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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浴日評傳 
李仁缪 

故兵學家李浴日將軍(1908.4.12-1955.8.7)原名春清，出生於今廣東省雷州市客路

鎮後坑仔村一棟由父親連順公親手所建的嶺南農村式三合院裡，童年時受教於私塾飽

讀詩書，併入教會學校接受西方思想的薰陶,博覽古今深耕國學；1911 年的國民革命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與 1919 年中國知識青年的反思與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激發了他

救國救民的雄心壯志，也奠定其未來兵學創作的堅實基礎；青壯年時雖逢國難當頭依

舊厲行救國救民之志，不幸於 1955 年夏驟逝台北，壯志未酬享壽 47 歲。 

在他的早期職業生涯裡，中國處於軍閥割據四分五裂的局面，而國際上則是帝國主義

橫行霸道，他認為中國需要民主與革新，要以政治革新來救中國，因此他投身學生運

動，並修習政治，要從改革行政與教育著手，來富國強民。這期間他著述了《滬戰中

的日獄》、《定縣平民教育》、《行政科學管理》等書。 

在他職業生涯的中期：中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國人浴血奮戰，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同盟軸心鏖戰歐亞大陸，這時他體認到民族危在旦夕，要強國必先強兵，要強兵

先要發展兵學，於是他除了參軍作戰外，公餘還潛心鑽研孫子兵法與中外兵學，這時

期他的主要著述有他膾炙人口的代表作《孫子兵法新研究》《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克氏戰爭論綱要》等書，這也是他創作的鼎盛時期。 

在他職業生涯的後期：抗戰雖然勝利了，但是中國陷於國共對抗；世界則分裂為資本

主義共產主義兩大陣營，他悲天憫人，世界和平成了他最大的理想，他覺悟必需要振

興實業來救中國，於是投身自己創辦的出版事業「世界兵學社」，來積極傳播發揚兵

學，這時期他的主要著作有《兵學隨筆》《孫子兵法總檢討》等，並將中國兩千年來

的兵書取其精華，編成<中國兵學大系>。 

 

故兵學家李浴日將軍肖像（1946 年） 

究其一生，吾人總結他是一位:1.中華民族反帝抗日志士、2.倡導科學政治救國的改革者、3.

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4.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5.民國時期《孫子兵法》

研究第一人、6. 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7. 中國近代以傳承孫子與發揚兵學

為本的創業家。茲闡述此七項論證如下： 



《李浴日評傳》 

 

2 
 

1.他是中華民族反帝抗日志士 

李浴日為了追隨國父孫中山先生反抗帝國主義與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號召，於 1925

年從雷州遠赴廣州市就讀廣雅中學，在學校裡加入中國國民黨，出任指導員，首度改

名為「鐵軍」，取其勇敢善戰之意，課餘時活躍於學生議會，要為中國民主與現代化

努力；1928 年就讀上海暨南大學後更是積極參加學生運動並加入「抗日救國會」，還

為了隱申抵禦日寇之志，二度改名為「浴日（禦日）」；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期間

曾遭日軍非法拘留盤訊 22天，後將親身遭受侵略者凌辱的經歷撰成《滬戰中的日獄》

一書，激發國人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意志；1933 年他為了學習扶桑強國之道，自恃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東渡日本中央大學深造；1937 年返國後作《抗戰必勝計劃》，

匠心獨具地依據《孫子兵法》的廟算原理，闡述抗日必勝的法則，並作《空襲與防

空》灌輸全民對空襲與防空的認識以減少戰爭中的傷亡；隨後參軍投入對日抗戰，任

64 軍參議轉戰於贛北前線；1941 年創立「世界兵學社」，致力於兵學出版事業以實

踐其「強兵必先發展兵學」的救國理念。抗日戰爭期間，他還發表了有關抗日救國各

方位的論述計十多篇，一生反帝抗日不遗遺餘力。 

2.他是倡導科學政治救國的改革者 

李浴日大學時主修政治學，立志苦民所苦為民所用，畢業後即遠赴河北省定縣平民教

育促進會探討解決中國農民「愚、貧、弱、私」四大病症之道，隨後撰書《定縣平民

教育》，實踐其學生時代救國救民的理念；1937 出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其間發

表論文多篇，積極提倡科學行政的革新與實踐，並於 1940 年將其個人在行政工作上

所作的科學研究與實施心得，系統化地撰寫《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一書，寄望開啟

中國行政的科學管理之先河；1941 年他發表《閃電政治論》，提倡以閃電戰術的動

態、變化、迅速、強力、秘密等原理來改革發展當時中國的政治；1942 年任廣東省參

議院參議員時為了增產糧食，提案建設家郷雷州特侶塘平水壩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1954 年起他在每期的《戰鬥》月刊中撰寫《社論》，科學地分析時事以鼓舞民心，積

極地持志養氣以改革政局。 

3.他是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 

諸子百家乃中華文化之根，兵家自成百家之一，因之中國自古深研兵學者都以文人居

首。文人治兵學以哲學為本，崇尚人道價值，可以天馬行空也可以神機妙算，有其灑

脫之處；而軍人治兵學則以戰爭為本，崇尚軍事價值，但墨守成規恪守紀律，有其桎

梏之限。「自唐以降名雖文武分途，深研兵學者仍以文人為多，其後庚子改制，盡效

西方，非其正式兵科出身者，不得與於軍事，於是文人始不再習兵事，中國兵學乃益

晦。民國以來能以文人而究心兵學者，只李浴日一人而已」 1。他與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第十期畢業的雲南楊杰將軍(著有《國防新論》),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五期畢業

的浙江蔣百里將軍（著有《國防論》），同為民國時期的三大軍事學巨擘，馳名海內

外。而李浴日將軍以軍職文人深研兵學來悍衛國本以建中興，承先啟後傳承中華文化，

故被譽為“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其來有自也! 

 
1 劉聞祖《亡友李浴日的生平》李浴日先生紀念特刊 1958年 8月 7日世界兵學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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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他是我國近代著名軍事學家 

李浴日 1936 年出版膾炙人口的《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一書，為中國兵學研究帶來

新的氣象，1945 年任重慶陸軍大學少將教官講授「孫文兵學」，勝利還都南京後任國

防部政工局少將副處長主事心戰，1950 年遷台後任金門防衛司令部少將高參，1953

年任戰鬥月刊社社長兼主編，這期間他的著作等身，著書立說凡 160 萬餘字，除了撰

述軍事論述百多篇外，還首創研究孫中山軍事理論，著有《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確立了“孫文兵學”在近代軍事學上的理論地位；同時他提綱挈領譯成中文《克勞塞

維茨戰爭論綱要》一書，讓國人既能夠精簡地學習德人戰爭理論，一窺西方近代兵學

之精髓；對於現代軍事學，他不但在國防建設、總體戰理論、機械化戰爭理論、空戰

理論、心理作戰以至原子彈、美蘇冷戰與第三次世界大戰等多有著墨外，他也將古今

中外世界的戰史戰例與名將戰術廣作專題剖析與總結，對世界各國軍事學的探討與鑽研

更是孜孜不倦歷久而彌新。 

5.他是民國時期《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 

李浴日曾說「欲使《孫子》與時代不脫節，合乎新戰爭的需要，則非五年或十年來一

次新批註不可；正如《孫子十家注》是過去了，新的批註，新的研究應隨時而興」。

有鑑於此，他以現代科學論證的方法，無時不刻地考據並分析孫子其人與《孫子兵

法》：他創新地以中國老子哲學為本，獨採東西方現代戰爭理論為輔，從客觀的角度

來論述《孫子兵法》；他實事求是地博引古今中外戰例，參照中國國情，從當代戰術

戰略的觀點來闡述《孫子兵法》；他本著校勘訓詁的嚴謹，以通俗流暢的文筆，活用

標籤、列表與註釋文則，讓讀者深刻易解一目了然；他將《孫子兵法》予以現代化而

傳承了中華文化世代交替的責任。他一生中除了發行近 20 版的成名作《孫子兵法新研

究》與姊妹篇《孫子兵法總檢討》二書外，還在己著《兵學隨筆》發表孫子論述 50 多

篇，兵學月刊中文章 20 多篇等，堪稱民國時期《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 

6.他是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要倡建者 

李浴日是一位崇尚和平的軍事思想家，他畢生提倡「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唾棄歐

美日「徹底殲滅」「殺人主義」的兵家思維，傾生戮力建立「中國本位」的兵學體

系，主張唯有先強兵強國再求世界大同，他曾說：「所謂中國現代獨自的兵學，係以

自衛和反侵略為本質，並本此而給予世界帝國主義的兵學思想與法西斯主義的兵學思

想以徹底的抨擊和廓清。」 、「我們應發揚《孫子》建立中國兵學思想體系，我們

應活用《孫子》建立國防萬世不拔之基。」「要之，孫子的軍事哲學、克氏的大戰原

理、 國父的革命戰理，是世界兵學思想的三大主流，也是世界兵學的三大經典。今

後一國的用兵作戰，或全世界反侵略者與侵略者之戰，必須把握它、運用它，亦即以

國父的革命戰理為體，孫克的戰爭學理為用，始非侵略征服之戰，亦始能戰勝敵人，

建立世界的永久和平」，這就是他畢生致力於創建一個總合孫子、孫中山與克氏思想

而順乎中國國情的現代軍事理論體系，而「救人救世」的兵學思想則是這理念的基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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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他是中國近代以傳承孫子與發揚兵學為本的創業家 

李浴日認為“兵學是戰鬥的學術，系乎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舉國皆兵」、「文武

合一」，正是立國強國的基礎”、“「文人知兵」、「國民知兵」，那麼，中國就可

以一掃文弱的積習，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戰鬥體了”。因此他投身文化出版實業，以

“闡揚中國固有兵法,介紹各國最新兵學”為宗旨，于 1941 年獨自創立「世界兵學

社」、1942 年創辦「世界兵學雜誌社」、1943 年創辦「世界兵學編譯社」於廣東韶

關，以實踐其傳播兵學而後人人知兵的事業目標。其間出版己作多本、發行《世界兵

學》與主編《戰鬥》二兵學月刊，還編輯多系列的兵學論叢如：《閃電戰論叢》介紹

當時世界最新閃電戰術、《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與《孫克兵學新論》前瞻性地並

列比較東西兵學雙璧、以不定期形式出版的《兵學論叢》、及《兵學叢書》為學有所

長的學者專家們提供創作平台；此外，他還蒐購坊間私藏的中國古兵書輯成<中國兵

學大系>，公諸於世以保護我中華文化；1946 年在蘇州虎丘為孫子立碑以傳承孫子文

化，並在南京設立「中國兵學作者協會」來推動兵學創作等，一生為傳承孫子與發揚

兵學鍥而不且捨持之以恒。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

廢，此之謂不朽」，李浴日身為中華民族反帝抗日志士、中國現代軍事理論體系的主

要倡建者，此乃立德之不朽；又是現代中國文人從事軍事學研究的先驅、我國近代著

名軍事學家、中國近代以傳承孫子與發揚兵學為本的創業家，此乃立功之不朽；且是

民國時期《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一位倡導科學政治救國的改革者，此乃立言之不

朽。李浴日在其短暫 47 年的生命中，他樹立了德行、建立了功業也創立了言論，一人

完善中國士大夫的三大至高理想，這是他人生事業最高的成就，足為我民族的近世楷

模與時代典範；綜其一生，堪與三國時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武侯相提並

論，是中國傳統文化裏忠臣與智者的代表。 

 

「李浴日紀念基金會」李仁繆 2020 年 7 月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