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浴日全集》（二）戰理部  

 

張  序 

 

二十世紀是一個最紛擾的世紀，戰爭此起彼伏，這正說明了

今日是需要兵學的一個大時代。 

現在我們正整軍經武，積極準備反攻，這更說明了今日是需

要兵學的一個大時代。 

沒有兵學不能自衛自強，沒有兵學更不能戰勝敵人，還我河

山。 

吾國向以「文武合一」為立國之本，開國始祖軒轅黃帝，他

是一個文武兼全的大人物，一面運用兵學戡平蚩尤，另一面又著

有兵書，傳之後世子孫，以為自衛之用。孔門教人以六藝的「禮

、樂、射、御、書、數」為必修課程，旨在培養文武兼全的建國

戡亂人才。所以歷代大儒莫不精通兵學，出將入相。清代胡林翼

氏說得好:「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如兵之過，總以兵事為非學

者之事，一遇驚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實因其人

志氣不能自為，不知兵事為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

。」到了今日，益使我們認為非發展兵學，使人人知兵不可。 

余友李浴日君，創辦「世界兵學社」多年，自抗戰迄今，頗

多貢獻，在近代兵學史上已盡了他個人應盡的責任。他著的《孫

子兵法新研究》、《兵學隨筆》等書早有定評，無待介紹。他研

究兵學係站在本黨主義的立場，與本乎每一時期的國策，他在這

方面的成就，如最近刊行的《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一書，便是



四、《決勝叢書》張  序  

  

其一，從這一部書上，可見他為本黨軍事理論下了一番苦心，而 

國父革命戰理也愈見發揚光大了。他過去創辦《世界兵學》月

刊，除作兵學研究之外，又作抗戰與反共之宣傳，慘淡經營，十

年如一日。當抗戰初期，即七七事變的當兒，他在上海寫過一本

小冊子，叫做《抗戰必勝計劃》，係用數學公式來證明抗戰必

勝，曾給予民心士氣以鼓舞。他民三十九年春由港來台，即刊行

《台灣必守鐵證》小冊子，内列舉臺灣必守的十大鐵證，并說明

必可反攻大陸，時至今日愈見其觀察的正確。這都是由他多年研

究孫、克兵學及 國父革命戰理的成果。現在他為應讀者的需要爰

將過去著譯的《孫子兵法新研究》、《戰爭論綱要》等四書編為

《決勝叢書》公之於世，這是軍人必讀的兵學基本智識，就是一

般國民亦應人手一卷。披閱之餘，特樂為之序。 

 

張 彜 鼎① 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序於臺北 

                                                           
①

 張彜鼎（1902-1992），號鑒秋，山西省靈石縣人，中國著名法學家。畢業于清

華留美預備部，芝加哥大學哲學學士、碩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歷任

蔣介石侍從室秘書、國民大會代表、中央政治學校國際法教授、國防部新聞局、

政工局副局長、國防部總政治部副主任、國防部常務次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等

職；執教于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防研究院、法律研究所等院校與科研單位。著

有《常設國際法院所適用之證據規則》、《條約之司法解釋》、國際公法講

義》、《國際法論文集》、《中外人權思想之比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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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悠悠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出現了無數兵家名將，亦產生了不

少兵經戰法，據專家初步的稽考，已達一千三百餘種，琳琅滿

目，燦爛輝煌，就中以《孫子》十三篇為冠冕。近代西方自拿破

崙出現後，兵書著述，風起雲湧，就中以德國克勞塞維慈的《戰

爭論》為代表作，與我國《孫子》成為東西兵學的雙璧。        

  國父孫中山先生生當現代，畢生致力於革命學術與革命事

業，對孫、克兩氏兵學研究精湛．並在領導中國革命運動的軍事

指揮中，創建了中國現代的革命戰理，以救國救世為目的，這真

是一個偉大的貢獻。 

要之，孫子的軍事哲學、克氏的大戰原理、 國父的革命戰理

，是世界兵學思想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學的三大經典，今後

一國的用兵作戰，或全世界反侵略者與侵略者之戰，必須把握

它、運用它，亦即以  國父的革命戰理為體，孫、克的戰爭學理

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戰，亦始能戰勝敵人，建立世界的永久和

平。 

美國現代在兵器上雖有驚人的發明，兵學上尚沒有足以凌駕

我《孫子》的著作。德國以兵學聞名於世，但各種著作較之我

《孫子》仍有遜色。我愛好《孫子》已肇端於少年時代，而研究

孫子係開始於民國二十四年在日本留學之時，當時我是基於一種

「文人知兵」的歷史傳統的觀念，由多年研究及從軍、從政的觀

察而產生了今日正在發行中的《孫子兵法新研究》，最近經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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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次的考慮，加以友人的鼓勵，乃決意把它和過去所迻譯的《克

勞塞維慈戰爭論》及最近編著的《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編為

《決勝叢書》，以便學者的研究，俾學者在本書中可一貫地了解

孫、克、 國父的學理。至於依我個人在兵學上的一些感想與見解

所寫的《兵學隨筆》，亦多闡揚此三大兵聖學理之處，足為學者

研究的一助，故一併列入，共成「四書」。這是代表我個人研究

兵學的過程，也可作為我個人著述生活史上的一個小小紀念。 

在中國兵學荒蕪的園地裏，我致力於兵學事業，已十餘年

了，在這個事業上，除感覺友情的可愛外，別沒有什麼企圖，僅

是平生着眼於「智」的一字而已。最初我想，倘能藉此提高讀者

絲毫的智力，增進國家一些智的資本，那於願已足了。十餘年

來，在在都使我體念到「智」的重要，尤其我們今後欲反攻復國

更要把握找「鬥智重於鬥力」的鐵則，須知力弱的智高者常可戰

勝力強的智低者（歷史上如以寡勝眾的戰例），至於力量相等，

而智高者更可戰勝智低者，自不待說。要之，人類一切的行動與

實踐必須通過最高的智慧，尤以戰爭為然，否則，便是盲人騎瞎

馬，夜半臨深池。 

可是提高軍人的兵學水準，固為當務之急，而灌輸文人的兵

學智識，亦屬必要。推行「文武合一教育」是為文人知兵，實施

「全國皆兵」政策也是為文人知兵，而欲成為現代一個優秀的國

民，偉大的學者亦應自動知兵。至於主持國家大計的文人們更要

知兵，即所謂懂得戰略，作為現代一個政治家如果不懂得戰略，

決不是一個健全的政治家。不懂戰略的政治人物，則其所措施不

能配合軍事，甚且給予軍事上最大的不利和妨礙。一個偉大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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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應是文武兼全的，即如歷史上伊尹、周公、管仲、張良、

諸葛亮等型的人物。 

在歷史上的兵學巨帙，有宋代兵學家曾公亮等奉敕撰的「武

經總要」四十卷，明代兵學家王鳴鶴輯的「登壇必究」四十卷，

茅元儀輯的「武備志」二百四十卷，在那個印刷困難的木刻版時

代，他們特能完成這個輝煌的巨構，真令人驚嘆不置。我這一部

《決勝叢書》，僅有「四書」，都六十餘萬言，不敢以此自誇．

亦無意媲美古人，我願來日尚有第二輯、第三輯的出現，這僅是

第一輯而已。 

研究學問真是不容易，兵學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專一

的意志，又要有充裕的時間，足夠的資料和實際的體驗，八年的

抗戰與今日反共抗俄的神聖戰爭，雖給予我不少體驗的機會，但

上述種種條件都不夠，其實這不獨我個人如是，國人亦多此感。

在這種情形之下，不知埋沒了多少專家，又不知犧牲了多少新著

。吾國學術的落後，大家應注意這些因素吧！ 

兵學是神聖不可犯的，立心作亂者不可讀，蓄意侵略者不可

讀，非弔民伐罪不能用，非救國救世不能用。運用兵學的目的是

為和平，不是為戰爭，戰爭是社會的病態，和平才是社會的常

態，戰爭僅是政治的一種手段，和平才是政治的真正目的。弔民

伐罪、救國救世就是為的和平。我們他日反攻大陸，雖要採取戰

爭的手段，但經過這次聖戰之後，便是美麗幸福的和平。我們希

望整個世界亦早日臻於永遠的和平，即所謂「世界大同」，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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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決勝叢書》自  序  

  

逐漸廢除，人類永遠不用兵學，兵學戰跡僅成為考據家的資料而

已。 

本叢書取名「決勝」是由我於一天悟起漢高祖說:「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的名言，我希望讀是書者能

夠接受和把握孫、克、 國父的真理，成為現代的張良。保台要有

張良，反攻大陸更要有張良，固然不限於成為張良，亦可成為蕭

何、韓信，漢高祖興漢，得力於張良、蕭何、韓信；他日反攻大

陸，更要有張良、蕭何、韓信。 

依於「變」的原理，我們敢斷言反攻大陸是必然的。丁此反

攻的呼聲高唱入雲之際，本叢書得與世人相見，真是說不出的一

種快感。尤以渥承陳院長辭修、于院長右任、何將軍敬之、郭將

軍寄嶠、萬將軍武樵、孫將軍立人、侯將軍飛霞、羅將軍友倫、

蔣將軍緯國諸先生賜予題詞，感激之餘，益增奮勉。又此次《孫

子兵法新研究》及《戰爭論綱要》兩書分別承周總長至柔、胡司

令官伯玉賜題封面，謹此致最崇高的敬意。柯將軍為之奮戰前線

，大捷之餘，抽暇為本書撰序，發揮兵學至理，極具價值，尤增

光彩。張博士鑑秋於公務百忙中，特為本書作序，言簡意賅，發

人深省，而倡導兵學之至意，尤為可風。謹此誌謝。 

 

李 浴 日序於臺北，民國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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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的兵學是很偉大的，但有待於整理和發揚，同時對

於世界的兵學亦有待於介紹和批判，尤以應如何建立中國現代獨

自的兵學，更為首要。所謂中國現代獨自的兵學，係以自衛和反

侵略為本質，並本此而給予世界帝國主義的兵學思想與法西斯主

義的兵學思想以徹底的抨擊和廓清。” 

—李浴日《兵學論叢》弁言 1943 年 

 

 

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