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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孫子兵法的研究工作，大抵宋代以前注重它的應用，像曹操刪注孫子兵

法，諸葛亮稱他：「用兵彷彿孫吳」，可見是由於研究了解而能運用的實例。所謂

「讀有字之書，悟無字之理」才是活的研究工夫。但宋代以後，有些人轉而注重考

證，考證固然也是研究學問的一種方式，但是假如専尋書外的典故，對於書中的深

意與作用反而疏忽，那樣的研究，心然成為買櫝遺珠的空泛工夫，甚至「作為無益

害有益」，這樣的鑽研，似乎是不足為訓的。像宋儒葉適陳振孫等，考證該書為託

名假手的作品，近代歷史家梁任公錢賓四先生等，也認定該書是孫臏所著，而非孫

武的作品，近代有人說是孫武原著，孫臏增益的，也有人說孫武孫臏實係一人的，

都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終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的題外文章。其實孫子兵法

遺留千古，乃是因其書而非因其人，這書中的真價值，絕不因其作者誰何，而有所

增益或貶損的。因此關於作者的考證，儘管承認他是斬闔閭寵姬的孫武也好，抑是

滅龐涓雪憤的孫臏也好，應屬無足重輕的問題，存而不論，當無不可。我們研究孫

子兵法應該燃起如炬的眼光，伸張如犀的腦力，尋求其中真的價值，發揮活的運用，

藉以加速挽回民族的厄運，挽救國家的危機。 

 

總理（孫逸仙）昭示我們「人類的歷史以民生為中心」，又說「無論個人團體

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這些話貫通了全部人類活動史。如加以

擴充，萬物的一切活動，幾乎都為的是生命的保持與延續，攻擊性的動物會傳給它

下一代的掠奪技能，防守性的動物，會傳給它下一代的守衛本領，人類的傳留，除

五官肢體的技能外，思想的產業，尤為特別寶貴。中華民族能夠歷萬劫而不磨，垂

數千年的輝煌歷史，可以說是仰賴列祖列宗先聖先賢思想文化產物的恩賜。在文化

上、思想上，他們傳與了後代自強自街的能力，乃保障了民族的生存、發展與繁榮。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但和平係以公平正義為前提，絕非任人宰割的苟

且生存，我們的文字以止戈為「武」，因為感化作用有時而窮，須靠運用高超的技

能、思想與組織，方能制裁暴力，破除障礙。在教我們自強自衛的民族遺產中，孫

子兵法一書，可算最輝煌卓越的精品了。它在軍事上貢獻的偉大，不但我國兵書無

與倫比，世界各國的作品，也可說無出其右者。儘管有人從其他的觀點來研究孫子

兵法，譬如專從哲學的觀點稱讚它的深奧哲理，或專從文藝的觀點歎賞它的絕妙好

辭，但孫子一書，是以軍事運用為中心，當為不爭之事。我們研究兵法，如不能從

中擷取保衛國家復興民族的應用法則，即有千言萬語，雖多亦奚以為。尤其現在是

國際競爭空前劇烈的時代，是民族文化存亡絕續的關頭，總統（蔣介石）昭示我們

要把哲學的原理、科學的精神和兵學的運用綜合融貫，反攻復國的大葉才可提早完

成。孫子兵法中哲學原理與科學精神兼含併包，誠為匡補時艱的重要經典，值得每

一位好學深思之士，就其運用，加以研究發揚的。 

 

    李浴日先生研究孫子工夫的深切，大家認為邁絕古今，他嘗從各種角度來分析

孫子每一種思想的運用，所獲結論，比一般人較為平允而切實，不幸他已中道摧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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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復國中興期間一大損失，幸而他的研究作品已由其生前友好整理付印；睹其遺

稿，彌足珍貴，書存人亡，感念良深，特介數言為序。 

 

                              周   至   柔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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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一書為歷來言兵事者所祖，舉凡行軍用兵之道，進退攻守之方，與戰爭之

相關繫者，無不彌綸畢盡，窮極至微。孫子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干吳王闔閭，試勒

婦人，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史遷作傳，語焉不詳，

僅云世俗所稱兵旅皆道十三篇而已。後世疏釋之作雖多。大抵囿於一得之見，而遺

其軍事運用之大。自魏武撰註解略，其義大明。往昔名將，著旂常之績，成鐵券之

勛，蓋皆有得於孫子。近世以來，列強之言兵者，亦莫不推崇十三篇以為兵學之津

梁，就余所見，西方諸家之述造，其所謂戰爭之原則原理，殆未伉諭出此書之範疇，

是誠經天行地，放諸四海而皆準也。 

 

吾民尚和平而不廢式備，自上古即有弧矢之利，論語亦云「足食足兵」。其於

兵也，則戢而時動，不得已而用之。故孫子云「兵者，國之大事也」。與德國兵學

家克勞塞維慈所謂「戰爭乃政略之目的」，陳義更高。抑又論之，自第一次歐戰以

後，戰爭之技術由平面進至立體，動員之範圍，由軍事及於全民，武力之堅強，士

氣之旺盛，經濟資源之持久，固其餘事，而國民精神之固結，實為制勝之首要，此

近代西方知兵者之見，與孫子所云「令民與上同意」之旨，若合符契。衍義以明，

彼之所謂精義原則者，亦即吾之所固有，誠無所用其疑駭，但國人未之深亮訓說，

於先民之遺產，不復厝意，一以馳鶩於外，是羅著猶視藪澤而忘鷦鵬已翔於太空之

表矣。 

 

緣昔以兵學為儒學之至精，兵之有學，在古儕於六藝。今則兵學實為科學之至

精，今日之戰爭，亦即科學之戰爭。貫通兵學科學以至哲學指導戰爭進入藝術化之

最高境界，允當取精補苴，不容自是。而於先民之教，光而大之，總統（蔣介石）

示之詳矣，此有待於吾好學慕道之士，覃思深索者也。 

 

    李浴日先生窮畢生之力，以治兵學，於中外兵家之著述，獨有孤詣，所撰「孫

子兵法總檢討」一書，剔抉幽渺，系統井然，發前人之所未發，可謂盡得十三篇之

祕竅。惜乎盛年凋落，不克竟其宏抱，傷哉! 然而人雖云亡，遺澤長在，其書將付

之剞劂，以饗世之好學者，余知茲書之出，亦猶闇室之孤燈，寸筵之微扣已。因序

其端，兼誌全之私痛焉！ 

                               黃       杰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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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父(孫逸仙)有云：「復興民族赖于文化，建立國家賴于武力。」這顯然說明

我們建國必先建軍，建軍還須建學。所謂建學，最主要的在于固有學術之發揚與新

的學術之創造。提到我國的學術，原有深厚的基礎。儒學如孔子的著述；兵學如孫

子的作品，其微言大義，誠有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放諸四海而皆準，百世以

俟聖人而不惑者。」可是近數十年來，由于西方文化東漸，有些人炫惑于他們的聲

光化電之學，竟對我國固有文化失去信心，甚且存有鄙薄揚棄之意。即就兵學而言，

他們祇知求取外國的兵學知識，醉心于魯登適夫、克勞塞維慈、约米尼、李德哈達

等兵學著作，對中國兵學的瓌寶，如孫子兵法，吳子兵法等反尠加以闡揚與運用。

本來鲁氏等的著作，固各有其優點與真價，值得我們參研取法，然而一味舍己耘人，

究非振興本國學術之道。我國近代以來，由于此種原因，在軍事學術上尚缺乏一種

具有體系的中心思想，以致形成兵學的荒蕪落後現象。有人將兵學比之刀背，戰力

比之刀鋒。沒有厚實的刀背，決難望其刀鋒披堅執锐，歷久不缺；同樣沒有深湛兵

學修養的人，決難望其編練一支堅強的軍隊，以發揮雄偉的戰力。因是在我們日前

建軍復國的時期，尤不可不從事兵學研究，以建立中國新兵學之體系。 

 

    至于如何始能建立中國新兵學的體系？我以為必須循著兩條途徑進行：一為中

國古代兵書的整理闡釋；一為世界各國兵書的翻譯採擷。就其二者，留長去短，取

精用宏，融匯中西，貫通今古。然後纔可以建立中國的新兵學。在中國古代兵書中，

有一句最簡括，最精粹的話，所謂：「兵法無他，人情而已，物理而已」，果能精

通人情，窮究物理，即為兵法之極致。今日我們欲建立中國新兵學，要亦不能離此

原則。惟玆事體大，非一蹴可幾。單就整理闡釋中國古代兵書而言，便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因古代兵書文辭體裁與現在不同，措詞詰聱，命意深邃，倘用現代語文加

以闡明，非有濬明的智慧和精到的工夫，則不易有正確而切合時代的釋述。如孫子

兵法中之「道、天、地、將、法」五事，總統（蔣介石）說：「道便是主義。」這

種解釋之正確簡明，實無有出其右者。如岳式穆有云：「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

用之妙，存乎一心」。從前一般人都把「存乎一心」，誤解為存乎主帥一人之心，

祗著重一個「心」字，而輕視了一個「一」字。蔣百里先生則認為「一心」二字，

應當視為同心同德，動作一致，精神一致，而不限于主帥一人之心，這與孫子兵法

「上下同欲」的意思是很相近的，這種解釋，又是何等正確而切合時代。故中國古

代兵學雖有無限寶藏，若無人善為整理，則此浩如煙海之古籍，實無從提其綱挈其

領；若無明確之解釋，則此詰聱深邃之兵書亦無以闡其幽而發其微，更談不到新兵

學體系之建立與運用了。 

 

    吾友李浴日先生，鑒于中國近代兵學的荒蕪不整，乃毅然從事中西兵學的鑽

研，期能建立中國新兵學體系，其抱負之閎偉，逾于尋常。十餘年來，曾創辦世界

兵學社，編撰定期的「世界兵學雜誌」及其他專書甚豐，均已先後出版。又從海內

外蒐羅中國歷代著名兵書三十餘種，且有若干珍貴版本，準備輯成巨帙，印行于世。

這些編著與選輯不僅對過去中國兵學，獲得相當整理與闡揚的功效，而于未來的中



《孫子兵法總檢討》電子版        劉      序 

 

 

國兵學，更有莫大的啟發作用。 

    他在許多編著中，尤以對孫子兵法之研究，最為精湛。除生前所出版之「孫子

兵法新研究」一書，膾炙人口外，復陸續著論達十餘篇，並選輯其他作者有關孫子

兵法研究的重要著作，集為「孫子兵法總檢討」。他以現代的兵學眼光，從各種方

面來檢討分析孫子兵法，確有其獨到的見解，與正確的論斷，洵為研究兵學者所不

可不讀之書。 

 

    在今日重建中國新兵學的進程中，像浴日先生這樣一個淡泊名利，好學深思，

孜孜不倦的人，誠屬難能可貴，值得我們深深地欽佩。不幸天不假年，齎志以歿，

殊令人痛惜不置，玆李先生生前友好將他的遺著「孫子兵法總檢討」一書，梓印行

世，我認為這本書是他最後心血之所寄，且以其畢生盡瘁兵學之精神尤未可湮而不

彰，爰綴數語，以為之序。 

 

                        劉    詠    堯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八月二十日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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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是古今兵書的代表作 

孫子兵法是世界兵學的最高峰 

孫子兵法是軍人必讀的大經典 

 

 上面這些評語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有如每一個佛教徒不能不讀「靈楞經」，

每一個回教徒不能不讀「可蘭經」，每一個基督教徒不能不讀「新舊約」，同樣每一

個軍人不能不讀兵經——孫子兵法。因為它會給你更多的啟示和鼓舞。 

 

    孫子雖然是二千幾百年前的人物，但他在兵學上竟能完成一部空前絕後不朽的名

著，真令人驚嘆不置！日本兵家稱為：「孫夫子」，又譽為「不朽不滅的大藝術品」

及「古來帝王的秘本，將相的秘本，及其他一切闘士猛士的秘本。」迄今譯本遍英、

美、法、俄、德、日諸國，已成為舉世推祟的一部偉著。 

 

    我國古代的「武經七書」，其中亦以孫子為最著，如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

司馬法、李衛公問對等，雖亦各有其特色，但比之孫子卻差得遠了。故曹孟德有：「吾

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的讚語。 

 

    孫子兵法在宇宙間，宛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它的不朽，自有其原因在，即其

所建立的兵學理論，是最高的原理原則，不涉於枝葉末節，以此供人而做千變萬化的

妙用。在過去的時代裡，固成為金科玉律，即到了現代，不管在總體戰爭抑或立體戰

爭甚至原子戰爭，均不失其偉大與光華。 

 

    春風秋雨，我研究孫子也有二十年的歲月了，除了我曾刊行過我所著的「孫子兵

法新研究」一書外，仍感覺未能有多大的貢獻，因為孫子一書確是太博大太精深了！

故自拙著發表後，我對於孫子研究的工作，始終還是在繼續著，這幾年來，復寫成了

有關研究孫子的文字多篇，此外並徵集到一部份同好者的宏著，我現準備將其合在一

起，用「孫子兵法總檢討」書名付梓，使讀者先後讀此兩書——姊妹篇，得到全面和

再進一步的了解，倘能因此而引起讀者對孫子研究的興趣，則日新又新，定能光大我

先哲之學說思想，以完成我們今日建軍的目的。同時，我還望讀者能以孫子的真理，

來衡量目前共產主義必敗的命運，以堅定我們反攻必勝的信心，也希望西方民主國家

能運用孫子的真理來消滅我們的共同敵人，則更是作者之本意了！ 

 

                            李    浴    日 序於臺北 

 
                                      民國四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