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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父亲李浴日 

李仁师 

2014 年 1 月 

   

我对父亲知道的太少了, 他去世时，我才 16岁。 

我的父亲李浴日, 在 1920 年时, 是雷州家里唯一能幸运到广

州读中学，然后到上海暨南大学读行政管理的一位。在 1932 年的

“一• 二八”事变, 他被日本人关进了监狱廿余天, 也受了不少

日军的折磨，很幸运的是，他活着出了监狱。 

即使受过这些灾难, 当他大学毕业, 有机会留学日本时，他

毫不犹豫，去东京的中央大学读了四年书。他要知道日本为何强

大, 要把他们行政管理的优点, 带回中国, 让中国强起来。 

在日本他偶然看到一本《孙子兵法》的书, 这改变了他学习

的方向。在日本读书时, 他己经写完《孙子兵法》新研究的初

稿。后来写了更多关于军事理论的书籍。1946 年，他已经感觉到, 

世界的兵学，尢其是在世界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我们看

到的, 只是杀人灭国的兵学。 当有了原子弹, 全人类更有可能全

被灭亡, 他大声疾呼, 世界应实行中国的救人救世的兵学。 

1. 曲江出生 

我出生于抗日烽火纷飞的上世纪 40 年代，广东省政府临时省

会曲江。那时日本正在轰炸曲江，因为父亲是研究兵学的, 我被

命名为仁师。当时，父亲刚从日本留学毕业回国不久。他跟随广

东省国民政府主席李汉魂，在省政府担任编译室任主任，同时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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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为省政府临时参议会参议员。由于日军侵占广州，省政府临时

迁往粤北韶关办公，父亲也随即迁往韶关工作。 

我出生时，母亲赖瑶芝在省儿童教养总院当秘书，也在广东

妇女生产工作团垦殖区工作（主任吴菊芳），还选任广东省妇女

工作委员会委员。我母亲是罗定县（今罗定市）人，毕业于中山

大学农学系。由于工作繁重，经常要上前线慰劳伤病患者，十分

危险，出于安全考虑，母亲只好暂时留在家里带我。这样我在曲

江度过了将近四年的幼儿生活。 

2. 客路童年 

1944 年炎炎之夏，日军企图打通湘桂交通线，进据省会韶

关，粤北形势顿现紧张。为疏散人口，父母只好带着我回到他们

在雷州的老家客路镇后坑子村暂时避难。 

粤北至雷州，有 600 多公里的行程。那时的粤北，道路是相

当的坎坷难行，大部分都不通汽车。我们只好坐在自行车的后

座，经过长途的颠簸，终于回到后坑子村。 

后坑子村的老家，分新、旧两个地方。旧屋是祖屋，位于古

巷。新屋是刚建筑不久的二层小洋楼，位于村前。门楼的题字，

是由于右任先生所题，我们住在新屋。 

父亲把我们安顿好后，由于战事紧急，三天后，风尘仆仆奔

向桂柳线，我与母亲只好留在雷州住了将近一年。 

母亲带我回后坑子的老家时，伯母钟玉英及村里人都非常喜

欢我们。当时我刚回雷州，她说我已经 5 岁了。春节一过，她又

说我 6 岁了。原来农村人是以虚岁计算岁数的，其实我只有 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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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多。那时我十分调皮，喜欢爬树，也喜欢爬上柴堆上玩耍。伯

母生怕我摔下来, 摔伤了，便拿着小棍子装作赶打的样子。我见

伯母赶来，连忙走开。伯母做了一个鬼脸，说了声“调皮鬼”，

我哈哈哈的大笑起来。这些细节，是 2011 年我返雷州时，曾听伯

母亲口这样讲过的乡亲们这样告诉我的。 

在雷州的那段时间里，我与母亲除了住在后坑子村外，还到

“洋界”太平圩（广州湾法租界，今属于湛江麻章区）伯父李春

秀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伯父在“洋界”太平圩有一个商号叫做“裕祥庄”，做“蒙

盘”（雷州话，即暗盘，相当于民间期货交易）生意，亦兼营片

糖、花生油等。“裕祥庄”在太平圩算是一个较大的商号，雇员

有 10 余人，其中就有刚结婚不久的伯父的女婿黄荣身，我叫他姐

夫，他是堂姐李丽华的丈夫。伯父为人诚信，生意还算不错。 

3. 追忆父亲 

父亲是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在大陆工作的那段时间里，他身

上的工作虽然繁重，但经常想着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办些实事。 

母亲告诉我，父亲在担任广东省参议员期间曾经写过许多议

案。其中就有一份就是关于家乡民生和水利建设的。 

特侣塘是雷州半岛最大的一口人工水塘，灌溉面积 1.7 万

亩，是雷州东洋的农业生产的灌溉枢纽。但因为泥沙淤塞，塘底

变浅。造成旱涝灾害，周围老百姓为此纠纷不断。父亲急老百姓

之所急。1942 年春，他利用参加广东省临时参议会第 6 次会议之

机，撰写了《关于提请省政府从速建筑雷州特侣塘平水坝，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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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而利民生案》提案。提出从根本上解决特侣塘问题的计划：

“（一）清浚塘身；（二）筑平水坝；（三）疎通三横九直沙。

然时逾八载，迄未实行。在此抗战建国期间，为免年年牺牲多数

壮丁，以保国力，解决多年水患，以增粮食产量。据水利局估

计，每年可增十六万市担起见，自有从速建筑雷州特侣塘平水坝

的必要。方法：（一）请省府从速拨款二十万元，督饬建设厅于

本年冬来施工，先将平水坝筑成。（二）水坝筑成后，再行筹

款，清浚塘身和河道。”这个提案经省参议会和省政府研究，均

获得通过。省政府据此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派各专家并饬

珠江水利局派队测量设计完竣，计工费八百万元。分向庚子赔款

委员会及省行商洽贷借，并由受益田亩摊派和向第八区专署督同

当地县府速组水利协会并会同珠江水利局组设工程处办理。”现

在，这件提案还保存在广东省档案馆里，见证他关心家乡民生和

水利建设的历史。 

父亲对家乡文化教育事业也特别关心。为满足家乡人才培养

的需要，怹与家乡名流捐资创办私立建设中学，这是他为家乡所

办的另一件大事。1947 年，他在苏州倡导建设《孙子兵法》纪念

亭的同时，还与春熙伯（县教育局长，我的堂伯父）、苏六民

（《雷州民国日报》社社长）、李子舜（曾任海康县党部书记

长、海一中校长）等人组织发起筹建海康县私立建设中学。怹把

自己的节余和《孙子新研究》等著作的稿酬捐献给家乡的教育事

业，反哺父老乡亲的养育之恩。同时向社会公开筹措办学资金，

创办教育基金会。当年就把学校创办起来了。位于雷城内福音堂

附近，当年就开始招生。这是一所初级中学，只招收初中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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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聘请中山大学毕业生周文龙担任校长之职。学校设立后，他

又为中学捐助图书，还被聘为本县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 

此外，他还捐资扩建客路国民学校（今客路小学），为改善

学校的教学条件做出了贡献。 

正如李龙先生在《李浴日的桑梓情怀》所说：“他用那感人

至深的关心家乡民生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他那热爱

乡梓的朴素情怀。” （作者为雷州籍留美院士） 

4. 情牵家乡 

1945 年夏，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母亲接到父亲的来信，要

我们离开雷州去灵山（今广西灵山）等待他来接，准备随国民政

府返回南京。我们只好告别后坑子村。 

我们从后坑子村来到太平圩后，在那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便

出发了。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天气很好。送我们去的人除了一

个受雇的自行车夫外，还有一个就是荣身姐夫。母亲坐车夫的

车，我则坐在荣身姐夫的车上。 

根据行程安排，我们先到雷州半岛西海岸边的杨柑镇各佐伯

（即陈各佐，遂溪县民团团长）所在的村庄，从那里下船去北

海，然后再去灵山。1984 年母亲给雷州玉英伯母、荣身姐夫等人

的信里还特别提起这件事：“我离开太平时是坐单车去北海，我

至今记得真切，真是为我踏单车的人辛苦了，荣身送我，我也记

得。先到北海各（佐）伯处再往灵山。”2011 年 3 月我返雷州会

见荣身姐夫时他也特别提起这件事, 也谢谢他, 帮了这个大忙。 

 

238



第四章  父慈子孝  

 

1950 年，我随父母亲经香港去了台湾。在台湾完成学业后来

美国留学并定居美国。我虽定居美国己 50 多年，但我始终眷恋着

对我的成长具有重要影响的故土雷州。 

2011 年 3 月初，我返回台湾。15—18 日，我从台湾重返阔别

67 载之久的雷州。在雷州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我受到雷州市人民

政府和雷州父老乡亲们的盛情款待。那天天气晴朗, 在春风和煦

的春早, 我回到了后坑子村。在那里瞻仰了李家的祠堂,祭拜了祖

先的墓茔，参观了祖屋，看望了黄荣身姐夫一家。淳朴的父老乡

亲们浓浓的情意令我十分感动。在李龙先生寓所，我还见到了一

份旧报纸，那是 1941 年 4 月 13 日的《雷州民国日报》。这份旧

报纸介绍我父亲出版的三本新书：《闪电政治论》、《新县制设

施大纲草案》、《行政单位科学管理研究》和介绍怹在《满地

红》杂志发表的著作《战后新广东建设问题》等。说明当年父亲

虽盛名于外，在家乡却也同样的令人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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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父亲和编辑后记 

李仁雄 

2013 年 11 月 

 

儿时大陆记趣 

我出生于南京。当时父亲任职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岁

前与父母在南京和上海住过。虽然年纪小，让我记忆深刻的是父

母带我去过南京中山陵和上海黄浦滩，那是 1948年左右的事。 

只记得中山陵有好多好长的大石阶，由于父亲是 孙中山先生

的忠实信徒，一生热衷于 国父兵学思想的研究，从 1941 年起就

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对国父战争思想研究的论文，并于 1942 年

出版《中山战争论》，1948 年出版《国父战争理论》。他一直希

望能以国父三民主义的政治和战争理论来建立中国现代的战争思

想体系，来发展中国的实力与巩固国防；由反对帝国主义的过

程，进而发动打倒帝国主义的大战争。我于 2008 年旧地重游，对

三面环山，林木高耸中的 国父陵园感到至高的崇敬和庄严，看到

一个中国近代的伟人能安息于此与日月同光，感到无比的喜悦和

赞叹。 

 对黄浦滩的印象是江边的许多的高楼和滚滚江水。1948 年正

是国共内战开始紧张，国家财政陷入危机和社会动荡不安，那时

父亲忙于苏州虎丘孙子纪念亭筹建的工作，经常在上海、苏州、

杭州、南京等地进行募款。据母亲说，到上海时是借住在同宗李

汉魂伯伯的上海公寓，大概就是在黄浦江附近。再踏足此地时是

240



第四章  父慈子孝  

 

2005 年和 2010 年了。看到现代化的上海，人们生活的安定进步，

不亚于世界各大都会，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不可同日而语。 

儿时台湾记趣 

父亲于 1950 年携家眷从香港乘轮到台湾，轮船到达基隆港

后，所有乘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才能下船。由于已在拥挤闷热

的船舱里等待了一两天，我却迫不及待的跑到甲板上去溜达，那

广阔的码头和晴朗天空如今还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们开始住在汐止，后来搬到中和乡（现在的永和市）。父

亲在竹林路盖了一栋竹枝披档的房子，那就是我们在台湾的家。

“竹枝披档”房子的墙壁是先用竹枝编成框架，再填入泥浆，干

了以后，外墙扶上水泥和内墙扶上石灰而成。为什么要盖这样的

房子呢？第一当然是比较省钱，但其实是因父亲根据过去二、三

十年里抗日内战不断迁徙的经验而作的决定：他认为国军必能在

短期内反攻大陆，所以不需要盖个坚固的房子。后来不够住，才

加盖了一间用砖头做墙的书房，当作他起居办公的地方。说也奇

怪，这栋主房竟然能经历多次台风大水（如八七水灾）而不被摧

毁。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台湾能够安定的发展，是有它天时，地

利，人和的优点的。 

  我们家距离淡水河大约有半哩路，台湾夏天非常的热，父

亲经常独自去河边游泳，我在田野竹林里玩耍常在田间小径遇到

他悠哉悠哉踱步而行，他穿的游泳衣很时新，是连身式的，有如

女式泳装一般，它的好处大概是不必携带和换装。偶尔也带我们

一家人去爬山和钓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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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五、六岁时，他带我一起去花莲办事，我们是搭火车从

台北去的，住在一家港口边上面对太平洋的旅馆里。能出去玩，

能坐火车，能住旅馆，能看船看海情景，有吃有喝的，回想起来

则是他对我们小孩无限的爱心。 

  父亲是广东人，所以对吃是很较讲究的，也有一些特别喜

好。母亲的烹饪手艺不错，能做酒席般的美味佳肴，所以父亲的

身材一向都是偏胖的，大概是吃了太多红烧蹄膀之故。由于经常

用脑过度，母亲得要炖些猪脑、牛脑、峰幼虫之类的东西给他滋

补。一盅两件的饮茶也是他极为喜欢的。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出街

办事，就顺便在衡阳路附近的新陶芳饮茶。 

  父亲维持家计，大部分是靠卖他出版的书籍。有一次大概

是销路不错，他带我去新生南路上一家上海西服店里，买了一顶

帽檐很宽和帽身很高的那种西式尼毡帽。那自然是当时很摩登的

款式。虽然生活清苦，父亲还能保持苦中作乐，自我奖励和不断

尝试追求新东西的精神。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也是十分注重的。他送哥哥去当时最好

的私立强恕中学，送我去台北市南海路的国语实验小学就读，因

此我们后来都能考上有名的师大附中就读。父亲的思虑与安排，

足以证明他一生都是有理想，有远见的文化人。 

政府的抚恤 

父亲于 1955 年因脑溢血过世。他不是现职军人，但他隶属于

反共救国军第二总队，负责金门防卫司令部《战斗月刊》的编辑

和出版。所以在他过世后，我们一家得以依靠政府发给我们九年

的军人抚恤金维持生活。之后，国防部还来函告知母亲可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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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兄妹们送去蒋夫人主办的华兴育幼院去就读，那时我们分别是

十五岁、八岁、六岁、五岁和两岁，然而她没有接受，却独自扛

起养育她儿女的重任。学校里也发给我们「革命抗战功勋子女」

的助学金。可见当时我们的政府是多么的文明。在国家那么艰难

的时期，还能无微不至的照顾军工教人员遗族的生活。不仅母

亲，国家对我们培育之恩，我永远铭记在心。 

父亲和他的哥哥 

 根据父亲的年谱，七岁（1915年）入学于家乡一所私塾，十

八岁（1926 年）就读于广州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二十岁（1928

年）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二十五岁（1933 年）赴日深造，二十

九岁（1937 年）从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归国。在他这漫长的求学的

日子里，据母亲说他在外地读书的费用，都是靠他的哥哥春绣

（我的阿伯）的支助。阿伯是个成功的期货商人，他在广州湾太

平圩做生意，商号叫裕祥庄。我想他是最先了解父亲的天分而能

无保留的栽培父亲的人。大陆沦陷后，父亲写信要阿伯经富国岛

随国军撤退来台湾会合。记得他们在家中用雷州话聊天，兴高采

烈亲密的样子是笔墨难以形容，他们手足之情是不言而喻。我也

深深的记得他的仁慈，阿伯偶尔会做些雷州精美的甜食给我们

吃，也经常会给我几毫纸买零食。在父亲过逝后，当时因在台湾

谋生困难，不久他就去了香港而随后失去联络。2010 年透过网络

的信息，我们兄弟能和他在大陆的后代再取得联系，阿伯的家族

人丁茂盛，共有八十多人，分离一甲子之后，一下增加了这么多

的亲戚，实在人生一大欢喜的事。 

父亲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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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 1941-1948 年间创办和主编《世界兵学月刊》，1951

年出任《实践月刊》总编辑，1953-1955 年间主编《战斗月刊》。

他能够长久的做这些事，主要是这些刊物都有明确的宗旨和他有

以文会友君子之风，也因而能有继续不断的高水平稿源。在我的

印象里他是个温文尔雅、没有脾气的人，但我不记得他否口才很

好，可是他认识的人可是三教九流、将军小兵都有。父亲好朋友

说过：「他的交友重于精神的结交，绝不偏于物质金钱来往，他

所做的工作亦然，所以一生清寒。如他与我的关系亦完全义务

的，他对待人是诚心诚意，并不一定为了金钱或物质，他所研究

的学问，亦是枯燥无味的理论，他的著作亦只能糊口而已。喜交

友，最重恩义，乐为他人表扬长处，友人有了事故，为友代劳尽

力做到。」我想这些才是使他能够一生能忠于职守，不断奋斗的

真正原因。 

父亲过世后，他的朋友们还设立了一个教育基金会筹募了一

些钱，帮助我们读书。有很多同乡、旧识、文化人、军政人经年

不断来看访我们。有一青年人每年来访后还要在父亲遗像前鞠

躬。有个年长落难同乡赤脚而来。他们的名字我都记得，只是人

数太多，不及在此备载。 

 林夏伯伯送给我们一副对联：「奇才秉笔春秋义，兵学遗书

天地心。」一直都挂在我们的客厅来，当时也不知它的涵义，现

在才了解这是对父亲的深厚认识和推崇。1976 年，父亲好友胡遯

园先生在《广东文献季刊》上发表了〈「傻人千古」李浴日〉一

文。2002 年，蒋星煜先生在《联合》杂志上发表了〈李浴日的全

鱼席〉（记叙了 1947 年间他们相交往的经过）。这分别是在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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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世后二十一年与两岸分隔后五十五年的事。父亲能有这样的朋

友，若他在上天有知，也会含笑欣慰了。他们的恩典，有如父亲

一般。 

线装古书 

 最近再读吴文晓伯伯的〈浴日的中学时代〉一文，其中有这

样的记述：「再从他在（广东）一中时候所阅读的课外读物来

说，当时一般中学生，除一些左倾份子喜读郭沬若、成仿吾等匪

党作家的作品外，大多数的学生都爱读《红楼梦》、《水浒传》

等小说，奇怪的是浴日却与众不同，他的书架上除了教科书外，

放满了周秦诸子、《左传》、《四史》、《菁华录》之类的线装

书，其中他常常看的记得是《孙子》，以一个初中学生居然阅读

这些线装古书，我富时颇以惊异的眼光来看他，因为我对这些书

本很少涉猎，和他虽然是日夕相处，却没有谈过这些书之事。后

来他译著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出版，我从这件事联想起

来，才悟出浴日的研究兵学是渊源于中学时代，不是一朝一夕内

成就了。」 

 没有想到父亲在中学时代就喜欢研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和

《孙子兵法》了。我中学时代只读过《论语》、《三国演义》、

《西游记》等古书，其后所接受的则是全盘的西化教育。相比之

下，真是有很大的差别。大概人人都有不同的境遇：父母的期

待，教育的机会，个人的目标，和时代的背景都是重要因素。在

全球化和经济挂帅的今日，好像大多数人都要在高度竞争的环境

里，凭学识，技能，劳力和经验来谋求更好、更安定的生活。有

机会和有兴趣去读中国古书的人想必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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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整理和翻译先父的著作，我必需详细阅读他写的文

章。他的文章大多有明确的主题，他善用成语，所以文字简洁有

力，加上能引经据典的作对证，用逻辑的方法来做结论。读他每

篇文章，都有行云流水的感觉。乡亲李龙先生也是《李浴日全

集》编辑委员，在我们的书信往返中，他作过如下的评论：「浴

日伯的文章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这一点我相当确信。虽然距

今已过去了数十年，但奉读他的文章，一点都不觉得有过时感，

相反，有诸多关于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判断对今天是极有参考价值

和指导意义的。」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父亲有中国国学

的根底和科学的知识，能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分析事理的精神—

—不论主题是兵学、哲学、政治或行政管理。他这么说过：「兵

法家的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政治家的思想，也是科学的思想。

不独政治家的思想，应是科学的，即行政人员的思想，亦应是科

学的。而科学思想的养成与科学的方法的猎取，则有待于精勤的

研究。」 

  据最近国内报导，有新世代教育转型一说：不少书院（中

小）学生不学算术，不学语文，只念古书。他们的家长和老师都

认为最有价值的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这真是一个精神震撼。我不

是教育家，不敢对此种转形妄自下断语。我个人在不惑之年才有

机会一览中国经典：《老子》、《庄子》、《苟子》、《墨子》

等书，自觉在人生观上受益不少。初读甚觉困难，但藉由网络，

可以找到不同学者专家们的解说，很快的也就能比较深入了解他

们的哲学思想了。如今我们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习我国历代经、

史、子、集之类的书籍，去了解我国传统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来

扩大我们的视野，加强我们作为现代人的精神力量，来充实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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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优秀的世界公民的能力。基督徒，读圣经；佛教徒，读佛

经；回教徒，读可兰经；…… 那么, 中国人应读甚么呢? 生活在

世界村里，要取得领导地位，我们不能全盘西化，我们要用科学

的方法去研习、确保和发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 

学习《孙子》 

在〈一问一答谈《孙子》〉一文中，父亲和友人陈先生有下

列的问答：陈：「读《孙子》需要甚么先决条件？」李：「先要

有各种基本智识，有了哲学、军事、国防、政治、外交、经济、

社会、历史、心理、地理、物理、侦探等基本智识较易了解。」

陈：「是否缺乏那些基本智识也可以读？」李：「当然也可以，

不过不易了解。从前我在广东时，曾见到一个十三岁小学生能够

背出全部《孙子》。历代文人多精通《孙子》，故能出将入相。

就军人说，做学生时读《孙子》，不如身经百战后读《孙子》；

在后方读《孙子》，不如在前方读《孙子》；在家里读《孙

子》，不如在阵中读《孙子》。」…… 陈：「我是一个初学《孙

子兵法》的人，究竟研究《孙子》要用那种科学方法？」李：

「《孙子》是一部古书，要研究它，须有科学的方法，如演绎

法，归纳法必须懂得，尤必须懂得黑格尔的辩证法。……」…… 

陈：「你从前说过：『兵学的盛衰，恒决乎国家的盛衰。』有甚

么证据？」李：「我当然不是凭空而发。历来重文轻武的朝代都

是衰弱，甚至亡国。……不特武学校要讲授《孙子》，即文学校

亦应讲授《孙子》。《孙子》是我们民族的兵学，是我们民族文

化的结晶，我们要发扬它，我们要活用它！」这些话代表了父亲

对研读《孙子》的看法和提倡兵学的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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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开始研读《孙子》，为的是想把父亲《孙子兵法新

研究》一书译成英文。有位朋友对我说：「《孙子》不是显学，

在国内并不热门。」当时我不以为意，也未加以深思。然而几年

来研究《孙子》，更让我觉得了解孙子的兵学原理和原则，不但

可以增进个人智识和修养，而且可以运用于各行各业，如国防、

外交、商业及人际关系等方面。大凡一位成功的领导人，都需要

有明确的愿景和策略，乘势待时、随机应变的能力，知人善任和

快速、精准的执行方法。这些特质是可以从学习《孙子》中萃取

锻炼的。 

编辑后记 

今年一月，小弟仁缪与我商量在美国出版一部新版的《孙子

兵法新研究》，当时我觉得该书新版在台湾大陆都已被翻版出

售，似乎没有再印的必要。浇了小弟一头冷水，事后心里感到非

常歉疚。然而三、四个月后他跟我说要出版《李浴日全集》，我

则为他这一勇敢的建议感到震惊，这个构想就是《李浴日全集》

此书发行的开端。 

父亲好友王蓝先生在他 1957 年发表的〈战斗一生的李浴日〉

文章里有这样的记述：「…… 为了纪念浴日先生，我们今后必须

再在文化清洁运动上多多努力 ！除了这几点，我还希望大家集合

力量，早日出一套『浴日先生全集』，将他一生著述全部搜集付

印，以流传后世。因为他那些作品，是应该流传，值得流传

的。……」事隔五十六年，现在我们终于完成他的构想，让我感

到万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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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全集》共有四册，总共有两百万字左右。前三册是

父亲的著作和他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写的文章，其中记载了不少中

国人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对抗时经历过的光荣和苦难，这些资料能

让人们学习如何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第四册是亲友写他的纪念

文章或对他著作的研究。 

 在此要感谢所有长辈和朋友过去给我们在各方面的支助和鼓

励，更感谢国家抚恤我兄弟姐妹长大成人。这部全集之所以能够

成功的出版，是许多朋友的支持和我们兄弟姐妹和家人共同努力

的成果。但特别要感谢两个人：一是这部全集的发行人，我的小

弟仁缪，在他家人一致协同参与之下，任劳任怨的如期完成了此

一艰巨的任务。没有他的创意和领导，这部全集是不会呈现在读

者眼前的。二是与我共同负责编辑的乡亲李龙先生（请参阅附记

简介）。李龙先生是在网络上看到了《李浴日基金会》的登录和

举办的活动后来信与我们连络，进而主动参与我们工作的。三、

四年来他为我们收集了许多父亲在大陆时的资料，并主持《李浴

日基金会》世界论坛的史迹专栏。他曾告诉我们说看到我父亲曾

用“李龙”笔名写的一篇文章，笑说那是父亲早先有嘱咐，要求

继续先父的兵学事业研究。对我们兄弟来说，这真是一件不可思

议而近乎神奇的事情。我们征得李龙先生的同意，转载他近年来

对父亲在兵学、政治方面的著述所发表的八篇论文，列入全集第

四册，这些论文深入的探讨或总结父亲在各阶段和各领域上的论

述。此外，他更付出不少精力辑录〈李浴日年谱〉，使得此全集

能够更为完整。我们由衷的感谢李先生义务的帮忙，更敬佩他那

种继往开来的精神和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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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汉魂将军日记》中，对父亲有如下的评语：「浴日专

力于研究孙子及兵学，颇有成就，足见专力一事，日久必有所成

也。」再读到这些话语时，精神为之振奋，希望我们能够再接再

厉，继续发扬他救人的兵学思想。 

 

附记：李龙先生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本科，长期以来，致力于区

域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收藏，为广东雷州文化研究的民间主要学

者之一。现为湛江师范学院雷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湛江海洋

大学雷州文化基地研究员，曾任雷州市第七届政协委员，现任雷

州市第八届政协委员。 

250



《李浴日全集》（四）纪念部  

祭父文 

李仁缪 

2011 年 4 月 

 

父亲大人灵前祭酒 

与您生离死别已近一甲，您遽世时尚值牙牙学语，记忆中未

带失怙之痛，只隐隐记得灵堂上香烟袅袅梵音缭绕，挽联飘荡花

圈林立，家人披麻带孝扶柩恸哭，吊唁者落绎不绝于途。其后虽

然您远居天国，但是吾等每年必然探望您好几回: 清明时节阖家

大小前往圆通寺，沿着相思林的登山步道拾阶而上，攀爬寺前的

麒麟石尊，向观音菩萨顶礼摩拜一番，听着比丘尼的木鼓佛音，

然后钻进那阴暗狭碍的琉璃塔里，掸去您骨灰坛上的尘埃, 回程

时，也总会伫足小憩寺前凝思怀旧，眺望那炊烟四起的台北盆地

和蜿蜒如带穿梭其中的淡水河，沁凉的山风透过林梢映着五彩缤

纷的晚霞让人感觉特别神清气爽，就如同领受了众神的福持一

般；每逢您的祭日与除夕团圆时，先母都会备妥香案蜡烛与三牲

果品，在您的牌位前三跪九叩后大快朵颐一番，成了孩提时代巴

望的馋嘴日子；又当考试与危急关头，都会向您祷告乞福。虽然

未能亲受您的教诲，但是时时感觉您音容宛在近在咫尺，如影相

随亦步亦趋的保佑着吾等孤雏。 

先母口述您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又深谙韬略，少年时代独

自负笈广州与上海，并涉险日狱亲历日寇凌虐，感忾国家内忧外

患不断，深刻体认救国救民必需先救思想，于是弃政从文，立志

重振兵学来唤醒国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并毅然东渡扶桑访索

兵诀，深入探讨古今兵家论术，集其大成而创作《孙子兵法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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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专著，啼声初试一鸣惊人，被兵家学者奉为圭皋历久不衰。

您以弱冠之年手创「世界兵学社」，出版兵书与兵学月刊，独力

创作与编译，并集邀稿、校对、印刷、发行、销售等所有事务于

一身。青壮之年数涉宦海，秉持官箴礼贤下士，为人正直鄙斥贪

腐。您终极一生专注兵学事业，虚怀若谷不露锋芒，论述无数著

作等身。生前文人墨客兵家将领齐聚一堂，共襄救国之大志宏

愿；玉楼之前则是冠盖云集悲痛莫陈，人神共泣如丧国梁。 

吾等子女心目中，您生于忧患死于骤然，诗文才子引领风

骚，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碧血丹心忠党爱国，忧国忧民留名千

古，笔带锋芒言语犀利，论证严密气势磅礴，书生气质兵家才

能，披肝沥胆死而后已，诚为当代鲜有的卓越军事理论巨匠。吾

等身处异邦虽然各有作为，但都未能继承您的兵学志业，常年引

以为憾。及近花甲之龄才体认出您的思想与志业如是“仰之弥

高、钻之弥坚”，为之吾等诚惶诚恐的谨在三载前设立「李浴日

纪念基金会」，同心协力锲而不舍的亲手将您巨著重新整理陆续

上网，再让世人瞻仰您的文采重温您的哲思。来日还望能以匹夫

之勇溯着您的脚印，竭尽所能聚沙成塔的来激励兵学研究，承先

启后继往开来地传扬中华文化。 

 

愚儿仁缪叩首于您一百又三冥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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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网站与我 

李佳玲 

2013 年 12 月 

 

六年前为了纪念先祖父即将到来的百岁冥诞，我的父亲（李

仁缪）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来纪念先祖父李浴日先生。首先父亲填

写了公司的申请表，再找了个黄道吉日去州府正式注册了非营利

性的公司「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父亲告诉我说，他计划把先祖

父的所有遗著收集整理后在网络上发表以供所有人免费阅览，让

先祖父的兵学思想再度发光并普及众生。因为我曾经受过网页制

作的训练，父亲就嘱咐我要利用课余时间来帮忙建立基金会的网

页。 

在注册了基金会自己的网域（www.leeyuri.org）后，我们选

定了网络商来储存我们的网页，并且设定邮箱地址，然后开始设

计网页，这也是最主要也是最具考验性的工作。参考了许多不同

公司机构的网页后，我们定订了三个方针，一是要有中国风味，

二是要带动画的功能，三是繁简体与英文兼顾。页面的基本格

式，我们决定采用淡绿色的草书为底面，两边衬以中国红的纹

饰，红绿的配色会带给人喜气而庄重的感觉，基金会全名则以红

色篆书列于页首，网页内容则采用黑色隶书撰写。首页以动画来

带给观众一个别开生面的感觉，我们引用了一幅中国水墨兰竹画

的横幅，将其镶框，并在画上添加了「高风亮节、王者之香」的

题词，藉画来展示先祖父的风骨，整幅画轴向左滚动开展，（巧

的是，八个月后的北京奥运的开幕式也有类似设计的节目）向人

展示出欢迎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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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方面，除了首页，我们还设立了生平事迹（下设年谱

略传、著作年历、纪念文集、照片手札、浴日夫人、孙子亭碑等

分栏）、网上著作（下设孙子类、战理类、政治类、论丛类、月

刊类、中国兵学大系与兵学丛书等分栏）与新闻记事等栏目。网

站的架构设定后，父亲负责内容的撰写，我则将现有的书籍文章

拆卸，扫描并转换成 PDF 文件后上网，这样可以方便读者从网络

上下载。终于，我们赶在先祖父的百岁冥诞之前完成了基金会网

站的设立，并登录了许多资料与遗著，这是我个人的第一个全方

位的网站设计与制作，至今仍引以为傲。 

往后，我们还陆续增加了新的栏目，如世界论坛、我的博

客、有奖征文等，网站的点击率也陆续攀升，经由谷歌的网络追

踪调查，我们的网站每个月平均会有七、八百次从世界各个角落

发出的点击率。由于造访率高，现在经由谷歌搜索引擎查询兵学

资料的几乎都会被指引到我们的网站。由此看来，我们的功夫没

有白费，不但让人们可以轻松地找到兵学资料，也让先祖父的精

神再度照亮世人。 

目前基金会网站上还有很多资料需要更新与充实。譬如，今

年父亲将先祖父的所有遗著收集起来编纂了《李浴日全集》，即

将陆续上网让人免费阅览。而我，对被赋以长期负责维持「李浴

日基金会网站」的任务感到光荣与骄傲，能运用我的所学为先祖

父尽孝亦是我的义务也是我的责任，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来超越

长辈们对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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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全集》与我 

李佳珉 

2013 年 12 月 

 

就在一年前我的父亲（李仁缪）告诉我说他从案头上的《徐

志摩全集》得到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也应该将先祖父李浴日先生

所有遗著合编出版一套《李浴日全集》。后来，他花了好几天的

时间来探讨比较在中国、香港、台湾和美国出版书籍的利弊，他

觉得中国和香港虽然印刷费用较低，但是有出版法规的约束，台

湾规定较少但费用不低，而美国自行出书比较自由，还可以随要

随订，免除库存，虽然单价高，但比较适合我们的情况，所以他

觉得在美国自行出版书籍是可行而且值得尝试的。 

因为我们从未出版过书，没有实际的经验，所以父亲对我说

我们要土法炼钢，就是从实际的样本逆向来试验。他要我帮他准

备版面设计事宜，而我姐则帮忙电子排版。首先，我们需要决定

书的格式、页面的大小、字型与其大小。为了宏扬祖父的功绩，

我们采用精装本并带封套的格式，页面不能太大也不宜太小，以 6

英寸宽 9 英寸长的尺寸标准比较适中，若全书 700 页就有 1 英寸

半的厚度则最为大方。至于纸质我们觉得以象牙色调比纯白色较

养眼，纸质则以中等重量为宜。字体方面，我们参考了许多中文

模板，挑选了新宋体 11 号大小为正文，楷书为副，每行以 1.5 行

为间隔，这样读起来比较不吃力。 

整书最吃重的设计就是封面，就是一般人所说的门面工程，

我们的大门既要切题又要庄重，但也不能太过单调或炫丽。参考

了许多样本都难以满意，后来父亲觉既然是纪念祖父，就需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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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做封面的主题，直接使用原照片会显得平淡，因此我们利用

电脑软件制造了特效肖像，然后加上祖父亲笔签名作为中文书名

《李浴日全集》的大标题，而上联是英文书名，下联则是基金会

的名称，都是金色字体以示端庄。这四样元素，在封面上各据一

方，四平八稳，不多也不少，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设计充份地表

现了李浴日的个人风格。我们还决定每册封面使用不同的底色，

如中国红、草绿、宝蓝与金黄来做区分，让整套全集在封面设计

上既有一贯性而且还能同中有异。 

至于封底，我们决定承袭祖父早年遗著再版时一致使用的唐

代二十八宿铜镜背面图为主体，配以祖父所提倡之「救人的兵学

思想」的文字阐述。封面的裙边上略述祖父的功绩，封底裙边内

是先祖父对唐代二十八宿铜镜背面图的引喻，封脊则是中英文书

名排成一列。 

最后，说到《全集》内文字的来源。因为是要将先祖父的文

章由上而下的书写方式改为现行的横书方式，那是一项沉重的大

工程，这些事都由姐姐和几位叔叔伯伯阿姨们接力合作来完成，

我在此代为略述之。如果原文清晰，就会比较省力些，但也要经

过几个步骤，首先要将原书拆开，扫描每一页后，通过电脑进行

字体辨识，然后用特殊软件将扫描件转换为文字版式后，再转成

横书格式，就成为初稿。有了初稿后，还要详细逐字校对修正，

所有文件定稿后再统一编排，加上页眉页脚，转换成 PDF 文件后

才能送交印刷厂。假如原文不够清晰而电脑无法辨认，那只有以

人工方式一字一字的打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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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个月的努力，当我们收到第一本样书后，它的精美让

我们大家都兴奋难以自已，高兴的是慎密的计划让我们完成当初

的梦想，开怀的是感觉到祖父的精神得以再生得以延续。父亲

说，为了发扬祖父的兵学研究，他会一如继往将《全集》上网免

费让大众阅读，至于精装本《全集》，除保留给赞助基金会善款

的人做为纪念品留念外，也会将其捐赠给图书馆作为馆藏，这样

既可精简出版数量也可以节省纸张，为保护绿色地球而尽一份世

界公民的义务。 

有时我会不禁自问，先祖父当年没有电脑，没有扫描仪，只

有铅字印刷，还真不知道他是如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能够出版这

么多的书籍与杂志的。无论如何，我很庆幸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

会让我来贡献我的能力，我将会竭尽所能地为先祖父奉上一份迟

来的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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