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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的国防建设理论研究 

李龙 

纲要： 

一、追溯古代《孙子兵法》国防建设理论的渊源。 

二、全面、系统阐释和发挥近代孙中山的国防建设理论。 

三、在编辑出版的军事理论书刊中介绍和传播国防建设理论。 

四、总结中国历代国防建设的沉痛教训。 

五、借鉴外国国防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建设中国强大国防的基本思路。 

 

民国时期中国处于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叠经战火蹂躏，社会动荡

不安。面对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李浴日与蒋百里、杨杰等军事专家和军事学者们一

道，以挽救国家、民族危难为使命感，对近、现代国防建设理论开展了深入的探索和

思考。李浴日的探索和思考，主要体现在他的《孙子新研究》、《国父革命战理之研

究》、《兵学随笔》和《国防建设的总认识》、《如何建设将来之陆、空国防》等论著

中。它不仅对国民政府强化国防、抵御外侮起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就是在今天，它对

我国、我军国防现代化建设，也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因此，梳理和挖掘李浴日的国

防建设理论，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迫切。 

李浴日的国防建设理论研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追溯古代《孙子兵法》国防建设理论的渊源。 

国防建设指的是为了国家安全利益需要，提高国防能力而进行的各方面的建

设。包括精神建设和物质建设两方面。具体包括武装力量建设、国防军事（武装力

量）建设、国家总动员准备、国防经济建设、国防科技建设、国防教育等方面。李浴

日认为，国防建设理论起源于中国，2000 多年前的中国《孙子兵法》就已经创立了。

如“居安思危”、“富国强兵”、“爱国教战”、“不战而胜”等关于国防建设、国

防教育、国防斗争策略，在《孙子兵法》中都已经论述，“《孙子兵法》是我国兵学

的经典，它是我国最古的国防论，至理名言，万古常新。”（1）“我国兵法所有国防

的根本意义，完全包含在孙子所说的‘全国’两字中。”（2）现代“孙子兵法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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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一般规律，对于今天的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仍均有指导意义。”（3）

所以，《孙子兵法》是近、现代国防建设理论的基石。 

1、国防建设的地位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

也。”这句话是关于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的论述，说明没有国防，便没有国家。 

1937 年 11月，他在《抗战必胜计划》中说，这句话“是我国国防论始祖孙子的名

言。于此足见战争胜败所关的重大。”1938 年 2月，在《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里，

他运用孙子兵法关于国防建设的理论对我国近、现代国防建设作了归纳和发挥，并对

蒋百里的国防建设理论进行了引述。《孙子》一书，劈头并不下战争的定义，却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就战争的重要性而言。”

又说：“在中国国防建设上，《孙子兵法》十三篇为一部伟大的国防指导原理。该书劈

头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是指示我们在未

战之前，就要致力于国防建设。倘若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而贸然与人家开战，其危

险将不堪设想。”（4） “这是指示我们在战争之先，就要巩固国防。否则，到了战时，

就危险了。”（5）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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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浴日反复强调孙子关于国防建设的重要性充分表明，国防建设是国家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国无防或防而不固都

是十分危险的。把国防建设提到关系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生死存亡的战略

高度。为维护国家主权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根本利益，必须高

度重视国防，把它放在首要的位置。这主要是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 

2、国防斗争策略 

《孙子兵法•谋攻第三》中，指出国防斗争的策略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它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和平外交思想。 

李浴日阐释说：在国防建设中，用兵的最上策略，是以强大的军备为背景，把敌

国的企图或计谋，于未成熟前而挫折之，粉碎之，使不能实现，唯我的意志是从；次

等的，或离间或收买敌的亲交国、同盟国，使陷于孤立，而为我所屈服。他举例说，

如在春秋时，因为列强的对峙，所以孙子很注意站在局外的邻国之向背；再次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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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与敌军交战，击破了他，方达到我的目的；最下等的，围攻敌人的城寨，发生了

重大牺牲后，才得解决（7）。孙子把运用谋略赢得胜利作为最高层次，把运用外交方式

取得成功为第二层次，把武力征服作为第三层次，把攻占敌方城池作为最下的层次，

说明国防建设的根本点是追求和平，尽可能不通过实战就使敌人屈服，以避免战争的

爆发，从而取得最大的胜利（效益）。因为孙子充分认识到战争带来的是对人类文明

的破坏，和平才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而争取和平，就必须慎战，做到军事、政治、

外交协调一致。李浴日关于孙子国防斗争谋略（四个不同战略层次）的总体布阵的论

述说明国防建设的最高战略理念是非战、慎战。这也符合“国虽大，好战必亡”的古

训。 

3、国防精神教育 

《孙子兵法•始计篇》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

而不畏危。”这是关于国防精神教育的重要论述。 

他说：“元首或政府行道，可使国民与他（上）的意志一致，共同生死，人人燃

烧着必胜的信念，不管在怎样情形之下，都不怕危的。”（8）“在现代，元首或政府

厉行廉洁政治，救济失业人口，改善人民生活，改良社会制度，发展产业与丈化等。

总之，为人民除痛苦，谋利益，是谓有道。这样，人民便信仰政府，造成坚强的团结

力，假设政府有为正义而战，或为民族生存而战，乃动员他们去作战，他们必服从命

令，踊跃牺牲，不畏避，不叛变。要之，道的目的，在使民族的一致团结，或举国一

致。”（9）说明统治者“行道”（身体力行投身国防建设）所产生的效用。这种效用

就是国防精神教育。他引用鲁登道夫《全体性战争》的话阐释说：“一国之国防力，

植根其民族中。国防力为民族中之一种成分，视我民族之物理力，经济力及精神力之

大小，而全体性战争中之国防力之大小以定，其中尤以精神力为重要，所以使民族武

力一致团结者为精神力，所以能在为争民族生存之全体性战争支持日久者，视其精神

力。此项战争，非今日始而明日终，可以迁延至极长之年月。今日世界上任何国家，

咸知军备与军人教练，军人之武装之不可缺，然所以决定其民族生存之战争之胜败，

则视此精神力。惟有此精神的一致团结，然后其国民对于前方军队常有新精神力之灌

输，且为国防而工作，而能在极艰难之战争中，与夫敌方之攻击中，尚存有战胜与克

敌的决心。而其所以使民族的一致团结的方法。”（10）表明“道与精神力”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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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行道”（进行国防精神教育），可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国民国防观念

和民族凝聚力。 

4、国防力量建设 

《孙子兵法•形篇第四》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又说：

“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这是关于充

实国防力量、增强军事实力的重要论述。 

李浴日在《孙子新研究》中，把这两段话的意思归纳为求己原理：“战争之事，

不管敌人如何，最重要的先求本身的强大，即自己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方能乘

机取胜。近年来各国所实施的各种国防计划，不外是在这个原则之下而努力着。”

（11）“‘修道保法’——实现军队之精神、物质的两全主义。攻守以保持行动的秘密

为最上，一经发觉敌的败形（虚隙），即集中无比的威力，一举而歼灭之。又此篇，

有人评为：‘现代一篇顶有价值的国防原理’，实有见地。”（12）又说：“‘故用兵

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这句话的意

思是所以用兵之法，不可侥幸敌人不来，要恃我常有足以抵抗的国防力；也不可侥幸

敌人不来攻，要恃我常有攻而不破的防御力，或常保持着没有为敌可乘的虚隙（例如

一次欧战时，凡尔登要塞，为德军多次猛攻，屹然不陷）。”（13）又说：“战争是达

成政治目的的手段……故一国为应付不时的战争，最好预先充实国防力；国防力充实，

便可‘恃有以待之’，与‘恃吾有所不可攻也’。象今日各国的普及军训，扩充军备

及奖励科学发明，即属此意。孙子在春秋时代，目覩群雄对峙，一国时有被侵略的危

险。所以在这书中，力说充实国防力的重要，其原理至今，尤见正确。”（14这个阐

释与杨杰将军的阐释是一致的：“孙子所说的‘始计’，是‘未战’之先的计划，是

准备战争的计划，也就是国防建设计划。”（15） 

如何实现“修道保法”？李浴日认同孙子关于“形”方面的主张：“若决积水于千

仞之溪者，形也。”即是要搞好战争力量的积蓄（致力于国防力量建设）。这里的“形”

指的是国家的综合力量，其中主要包括“道”（政治：“令民与上同意”）、“财”（经济）、

“将”（将帅素质：“智、信、仁、勇、严”）、“法”（制度、法令、后勤保障等）、“卒”

（士兵）、“兵”（武器装备）(以上为军事）、“天”、“地”（气象、国土、战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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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备（16）。即只有在政治、经济、军事及自然条件等方面充实综合国力，才能在战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由于历代中国国防以消极防御为原则，在自卫上铸成了一个

大大的失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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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在二十世纪的今日，我们不应有‘永久和平’的幻想，只有武装，再武装，方

能保障国家安全。”（17）李浴日从正、反两方面对孙子这个国防原理阐释、发挥充分说

明，“修道保法”、“先为不可胜”是建设强大国防的重要举措，对今天的国防建设仍然

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5、国防总动员 

《孙子兵法•用间第十三》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

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这是关于国防总动员的重

要论述。 

他解释说：“本节系说古代的动员状态，即关于兵役、工役及征税等，自然这是属

于局部的动员，而在现代战争上以局部的动员已不足以适应战争的要求，必须实施整

个动员——国家总动员：（一）国民动员，（二）交通动员，（三）产业动员，（四）财

政动员，（五）文化动员。而这种种动员能否适应战争的要求，全视平时有否充分准备，

否则，必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观于过去我国抗战，可想而知。”（18）这是从古代战

争总动员扩充到近、现代国家总（全面）动员，战争的状态由平面战争发展到立体战

争来说的。关于战争总动员中兵役的产生和演变，他又说：“为了保护国家，与巩固

国防，便有兵役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向分为自由兵制与强制兵制，前者为志愿兵制，

后者为义务兵制。所谓强制兵制，即统治权力的强制，社会权力（民族共同意识）的

强制。”李浴日这一阐述表明，虽然国防总动员的形式随着时空的发展发生变化，但

它是国家为适应战争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统一调动人力、财力、物力的一系列活动。其

主体是国家，对象是物力、财力，目的是为了战争的需要。 

对《孙子兵法》的解剖，李浴日曾经概括为十大原理。除上述所述之外，还有其

它方面的原理。如“知已知彼，百战不殆”的先知原理；“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

止。”的利动原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秘密原理；“凡战者，以正合，以

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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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是也。”的变化原理等。这些原理，均为指导近、现代国防建设的基本原理。从中

可以看出孙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对国防建设理论有了系统的论述，它是近、现代国防

建设理论的指南，是近、现代国防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点。 

二、全面、系统阐释和发挥近代孙中山的国防建设理论。 

李浴日认为，国防建设是孙中山军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军事思想的

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军队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国防战略、国防经济、国防教育等。

“国父因饱受第一次欧战的教训，又目击国防的危机，更感到过去‘海防论’，‘洋务

论’，‘时务论’及‘维新论’的错误与失败，便决意为中国国防开辟一条新生之路。”

他从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在广州军界欢迎会上致词》、《复陈其美先生<论建设国

防武备书>》、《三民主义》等著作中对孙中山关于发展经济、整顿军备、国防危机等诸

多国防建设问题进行了回顾，并对孙中山《国防计划》大纲草案中关于中国国防建设

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和发挥。1941年，他在《新建设》第 6、7 期合刊上发表了《国

父的<国防计划>研究》，这是首次专门、系统阐述孙中山国防建设思想的论著。1942

年，他把该文融入《中山战争论》中，对孙中山的国防建设理论、计划和实践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探索。 

1、国防方针 

他说，孙中山是近代国防建设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国防建设本义（方针）是防御

和自卫：“国父所要制定的国防方针，是自卫的，不是侵略的，是守势的，不是攻势的。”

“惟依国父的意见，则以采取守势作战击败侵入的敌军为原则。”（19）据研究，近、现

代国防类型有四种：即扩张型、自卫型、联盟型和中立型。李浴日把孙中山的国防方

针概括为自卫型，是由孙中山提出的“我中华民族以保境、睦邻、协和、安邦为中心

信念”，是为了“抵御各国侵略中国计划之方略”和“收回我国一切丧失疆土及租借地

租界割让地之计划”这些反帝斗争内容决定的。从中可知，孙中山的国防目的是为了

人类的平等、正义与和平，实现世界大同，而不是为了侵略。“国父本此优美之思想而

发为求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之至高无上的国防指针……是乃国父提倡之我国国防本义

所在。”（20）当然，“这是带有积极性、自卫性和革命性的国防方针”（21） 

2、关于国防建设计划和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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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国防建设计划和构想，其中绝大部分体现在他给廖仲恺的手札中。该手

札所载《国防计划》一书的纲目 62项，李浴日在《中山战争论》中把它概括为四大方

面：“国父国防建设计划的整个内容，依于大纲草案可分别归纳为国防政治建设，国防

经济建设，国防文化建设，国防军事建设四部门。”（22）并认为也可概括为“保”、“养”、

“管”三个方面：“保就是自卫，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或国家，要有自卫的能力。”“今

日的国防，必使每一国民均成为国防之细胞，成为国防人之一员。平时从事国防之建

设，战时参加国家总动员。”“国防所云‘保’之意义，直接在保卫国家之生存，间接

即在保卫个人和团体之生存……国防所云‘保’之手段，为国防军备之建设。”“养”

就是解决民生问题。解决民生问题首在解决“吃饭”问题。“历来论国防者，皆知民生

为国防之首。或倡言民生与国防合一。国父认为历史之中心在民生，人类之进化在生

存。故民生者，人类历史之本也，国防建设之母也。国防建设，必从民生建设始，故

‘足食足兵’、‘民富而国强’是也。“管”就是指国防组织的管理。“国防乃全民对外

之斗争，须举国协力。而国防力之构成，实源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如三者不

能配合，‘则尤难发挥国防建设的功能’，‘而无由发挥国防建设的整体力量’。因此国

父‘揭民主集权为管之要义，以五权宪法为实施之规范’。（23） 

可见，孙中山国防建设的内容十分丰富。李浴日的概括和论述表明，孙中山的国

防主张是“精神与物质并重、政治与军事相辅、国防与民生兼顾、外交与武力配合、

以实业为基础加强国防建设。”反映了孙中山在国家建设方面始终把国防（国家安全）

放在首位，把维护国家利益、抵抗侵略作为国防政策的立足点，反映了他的民主革命

在军事方面的认识和要求，为中国近代军事科学充实了新的内容。时至今日，它对我

们建设强大、新型的国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在编辑出版的军事理论书刊中介绍和传播国防建设理论。 

李浴日在自己所编辑出版的军事理论书刊中，十分重视中外军事专家关于国防建

设理论的著述，把它作为国防建设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有编译外国方面的：

《世界兵学》杂志于 1941年 8月创刊号刊登德国杜尼巴哈著、赵天石、李岳明（即李

浴日，笔者注）合译的《国防科学》；1941 年 9月第 1卷第 2期有美国林塞罗泽著、

华丁夷译的《法、德、英、美国防问题的检讨》；1943年 5月第 2卷第 5期有日本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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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荣喜著、高一萍译《国防的绝对性与现代国防手段》（译自日本《国防知识》）；1948

年 10月第 7卷第 1 期有美国国防部长弗莱斯特、海军作战部长邓非尔特、总统参谋长

里海、空军参谋长斯巴兹、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等著、谭善余译的《论海、空军及参

谋长联席会议在国防上的职务》。1943年《兵学论丛》刊登梁子骏的《世界各国之国

家总动员》。《战斗月刊》杂志于 1953年 10月第 1卷第 5期刊登蓑田胸喜著、宋念

慈译《世界观认识论与政治国防哲学》；第 3卷第 1期王泽民的《东南亚与美、英、

法的国防》等。这些翻译和介绍，或总结各国国防经验教训，或反映各国国防建设的

动态和发展趋势，或对近、现代国防理论提出看法和观点，“在盛倡国防科学运动今

日的我国，把它译出介绍给国人”作为借鉴，十分必要。 

有关于中国方面的：《世界兵学》第 1卷第 2期有刘侯武的《陆、海、空三军将

来在中国国防建设上的地位》；在第 2卷第 5期开辟《国防特辑》专栏，发表杨杰的

《国防建设的先决条件》、梁寒操的《三民主义国防论》、陈绍宽的《如何建设中国

之海上国防》、李浴日的《国防建设的总认识》、李岳明《如何建设将来之陆、空国

防》，计有论文 6 篇。在《国防特辑》专栏的“编后话”中，他建议军事专家们多投

国防方面的稿件：“本刊拟今后多发表关于国防的论文，尚望读者源源赐稿，本期《国

防特辑》，仅为开端而已。”1946年 2月 26日，陈纵材在写给李浴日的信中，极力

响应和支持李浴日对国防建设的倡议。尔后，在第 3 卷第 3 期、第 3卷第 4 期，他又

分别发表了史久光的《国防人才教育篇》、《国防学如何研究》，在第 5 卷第 1 期，发表

白崇禧的《现代国防建设的趋势》，第 5 卷第 3期发表吴石的《国父之国防理论与实际》。

在《兵学论丛》中，发表徐庭瑶的《闪击战与今后之军备》。在《兵学丛书》中，出

版了赵振宇的《中国军备与国防》（1946,5）、廖忠国的《国防机构论》（1946,11）

等。 

据不完全统计，他以世界兵学社名义出版的书刊中，刊发关于国防建设方面的文

章近 30篇，编辑出版关于国防建设的专著 2部，涉及国防建设内容的有数部（24）这

些介绍和编译论著，对增强国民的国防意识，普及国防理论知识，传播近、现代先进

的国防理论，抗敌御侮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总结中国历代国防建设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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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战争论》及其相关论著中，李浴日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国防建设的沉痛教

训。他认为，影响中国国防建设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偃武修文”、“重文轻武”的落后国防思想和人才政策钳制了中国国防的

发展：“可惜历代掌握着国防建设大权的君臣们只把它（孙子兵法）当作一部兵法的

书看，鲜有把它的原理通用到国防上，即忽略它在国防指导上的价值。加以支配着历

代君臣们的脑筋，又是那些所谓‘偃武修文’、‘重文轻武’、‘以大事小’、‘以

德服人’、‘佳兵不祥’、‘兵凶战危’的思想，”遂使国防建设无从发展。“降及

宋明之世，废除征兵制度，极端抑武扬文，一则崇尚理学，一则提倡八股，致士林日

趋文弱，更造成国防上一个大大的漏洞，所以宋明皆由偏安而至亡国。迄于满清，以

异族入主中华，对于汉人的钳制，无所不用其极。”国防建设走向衰落。 

二是消极防御的国防原则造成国防建设的失策：“中国的国防，向以消极防御为

原则，这固足以表现中国人的爱好和平，但在自卫上却铸成了一个大大的失策。因以

消极防御为原则，故对于防御工事都很讲求。春秋战国燕、赵各国及秦始皇有万里长

城的修筑，历代帝王各有城岩关隘的修建，他们虽用了很大的智力、人力及财力，其

作用不外在消极上防阻敌寇的侵入，不图根本击灭敌人于国境之外，或防御工事之外。

至于各地乡村所建筑的住宅与硐堡，虽非国防之用，但从其坚固的程度与窗户的狭小

来看，亦仅在消极上用以防御匪盗而已。真的，中国历代上自政府下至人民类皆以消

极防御为自卫之本（汉武唐太例外）。但能攻必能守，能守未必能攻，何况以守为守？

这样必致日趋不振，坐而待亡。所以以消极防御为自卫之本的中国人，往往弄得连自

卫也不可得。”（25）表明消极防御是一种军事保守主义，只看到攻防作战形式上的对

立，达不到防御的目的。 

三是“专事防内，不思防外”的愚民政策挫伤了国民国防建设的积极性：封建王

朝防内之心远大于防外之心，为强化其统治，不断完善和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不

许民间修饬武备,以防造反。如满清统治，“所有兵事不许汉人过问。洎乎列强帝国主

义的侵入，先后惨遭鸦片（中英战争）、丁已（英法联军战争）、甲申（中法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庚子（八国联军战争）诸役的失败，割地赔款，举国骚然。这时

清廷自知以一族一姓之力不足以御侮图存，汉人从此始得过问兵事。”其结果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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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意识不强，防御技艺荒疏，遇敌进攻，不能组织有效的反击，必然陷入被动挨打

的局面。 

四是生搬硬套的外国国防建设主张不符合中国国情，有些即使符合，却未能真正

实施：“先后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海防论’，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论’，

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时务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论’，毕

竟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西洋富强的原因、文化的精神及中国国情，故所发为议论和

主张，均未成为起死回生之药。”“当时一般明达之士目击心伤，曾大声疾呼道：……

‘中国重文轻武，积重难返……西国仕途武重于文，盖能武者必能文，而能文者未必

能武，合文于武，故第以武名而武重矣。’（见马建忠《上李伯相覆议何学士如璋奏

设水师书》）……至以留学于西洋之薛福成氏更痛陈说：‘西洋各国所以骤胜中国之

故，厥有二端：一则中国三代以前，文武原未尝分途，汉唐尤存此意。宋明以来，右

文左武，自是文人不屑习武，而习武者，皆粗材，外侮迭侵，职由此故。’可惜议论

自议论，未见实现。”（26）说明离开中国国情去谈国防建设必然不成功。 

五是政府的“腐败过什（甚）”使国力空虚，削弱了国防建设的力量：且因清廷

的腐败过什（如慈禧太后移海军建设经费来修颐和园等），君臣荒淫，致使国力空虚，

百姓羸弱，故终未把中国国防的力量壮大起来（27）。政治的腐败，必然造成经济的落后，

从而动摇国防根基，无力从事国防建设。 

李浴日一针见血地总结历代特别是近代国防建设的沉痛教训，目的是提醒当局以

史为镜，只有政治清明、文武并重、重视民生、发展经济、立足国情、批判地吸收外

来优秀军事文化遗产；积极扩张战备，充实国防力量，才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固然我

们今日欲从事于现代化的国防建设、军备扩充是不容易的，一下子当然赶不上人家。

但在此世界充满着火药气味之时，而国际战争又未消弭之前，我们绝不能空口谈和平。” 

五、借鉴外国国防建设的成功经验，提出建设中国强大国防的基本思路。 

李浴日认为，“国防建设即是战争准备”，它是一门辩证的科学，是普遍性和特

殊性的统一。在战争未消灭之前，我们要“孜孜地不懈地致力于国防的建设，养成高

度的国防力量。才能避免战争，或战必克，达到自卫和和平的目的。”国防建设必须从

八大方面去认识和进行。八大方面包括：一是假想性、二是第一性、三是時空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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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科学性、五是全体性、六是联系性、七是虚实性。八是秘密性。它们是互相联系、

互相作用和影响的。其具体內容包括： 

假想性。即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或者目标，在国防建设中假想出来或者设计出来的

敌对国。“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足以为祸于我、或侵略我、或阻碍我发展之敌国。国

防建设就是要针对着这些假想敌国。”如苏联以德国为假想敌，德国以法、苏等国为假

想敌便是如此。“假想敌国决定之后，就要置国防建设的重点于其上。循序而进。”德

国大量制造榴弹炮和喷火坦克对付法国的坚固工事和村落中的士兵，以英国为假想敌

制造磁性水雷和沉水艇对付英国的船舰和和海上运输；苏联建设西伯利亚“托德卡”

防线对付日本，建设史丹林（斯大林）防线对付德国。“我们默想我们今后的假想敌必

是某某国，那么某某国就成为我们国防上的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了。”表明国防建设要

有针对性，必须有明确的国防目标和对象。“否则盲目而行，无的放矢，决不能建设适

应实际要求的国防。” 

第一性。就是说要确立它的至高为无上的地位。“举凡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以及一切的设施，以国防为中心。合乎国防需要的则举，反之则废。推而至于一

切利害，一切是非，都要根据国防的需要而判定，人民的生活也要以合乎国防的要求

为第一要义。且又是‘惟我独强’的。”法国在希特勒执政之前国防强于德国，希特勒

执政之后德国国防力量突飞猛进，强于法国，在这次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笔者

注。）法国只得溃败。这是法国国防建设落后所吃的苦果（28）表明国防建设是一国建

设的核心，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着这一中心来进行，坚持不懈，持

之以恒，不能懈怠。 

三是时空性。包括时间性和空间性。从时期性和武器的时效性来划分：“国防建设

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作，是要跟着时代而迈进。”“至于国防计划的制定，某者先，

某者后，或应定为‘三年计划’，或应定为‘五年计划’，或应定为‘十年计划’，都要

把握着时间的因素来决定的。再于武器的时效性，以及天时（气候）对于国防建设的

影响，也要考虑的。”（29）从平时和战时来划分，国防建设必须做到“平”、“战”两者

的有机的结合。对于那些认为“国防建设在战时交通的困难，人力、物力、财力的不

足，不易着手，一切都移诸战后。”或者“以为我们盟国于此次战争胜利之后，将依于

永久和平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便可消灭战争于无形，故国防建设到了战后就不必多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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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两种错误思想，“我们非从速给予纠正不可”。说明时间性对国防建设具有不可

代换性，国防建设要因时制宜。 

国防建设的空间性包括海、陆、空立体国防建设。其总体原则是：“属于海洋国则

需采取海主陆从政策，属于大陆国则要采取陆主海从的政策（空军系配属于海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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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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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这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以往战争不同特点所作出的正确理论概括。 

关于海国国防，李浴日着重阐述了海防三线及其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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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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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关于陆上国防问题，他在

《如何建设中国的陆上国防》中明确指出：“在国防建设上以建军为第一要务。在中国

的建军上自然以陆军和空军为国防军的主力。”“总之，时空在国防建设上指示我们要

因时、因地而制宜。”这就充分表明建立海、陆、空立体国防体系的重要性，以适应现

代总体战的要求。根据 20世纪与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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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一体化的战争，已由机械化战争演变为信息化

战争，验证了李浴日立体国防建设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科学性。李浴日认为，现代国防不是依靠古代的什么《四书》、《五经》所能建设

起来，而是要植基于现代科学上。在物质国防方面，象坦克、飞机、大炮、兵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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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等，均是科学的产物。不懂科学，固不会制造，更谈不到发明，也谈不上使用(32)

表明既要尊重国防建设的发展规律、把握内在的联系，又要加强现代化国防科技建设。

特别是在军事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和将来，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运用，现代

战争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大，国防科技建设已经成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国防科技建设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基础。它与今天胡锦涛提出

的在国防建设中贯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十分吻合和一致。 

虚实性。“现代的国防建设是全体性的，但为建设这个全体性的国防，最要紧的是

虚的使实，实的使之更实。申言之，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在国防上有弱点，

即应加紧建设使之强。有强点，亦应求其日益加强。例如苏联的“五年计划”、德国的

“四年计划”，就是为加强自己的国防。但尤要能善掩饬我的强点，使敌误认为弱点，

善弥缝我的弱点，使敌误认为是强点而坠我术中。”(33)表明国防建设不能含糊，必须

实事求是、一心一意，力戒浮躁、急躁冒进。 

秘密性。即不公开的、不泄漏的机密性。“因为国防以秘密而成，以秘密而强。在

国防建设上尤以军事上的一切建设更要保守秘密。短处不宜外扬，长处不可泄露。象

军队的装备，要塞的设备，我期待构造及其攻击力、防御力、运动力等，倘若为敌侦

知所对付，便会失掉作用。”(34)这种保密性要求不泄露、防窃听，积极防范，具有

可靠性。它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 

全体性、联系性是表明国防建设具有综合性、全面性和相互之间的密切关联性等。 

1946 年下半年，李浴日出任南京国民政府新成立的国防部政工局少将、副处长，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防人”。对如何建设未来的中国的国防，他在《世界兵学》第 3卷

第 2期发表了《国防部成立以后》的社论。在这篇社论里他提出国防建设的二点意见：

一是要促进“文人知兵”，“造成文武合一的风气”；“身为一个政治家，同时也要是一

个战略家。其实以今后国防的要求，不祗文人（知识分子）要知兵，即每一个国民都

要知兵，养成‘国防人’。倘若今日把一个不知兵、不懂国防的文人置于国防部长之位，

固是笑话，还要误国。”二是准备应付未来新的战争。“务要服膺吴子‘出门如见敌’、

司马法‘忘战必危’的古训，兢兢业业致力于国防建设，以期把我们落伍的、羸弱的

陆、海、空军改建为一个进步的、强大的、适应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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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关于国防建设的八大方面的认识和国防建设的二点意见，充分体现了他以

国家安全为重、居安思危的进步国防观，体现了他希望通过富国强军、建立强大国防

以捍卫国土、复兴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也充分表达了他作为民国一代学者为了祖国、

民族的强盛神思滤竭的爱国思想感情。 

综上所述，李浴日是民国时期中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倡导者和鼓吹者。他鉴于近代

中国国防建设的落后，从追溯国防建设的理论渊源出发，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深化了国防建设的历史命题，明确了近、现代国防建设理论的本源问题。对

增强中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抗敌御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站在

民主革命的立场对孙中山国防建设方针、国防建设计划等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和发挥，

为孙中山国防建设理论研究做了开拓性的贡献，为新中国的孙中山国防理论研究打下

了坚深的基础，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借鉴外国国防建设的成功经

验，大力刊发、传播外国国防建设理论，对民国时期开展系统学习外国国防科学理论，

开阔视野，克服“妄自尊大”和“技不如人”的两种落后的国防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

作用。他通过分析和总结中国历代国防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建设近、现代中国国

防的一系列科学设想和意见，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加强军队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制

定正确的国防战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发展国防经济，增强国防实力，加强国

防教育等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启示。 

我们相信，李浴日的“我们应活用《孙子》建立国防万世不拔之基”的雄伟蓝图，

在新世纪必将变为现实，中国国防现代化的“万里长城”必将建成，成为我们中华民

族复兴的利器！ 

2013 年 1月 

 

注释： 

（1）李浴日《兵学随笔》第 123页，1952年 9 月世界兵学社； 

（2）林夏《孙子兵法的特色及其价值》，载李浴日《孙克兵学新论》、1947年 1月世界兵学社； 

（3）于汝波《孙子兵法及其在现代国防中的应用》，载 2004年第 1期《军事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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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浴日《中山战争论》，1943年 12月世界兵学社第 45页； 

（5）李浴日《国防建设的总认识》，载《世界兵学》第 2卷第 5期第 31 页； 

（6）李浴日《兵学随笔第一辑·国防的趋势》第 14页，1946年 10月世界兵学社； 

（7）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第 53页，1946年 8月世界兵学社； 

（8）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第 7页，1946 年 8月世界兵学社； 

（9）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第 7—8页，1946 年 8月世界兵学社； 

（10）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第 8页，1946 年 8 月世界兵学社； 

（11）李浴日《孙子新研究•序言》第 13页，1946年 8月世界兵学社； 

（12）李浴日《孙子新研究•军形第四》第 69页； 

（13）李浴日《孙子新研究•九变第八》第 151 页； 

（14）李浴日《孙子新研究•九变第八》第 151 页； 

（15）杨杰《孙武子》第 46页，1943年胜利出版社； 

（16）参看于汝波《孙子兵法及其在现代国防中的应用》，载 2004年第 1 期《军事历史研究》； 

（18）李浴日《孙子新研究用间第十三》第 252 页，1946年 8月世界兵学社； 

（19）李浴日《中山战争论》第 66页，1943年 12月世界兵学社； 

（20）吴大原《孙中山国防思想和实际》，载 1947年 12月 5日《世界兵学》第 5卷第 3期； 

（21）李浴日《国父的<国防计划>研究》，1941 年《新建设》第 6、7期合刊； 

（22）详看拙作《李浴日的孙中山军事理论研究》； 

（23）吴石《孙中山国防思想和实际》，载 1947年 12月 5日《世界兵学》第 5卷，第 3期； 

（24）参看拙作《李浴日的时间军事学理论的编辑、出版和传播》； 

（25）李浴日《兵学随笔》第 2辑第 14—15页，1946年 10月； 

（26）李浴日《兵学随笔》第 2辑第 23—24页，1946年 10月； 

（27）李浴日《中山战争论》第 46页，1943年 12月世界兵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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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李浴日《国防建设的总认识》，1943年 6月，第 2卷第 5期《世界兵学》第 32页， 

（29）李浴日《国防建设的总认识》，1943年 6月，第 2卷第 5期《世界兵学》第 32页， 

（30）《兵学随笔第一辑·国防的趋势》第 14页，1946年 10月；世界兵学社； 

（31）《兵学随笔第一辑·海国的防线》李浴日《兵学随笔》第 1辑，1946年 10月世界兵学社。 

(32)《世界兵学》第 2卷第 5期《国防建设的总认识》第 39页； 

(33) 《世界兵学》第 2卷第 5期《国防建设的总认识》第 39页； 

(34) 《世界兵学》第 2卷第 5期《国防建设的总认识》第 39页； 

(35)《世界兵学》第 2卷第 5期《如何建设中国的海上国防》第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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