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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年感言 
 

2007 年底時的一絲啟發，带動了「李浴日紀念基金會」的構建，在懵懂摸索中曲指已過

一千多個晝夜，我們兄弟姐妹本著愚公移山的精神集腋成裘滴水成河的走來，除了將先父

史蹟與著作集成了數万頁上網免費供大眾點閱外，也訪查出流失的文史資料。在這時日

里，基金會舉辦過一次有獎徵文活動，並在網站內增添了《世界論壇》與《我的博客》欄

目，最慶幸的是聘任到兩位年青學者為本會的專欄作家。如今我們每個月有逾 700 多位讀

者從全世界各個角落來探訪本會網站，這樣的迴響是對我們無償付出最珍貴的回饋。同

時，我們也不時收到素昧生平的同好寄來箴言，為我們提供了反思與改進的動力，激勵我

們朝更高的標準邁進。                         
 

回顧三個寒暑前決定以一個有意義的方式來紀念先父李浴日先生的事蹟，延續先父所倡

「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於是在 2008 年初先父百年冥誕之前成立了「李浴日紀念基金

會」。因懷先秦諸子的學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立國之本，各家思想從不同角度論述修

齊治平之道，其中又以儒學為中華文化之主體，兵學則是亂世救國之道，因此本會倡導先

以儒兵為起點，世界大同為最終目標；從而設定「孔孟為體，孫吳為用」（1）為基金會的

中心理念。基金會有三個行事準則，第一是「事必躬親」，就是要以自己的雙手來經營實

務，作為對父母生養之恩的回報。第二是「無私奉獻」，主事者都是只有付出沒有報酬的

義工，並以自身的資金投注於基金會的發展與成長。第三是「小而美」，組織方面目前僅

包括家族成員，分工合作各自獨立，決策運作一氣呵成。  
  

基金會有三階段工作目標，第一是將所有先父之遺著上網，第二是推動兵學與儒學的研究

與創作，第三是實踐並探討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在第一個年頭里，吾等首先在美國為

基金會成立並註冊非營利性組織，架設網站，然後蒐集先父母手稿與遺著，加上網購或圖

書館取得的資料，經過多方面的考證，確定了史蹟與表述。所有文件經過電子掃描後，一

部份以字形識別軟件轉換為文書型式，其餘則直接經過畫面整理後以可移植文件格式上

網，便利下傳閱讀與收藏。同時我們採用隸書及圖像文件方式撰寫網頁版面，與讀者分享

中國書法的美感，并且也設計了中國水墨竹蘭的動畫作為網站首頁的標示。  
 

2008 年初有幸造訪蘇州穹隴山孫子兵法誕生地，又適逢「蘇州孫子兵法徵文比賽」，吾

等為了增加祖國對先父的認知，不昧投擲數稿，並幸獲二等獎。雖然我們皆是修習科學出

身，對於文法軍事與宣傳本是門外漢，但是堅信只要憑著對父母盡孝的信念，就可以打造

出新的願景。有鑑於此，基金會在第二年裡舉辦了徵文活動，一來是為基金會的理念提供

一個實踐的道路，二來是希望替基金會增加曝光廣結志士同好。由於是初次嘗試又欠缺知

名度，選稿難免拮倨。但經過此次學習，誠足可貴的結識了一些新朋友，也體驗出新的認

知，對基金會後續工作的推展帶來極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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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時，吾等為了延續先父畢生闡揚兵學的志業，於是設立《世界論壇》欄目，為當代

學者專家賢人志士提供一個自主的創作園地，標榜「立德立言，以文會友」。論壇設有三

項專欄一項論叢，聘請學者專家擔綱專欄作家，其中《兵學專欄》與《儒學專欄》，为闡

述本基金會「孔孟為體，孫吳為用」的中心理念，《史蹟專欄》為先父的思想體系提供研

究與論述，論叢《錚言集》為自由作家省世之論。欄目由各專欄作家自由設題發揮，本會

依例致贈稿酬。同年，吾等有感網路無所不及無遠弗介，為了「把自己平時看到的，認為

最有價值的東西，隨時提煉書寫，與更多的人一起分享。」（2）因此增設《我的博客》欄

目，以兩岸三地間時事與生活的自我感受，藉一點一滴的筆耕來追隨先父的足跡，履行

「知識共享，思想共容」。  
 

今年年初巧然地經由網路聯繫到遠在廣東省雷州市從未謀面的家族鄉親，仁師長兄亦撥冗

返鄉掃墓祭祖，除了見證兩岸政治分隔六十年後的團圓外，也為未來的合作建立基礎。有

感但凡眾生，不可能每個人都永遠一帆風順；時而風吹雨打，困頓難行；時而雨過天晴，

鳥語花香。生、老、病、死只是佛門所指生命必經的四道關卡，成長中的苦難才是每個人

都要親自面對問題並解決問題的的必經歷程。但是「生也有涯，知也無涯」，人類能夠生

生不息，活著的意義，不是在於自取與享樂，更多的應該是在於貢獻和責任。過去三年裡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期許未來的三年要能夠「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注：  

（1）「孔孟為體，孫吳為用」：孔子、孟子為儒家思想之宗師，孫子、吳子為兵家之至

尊；體是內在的綱本，用是外在的發揮。  

（2）“博客中國”創始人方興東的網頁 www.blogch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