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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将李浴日先生是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兵学家，现代中国文人从事兵学研究的先驱者，

中国兵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倡建者，孙子兵法研究大家。他与蒋百里、杨杰等为民国时期中

国兵学巨擘，驰名海内外。他在兵学研究诸领域，有一部分至今仍未有人超越，影响相当

深远。人们对他的兵学研究理论赞叹不已的同时，也十分关心他的里籍，即他是哪里人？ 

 大多数人只知道他是广东人。如“李浴日，广东人。”（1978年台湾版《孙子兵法新

研究》、《孙子兵法总检讨》）个别的知道细一点，说他是广东省海康县人：如“浴日生

于民前三年四月十二日，广东海康人。海康，就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首府雷

州，邻近广州湾。”（居浩然《李浴日与黄焕文》） ，“李先生浴日，系粤之海康县

人。”（《李浴日先生传略》）他究竟是海康县哪里人？人们却不甚了了。在中国名人出

生地这个问题上，常常出现许多争议的现象。如出生地在海康县东湖村（今雷州市附城镇

南田村）的“岭南三大清官”之一的陈瑸，经吴川进士林联桂一说：“电白县东南有陈

村，盖公故居„„公生而父客于外；母挈之流离转徙，遂入雷境。余电白、吴川二县之耆

宿，尚能道其详。”（丁宗洛《陈清端公年谱》）使得后代学者丁宗洛、梁成玖费九牛二

虎之力考证纠正，时至今日，有人仍然只相信林联桂所说。鉴于此，笔者认为搞清楚这一

问题十分必要。搞清楚是为了避免纷争，对将来有好处。 

 关于李浴日先生的里籍不是复杂的，他出生在海康县第三区后坑村（今雷州市客路镇

后坑仔村，下同）。这是有充分证据的： 

    1、今后坑仔村族谱里记载有李浴日先生的世系。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二 十

  六日时任国民党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先生《<上院李氏族谱>序》和《后坑 仔

  村族谱》载，后坑仔村始祖叫李秀彬，为吴川县（今吴川市）黄坡镇平泽村第 十

  八世孙发华公之子。大约在清代早期，秀彬公自黄坡镇平泽村迁五合，后定居 海

  康县第三区后坑村。秀彬公原配黄氏，续娶林氏。长子茂新，生文豪、文和，文

  和生广盛。至连 顺公那一代，已历经七世（即秀、炳、茂、文、广、天、连七

  代）。李浴日先生祖父叫李天祥，有兄弟三人，天长公为最小。天祥公生三 

  子，分别取名为连泰、连 顺、连安，连顺公娶王氏（今客路镇黄机塘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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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秀琇、春清，春清即是李浴日先生。 

 2、按辈分，李浴日先生属村中的“春”字辈（雷州人称为“派”），为后坑仔秀 

  彬公第八世孙，其儿子则为村中“仁”字“派”。故李浴日先生原名李春清， 他

  的大哥李春琇，与村中李春熙、李春炯同辈。李浴日先生的儿女仁师、仁雄、 仁

  芳、仁 美、仁缪，则与村中仁兼、仁语等同辈。他们是以 “派”为名，延用至

  今。这是中华文化最为奇妙的地方。凭此，你无论身处何地，都可寻到自己的 

  根。 

 3、今后坑仔村保留有他家族墓莹（曾祖父母墓、祖父母墓、父母墓）。 

 4、后坑仔村有李浴日先生的亲族、亲友，如李浴日先生大嫂钟玉英女士，2009年 

  才去世，终年101岁。 

 5、后坑仔村是李浴日先生的出生地，他出生的祖宅仍然保存。幼年时期他在村中 

  度过。到广州广雅中学读书、上海暨南大学读书时多次回家。自日本留学毕业 后

  也曾经返家过。他最后一次携家眷回家是在1947年。当时，他任职于南京国民 政

  府国防部，回家后曾捐资于客路圩国民学校，并捐资创办海康县私立建设中学 

  （已撤销）。 

  综上所述，李浴日先生里籍为今广东省雷州市客路镇后坑仔村是毫无疑义的了，他是

深厚的雷州传统文化土壤里培养出来的从本土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兵学家。对于这位名

人的出生地，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和建设它。        2010年10月完稿 

  

注： 后坑仔村位于雷州市客路镇东部约3里处，以村前有坑田而得名。全村现有人口近

800人，李、黄二姓世居，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农作物有：水稻、花生、番薯、甘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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