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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兵学家李浴日将军(1908.4.12-1955.8.7)，自幼博览

古今深耕国学，学生时代积极参加学生救国运动，大学修习政治

筹谋参政报效国家；1932年赴日本东京中央大学留学，期间撰成

脍炙人口的《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书；1936年自日返沪后全

力投身兵学创作事业；1941年在广东曲江创立「世界兵学社」，

要以实业家的精神来阐扬中国固有兵法；1955年夏骤逝于台北，

享寿 47 岁。终其生共计撰述十一本专书、编纂五套兵学丛书与

发行二种兵学月刊，著书立说凡 160万余字。 

先生常年筹谋将中国五千年来有价值的古兵书编为一巨帙，

因此公余之暇，他经常沐雨栉风地穿梭于市井小巷中，搜集那些

流落街头的兵学瑰宝成了他业余的嗜好；1945年秋他将其命名为

<中国武库>；1946年他撰文阐述了<中国武库>的架构：“共分为

五大部门：战理部、战史部、兵器部、天文部与地理部，书目凡

六十，所刊各书均经校正，并加标点符号，倘若不为经济所限，

预计 1947 年底的此时可以问世”。但是 1947 年国共内战全面爆

发，先生遗憾<中国武库>终未能如愿依原订时日在南京出刊。  

1949 年秋南京解放，先生经广州赴香港，翌年播迁台湾，

先生仍心寄<中国武库>，乃将其改名为〈中国兵学大系〉，以作

为创建其人生最高目标「中国兵学体系」的理论根据。惜天不假

寿，于 1955 年夏英年早逝，终未能及时完成出版〈中国兵学大

系〉大业。 

先生逝世后先母赖瑶芝女士搜尽书匣旧藏，陡察原先规划

有 60 部古兵书的<中国武库>，因为战乱颠沛而损失殆半，只能

将硕果仅存的十七部余书，另外增添新获的十部古兵书与七部近

代治兵语录，辑成共计三十三部兵书的〈中国兵学大系〉，共

6000 餘頁的平裝版 14 冊或精装版六册，由台北「世界兵学社」

发行，于 1957 年初付梓问世。美中不足的是先母遍寻先生「自

序」手稿而不得，但已然代夫完成毕生的宏愿，为先生的兵学乌

托邦谛造了一个完美的最后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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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4月 12日先父李浴日百年冥诞时，吾等在美国成立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2010 年将先生生前所有的著作、杂志与

〈中国兵学大系〉登录在<李浴日纪念基金会>网站；2014年汇集

先生所有著作，发行了《李浴日全集》。 

1957 年版〈中国兵学大系〉各书主要以木刻板古文的影本

为主，加上繁体直书的民国文版。如今逾一甲子之后，吾等一方

面为了完善先父母发揚中国兵学的历史志业，另一方面着眼方便

现代读者的阅览，于 2021 年开始〈中国兵学大系〉纪念版的编

纂工程，寄望顷数年之功，以各人有限的资源，除了将〈中国兵

学大系〉内的各书添加标点符号外，并改版为简体横书的今文体

制，后续还望加入<中国武库>的各书目，以全先父创建「中国兵

学体系」理论根据的未竞大志，并藉此抛砖引玉以助中华兵学之

传承。  

李仁缪谨记 

2021年〈中国兵学大系〉纪念版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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