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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灵人杰  

 

李浴日先生年谱 

李仁缪编 

2013 年 

 

1908年（清光绪卅四年，民国前三年），4月 12日生。 

 出生于广东省海康县第三区后坑村祖宅1
（今雷州市客路镇

 后坑仔村），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第四十七代孙
2。原名李

 春清3，父李连顺，母王氏，兄春魁、春绣。 

1911年，三岁。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中华民国成立。 

1915年，七岁。 

到本县大牛岭某村读私塾，受教于某贡生。 

1916年，八岁。 

                                                      

1 海康县，就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首府雷州，临近广州湾。后坑仔村

位于雷州市客路镇东部约 3 里处，以村前有坑田而得名。全村李、黄二姓世居，

以农业生产为主。 

2 据《上院李氏族谱》述，粤西有一处陇西李氏后裔聚居地，名曰“上院李

氏”。上院李氏始祖为唐朝西平郡王李晟公（公元 727—793 年）之廿二世孙承

元公，宋景定年间，仕化郡（今广东化州）路判。上院李氏自承元公开基至今已

有七百余年历史，人口最多的是发源地化州市长岐镇，次是吴川市黄坡镇。据

《后坑仔村族谱》载，后坑仔村始祖叫李秀彬，为今吴川市黄坡镇平泽村第十八

世孙发华公之子。大约在清代早期，秀彬公自黄坡镇平泽村迁五合，后定居海康

县第三区后坑村。秀彬公原配黄氏，续娶林氏。至连顺公那一代，已历经七世

（即秀、炳、茂、文、广、天、连七代）。祖父李天祥生三子，分别取名为连

泰、连顺（业工）、连安，连顺公娶王氏（今客路镇黄机塘人）。生春魁、春绣

（业商）、春清，春清即是李浴日先生。 

3 1926 年以「铁军」为名就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取勇敢善战之意。「浴日」名

是 1929 年在上海读书开始用的，隐申「御日」——抵御日寇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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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会小学。 

1919 年，11岁。 

5 月 4 日，著名的学生爱国抗争「五四运动」
4
，奠定了先生

 日后「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思想基础。 

1925 年，十七岁。  

夏，广州八桂中学毕业。 

1926 年，十八岁。 

8 月，到广州就读于广州广东省立第一中学
5高中一年级，并

 改名「铁军」，勇敢善战的劲旅之意。任国民党指导员。 

1927 年，十九岁。 

2月 16 日，在广州暴动6中被共产党拘留在东堤的一个会馆。 

1928 年，二十岁。 

                                                      

4  「五四运动」发生于 1919 年的 5 月 4 日，是一场开启于中国北平后延续到全

国、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当时北洋政府未能捍

卫国家利益，国人极端不满，从而上街游行示威。这运动促使中国知识界和青年

学生反思中国传统文化，进而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探索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代表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开端。 

5  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前身为清朝两广督张之洞创于 1888 年的广雅书院，与湖北自

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两湖书院、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并称

为当时中国四大书院，1902 年光绪时改办两广大学堂，1903 年改为广东高等学

堂，1911 民国元年改名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1935 年改为广东省立广雅中学，解

放后更名数次，1978 年当局批准恢复「广东广雅中学」校名，重新成为广东省和

广州市重点高中至今，校址在广州市荔湾区西湾路 1 号。 

 
6  广州暴动是 1927 年中国国民党实行武力清党之后，中国共产党于 1927 年 12 月

在广州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武装暴动，也是瞿秋白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策动的三

次暴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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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在上海暨南大学7读书，改名为「浴日」，隐申「御日」

 ——抵御日寇之志。 

1931年，二十三岁。 

9月 18日，九一八事变
8
，致力抗日工作。 

1932年，二十四岁。 

1 月 28 日，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9，因参加上海各界「抗日救

 国会」，被日军逮捕问询，自 2 月 12日至 3月 4日，被拘

 留时间长达 22 天。后作《沪战中的日狱》叙述被日军拘留

 期间的亡国耻辱。 

5月 28日，《沪战中的日狱》完稿，  

6月 2日，作《沪战中的日狱》自序。 

 返梓任教育局长。 

8月，《沪战中的日狱》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 

1933年，二十五岁。 

                                                      

7 「暨南大学」前身是清朝两江总督端方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成立的「暨

南学堂」。1917 年教育部规复暨南学校。1921 年规划新校舍于上海真如，并成立

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国立上海商科大学」。1927 年正式改组为「国立暨南大

学」。1929 年在原有商学院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教育三学院。1958 年经国务

院批准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然而由于其侨校的特殊性质，文化大革命期间

再度停办八载，直到 1978 年经过多方努力，再复校重建于广州。其在华侨、华

文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也是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中国高校，素有「华

侨最高学府」的美誉。 

8  九一八事变是 1931 年 9 月 18 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

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日本军队以中国军队炸毁日本修筑的南满

铁路为借口而占领沈阳，被中华民国政府视为国耻日。 

9   一二八事变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持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而自导自演在上

海对中国引发的一场武装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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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赴河北定县平民教育总会调查，随后作《定县平民

 教育》，由上海良友图书出版社出版。 

秋，赴日深造。 

1934 年，二十六岁。 

春，在日本热海治病，读日人北村佳逸的《孙子解说》。 

 开始译着《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0。 

1936 年，二十八岁。 

草成《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 

1937 年，二十九岁。 

春，从日本中央大学
11毕业归国。赴西湖养病。 

7月 7日，七七事变12，对日抗战开始，返沪。 

7月 12 日，自序《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 

8月 5日，写《抗战必胜计划》初稿。 

8月 13 日，淞沪会战爆发13，作〈千机毁灭日论〉一文。 

                                                      

10 《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于 1937 年付梓，1946 年改名为《孙子新研究》，1950

年改名为《孙子兵法新研究》，再版多次，是先生影响最深远的著作。 

11  中央大学是一所日本著名私立大学，位于东京都八王子市，其前身为 1885 年 7

月成立的英吉利法律学校，1920 年合并其它学校成立。该校法学部在日本尤为著

名，可与世界学府东京大学比肩，其毕业生是影响日本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 

12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发生于 1937 年 7 月 7 日，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的起点，也象征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战事的起始。事源大日本帝国中国驻

屯军一部在中华民国北平附近的宛平县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日本军队以有己方士

兵失踪为借口，是故要求进入宛平县城调查。遭到中华民国拒绝后，日本军队于

7 月 8 日凌晨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华民国国军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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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6 日，为《抗战必胜计划》作序于上海。 

11 月，《抗战必胜计划》由上海韬略出版社出版。 

本月，在庐山为蒋介石接见，呈献《抗战必胜计划》。 

12 月 13 日，日军南京大屠杀
14
开始并持续六周。 

12 月 29 日，作《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后记，并在沪付

 梓。 

本年某月，在广州新河浦的一个同学家里与未来妻子赖瑶芝
15

 相识。 

1938年，三十岁。 

1月，《空袭与防空》由上海杂志公司在武汉出版。 

2月，《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3  淞沪会战爆发于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陆海军沿上海北四川路、军工路一线

发动全面进攻，展开长达 3 个月的淞沪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 100 万军队投入战

斗。共计毙伤日军 5 万人，粉碎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这是中日双方

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

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但又全

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14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侵华日军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

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占南

京开始持续了 6 周。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

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 20 万以上乃至 30 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

军杀害，约 2 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15  赖瑶芝(1914.4.23－1995.12.4)，祖籍广东省罗定县，祖宅罗定县城十字街，远祖

营商。祖父赖延龄（留日，广州任官）祖母胡绍坤，父赖宪州母唐尧英，妹璘芝

与玲芝。就学万车乡私塾、罗定县真道小学、广州市清水女子小学、执信初中、

执信高中、1939 年广州中山大学农学系毕业于云南澄江，毕业后任广东省儿童教

养总院秘书、广东省妇女生产工作团垦区主任、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0 年与李浴日结褵，育有三子二女：仁师、仁雄、仁芳、仁美、仁缪。1955 年

浴日先生逝世后，继持「世界兵学社」业务，出版遗着《孙子兵法总检讨》、

《中国兵学大系》，曾任实践家专讲师、台湾省农业试验所技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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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本月蒋介石召见于武汉，直面嘉勉，并奉命在军事委员

 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专题演讲“从孙子兵法证明抗战必

 胜”。  

秋，返粤。献身戎行，任国民党 64 军参议，转战于赣北前线

 工作。 

10 月，广州沦陷，随即迁到广东战时省会——韶关。辗转于

 赣（粤）北前线工作。 

同年，以「世界兵学会」名义在《政治日报》刊登悼念蒋百

 里
16
的逝世的文章。 

本年，接受《总合》杂志记者伦的采访，于 1938 年新生号上

 发表〈兵略家李浴日访问记〉。 

1939 年，三十一岁。 

4月，当选为广东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参议员。 

5 月 15 日，参加广东省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在韶关召开的会

 议。任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主任。 

8月 10 日，被曲江《新华南》月刊社聘为该刊特约撰稿人。 

8 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印发《孙子兵法之综合研

 究》。 

9月 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6  蒋方震（1882－1938.11.4），字百里，号澹宁，以字行，清浙江杭州府海宁州

硖石镇人。中华民国时期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陆军上将，着有《国防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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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8日，写给赖瑶芝情书一封，情诗一首。 

10 月 7日，写给赖瑶芝〈心灵的写照〉诗歌一首。 

10 月 23 日，在武水舟中作〈献给我的瑶芝〉诗歌一首。 

11 月 24 日，与赖瑶芝订婚。 

11 月 25 日，作〈献给我永远的爱侣—瑶芝〉诗歌一首。 

12 月 28 日，写〈将别曲江—献给瑶芝〉诗歌一首。 

1940年，三十二岁。 

1月 2日，抵连县县城，作〈给我百年偕老的瑶芝〉。 

1 月 6 日，胡耐安17
为李浴日写了一幅「骈四俪六」的结婚证

 书。 

1月 7日，在广东省连县三江与赖瑶芝举行婚礼。 

1 月 21 日，作〈我们在荒山里建立了我们爱的乐园〉诗歌一

 首给赖瑶芝。 

1月，发表〈从孙子兵法分析敌犯粤北的溃败〉。 

1 月，《满地红》半月刊第 2 卷第 1、2 期合刊发表〈廿九年

 我们做什么〉。 

 在浙江南浔前线参加战斗四个月。 

                                                      

17 胡耐安（1899～1977）原名：有祉，别号：遯园。安徽省宣城市人。毕业于日

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秘书。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内

政部首席参事。后退出政界，先后在国立暨南、中山、边疆大学及省立安徽大学

任教，育材甚众。精通英、日文，中文造诣尤深，一生著作甚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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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着手行政科学管理研究和实验，开始著作《行政的科学

 管理研究》。 

夏季，在粤北写成《中山战争论》18
初稿。 

7月 26 日，作《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自序。 

8 月 20 日，《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由新公务员月刊社出

 版。 

8月 22 日，长子李仁师出生于广东粤北的韶关曲江县。 

1941 年，三十三岁。 

3月，在《满地红》半月刊第 3卷第 4期发表〈提倡科学的精

 神〉。 

3 月 17 日，在《满地红》半月刊第 3 卷第 5 期发表〈战后广

 东国防建设〉。 

4月，为《闪电战论丛》作自序。 

4月，《闪电战论丛》在曲江由第七战区编纂委员会出版，新

 建设出版社发行。 

5月 1日，在黄岗草成〈国父的国防计划研究〉。 

5月，在《满地红》半月刊第 3卷第 6期发表〈不暇多写〉。 

7月，创办「世界兵学社」于广东曲江，以「阐扬中国固有兵

 学，介绍各国最新兵学」为宗旨。自任社长。 

                                                      

18 《中山战争论》出版于 1942 年，1948 年改名为《国父战争理论》，1952 年再

改名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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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世界兵学》创刊号正式出版，发表〈国父战争

 思想的研究〉，作〈编后话〉，以笔名发表〈德国为什么

 要进攻苏联？〉、合译德国杜尼巴哈的〈国防科学〉。 

9 月 20 日，《世界兵学》第 1 卷第 2 期出版，编《机械化部

 队特辑》，收译稿 5 篇。发表〈中国现代伟大的军事家孙

 中山先生〉，并作〈写在前面〉及〈编者按〉，以笔名发

 表〈孙子与拿破仑〉、〈青年学生应研究战史〉、〈战争

 与诗人〉、〈希特勒已征服了十五个国家〉、〈战术之退

 化〉、〈德国的全面战术〉、〈世界战事一月谈〉等，合

 译德国史布尔的〈兵术论》（上）。 

10 月 20 日，《世界兵学》第 1 卷第 3 期出版，发表〈孙中

 山先生论战争上的精神力〉，作〈编后语〉，以笔名发表

 〈将军应大处着眼〉、〈应训练少年战车兵〉、〈战争定

 义种种〉，合译德国史布尔的〈兵术论》（下）、合译德

 国什尔约尼的〈战争社会学〉。 

12 月 7日，太平洋战争
19
爆发。 

1942年，三十四岁。 

4 月 1 日，《世界兵学》第 1 卷第 4、5 期合刊出版，以笔名

 发表〈星嘉坡失陷的原因〉。 

 客居重庆。 

                                                      

19  太平洋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日本为首的轴心国和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至 1945 年 9 月 2 日期间进行的战争，范围遍及太平洋、印度洋

和东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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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全集》（四）纪念部  

4 月，以广东省参议员名义提案第 79 号〈关于提请省政府从

 速建筑雷州特侣塘平水坝，以增粮食而利民生〉。 

6 月 1 日，《世界兵学》第 1 卷第 6 期出版，发表〈孙中山

 先生两篇军事遗着〉，为《蒋百里先生文选》出版作序，

 以笔名合译日本石原莞尔的〈世界最终战论〉、作〈日本

 毁灭的前奏曲〉。 

7月 22 日，在韶关作《中山战争论》自序。 

7月，《中山战争论》在韶关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8 月 30 日，《世界兵学》第 2 卷第 1 期出版，编《克劳塞维

 慈特辑》，作〈前言〉。 

10 月 10 日，《世界兵学》第 2 卷第 2 期出版，编《孙子兵

 法特辑》，作〈写在本辑之前〉，以笔名发表〈国父总裁

 与孙子兵法〉、〈孙子的战法〉、〈太平洋战局的观

 测〉、〈怎样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兵学随笔〉。 

12 月，《中山战争论》在韶关由世界兵学社增订出版。 

是年，蒋介石召见。 

是年，在《文摘月报》第 1期发表〈太平洋战争胜败论〉。 

12 月 31 日，《世界兵学》第 2 卷第 3、4 期合刊出版，以笔

 名发表〈希特勒似乎熟读孙子〉、〈清明的头脑〉、〈战

 字新训诂〉、〈兵学随笔〉。 

 作〈孙子兵法在英美〉（后收录在《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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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三十五岁。 

春，作〈孙子兵法的解剖〉。 

春，在重庆政治文化工作委员会图书室，获得日人成田赖武

 所译《战争论》借携南归。 

 在桂林，译成《战争论总论》，继在广东韶关山岗上用二

 月译成全书。 

3月 25日，为《孙子新研究》出版作序。 

4月 25日，在桂林为《中山战争论》作再版自序。 

6 月 15 日，《世界兵学》第 2 卷第 5 期出版，编《国防特

 辑》，发表〈兵学随笔〉、〈国防建设的总认识〉，以笔

 名发表〈争取生存空间吧！〉、〈如何建设中国将来之陆

 空国防〉。 

6 月 20 日，在广西桂林、湖南衡阳旅次为《东西兵学代表作

 之研究》作序。 

8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2 卷第 6 期，发表〈兵学随

 笔〉。 

10 月，与林熏南合作，编辑《兵学论丛》。 

10 月 15 日，为《兵学论丛》作弁言。 

11 月，在韶关出版《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20。 

11 月 22 日，为《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21作序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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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出版《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1944 年，36岁。 

2月，《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在江西赣县出版第一版。 

2月，《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秋，李浴日携妻子赖瑶芝及儿子李仁师返雷。停留雷州三天

 后然后即赴湘、桂，留下妻儿在雷州约一年。 

12 月 5 日，与军界老前辈杨耿光、丁慕韩、徐培根、陈孝威

 及黄焕文、居浩然等发起成立「中国兵学会」。 

 曲江沦陷，只身赴渝。下半年，桂柳线途次完成《兵学随

 笔》。抵渝后任陆军大学同少将教官。 

1945 年，三十七岁。 

5月 10 日，在重庆为《兵学随笔》自序。 

6月，《兵学随笔》由世界兵学社在重庆出版（初版）。  

 写《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 

9月 2日，日本投降，对日抗战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12 月，《兵学随笔》由世界兵学社在重庆再版。 

                                                                                                                    

20 《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初版于 1943 年，1946 年改名为《孙克兵学新

论》。 

21 《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初版于 1943 年，1947 年改名为《大战原理》，于

1951 年再改回原名《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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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国共内战22开始。 

1946年，三十八岁。 

2月 1日，在南京为《原子弹》一书作序。 

2月，《东西方兵学代表作之研究》改名为《孙克兵学新论》

 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3 月 12 日，在南京将《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改名为《孙子

 新研究》，修正〈总论〉。 

3月 25日，在南京为《孙子新研究》作序。 

3月，出版李宗尉、杨立德合编的《原子弹》。 

4月，出版戴坚中将的《中美兵学通论》。 

5 月 5 日，《世界兵学》3 卷 1 期复刊号出版，发表〈复刊

 献词〉、〈原子弹杂谈〉，以笔名发表〈从过去战争说到

 原子战争〉。 

5月，出版赵振宇的《中国军备与国防》。 

8月，《孙子新研究》出版。 

9 月 1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2 期，发表〈国防部

 成立以后〉，以笔名发表〈艾帅的兵法思想〉、〈兵学丛

 谈〉二文。 

                                                      

22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再度凸显，国共双方更在 1946 年全面开

战。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战役后，在东北

与北方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至 1949 年已控制长江以北的所有省份，并于

1949 年 10 月 1 日在北京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整个中国大陆。而国民政府

在领导之国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辗转于 1949 年 12 月撤退至台湾，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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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出版王可襄翻译英国哈利斯著的《交通决胜论》。 

10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3 期，作〈兵学丛

 谈〉、〈关于『中国武库』〉。 

10 月 31 日，在南京为《兵学随笔》第三版出版作后记。 

11 月，《兵学随笔》由世界兵学社在南京出版第三版。 

11 月，作《孙克兵学新论》序。 

11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4 期，撰〈兵

 坛〉。 

11 月，出版史久光的《军事哲学札记》、廖忠国的《国防机

 构论》。 

12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5 期，发表〈兵

 坛〉、〈孙子兵法的文章法〉。 

12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5 期，撰述救人救

 世的兵学思想。 

 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同少将副处长。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返南京，到苏州探访孙子遗迹：孙

 冢、孙墩、孙子祠堂，无所获。 

冬，与陈南平在重庆设立「世界兵学社」重庆办事处，地址

 为重庆中路 237号。 

本年，发表〈第三次世界大战〉。 

本年，《兵学随笔》由青年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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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三十九岁。 

1月，在南京出版《孙克兵学新论》。 

1月，《孙子新研究》增订再版。 

1月 20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3 卷第 6期，撰〈兵坛〉。 

1月，出版叶剑雄的《军师属骑兵》。 

2月 20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1期，撰《兵坛》 

2月，《孙子新研究》增订再版。 

3月 3日，次子李仁雄出生于南京钟鼓楼医院。 

3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2 期，发表〈孙子和

 原子〉，以笔名发表〈孙子的文章法〉、〈兵坛〉。 

4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3 期，以笔名发表

 〈军官与兵学〉、〈读报随笔〉、〈兵坛〉、〈从韩信师

 事李左车说到英美苏利用的国科学家〉。 

4 月 30 日，在南京为《大战原理》（原名《克劳塞维慈战争

 论纲要》），作三版序。 

夏，重游西子湖。在杭州旧书摊上，购得一部明版《孙子兵

 法》。 

 在浙江图书馆把《四库全书》中的「孙子提要」抄录下

 来。 

4月，出版胡甲里的《机械化部队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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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4 期，以笔名发表

 〈兵坛〉。 

6月，着手编纂《中国武库》23
。 

6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5 期，以笔名发表〈

 造成研究兵学的风气〉、〈兵坛〉、〈关于兵学的一个辩

 论〉。 

 7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4 卷第 6 期，以笔名发表

 〈兵坛〉。 

8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1 期（六周年纪念専

 刊），作〈创刊六周年献词〉、〈历代心理战〉、〈兵

 谈：名将范蠡沼吴之后〉、〈中国兵学之光——孙子纪念

 亭〉、〈为募捐虎丘孙子纪念亭缘起〉，成立「孙子筹建

 纪念亭委员会」，由李浴日、杨言昌、柯远芬、彭战存、

 齐廉、徐森、陈纵材、高植明等组成，建亭计划 5 亿元，

 拟于次年 9月完工。 

10 月，以文化抗战人物之典型入载《广东抗战人物志》。 

10 月，出版《世界兵学》第 5卷第 2期，发表〈兵谈〉。 

 兼国防部政工局少将第二处副处长，策划对共产党进行心

 理战机宜。 

 《大战原理》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23  《中国武库》后改名为《中国兵学大系》，于 1957 年由李浴日夫人赖瑶芝女

士继持之「世界兵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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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3 期，以笔名发表

 〈读报杂感〉、〈兵学界点滴〉。 

1948年，四十岁。 

1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4 期，登载孙子纪念

 亭筹建委员会鸣谢启事（一）。 

同月，《中山战争论》改名《国父战争理论》由国防部政工

 局出版。 

1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5 期，发表〈兵学家

 唐故师长保黄遗扎〉，登载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鸣谢启

 事（二）。 

2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5 卷第 6 期，以笔名发表

 〈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笔名译〈上次欧战宣传战的材

 料和方法〉，登载孙子纪念亭筹建委员会鸣谢启事

 （三）。 

3月 6日，长女李仁芳出生于上海市。 

3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6 卷第 1 期，以笔名发表

 〈如何转移将风〉、译〈克劳塞维兹和鲁登道夫的见

 解〉，登载〈孙子赞词汇编》。 

4 月 5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6 卷第 2 期，以笔名发表

 〈如何振作士气〉。 

5 月 2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6 卷第 3 期，以笔名发表

 〈假如第三次大战爆发〉。 

31



《李浴日全集》（四）纪念部  

6 月 24 日，由南京专程抵达苏州，下榻花园饭店，参与筹划

 修建苏州孙子亭。 

6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6 卷第 4 期，登载〈孙子赞

 词续编〉。 

秋，筹得孙子纪念亭捐款 2 亿元。换得黄金 8 两，水泥 84

 包，钢筋 300公斤。 

8 月 30 日，出版《世界兵学》第 6 卷第 5、6 期合刊，以笔

 名发表〈论总体战〉、〈心理作战在历代战争中之威

 力〉、〈杂感〉、〈战时粮食问题与宣传〉。登载〈孙子

 赞词续编〉、〈孙子亭筹建在苏州〉。 

 陈纵材的《假如你当参谋长》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10 月 25 日，出版《世界兵学》7 卷第 1 期，以笔名发表〈吴

 子论选将〉、〈瞭望台〉。也是最后一期，因战事而结束

 在南京的业务活动。 

1949 年，四十一岁。 

2月，孙子纪念碑大体竣工。 

3月，随国防部回粤。 

 由汪东
24
书写、钱荣初

25
刻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碑完成。 

                                                      

24 汪东（1890－1963﹒6），原名东宝，字旭初，号宁庵，江苏吴县人。留学日

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哲学馆。同时加入同盟会，担任《民报》撰述。

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回南京，任国立礼乐馆馆长。1947 年

任国史馆纂修， 1949 年后，曾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江苏省政

协常委、苏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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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蒋介石撤退台湾。 

夏，全家转赴香港。 

10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四十二岁。 

春，全家到台湾，住汐止，常到静修院写作。 

5月 10日，作〈东方凡尔赛——台湾〉。 

6月 10日，作〈从孙子兵法证明共军攻台必败〉。 

6月 10日，在台湾汐止作《台湾必守铁证》。 

6月 22日，作《台湾必守铁证》的「本记」。 

6月 28日，作《台湾必守铁证》的「附记」。 

6月 28日，作〈依克氏战理论台湾攻防战〉。 

7 月，世界兵学社在台湾复业，社址在台北市中正西路 12

 号。 

 以「诸葛明」笔名在台湾出版《台湾必守铁证》（又名

 《从固守台湾到反攻大陆》）。 

8月 16日，次女李仁美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汐止镇。 

10 月，将《孙子新研究》改名为《孙子兵法新研究》，出版

 台第一版。 

                                                                                                                    

25 钱荣初（1901--1990）碑刻家。江苏无锡人，定居苏州。 12 岁师从金石家周梅

谷，擅长金石、书法、碑刻。1949 年进入苏州“艺石斋”，先后精刻王羲之、怀

素、米芾、文征明、沈尹默、林散之等历代书法名家作品，技艺精湛，深得行家

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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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西线的凡尔登——金门〉，刊登于金门《怒潮》月

 刊。 

本年，收到大陆友人寄来的由汪东书写、钱荣初刻的《孙子

 兵法》十三篇碑文拓本。 

1951 年，四十三岁。 

3月，出版《孙子兵法新研究》台第二版。 

9 月 15 日，作《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三版名《大战原

 理》）台版序。 

9月 20 日，发行复业《兵学随笔》增订本初版。 

10 月 1日，出版《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台初版。 

本年，出任《实践》月刊总编辑，出版《实践》月刊， 

1952 年，四十四岁。 

7月 1日，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作序于台北。 

7 月 10 日，发行《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原著为 1942 年

 之《中山战争论》，1948 年之《国父战争理论》）复业增

 订初版。 

9月 1日，作《兵学随笔》序于台北。 

12 月 20 日，作《决胜丛书》自序。 

12 月，《决胜丛书》合订本、精装本出版。全书四册：《孙

 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国父革

 命战理之研究》、《兵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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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四十五岁。 

4月 12日，三子李仁缪出生于台湾省台北县永和镇。 

6月，出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少将高级参谋兼任《战斗》月刊社

 主编、社长。 

10 月 1 日，《战斗明天》月刊改名为《战斗》月刊，出版第

 1卷第 5期，以笔名发表〈千里室纵横谈〉。 

11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1 卷第 6 期，作〈苏州虎丘

 孙子纪念亭筹建追记〉，以笔名发表〈千里室纵横谈〉、

 译〈中国兵法的特色〉。 

12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 卷第 1 期，办「反攻笔谈

 会」，发表〈三次大战何时爆发〉，以笔名发表〈千里室

 纵横谈〉、译〈亚历山大王的战术〉。 

1954年，四十六岁。 

1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 卷第 2 期 ，校〈美国菲力

 浦论孙子〉、以笔名发表〈千里室纵横谈〉。 

2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 卷第 3 期，发表〈从诸葛

 武侯六出祁山说到我们反攻复国〉，以笔名发表〈千里室

 纵横谈〉、〈历史上最大的女间谍—西施〉。 

3月 1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卷第 4期 。   

4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 卷第 5 期，编《孙子兵法

 特辑》，作〈孙子兵法考证〉，以笔名发表〈读孙子兵

 法〉、〈一得〉、〈孙子重智〉、〈一问一答谈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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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全集》（四）纪念部  

5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2 卷第 6 期，以笔名发表

 〈郑成功如何养战〉、〈战斗随笔〉、〈岳飞喜引用孙

 子〉、译〈应以攻为守的日本防空〉。 

5月 25 日，作《孙子兵法总检讨》序。 

6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1 期，发表社论〈从

 美国外交趋势看东南亚〉、〈战斗随笔〉。 

7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2 期，发表社论〈东

 南亚应联合起来！〉、〈霍卫两大军团扫荡匈奴〉。 

8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3 期，发表社论〈越

 南分割后的世界局势〉。 

9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4 期，发表社论〈民

 众支持和联合行动〉、〈战斗随笔〉。 

10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5 期，发表社论〈记

 取辛亥革命的教训〉、〈炮战后金门走笔〉。 

11 月 1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3 卷第 6 期，发表社论〈东

 方的马耳他—金门〉、〈岛屿防御与机动兵力〉。 

12 月 5 日，出版第《战斗》月刊第 4 卷第 1 期，发表社论

 〈共存乎？兼并乎？〉，以笔名发表〈攻与守〉、〈乌坵

 之战与机动作战〉。 

本年，长兄春绣由富国岛来台湾。 

1955 年，四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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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灵人杰  

 

1 月 15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4 卷第 2、3 期合刊，编

 《王阳明特辑》，发表社论〈一年来世界局势之发展〉、

 〈战斗的王阳明〉，以笔名发表〈阳明学在日本〉。 

3 月 10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4 卷第 4 期，编《王阳明特

 辑》(续)，发表社论〈海上的双壁—金马〉。 

3月 10日，为《克劳塞维慈战争论纲要》再版作后记。 

4 月 15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4 卷第 5 期，发表社论〈金

 门的必守与可守〉。 

5 月 15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4 卷第 6 期，发表社论〈从

 确保金马说到反攻大陆〉、〈吴子兵法丛谈〉。 

5月 25日，作《孙子兵法总检讨》自序 

6 月 20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五 5 卷第 1 期，发表社论

 〈无金马即无台澎〉、〈苏俄还没有原子弹〉，以笔名译

 〈歼灭战和持久战—读克氏战争论后〉。 

7 月 20 日，出版《战斗》月刊第 5 卷第 2 期，发表社论〈我

 们应该「持志养气」〉。 

7月，长子李仁师，台湾省立师范附中高中一年级。 

8 月 7 日，清晨，在台北县永和寓所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

 效而去世，享年 47 岁。 

9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台北市立殡仪馆举行公祭。于右任、

 胡琏、邓文仪、郑彦棻等党国元老四百余人到场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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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2 日，金门官兵举行公祭，金门防卫副司令陆军中将柯

 远芬率领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全体官兵亲祭 。 

9 月 30 日，《战斗》月刊第 5 卷第 3、4 期合刊出版，刊载

 社论〈让我们来开创一个『金马时代』吧！〉、《李浴日

 先生逝世纪念特辑》。《战斗》月刊随后停刊。 

10 月，夫人赖瑶芝女士继续主持「世界兵学社」。 

1956 年 

3月，《决胜丛书》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3月 1日，世界兵学社出版《孙子兵法新研究》第 4版。 

8月，遗着《孙子兵法总检讨》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1957 年 

春，遗着《中国兵学大系》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1958 年 

8月，《李浴日先生逝世三周年特刊》由世界兵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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