理作戰在歷代戰爭中之威

 力〉、〈雜感〉、〈戰時糧食問題與宣傳〉。登載〈孫子

 贊詞續編〉、〈孫子亭籌建在蘇州〉。 

 陳縱材的《假如你當參謀長》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10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學》7 卷第 1 期，以筆名發表〈吳

子論選將〉、〈瞭望台〉。也是最後一期，因戰事而結束

在 南京的業務活動。 

1949 年，四十一歲。 

2月，孫子紀念碑大體竣工。 

3月，隨國防部回粵。 

 由汪東
24
書寫、錢榮初

25
刻的《孫子兵法》十三篇碑完成。 

                                                      

24 汪東（1890－1963﹒6），原名東寶，字旭初，號寧庵，江蘇吳縣人。留學日本

，早稻田大學預科，畢業後入哲學館。同時加入同盟會，擔任《民報》撰述。曾

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戰勝利後回南京，任國立禮樂館館長。1947 年任

國史館纂修， 1949 年後，曾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江蘇省政協

常委、蘇州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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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蔣介石撤退台灣。 

夏，全家轉赴香港。 

10 月 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年，四十二歲。 

春，全家到臺灣，住汐止，常到靜修院寫作。 

5月 10日，作〈東方凡爾賽——臺灣〉。 

6月 10日，作〈從孫子兵法證明共軍攻台必敗〉。 

6月 10日，在臺灣汐止作《臺灣必守鐵證》。 

6月 22日，作《臺灣必守鐵證》的「本記」。 

6月 28日，作《臺灣必守鐵證》的「附記」。 

6月 28日，作〈依克氏戰理論臺灣攻防戰〉。 

7 月，世界兵學社在臺灣復業，社址在臺北市中正西路 12

 號。 

 以「諸葛明」筆名在臺灣出版《臺灣必守鐵證》（又名

 《從固守臺灣到反攻大陸》）。 

8月 16日，次女李仁美出生於臺灣省臺北縣汐止鎮。 

10 月，將《孫子新研究》改名為《孫子兵法新研究》，出版

 臺第一版。 

                                                                                                                    

25 錢榮初（1901--1990）碑刻家。江蘇無錫人，定居蘇州。 12 歲師從金石家周梅

谷，擅長金石、書法、碑刻。1949 年進入蘇州“藝石齋”，先後精刻王羲之、懷

素、米芾、文徵明、沈尹默、林散之等歷代書法名家作品，技藝精湛，深得行家

讚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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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西線的凡爾登——金門〉，刊登于金門《怒潮》月

 刊。 

本年，收到大陸友人寄來的由汪東書寫、錢榮初刻的《孫子

 兵法》十三篇碑文拓本。 

1951 年，四十三歲。 

3月，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臺第二版。 

9 月 15 日，作《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三版名《大戰

 原理》）臺版序。 

9月 20 日，發行復業《兵學隨筆》增訂本初版。 

10 月 1日，出版《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臺初版。 

本年，出任《實踐》月刊總編輯，出版《實踐》月刊， 

1952 年，四十四歲。 

7月 1日，為《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作序於臺北。 

7 月 10 日，發行《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原著為 1942 年

 之《中山戰爭論》，1948 年之《國父戰爭理論》）復業增

 訂初版。 

9月 1日，作《兵學隨筆》序於臺北。 

12 月 20 日，作《決勝叢書》自序。 

12 月，《決勝叢書》合訂本、精裝本出版。全書四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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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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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四十五歲。 

4月 12日，三子李仁繆出生於臺灣省臺北縣永和鎮。 

6月，出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級參謀兼任《戰鬥》月刊社

 主編、社長。 

10 月 1 日，《戰鬥明天》月刊改名為《戰鬥》月刊，出版第

 1卷第 5期，以筆名發表〈千里室縱橫談〉。 

11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1 卷第 6 期，作〈蘇州虎丘

 孫子紀念亭籌建追記〉，以筆名發表〈千里室縱橫談〉、

 譯〈中國兵法的特色〉。 

12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 卷第 1 期，辦「反攻筆談

 會」，發表〈三次大戰何時爆發〉，以筆名發表〈千里室

 縱橫談〉、譯〈亞歷山大王的戰術〉。 

1954年，四十六歲。 

1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 卷第 2 期 ，校〈美國菲

 力浦論孫子〉、以筆名發表〈千里室縱橫談〉。 

2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 卷第 3 期，發表〈從諸葛

 武侯六出祁山說到我們反攻復國〉，以筆名發表〈千里室

 縱橫談〉、〈歷史上最大的女間諜—西施〉。 

3月 1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卷第 4期 。   

4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 卷第 5 期，編《孫子兵法

 特輯》，作〈孫子兵法考證〉，以筆名發表〈讀孫子兵

 法〉、〈一得〉、〈孫子重智〉、〈一問一答談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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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2 卷第 6 期，以筆名發表

 〈鄭成功如何養戰〉、〈戰鬥隨筆〉、〈岳飛喜引用孫

 子〉、譯〈應以攻為守的日本防空〉。 

5月 25 日，作《孫子兵法總檢討》序。 

6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1 期，發表社論〈從

 美國外交趨勢看東南亞〉、〈戰鬥隨筆〉。 

7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2 期，發表社論〈東

 南亞應聯合起來！〉、〈霍衛兩大軍團掃蕩匈奴〉。 

8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3 期，發表社論〈越

 南分割後的世界局勢〉。 

9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4 期，發表社論〈民

 眾支持和聯合行動〉、〈戰鬥隨筆〉。 

10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5 期，發表社論〈記

 取辛亥革命的教訓〉、〈炮戰後金門走筆〉。 

11 月 1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3 卷第 6 期，發表社論〈東

 方的馬耳他—金門〉、〈島嶼防禦與機動兵力〉。 

12 月 5 日，出版第《戰鬥》月刊第 4 卷第 1 期，發表社論

 〈共存乎？兼併乎？〉，以筆名發表〈攻與守〉、〈烏坵

 之戰與機動作戰〉。 

本年，長兄春繡由富國島來臺灣。 

1955 年，四十七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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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5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4 卷第 2、3 期合刊，編

 《王陽明特輯》，發表社論〈一年來世界局勢之發展〉、

 〈戰鬥的王陽明〉，以筆名發表〈陽明學在日本〉。 

3 月 10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4 卷第 4 期，編《王陽明特

 輯》(續)，發表社論〈海上的雙壁—金馬〉。 

3月 10日，為《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再版作後記。 

4 月 15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4 卷第 5 期，發表社論〈金

 門的必守與可守〉。 

5 月 15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4 卷第 6 期，發表社論〈從

 確保金馬說到反攻大陸〉、〈吳子兵法叢談〉。 

5月 25日，作《孫子兵法總檢討》自序 

6 月 20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五 5 卷第 1 期，發表社論

 〈無金馬即無臺澎〉、〈蘇俄還沒有原子彈〉，以筆名譯

 〈殲滅戰和持久戰—讀克氏戰爭論後〉。 

7 月 20 日，出版《戰鬥》月刊第 5 卷第 2 期，發表社論〈我

 們應該「持志養氣」〉。 

7月，長子李仁師，臺灣省立師範附中高中一年級。 

8 月 7 日，清晨，在臺北縣永和寓所突發腦溢血，經搶救無

 效而去世，享年 47歲。 

9 月 9 日上午 9 時，在臺北市立殯儀館舉行公祭。于右任、

胡璉、鄧文儀、鄭彥棻等黨國元老四百餘人到場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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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金門官兵擧行公祭，金門防衛副司令陸軍中將柯

 遠芬率領反共救國軍第二總隊全體官兵親祭 。 

9 月 30 日，《戰鬥》月刊第 5 卷第 3、4 期合刊出版，刊載

 社論〈讓我們來開創一個『金馬時代』吧！〉、《李

 浴日先生逝世紀念特輯》。《戰鬥》月刊隨後停刊。 

10 月，夫人賴瑤芝女士繼續主持「世界兵學社」。 

1956 年 

3月，《決勝叢書》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3月 1日，世界兵學社出版《孫子兵法新研究》第 4版。 

8月，遺著《孫子兵法總檢討》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1957 年 

春，遺著《中國兵學大系》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1958 年 

8月，《李浴日先生逝世三週年特刊》由世界兵學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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