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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生 

 

近现代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兵学家，由于近现代以来两岸政治与历

史等原因，一直未能被当代中国学界所重视，此人就是李浴日。在两

岸政治关系趋向和缓、经济文化日益互动、民众隔膜渐消的今天，已

经到了客观冷静地对待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功过的时候。所

以，以求知求真为己任的学者应该担负起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及其

思想，从学术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梳理，为学界和社会提供某些

鉴戒。 

李浴日（1908-1955）是广东省海康县（今雷州市）人，其先祖

为唐朝名将李晟。青年时期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后并入复旦大

学），后到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系。回国后历任国民

党国防部政治厅宣传研究会副主任、国防部新闻局第二处副处长、广

东省编译室主任、世界兵学社社长、国民党第 35 集团军少将参议、

广东省参议员、黄埔军校教官、中国陆军大学教授、台湾金门防卫高

参等职。1950 年春举家赴台，1955 年病逝于台北，时年 47 岁。当时

有挽联赞曰：“兵学数权威，无谁能比；文章能救世，惟子有之。”（《战

斗月刊》4、5 期合刊，42 页，1955 年 9 月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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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是著名兵学理论家，与同时代的蒋百里、杨言昌、杨杰、

林熏南等齐名，其军事思想主要集中在《兵学随笔》一书。他毕生精

研兵学，学贯中西，著述宏富。1941年在广州创立世界兵学社，编

辑出版《世界兵学》（月刊），1950 年在台湾金门创办《战斗》（月刊），

观察与研判当时政治与军事形势，介绍与翻译西方兵学，整理与研究

中国兵法，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中国兵学体系，主要著作有《孙子兵

法之综合研究》、《孙子兵法新研究》、《孙子兵法总检讨》、《孙克兵学

新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兵学随笔》、《东西兵学代表作之

研究》、《抗战必胜计划》、《中国兵学大系》等，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

影响，为中国兵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本土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 

    笔者近来研读李浴日宏著，多有启发和收获，惊叹其在军事上的

奇思异构，然对其思想不敢妄自发挥，仅就李浴日军事思想作一忠实

的梳理与概述，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李浴日研究，并对

李浴日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 

一、战争观 

（一）战争的定义。自古至今，各国兵学家对战争的定义不尽相

同。有的说，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有的说，战争

是政治的继续；有的说，战争是政治集团之间、民族或部落之间、国

家或国家联盟之间解决矛盾纠纷的一种最高形式的暴力手段。李浴日

则说：“战争是全球各民主国家发挥全力以粉碎侵略，屈服敌人，而

维持民族国家之生存及保障世界之和平的行为。此行为包括军事战、

政冶战、经济战、心理战的一切战争行为。”（《兵学随笔第一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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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定义》）李浴日对战争的定义显然是从战争的正义性角度来进行

的，排除了战争的非正义性，由此可见李浴日所主张的战争是抵抗侵

略、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保护世界和平的战争，而非侵略战争。不

仅如此，而且把战争扩展为包括军事战、政冶战、经济战、心理战的

一切战争，改变了以往人们所认知的战争乃局限于军事对抗的战争。

尽管在今日看来这并非振聋发聩之观点，但在当时确是对战争定义的

一大进步。 

（二）战争的性质。李浴日说：“战争是一种病态，发生于腐败

的国家与不合理的世界。”（《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的发生》）根

据这个观点，也可以表述为战争就像人体里长出的瘤子、脓疮，是某

种病变。战争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历史上发生的战争数以万计，

因战争而伤亡者亦不可胜数。显然，这与人类的愿望和文明的进步是

不相符的。 

（三）战争的预防。李浴日认为，要防止战争的发生，必须实行

民主政治。这是一种有政治远见的战争观，它深刻地认识到了战争是

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政治与战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李浴日

说：“所以，为避免内战，唯有先把自国的政治弄好——实行真正的

民主政治。为消减国际战争，唯有先把世界合理地建设起来，即先要

消灭民族间彼此的对立和剥削，进而建立自由平等的国际新体制。否

则，内战将无限制发生，世界大战也是连续不绝。”（《兵学随笔第

一辑·战争的发生》） 

（四）战争的特质。李浴日说：“战争是火，是火之力的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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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力的构成是什么？是感情意志之火，是科学物质之火。前者可以

说是无形的火，后者为有形的火，两者不能分离，要作混合的使用。

其力量愈大，则战争愈猛烈，而范围亦愈广泛，不问前方或后方，不

论地面或海洋或天空均沦为火神跳舞之场。”（《兵学随笔第一辑·战

争是火力的发挥》）李浴日抓住了战争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的本质特

征，把战争表述为“火”。常人对战争的这一特质熟视无睹，但是李

浴日却能抓住这一本质特征并表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思。 

（五）现代战争的形式。李浴日说：“现代战争是全体性战争，

即动员全国的力量用于战争的竞赛上，其形态分为政治战，经济战，

思想战，军事战，但仍以军事战为骨干。亦有人主张以思想战为中心。

平时要作战时看，战场则不分前方与后方。军事战一经开始，所有政

治战、经济战、思想战便以新的姿态配合军事战作全体性的发挥。”

（《兵学随笔第一辑·全体性战争》）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全面

战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欧洲战争的发展趋势中，于1854年首

先提出来的。后来，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于1935年出版了《总体战》

一书，系统地阐述了“总体战”的理论和原则。其核心思想是，动员

全体国民参加事关民族存亡的战争，主张国家的一切领域都要服从战

争准备与实施的需要，以保证争夺生存空间战争的胜利。从上述两个

含义看，“全面战争”是指全民族、全国家的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准

备与战争实施的需要。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日本原田稔和法国博福

尔提出总体战或全面战争，是包括武力战、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

思想战等在内的战争或斗争。显然，李浴日是在研究了“总体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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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历史演进的基础上，充分吸纳了切合当时战争实际的含义，综合

了“全面战争”与“总体战”的基本含义，从而提出“全体性战争”

的概念，并加以阐释。 

（六）战争的时空。李浴日对战争时空有辩证而高明的见解，说：

“侵略者因自国资源的贫乏，在争取空间，故德国地略学家勒尔氏就

有「战争是为争取生存空间」的倡导。抵抗侵略者因自己力量的弱小，

在争取时间，故我国全面抗战之始，便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决策。

空间的完全征服为侵略者胜利的完成，但广大的空间，往往变为侵略

者的虎口，日本的侵华，德国的侵苏，可为左证。至于以空间换取时

间，是有限度的，倘若换到不可换时，犹未养成转守为攻的力量，那

就要变为换取灭亡了。时间与空间是支配战争胜败的因素。我们看见

许多侵略者为争取空间而失败，我们又看见许多抵抗者换取了时间，

而仍无法恢复空间。固然侵略者是必败的，但抵抗者还要好好地利用

换得的时间，才能从侵略者的魔手里，夺回原有的空间。所以换取时

间，仅是抵抗者的手段，而夺回原有的空间，才是抵抗者的真正目标！”

（《兵学随笔第一辑·时间与空间》） 

（七）赢得现代战争的条件及支配战争的因素。李浴日分析第二

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的不同，以发展的观点研究战争，认为现代战

争是机械化战争，必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并在陆地上有广阔的作

战空间与物资保障，这样才能赢得胜利。他具体论述道：“现代的战

争，以空军的发达，野战军的增大，机械化装备的进步及军需品消耗

的惊人，已使限制于局部的内线作战的往昔战争指导，不能适用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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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了。现代的战争，基于上述的需要与维持，要确保有资源丰富的广

大空间，并控制着有关系的海洋与上空。在二次大战中，像英国孜孜

地保持其三岛的安全与海外的交通，德国扩大其所谓‘欧洲大空间’，

日本建设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正是这个意义的说明。在现代战

争中，仅仅把守着每一个军事上的堡垒，是不够的，还要确保着资源

丰富的广大地域。在二次大战中美国之所以制胜，即在能够确保着广

大的本土。而中国之所以能够持久抗战，亦赖于保持半壁河山，一面

力谋自给，一面争取外援。”（《兵学随笔第一辑·战争与空间》）

在这个基础上，李浴日提出支配战争的因素是精神力、生产力及科学

技术，并以此为理论依据，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必定是属于包

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的。李浴日说：“日寇德虏欲以短期的闪击战，

取得决定胜利的时机是过去了，战争快要转入盟军的总反攻阶段，而

支配这个战争的因素，是精神力、生产力及科学技术。同盟国正具有

这些优点，由此便可推断我们胜利的必然性了。”（《兵学随笔第一

辑·支配战争的因素》） 

二、国防观 

（一）强调国防之重要，不仅要制陆制海，而且要制空，实现海

陆空一体化防卫。李浴日说：“没有国家则国民的生活不得保障，没

有国防则国家的生命不能保存。过去的军事国防仅限于陆与海的平

面，今后是进入于陆海空的立体时代了。过去用一线式的筑城，可以

收效。今后的敌人已变为飞鸟式的，纵有篱围亦阻止不住飞鸟侵入其

中偷吃晒谷，同样用平面的防御力量亦不足以阻止从天而降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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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降落伞部队及空输步兵）。所以一国的国防，要掌握着制陆制海

权，还要掌握着制空权。”（《兵学随笔第一辑·国防的趋势》）这

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不同特点所作出的理论概括。根据

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相交前后发生的海湾战争与伊拉克战争来看，

现代战争已发展为海、陆、空、天、电一体化的战争，已由机械化战

争演变为信息化战争。 

（二）国防的最高原则是制敌于国门之外。李浴日说：“国防的

最高原则，应是制敌于未发之先，御侮于国境之外。”（《兵学随笔

第四辑·海空权漫谈》） 

（三）海国国防有三线。对海国国防，李浴日有精辟论述：“海

国的国防有三线。海外为第一线，沿海为第二线，国内为第三线。第

一线被敌攻破；尚有第二线，第二线被敌攻破，则须在第三线阻敌。

但第一线未被攻破，第二线自可安然无恙，同样第二线未被攻破，第

三线亦不会受敌（非指敌之空军）。虽然，但是并不是说第一线未被

攻破，而第二线的防御力薄弱之点，无受敌奇袭的可能。同样，第二

线未被敌攻破，第三线的不设防或防御力薄弱的地方亦非无被敌偷袭

的危险。要之，第一线纯为海军支撑，第二线为海陆两军协同支撑，

第三线则纯为陆军支撑（自然均附空军）。最后如第一线被敌攻破，

第二线亦告失败，而退守于第三线时，则大祸来临了。故善防海者，

必求击破敌海军于第一线之外，正如明代贤相杨溥说：‘鏖战于海岸，

不如邀击于海外。’兵部尚书翁大立说：‘拒之于海外，毋使入港为

上策，却之于沿海，毋使登岸为中策，迨至登陆而围歼之为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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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本设置的国家防御有所谓第一、第二和第三岛链已充分验证了

李浴日的天才构想。（《兵学随笔第一辑·海国的防线》） 

（四）国防疏备乃由于人之惰性。李浴日从人性学角度阐述国防

问题，认为大凡国防荒疏，都由于人之惰性。李浴日详解曰：“大凡

人类各有惰性，平时忘了战时，治世忘了乱世，以致国防不修，敌人

乘虚而入，宋之亡于元，明之亡于清，即由于此。”（《兵学随笔第

一辑·平时要备战》）由此，李浴日进一步指出，生于忧患、死于安

乐不仅是人生原理，也是国防原理，抨击当时国民党上下醉生梦死、

穷奢极欲、国防不修的现状，表现了他忧国忧民并希望发愤图强之思

想。李浴日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个人生原理，也

是一个国防原理。大凡恶忧患喜安乐，人之常情，也是一种劣根性的

表现。所以举国上下个个都是醉生梦死，穷奢极乐，必致国防不修，

其亡无日。反之，人人出门如见敌，兢兢业业地致力于国防建设，必

可永远立国于大地之上。”（《兵学随笔第一辑·一个国防原理》） 

三、将帅观 

（一）选将不易，将将尤难；将必良材，将将者须有天才。历代

兵家都非常重视将帅的论述，李浴日亦不例外，且在前代兵家理论基

础上多有发展，更为通俗而精辟地提出：“将如不良，有将与无将同，

兵如不精，有兵与无兵同，器如不利，有器与无器同，险如不守，有

险与无险同。故曰：‘将必慎选，兵必勤练，器必求利，险必善守。’”

（《兵学随笔第一辑·有无相等》）选将固然不易，然将将更难。所

以，李浴日在纵观历史的基础上，深含哲理地阐发将将之难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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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难，将将尤难，将将要能知将，用将，练将，储将，爱将，养将，

信将，激将，赏将，罚将。将将要有天才，技术上尤不可不讲求。中

国历史上不善于将将者如项羽、曹操是。善于将将者有汉高祖、汉光

武、唐太宗、赵太祖等。”（《兵学随笔第一辑·将将》）李浴日又

指出：“其实，天才的军人能武，亦能文，是军事家，也是文学家。

中国军人之有文学天才，似为一种传统。”（《兵学随笔第三辑·是

军事家也是文学家》） 

（二）将帅的类型。李浴日一生身在军戎，精研历代将材，遍观

其人，对将之类型有精彩之阐述，云：“依业绩的分类，一是将相型：

属于此型的人，即所谓是军专家，也是政治家，是指导战略政略并发

挥国力的将帅。二是儒将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文质彬彬，声望素孚，

精通儒学的将帅。三是战将型属于此型的人，即百战百胜，立功疆场

的武将。四是总督型：属于此型的人，是总揽军务，又胜任行政事务

的将帅。五是技术型：属于此型的人，即致力于兵器的改良，火药的

研究，新武器的发明而着有成绩的将军。依统帅方法的分类，一是德

望型：属于此型的人，道德祟隆，品格高尚，众望所归，不令而行的

将帅。这一类型的将帅，且往往成为当时人人崇拜的伟人。二是权威

型：属于此型的人，是纪律严明，以威势统御部下的武将，即发挥统

帅威力的武将，历史上著名的武将，多属于此型。”（《兵学随笔第

四辑·将帅的类型》） 

（三）将帅的能力与素质。 

1．将帅带兵要有能力，要带成“父子兵”，说：“能带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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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兵带，问题还小，倘若不能带兵的人而给他带兵，真是危险万分！

动不动就葬送数十万的生命，动不动丢掉数千里的土地。”（《兵学

随笔第一辑·能带兵方可带兵》） “欲带成‘父子兵’，实非易事，

既要‘共同甘苦’，尤要‘亲爱精诚’，唯有这样，方能死生与共，

完成任务。”（《兵学随笔第一辑·父子兵的基础》） 

2.将帅既要具备战略思想，又要具备政略思想，既是军事家，又

是政治家。李浴日说：“现代的战争是国力的战争，战略与政略并重，

为统帅者应依于有形的战力与无形的战力的发挥而使敌发生必败之

念为主眼。所以战力的充实与将兵一致的行动——应成为将帅之分内

事。所以为将帅者要擅长战略，亦要具有政略的卓越识见。”（《兵

学随笔第四辑·将帅的类型》） 

3.带兵要严，严能出战斗力。李浴日说：“‘带兵如带虎’，所

以带兵官对于无知识的士兵，约束尚严，不宜宽，要郑重将事，不可

视同儿戏。否则，他们将如出槛之虎，使人民畏兵如畏虎，把社会弄

得一团糟。原来士兵来自各地，良莠不齐。穷莫如士兵，又莫胆大如

士兵，且他 们又操有杀人的武器，如果不临之以严刑峻法，那他有

什么不敢为呢？所谓‘兵即匪’，‘兵不匪分’之评，虽似刻毒，并

非无由。故带兵尚严，战时尤尚严，要使其对敌如虎，不可使其对老

百姓如虎。”（《兵学随笔第一辑·带兵如带虎》） 

4.将帅头脑要清明。李浴日说：“将校的头脑是将校祸福成败的

主宰，故头脑常要清明，第一清明，第二清明，第三还是清明。清是

清静，脑中毫无‘喜、怒、哀、惧、爱、恶、欲’，常保持古井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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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明是明亮，头脑常如水晶体，能透视任何事物。能够这样，自

可做到：‘决事知其变，末事知其来，伪事知其真，乱事使其理，危

事使其安，祸事使其福。’自然个个将校都是要求自已头脑的清明，

但我们所目见耳闻的则往往十不得一二，这固系乎先天的禀赋，尤关

乎后天的修养，得修养之法，依修尽之法而行，即可使头脑清明，否

则昏昧混沌，必致每战必败，杀身辱国。”（《兵学随笔第二辑·将

校要有清明的头脑》） 

5.将者要研究和熟悉战史。李浴日说：“在战争频仍的春秋时代,

中国产生了两部军事名著:一是孙子兵法，一是左氏春秋。左氏春秋

所记载的大多为征伐攻守的事迹，开卷以「郑伯克段于鄢」为第一篇。

所以它是一部战史的书，三国时代经学家隗禧曾有﹕「左氏直相斫书

耳」的评语。其实，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左氏春秋仅是一

个短短期间的相斫过程的记录而已。战史是将校的导师，历代名将莫

不读左氏春秋。虽然读了左氏春秋未必成为名将，凡为名将必读左氏

春秋。”（《兵学随笔第三辑·论左氏春秋》） 

6．伟大的军人是实战家与理论家的统一。李浴日说：“将校是

实战家，兵学家是理论家，两者可合不可分，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

是实战家，又是理论家。”（《兵学随笔第一辑·实战家与理论家》） 

（四）将帅三不朽。李浴日主张将帅应有三不朽的精神，做一番

大事，结合史实阐述立德、立功不易，而为万世师法的立言之军人更

不易。李浴日说：“军人的三不朽是什么？立德,立功，立言。立德

应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历史上的代表者有关壮穆、文天



李浴日军事思想述略              李桂生 
 

 

   

李浴日纪念基金会          12 兵学专栏 

祥、史可法、李秀成等。立功应以在民族战争中的立功者为贵，如南

仲、尹吉甫、管仲、李牧、卫青、霍去病、李广、班超、窦宪、谢玄、

祖逖、李靖、刘仁轨、薛仁贵、韩琦、范仲淹、岳飞、戚继光、愈大

猷、郑成功等。立言是指著书，如姜倘的《六韬》，孙武的《孙子兵

法》，吴起的《吴子兵法》，司马穰苴的《司马法》，诸葛亮的《心

书》，李靖的《兵法》（见杜佑《通典》)，戚继光的《练兵实纪》

与《纪效新书》，曾国藩的治兵言论，胡林翼的《读史兵略》等。可

是，立德难，立功亦不易，立言更不易。在历史上立功的军人真是恒

河沙数，而足为万世师的立言军人却不可多见呢！”（《兵学随笔第

三辑·历史上不朽的名将》） 

四、军事与政治关系观 

（一）政治为军事之本。李浴日则吸取了前人的宝贵思想，认为

政治为军事之本，说：“中国古代哲人的论战，都是先政治而后军学。

即以政冶为军事之本，政治不良，则军事难得胜利。今日所谓‘政冶

重于军事’，应以此为渊源吧！孔子答子贡的问政，以‘民信’列第

一位，‘足食’列第二位，‘足兵’列第三位。又说过：‘陈恒弒其

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这都是把政冶

当为军事之本的。至于孟子荀子更有详明的指示，孟子曾对鲁穆公说：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又说：‘国君好仁，天下无

敌。’再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

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荀子说：‘汤之放桀也，非其逐之鸣条之时也。武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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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也。此所谓仁义之兵也。’

又说：‘彼仁韬者，所以修其政者也。政修则民亲其上，乐其君，而

轻为之死。’即左传记载战术家曹刿的论战亦以政治为军事之本，原

文是：‘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

也，可以一战。”’”（《兵学随笔第二辑·政治为军事之本》） 

（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论断最先由两千年前的中国人提

出。李浴日说：“中国原是一个兵学昌明的古国，所以近代军事学上

一切原理原则都早见于我国古兵书中，像现在一般人所常道的：‘战

争是政治的继续’一语，并不是《战争论》著者克劳塞维慈氏

（1780-1831）的天才的发明，最近我重读《战国策》，在《苏秦以

连横说秦》一文中却发现了这个原理，该文记述这位外交家兼兵法家

苏秦氏游说秦惠王说：‘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三皇五帝，

明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在二千年前中国

兵学上已建立了这个高深的原理，今日真是足以自豪于世界！”（《兵

学随笔第二辑·苏秦早于克氏的发明》） 

五、游击战与游击战术 

游击战与游击战术自古就有，在近现代许多军事家与军事理论家

都提出了游击战与游击战术的思想，比如蒋百里、杨杰等，而毛泽东

则提出了最为完备的游击战思想，写出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

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宏著。李浴日阐发游击战与游击战术思想说：

“孙子是中国游击战术的创始者，他的兵法十三篇是一切兵法的总

汇，其中亦蕴藏着很丰富的游击战术。孙子说：‘凡战者以正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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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这里所谓奇，就是

游击战术的最高原则。又说：‘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

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

其不意。’又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

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

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又说：‘避其

锐气，击其惰归„„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佚待劳，

以饱待饥„„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这也是游击战术的基

本原则。至于以游击战起家的共产，其所惯用的‘以大吃小’，‘化

整为零’，‘化零为整’的游击战术，并非共军的发明，实套自孙子，

即前者套自孙子所说：‘以众击寡’的原则，后者套自孙子所说：‘以

分合为变’的原则。孙中山先生也是中国现代游击战的领袖，他在辛

亥革命前，屡次发动革命战争以推翻满清，所采用的战术就是游击战

术，当时活跃于粤桂边区的‘民军’，正今日所谓的游击队。孙中山

先生于一九零七年命黄明堂适时攻占镇南关，又适时退出，这是一个

典型的游击战。迄民十一，中山先生于‘军人精神教育’的讲词中又

主张采用游击战术，以与北方军阀交战，所指出游击战术的五种技能

——命中，隐伏，耐劳，走路，吃粗，仍可作为今日游击战术的技能。

今日活跃于大陆上的游击队确要具备有此五种技能。大凡被统治者欲

推翻统治者，往往以劣势兵力对优势兵力，以游击战始，以正规战（会

战）终。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便是历史上顶有名的游击首领，推翻

暴秦，首为其所发动。今日我们要打回大陆，推翻共产，亟应加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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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战，其方式除军事战外，还要进行宣传战，组织战，渗透战，间谍

战，经济战的游击战——应是总体战化的游击战。”（《兵学随笔·游

击战与游击战术》） 

六、遏制战争的根本方法是设计并实行合理的社会制度 

李浴日既是兵学家，又是政略家，他提出：“欲永远制止世界

的战争，维持世界的和平，还得从阶级平等，民族平等上去努力。换

言之，非把世界现存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诸制度给它来个澈底的改革

不可。”（《兵学随笔第四辑·原子弹杂感》）对战争发生的深层原

因从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思考，提出了有益的建议，进一步对这

一问题阐述说：“在这个对立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尤其

犀利的武器为后盾，确不足以抑制世界野心的国家，但这也仅是治标

的办法罢了，而治本的办法还是要从“道”（博爱与民主）的方面着

手。”（《世界兵学月刊》第三卷第六期·李浴日《兵坛》） 

七、战争中的物质与精神 

战争中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兵学中常见的问题，人们往往持一

偏之见。李浴日则辩证地分析物质与精神的互动，提出既要重视物质，

也要重视精神，一面要准备物质胜于精神，一面要准备精神胜于物质，

说：“我们一面要强调精神重于物质，一面还要准备物质胜于精神。

在拿破仑以前的军事学说常强调精神重于物质。到了二十世纪以来，

尤以在此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美军事学说，是一变为强调物质重于精

神了。理论是行动的指针，所以盟军不论在欧洲战场，或太平洋战场，

莫不以压倒的物质力量加诸敌人，造成辉煌的胜利。”（《兵学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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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精神与物质》） 

八、特别重视武器的作用 

李浴日既提出了物质与精神都重要的观点，又进而提出在物质方

面，尤其要重视武器的作用，并批评了中国古代兵学家及西方克劳塞

维茨对武器缺乏论述的缺点。李浴日说：“孟子并不是一个反战论者，

他一向主张‘仁师’、‘义战’，他在用兵上，曾提示了一个制胜的

原则：‘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两千年来，一般人莫不奉

为金科玉律。可是到了今日，因武器进步所表现于战争的决定性，非

加以修正补充不可。即应添入‘武器’这一个要素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武器，武器不如人和。’这是说，决定战争的胜败，以人和

为主，武器次之，地利天时更次之。四者俱占优越，当可必胜。但今

日的武器已可相当克服天时地理的困难，将来的威力自然更大，所以

我们今后不应恃有天时地利，要致力于武器的发明与人和的养成。”

（《兵学随笔第二辑·应添入‘武器’要素》）又说：“中国古代的

兵书多未提及武器的重要性，即西方克劳塞维慈有名的《战争论》，

亦有此缺点。惟有《管子》一书，具有这个特点。其见解，正与现代

欧美军事家的‘武器决胜论’相吻合，该书说：‘审器而识胜’。又

说：‘器械巧则伐而不费’，再说：‘器备不行，以半击倍。’再又

说：‘凡兵有六论：必先论其器„„故曰：器滥恶不利者，以其士予

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无战。二器成，惊夫具，而天下

无守。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无聚众。’其次桓公问以必胜兵器的

制造问题，他答道：‘选天下之豪杰（即今所谓工程师），致天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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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材（即上等原料），来天下之良工（即熟练技工），则有战胜之器

矣。’美国今日之所以成为‘民主兵工厂’，不待说，由于具备着这

三大条件。今后中国军政当局应特别研究《管子》。”（《兵学随笔

第二辑·管子重视武器》） 

九、用兵观 

（一）用兵如治乐。曾国藩的日记上说：‘古人治兵之道，作诗

之法，皆与音乐相通。’真是一个高深的兵学哲理。曾氏曾叹为‘懵

然不知，深以为耻。’即现代一般兵学家亦有同感。其实，这个道理

早见于孙子兵法的兵势篇上：‘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

跟着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

环之无端，执能穷之哉？’由此，可知音乐的奏演以善于变化与配合

为妙，用兵之法，亦以善于变化与配合为妙。否则，不善变化与配合，

徒拘于形式，这是艺之拙者，用兵之拙者。宋代名将岳武穆说：‘运

用之妙，存乎一心。’亦即此意。西方兵家说：‘战争即艺术。’又

说：‘指挥官为大艺术家。’可见真理的不分东西。（《兵学随笔第

一辑·用兵与音乐相通》） 

（二）用兵如富人造屋，必先做好充分准备。李浴日以美国珍珠

港在1941年被日本偷袭以后一直想报复日本而所做的积极准备，终于

在1944年夏开始实施对日反攻，准备充分而所向无敌，登陆夺岛，如

所预期。故援引古人“用兵如富人造屋”之典故，说明战前准备必须

充分，切不可仓促出战。李浴日说：“最近我读《苏东坡答李琮书》，

见苏氏引用当时办理边事者王天常之言曰：‘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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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而定，无所

赢缩矣。工徒入门，斧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

定之过。既作而复聚粮，既斫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

故帝王之用兵，如官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皆

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衍于素，费半

他人，而工必倍之。’这个伟大的兵理，我们不应让其徒成为纸上的

空文吧！”（《兵学随笔第二辑·用兵要如富人造屋》） 

（三）用兵还需改善士兵生活。李浴日有感于当时国民党军队军

纪涣散、战斗力不强等弊端，企图改变这种现状，故主张改善军人生

活。这是一种很好的意见，但是从共产党军队看，则军人物质生活很

差，而战斗力却很强，由此看来，单单改善军人生活而不重视信仰教

育等精神层面，则于事无补，甚或造成贪图安逸和享乐的思想。李浴

日说：“‘铁脚马眼神仙肚’，这是中国现代军中一种妙喻，也是中

国现代军人生活的素描。‘铁脚’是说军人的两脚要如钢铁一般，方

能支持长程的步行。‘马眼’夜能见路，是说军人夜间无灯，两眼要

如马眼，方能走路。“神仙肚”不用吃饭，是说军人有时没饭吃亦要

能打仗。由此可见中国军人生活的艰苦，亦可见中国军人的难能可贵。

不过像这种艰苦生活，只要稍加研究，便知是不合理的，久而久之，

必致招来战斗力的衰弱和减耗。所以今后军人的生活不论在平时或战

时必须使其吃饱，穿暖，行有车辆，暇有娱乐，达到合理化，现代化

的标准。”（《兵学随笔第一辑·军人生活应改善》） 

十、重视心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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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对古代兵法中的心理战术进行了梳理，提出“心理战”乃

用兵之最高原则，说：“我国古代原无心理战专书，只是把它列入兵

法书中，并视为用兵的最高原则而已。所以谈到心理战，在世界上应

以中国为起源，其原理原则，像黑夜里的明珠，闪闪发光。最近我认

为要研究心理战，非从我国古兵法去发掘不可。”（《兵学随笔第四

辑·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战论》） 

十一、兵学观 

（一）重视兵学的作用。李浴日把兵学的作用提高到国家层面，

提出“建国必先建军，建军必先建学”的论断。具体阐述道：“在历

史上，我们不见有无军之国，亦未见有不学之军。不消说，无军之国，

亡可立待，不学之军，战必败衂。建学在今后建军上将更趋重要，这

是历史发展的铁则。因为今后建军工作的复杂性与专门化，须有兵学

以为准绳，战争的科学化与机械化，尤须有兵学以为遵循。兵学不是

‘纸上空谈’，是时代的号音，是智与血的结晶，是求生与自卫的工

具，在今后不仅成为军人专有的智识，且为一般国民必备的智识，不

论男女老少均要懂得兵学，它在吾人的生活上，正如布帛米菽。”（《兵

学随笔第一辑·兵学的重要性》） 

（二）建立救人的兵学精神。李浴日对比中日兵学，得出结论说

中国兵学在于救人，西方兵学在于杀人，而杀人之兵学必将走入穷途

末路。李浴日说：“欧美的兵学思想自克劳塞维慈以来已走入歧途了。

即他们全以‘澈底歼灭’的杀人主义为本,所以到了工业发达之后，

便竞相致力于武器的发明，尤其到原子弹发明之后,杀人的技术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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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愈巧妙而猛烈,一举便可杀人数十万，像这种‘杀人’的兵学思想，

如果再任其发展下去，恐怕整个世界都要毁灭，全体人类都要死亡了。

在今日，我们为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非把‘救人’的兵学思想建立

起来不可。我国向来的兵学思想，都可以说是以‘救人’为本的，像

孔孟所倡导的‘仁师义战’；老子所倡导的‘慈以战则胜’；孙子所

倡导的‘全国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吴子所倡导的‘绥之以

道’，‘五战者祸’；又司马法所倡导的‘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

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这种崇高的学说，

实值得我们今日再来倡导，澄清目下世界上正在鼓吹着的以‘杀人为

本’，‘杀得愈多，其功愈高，名愈大’的兵学界的思想，尤其军人

们的思想！我们主张原子弹应运用以‘止战’，‘救人’。我们应大

声疾呼，建立以‘仁义为经，以和平为纬’的救人的兵学思想。”（《兵

学随笔第四辑·建立“救人”的兵学思想》） 

（三）兵学与儒学通。 

李浴日博通古今，对兵学与儒学之关系多有思考，认为兵学与儒

学相通，消除和打破了兵学与儒学的两千多年来的隔膜和壁垒。实际

上，李浴日所言兵学与儒学相通，是既指在救人救世的精神而言，又

在处事做人方法而言，而处事做人则在兵家与儒家思想中又有异曲同

工之妙。李浴日说：“古人说：‘兵事乃儒学之至精。’应是说精通

儒学者，能文亦能武，能入相亦能出将。原来儒学之先师孔子以六艺

教人（其中射御，即军事教育，至于礼乐书数亦与军事有关），又深

信自已必能将兵说：‘我战则克。’可见孔子能文能武，文武合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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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基本精神。在历史上，如汉之陈汤、赵充国、祭遵、皇甫规、

虞诩，蜀之孔明，晋之羊祜、杜预、陶侃、谢玄，唐之李靖、张巡、

李光弼、郭子仪，宋之曹彬、范仲淹、韩琦、岳武穆、虞允文，明之

刘伯温、王阳明、戚继光、史可法，清之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

均为精通儒学之名将。再证之古人云‘古来名将出通儒’，如《易经》

的道理，前人已演为兵法，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

庸》的道理，亦与战理相通，近有人著《论语兵学》一书，那么大家

对这个名言的意义更可充分了然。”（《兵学随笔第一辑·兵事乃儒

学之至精》） 

李浴日军事思想涉及到军事理论的各个方面，体系庞大，论述精

微，以上所述仅为其粗略的概述，尚不足以全面而详备地描摹其思想

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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