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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父母的心路与行脚”中国行第六站来到有“六朝古都” 之称的南京市。经过全民浴血八年对日

抗战（注 1），1946 年先父李浴日先生随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但是好景不常，1948年底因

为国共内战（注 2），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开始了另一个烽火连天的人生苦难旅程。时年 38岁

的他在南京時除了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少将第二处副处长外，还恢复自身创办的「世界兵学社」，重

新发行《世界兵学》月刊，并出版兵学自著与其他兵家名著多本。这期间为了纪念兵圣孙子，他邀

集兵学同好成立了「孙子筹建纪念亭委员会」，要在苏州建〈孙子纪念亭〉，来发扬孙子精神。这

是他人生事业的鼎盛时期，吾等到南京市来探访他当年在四条通的旧居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以

缅怀其爱国情操与兵学志业。 

二、南京市简介 

南京市，简称“宁”，古称金陵、建康，是今江苏省会，全市下辖 11个区，总面积 6587平方公

里，常住人口 833.5 万人。南京早在 100-12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35-60万年前已有南京猿人

在汤山生活，有着 7000多年文明史、近 2600年建城史和近 500年的建都史，先後有東吳、東晉、

南朝宋、齐、梁、陈、南唐、明朝、太平天國、中華民國等十個朝代及政权定都南京，故有“六朝

古都”、“十朝都会”之称，与西安、洛阳、北京同列中国四大古都。1911年 12 月 29日，起义

的 17 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

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南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定

南京为首都。1937 年 12月 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 40 多天的大规模屠

杀，史称「南京大屠杀」。1945 年 9月 9日 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举行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国战区受降仪式，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 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1949年 4月 23

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南京解放，成为建国初全国 13个直辖市之一。 

 
从玄武湖看南京市城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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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46-48年在南京 

1946 年 2 月由重庆返南京，恢复「世界兵学社」， 5 月出版《世界兵学》月刊第 3 卷 1 期复刊

号，10 月第 3 卷第 3 期发表〈关于『中国武库』〉（未来的《中国兵学大系》）、出版自著《兵

学随笔》，12 月出任国防部政工局同少将副处长、到苏州探访孙子遗迹、与陈南平在重庆设立

「世界兵学社」重庆办事处。本年并出版李宗尉、杨立德合编的《原子弹》、戴坚中将的《中美兵

学通论》、赵振宇的《中国军备与国防》、王可襄翻译英国哈利斯著的《交通决胜论》、史久光的

《军事哲学札记》与廖忠国的《国防机构论》等书。 

1947 年出版《孙克兵学新论》、《大战原理》与《孙子新研究》增订再版，6月着手编纂《中国武

库》 ，8月出版《世界兵学》月刊第 5卷第 1期（六周年纪念専刊）。出版叶剑雄的《军师属骑

兵》、胡甲里的《机械化部队战术》。3月次子李仁雄出生于南京钟鼓楼医院。夏，重游西子湖，

在杭州旧书摊上，购得一部明版《孙子兵法》。在浙江图书馆把《四库全书》中的「孙子提要」抄

录下来。成立「孙子筹建纪念亭委员会」，由李浴日、杨言昌、柯远芬、彭战存、齐廉、徐森、陈

纵材、高植明等组成，建亭计划 5亿元，拟于次年 9月完工。10月，以文化抗战人物之典型入载

《广东抗战人物志》，并兼国防部政工局少将第二处副处长，策划对共产党进行心理战机宜。 

1948 年《中山战争论》改名《国父战争理论》由国防部政工局出版。3月长女李仁芳出生于上海

市。6月 24日，由南京专程抵达苏州，下榻花园饭店，参与筹划修建苏州孙子亭。秋，筹得孙子

纪念亭捐款 2亿元，换得黄金 8两、水泥 84包、钢筋 300 公斤，因为战事吃紧加之通货膨胀，决

定改建亭为建碑，后建成〈孙子纪念碑〉一座于虎丘真娘墓东侧。出版陈纵材的《假如你当参谋

长》。10月出版《世界兵学》7卷第 1期，也是最后一期，「世界兵学社」因战事而结束在南京的

业务活动。 

    
          《兵学随笔》（1946）            《孙子新研究》（1947）         《孙克兵学新论》（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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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战原理》（1947）       《世界兵学》月刊复刊号（1946）《世界兵学》月刊末期（1948） 

   
           1947 年在南京四条通世界兵学社前全家福照               今四条通巷址 

   
                      南京自家书房                 政工局心战沙盘推演           第二处副处长 

四、参观游览 

1．中山陵 

中山陵位于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钟山风景区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的陵寝，及其附属纪念建筑群，面积 8万余平方米。中山陵自 1926年春动工，至 1929年夏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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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陵前临平川，背拥青嶂，东毗灵谷寺，西邻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沿中轴

线逐渐升高，主要建筑有博爱坊、墓道、陵门、石阶、碑亭、祭堂和墓室等，排列在一条中轴线

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风格， 

 
南京中山陵 

2．总统府 

南京总统府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此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

统，辟为大总统府，后来又为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的建筑群，也是南京民国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现已改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 

   
                 今总统府门楼                原天王府遗址                   原太平天国遗址 

3．明故宫遗址公园 

南京故宫，又称明故宫、南京紫禁城，占地面积超过 101.25 万平方米，是明朝首都应天府（南

京）的皇宫。南京故宫始建于元至正廿六年（1366年），明洪武廿五年（1392年）基本完工，明

故宫为明初三朝皇宫，长达 54 年之久。直到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

京设立南直隶，仍由皇族和重臣驻守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被称为“世界第一宫

殿”，为中国古代都城宫殿建筑的集大成者，其建筑形制为北京故宫所继承，为明官式建筑的母

本，是北京故宫的蓝本，现为国家级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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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故宫奉天殿复原图                              今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4．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简称南院或南博，占地 13万余平方米，是中国三大博物馆之一，是大型综合性的国家

级博物馆、拥有各类藏品 42万余件（套），为“一院六馆”格局，即历史馆、特展馆、数字馆、

艺术馆、非遗馆、民国馆，另全院设“六所”的研究部门。 

  
                      南京博物院正门广场                           南京博物院大殿 

5．秦淮河与夫子庙 

秦淮河，中国长江下游右岸支流，古称龙藏浦，汉代起称淮水，唐以后改称秦淮，孕育了南京古老

文明，为南京的母亲河。位于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始建于东晋成帝司马衍咸康三年（337年），根

据王导提议“治国以培育人材为重”，立太学于秦淮河南岸。孔庙是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

就东晋学宫扩建而成的，因为祭奉的是孔夫子，故又称夫子庙。1985年修复夫子庙古建筑群，周

围茶肆、酒楼、店铺等建筑也都改建成明清风格，亭、台、楼、阁、殿错落有致，与夫子庙建筑群

由孔庙、学宫、江南贡院荟萃而成，是为秦淮风光的精华。 

    
                        古秦淮河景区门坊                             秦淮河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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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庙门楼                                 夫子庙夜景 

6．玄武湖 

玄武湖，东枕紫金山，西靠明城墙，北邻南京站，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内公园，也是中国最大的皇

家园林湖泊、仅存的江南皇家园林，被誉为“金陵明珠”，是金陵四十八景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三

百年的人文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六朝时期辟为皇家园林，明朝时为黄册库，均系皇家禁

地，直至清末举办南洋劝业会时，两江总督下令开辟丰润门（今玄武门），为公园之滥觞。玄武湖

方圆近五里，分作五洲（环洲、樱洲、菱洲、梁洲、翠洲），洲洲堤桥相通，浑然一体，处处有山

有水。宋人欧阳修曾写道“金陵莫美于后湖，钱塘莫美于西湖”。 

  
                        玄武门                                   玄武湖公园内假山 

  
                     玄武湖公园内明城墙                               玄武湖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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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鸡鸣寺 

鸡鸣寺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笼山东麓山阜上，又称古鸡鸣寺，始建于西晋，是南京最古老的梵刹之

一，自古有“南朝第一寺”，“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寺的美誉，是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中心。 

鸡鸣寺历史可追溯至东吴的栖玄寺，300年（西晋永康元年）在此倚山造室，始创道场，至 527年

（南朝梁普通八年）梁武帝在鸡鸣埭兴建同泰寺，使这里从此真正成为佛教胜地。鸡鸣寺内现有大

雄宝殿、观音楼、韦驮殿、志公墓、藏经楼、念佛堂、药师佛塔、胭脂井等建筑。 

   
                 鸡鸣寺门楼                     药师佛塔                      大悲殿 

8．鼓楼 

南京鼓楼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钟山余脉鼓楼岗上，是旧时南京城的报时中心，鼓楼分上下两层，下

层建成城阙样式，高达 9米，红墙巍峙，飞檐迎风，中间有券门三道，贯通前后，上有“畅观阁”

题额。上层建筑，分为中殿和东西两殿。 

  
                         鼓楼公园入口                                    鼓楼 

  
                        鼓楼旧照                                   鼓楼前的鼓楼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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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1937 年 12月 13 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 40多天的大规模屠杀，史称南京

大屠杀，是大日本帝国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規模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

行。在大屠杀中有 20万以上乃至 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约 2万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

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焚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南京市人民政府为悼念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设立的遗址型专门史博物馆。馆址位于南京城西南江东门，是当年日

军大屠杀的一处主要地点和遇难者丛葬地。纪念馆于 1985 年落成开放，经过两次扩建，现占地约

7.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展陈面积 9800 平方米，包括展览集会、遗址悼念、和平

公园和馆藏交流等 4个区域，其中展览陈列包括廣場陈列、遗骨陈列和史料陈列三部份。该馆收集

了一万多份历史资料和文物，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外记：离开纪念馆后当街召唤出租车前往明故宫，第一车才开不远就没汽油，上了第二车不久则

因司机有紧急召唤，只得再换车，上了第三车，司机则连声哀叹夜赌狂输，短短十分钟的车程，竟

连换三部出租车。后闻南京人视遗址乃肃杀晦气之地，会影响访者的运气，事后宜求神问安以驱邪

气，不知是否属实？） 

  
                  纪念馆入口处的雕塑广场                           纪念墙 

   
               和平公园女神像                    哭墙                        幻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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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街景小吃 

  
                      灌汤小茏、鸭血粉丝                            生煎、烧饼、馄饨 

  
南京新街景 

五、结语 

1945 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摆脱了八年的浴血奋战，全民欢欣鼓舞，1946年先父也随国民政府

还都南京，家人再度团聚并迎接新的人生。时年 38岁的先父李浴日先生在南京除了出任国防部政

工局少将第二处副处长外，还恢复自身创办的 「世界兵学社」，不到三年的时间，重新发行了

《世界兵学》月刊 24期，出版兵学自着四册与其他当代兵家的名著十余本，亲身实践以创作与出

版来阐扬中国兵学；还开始编纂《中国武库》，要集中国兵学之大成，戮力传延中华文化。这期间

他为了纪念兵圣孙子，集在京的兵学同好成立「孙子筹建纪念亭委员会」，要在苏州建「孙子纪念

亭」，后因战事吃紧改为建碑，1949年在苏州虎丘建成「孙子纪念碑」一座，发扬孙子精神。 这

短短的三年是他人生与事业的鼎盛时期，但是好景不常山河再度变色，1949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

退，大多数的中国人又得开始另一个烽火连天的人生苦难旅程，先父也随国防部返粤。许许多多如

同先父一般的仁人志士方要大展鸿图，再度面临存亡续绝的最大关头，打从对抗帝国主义到抵抗日

本侵略，再到国共内战相互斗争，无辜百姓四散奔逃的遭遇让他们不知磨刹了多少青春与才华。先

父生前曾感叹地写道：「研究学问真是不容易，兵学尤然，既要有安定的生活、专一的意志，又要

有充裕的时间，足够的数据和实际的体验，八年的抗战与今日反共抗俄的神圣战争，虽给予我不少

体验的机会，但上述种种条件都不够，其实这不独我个人如是，国人亦多此感。在这种情形之下，

不知埋没了多少专家，又不知牺牲了多少新着。吾国学术的落后，大家应注意这些因素吧! 」 人

生苦短，这正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对时局无力与对命运无奈的真实写照，让后人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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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注释 

注 1： 

抗日战争是指 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从 1931 年 9月

18日的九一八事变算起，至 1945年 8月 20日日本投降则历时十四年；若从 1937年 7 月 7日卢沟桥事变

(七七事变)算起则有八年，因此有「八年抗战」之称；战争时间若从 1941年 12月 9日中华民国对日正式宣

战算起仅有四年。1943年 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发表《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自 1895 年占

领中国的所有领土。1945 年 7月 26日美、英与中国对日本发出《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命日本无

条件投降。 同年 8月 14日，日本天皇敕令，保证实行《波茨坦公告》规定之条件；9月 9日，日本中国派

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中日战争告终。中国在战争中所承受的损失极大，按

1945 年货币折算，约为 6，500亿美元。中国平民约有 900万死于战火，另有 800 万平民死于其他因素，

9，500 万人成为难民。1945 年 12月中国战区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和汉奸进行审判。战后中

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并接管在《马关条约》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苏联也归还在中国东

北获得中东铁路和旅顺港使用权。 

注 2： 

国共内战是中国境内爆发的内战。内战的一方为为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另一方为中国共产党所

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阶段是 1927 年至 1937 年间之第一次国共内战，第二阶段则是 1945 年至

1950 年大致结束之第二次国共内战。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之间的矛盾因裁军、行宪与联合政府等

议题再度凸显，导致双方在 1946 年全面开战。共产党将其掌握的武装力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辽

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战役后，共产党在东北与北方取得军事上绝对优势，至 1949 年初已控制长江以北所

有省份。1949年 4月，国共双方在北平进行停火谈判但告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发起渡江战役，占领

首都南京、第一大城上海，并渐次夺取绝大部分的中国疆域。同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更名后的

北京成立，而随着国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中华民国政府辗转于 1949 年 12月撤退至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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