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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年感言 
 

2007 年底时的一丝启发，带动了「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的构建，在懵懂摸索中曲指已过

一千多个昼夜，我们兄弟姐妹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集腋成裘滴水成河的走来，除了将先父

史迹与著作集成了数万页上网免费供大众点阅外，也访查出流失的文史资料。在这时日

里，基金会举办过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并在网站内增添了《世界论坛》与《我的博客》栏

目，最庆幸的是聘任到两位年青学者为本会的专栏作家。如今我们每个月有逾 700 多位读

者从全世界各个角落来探访本会网站，这样的回响是对我们无偿付出最珍贵的回馈。同

时，我们也不时收到素昧生平的同好寄来箴言，为我们提供了反思与改进的动力，激励我

们朝更高的标准迈进。 

    

回顾三个寒暑前决定以一个有意义的方式来纪念先父李浴日先生的事迹，延续先父所倡

「救人救世」的兵学思想，于是在 2008 年初先父百年冥诞之前成立了「李浴日纪念基金

会」。因怀先秦诸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立国之本，各家思想从不同角度论述修

齐治平之道，其中又以儒学为中华文化之主体，兵学则是乱世救国之道，因此本会倡导先

以儒兵为起点，世界大同为最终目标；从而设定「孔孟为体，孙吴为用」（1）为基金会的

中心理念。基金会有三个行事准则，第一是「事必躬亲」，就是要以自己的双手来经营实

务，作为对父母生养之恩的回报。第二是「无私奉献」，主事者都是只有付出没有报酬的

义工，并以自身的资金投注于基金会的发展与成长。第三是「小而美」，组织方面目前仅

包括家族成员，分工合作各自独立，决策运作一气呵成。 
 

基金会有三阶段工作目标，第一是将所有先父之遗著上网，第二是推动兵学与儒学的研究

与创作，第三是实践并探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在第一个年头里，吾等首先在美国为

基金会成立并注册非营利性组织，架设网站，然后搜集先父母手稿与遗著，加上网购或图

书馆取得的资料，经过多方面的考证，确定了史迹与表述。所有文件经过电子扫描后，一

部份以字形识别软件转换为文书型式，其余则直接经过画面整里后以可移植文件格式上

网，便利下传阅读与收藏。同时我们采用隶书与图像文件方式撰写网页版面，与读者分享

中国书法的美感，并且设计了中国水墨竹兰的动画作为网站首页的标示。 
 

2008 年初有幸造访苏州穹陇山孙子兵法诞生地，又适逢「苏州孙子兵法征文比赛」，吾

等为了增加祖国对先父的认知，不昧投掷数稿，并幸获二等奖。虽然我们皆是修习科学出

身，对于文法军事与宣传本是门外汉，但是坚信只要凭着对父母尽孝的信念，就可以打造

出新的愿景。有鉴于此，基金会在第二年里举办了徵文活动，一来是为基金会的理念提供

一个实践的道路，二来是希望替基金会增加曝光广结志士同好。由于是初次尝试又欠缺知

名度，选稿难免拮倨。但经过此次学习，诚足可贵的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也体验出新的认

知，对基金会后续工作的推展带来极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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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时，吾等为了延续先父毕生阐扬兵学的志业，于是设立《世界论坛》栏目，为当代

学者专家贤人志士提供一个自主的创作园地，标榜「立德立言，以文会友」。论坛设有三

项专栏一项论丛，聘请学者专家担纲专栏作家，其中《兵学专栏》与《儒学专栏》，为阐

述本基金会「孔孟为体，孙吴为用」的中心理念，《史迹专栏》为先父的思想体系提供研

究与论述，论丛《铮言集》为自由作家省世之论。栏目由各专栏作家自由設題發揮，本会

依例致赠稿酬。同年，吾等有感网路无所不及无远弗介，为了「把自己平时看到的，认为

最有价值的东西，随时提炼书写，与更多的人一起分享。」（2）因此增设《我的博客》栏

目，以两岸三地间时事与生活的自我感受，藉一点一滴的笔耕来追随先父的足跡，履行

「知识共享，思想共容」。 
 

今年年初巧然地经由网路联系到远在广东省雷州市从未谋面的家族乡亲，仁师长兄亦拨冗

返乡扫墓祭祖，除了见证两岸政治分隔六十年后的团圆外，也为未来的合作建立基础。有

感但凡众生，不可能每个人都永远一帆风顺；时而风吹雨打，困顿难行；时而雨过天晴，

鸟语花香。生、老、病、死只是佛门所指生命必经的四道关卡，成长中的苦难才是每个人

都要亲自面对问题并解决问题的的必经历程。但是「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人类能够生

生不息，活着的意义，不是在于自取与享乐，更多的应该是在于贡献和责任。过去三年里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期许未来的三年要能够「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注：   

（1）「孔孟为体，孙吴为用」：孔子、孟子为儒家思想之宗师，孙子、吴子为兵家之至

尊；体是内在的纲本，用是外在的发挥。 

（2）“博客中国”创始人方兴东的网页 www.blog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