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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其實對上海並不陌生，以往幾乎每年都會到上海，但是這次「父母的心路與行腳」中國行第七站來

到這素有「東方巴黎」 「冒險家樂園」之稱的上海市，其意義非凡，為的是要親身瞭解先父李浴

日當年的歷史氛圍，為何從廣州到上海念大學， 為何修習政治後來改為從事兵學研究，為何其中

心理念從崇尚民主演進到民族救亡，為何又從參加抗日工作到赴日進修，更在上海出版了他人生第

一本巨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進一部地探索他這一系列的人生抉擇。 

二、上海簡介 

上海，讀稱滬，別稱申，春秋戰國時期，上海是楚國春申君黃歇的封邑，故別稱申；四、五世紀晉

朝時期，因漁民創造捕魚工具「扈」，江流入海處稱「瀆」，因此松江下遊一帶稱為「扈瀆」，以

後又改「滬」，故上海讀稱「滬」。唐朝置華亭縣，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江浙吳越文化與西方傳

入的工業文化相融合形成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 上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直轄市，也是中國經濟最

發達的城市、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之一，其港口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主要產業包括商貿流

通、金融、資訊、製造等。上海位於中國東部弧形海岸線的正中間，長江三角洲最東部，東臨東

海，南瀕杭州灣，西與江蘇、浙江兩省相接，北端的崇明島處於長江入海口中，佔地面積 6，340

平方公里，轄 16 個市轄區。上海也市是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2016年人口 2419.70 萬，GDP居中

國城市第一位；近年來，上海市也與周圍的江蘇、浙江兩省高速發展的多個城市共同構成了長江三

角洲城市羣，是世界幾大城市羣之一。 

三、李浴日 1928-33年在上海 

1．1928-32年就讀上海暨南大学 

修習政治，並改名為「浴日」，隱申「禦日」抵禦日寇之志。「暨南大學」前身是清朝兩江總督端

方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成立的「暨南學堂」，1917 年教育部規複暨南學校，1921年規劃新校

舍于上海真如(真如寺移至現址今蘭溪路 399號，1928年設立真如區，屬上海市普陀區)， 並成立

中國第一所商科大學「國立上海商科大學」。 1927年正式改組為「國立暨南大學」，鄭洪年二次

出任校長，並擴充為當時唯一的華僑大學，設商、文、理、法、教育五學院， 1958 年經國務院批

准在廣州重建「暨南大學」，文革時中斷，1978年再度復校于廣州，其在華僑、華文教育史上佔

有獨特的地位，也是第一所招收外國留學生的中國高校，素有「華僑最高學府」的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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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暨大上海真如時期正門                                 今廣州暨大校門 

 
暨大真如校區（紅圈）虹口區四川北路（藍圈）南京路步行街（綠圈） 

2．1931 年九一八事變  

參加上海「抗日救國會」，致力抗日工作。 

3．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  

在北四川路(今虹口區四川北路)的上海日本語專修學校進修，住在東寶興路口的清華寄宿舍，2月

12日被日軍逮捕送往位於北四川路的「大日本上海司令部」問詢，當時登記姓名為李世德，住址

為法界巨籟達路達豐里( 現盧灣區巨鹿路 232弄)13號，四日後被轉移到位於北四川路橫濱橋新東

方劇場的「拘留所」，到三月四日釋放，共被拘留長達 22天。後著《滬戰中的日獄》一書敘述被

日軍拘留期間的亡國恥辱，8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   

 
東寳興路清華寄宿舍（紅圈）北四川路日本司令部(藍圈) 新東方劇場（綠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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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四川路日本司令部                  難民湧入外白渡橋南的英租界 

   
         北四川路新東方劇場                   北四川路街景                  李浴日著《滬戰中的日獄》 

 
今四川北路與東寳興路交口 

  
                   今四川北路石庫門                             今四川北路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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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33 年赴河北定縣平民教育總會田野調查 

作《定縣平民教育》一書，由上海良友圖書出版社出版。 (注：1926年 10月，晏陽初先生與中華

平民教育促進會總會在距離北京約五百里地的河北定縣(今定州市)，成立平民教育實驗中心，要解

決中國農民的「愚貧弱私」四大病，以「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結合並舉，推動「以

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連環並進的農村改

造方案。其鄉村教育實踐的成果影響深遠：據 1980年的統計，定州是河北省內唯一一個無文盲

縣；197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大陸農村普遍推行的「赤腳醫生」以及相關的培養計畫，皆

承襲自晏陽初在定縣的實驗內容；1990年代後期在中國大陸部分農村推行的村官直選等政治體制

改革的試點，也是在重覆當年的定縣經驗。) 1933-37年，李浴日赴日本中央大學繼續深造。 

   
                                                                    定縣平民教育史料                   李浴日著《定縣平民教育》 

四、李浴日 1937-38年在上海 

1．1937 年七七事變 

春，從日本中央大學學成歸國，赴西湖養病；7月 7日，七七事變對日抗戰開始，返滬；7月自序

《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8月 13日，淞滬會戰爆發 ；作《千機毀滅日本論》、《抗戰必勝計

劃》，11月由上海韜略出版社出版，在廬山為蔣介石接見； 12月生平代表作《孫子兵法之綜合研

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孫子兵法之综合研究》       《抗戰必勝計劃》           《空襲與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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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8 年 

1月《空襲與防空》由上海雜誌公司在武漢出版；6月蔣介石召見於武漢，當面嘉勉，並奉命在軍

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專題演講 《從孫子兵法證明抗戰必勝》；秋，返粵獻身戎行，任國

民党 64軍參議，轉戰于贛北前線。 

3．1948 年 

任職南京時，遷家人赴上海暫住，3月長女仁芳出生于上海市。 

五、參觀遊覽 

1．機場酒店 

5月 21日自臺北桃園機場飛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換乘地鐵 2號線到南京西路站下，走南京西路

步行街約 200米就到九江路下榻的古象大酒店上海地鐵現時有 16條線路，運營總長約 644公里， 

有 393 座車站回程時搭乘 2003 年世界上第一條商業化的上海磁懸浮列車，最高時速可達 430km， 

約 8 分鐘即可到機場。 

   
               上海地鐵線路圖                                上海浦東國際機場與磁懸浮列車 

    
           上海地鐵車厢                 南京路步行街夜景                   古象大酒店大堂 

2．外灘 

外灘(The Bund)，位於上海市黃浦區的黃浦江畔，為中國歷史文化街區。1844年起，外灘這一帶

被劃為英國租界，成為上海十里洋場的真實寫照，也是舊上海租界區以及整個上海近代城市開始的

起點。外灘全長 1.5公里，南起延安東路，北至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東面即黃浦江，西面是舊上

海金融、外貿機構的集中地，成為當時全國乃至遠東的金融中心。外灘現仍矗立著 52幢風格迥異

的古典復興大樓，素有萬國建築博覽羣之稱，是中國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與外灘隔江相

對的浦東陸家嘴現代金融中心兩相映照，成為中國新舊世代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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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上海外灘 

 
2014 年上海外灘夜景 

   

                                       外灘萬國建築羣                           蘇州河上的外白渡橋                       外灘源天主堂 

3．浦東陸家嘴 

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是中國上海主要的金融中心區之一，位於浦東新區黃浦江畔，與西岸的外灘金融

創新試驗區相對，被喻為「中國版的華爾街」。陸家嘴是一個摩天大樓集聚地，多幢上海地標式建

築都坐落于此，譬如目前全球第二高的上海中心，還有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東方明珠廣播電視塔和

金茂大廈等，這裡的高樓羣與對岸外灘的歷史建築羣形成了黃浦江兩岸獨特的風景線。 

 
2014 年浦東陸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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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浦東陸家嘴夜景 

      

    外灘陸家嘴間的江底觀光隧道 金融、金茂、中心三摩天樓     從浦西看三摩天樓        金茂大厦中空天庭 

4．世博會舘 

2010 年 5月 1日至 10月 31日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共有 190 個國家、56個國際組織參展，吸引世界

各地 7308萬人次參觀者前往該世博會主題為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史上最大規模的世界博覽

會。場地位於南浦大橋和盧浦大橋之間，沿著上海市區黃浦江兩岸進行佈局，規劃用地範圍為

5.28 平方公里，其中浦東部分為 3.93平方公里，浦西部分為 1.35平方公里。世博園區分為五個

區， 擁有一軸四舘和 11個聯合舘、42個租賃舘、42個國家自建舘等一軸四舘指的是世博軸、中

國舘、世博會主題舘、世博中心和世博文化中心等五個標誌性的永久建築。 

    
                中華藝術宫（原世博中國舘）                    世博軸之世博源              上海當代藝術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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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藝術舘                   世博文化舘                   世博中心 

5．其他景点 

上海城隍廟原為道教正一派道觀，始建于明永樂元年(1403 年)，現在城隍廟道觀與周圍的豫園和

豫園商城已成上海著名旅遊景點之一。豫園建于明朝，最初是四川布政使潘允端的私人古典園林，

有一塊鎮園之寶名曰「玉玲瓏」，具有太湖石的皺、漏、瘦、透之美，孔多如蜂巢，可呈現「百孔

淌泉，百孔冒煙」的奇觀。 新天地是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舊弄堂民居建築石庫門為基礎，改造成

一個中西融合的餐飲、購物、演藝等多功能時尚休閒文化娛樂中心。 

   

                      城隍廟                   法租界梧桐樹洋房                古典園林豫園    

   
               新天地的石庫門                    王寳和酒店夜景             陸家嘴世貿中心 

    

       豫園的玉玲瓏            田子坊文創區       上海第一家西式老查理飯店        環貿商場的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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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滬菜美食 

      
     老上海的鱔絲與臭豆腐         皇朝的八色小籠             哈爾濱冰啤               城隍廟南翔饅頭店小籠包 

六、結語 

先父在廣州念中學時受到孫中山革命的影響，除參加國民黨外還積極組織羣眾運動，他熱衷民主，

痛恨帝國主義，以驅逐韃虜消除軍閥統一中國為己任，要投身政治來救國。中學畢業後，遠赴上海

洋人雲集的十里洋場，為的是要瞭解西洋強盛之道，在暨大主修政治四年，即赴河北定縣作平民教

育田野考察，彙集所見所聞與研究心得寫成《定縣平民教育》與數年後出版的《行政的科學管理研

究》二書，欲學以致用來改善農村教育與改革政府行政效率，以拯救中國廣大貧苦無知的百姓。 

大學畢業後在虹口區修習日語，準備赴日深造，在日租界經歷了日軍的囂張拔扈，又逢上海 128事

變被日軍強行拘留折磨 22日，痛切感到要強國必先強兵，要強兵就要去學習外國的軍事，抱著不

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視死如歸的精神，毅然不顧東洋人的欺淩，本著油然而生的民族精神，以救國救

民族為職志，1933 年東渡扶桑，學習強國之道。自幼飽覽詩書國學深厚的他，在日本深造時目睹

軍國主義窮兵黷武的本質，卻對孫學的研究尤其興盛，於是立命此生要以振興中國兵學與介紹各國

兵學為志業，來強民強兵強國以救我中華，因之課餘除了精研孫子兵法，還廣泛涉獵世界兵學， 

草成了膾炙人口的第一本論著《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937年返國後由上海商務印書舘發行，

初試啼聲一鳴驚人，從此開啟了他一生著書論說發揚兵法的志業。國難滄桑的經歷讓他的兵學志業

在上海得以萌芽、在日本進修時得到實踐、返滬後開始茁壯、上海淪陷返韶關後則飛黃騰達。 

吾等此行沿著上海東寳興路口走到四川北路再到橫濱橋一帶，重踏先父八十多年前在上海一二八事

變中被日軍淩霸的那段路程，雖然事過境遷人事已非，但當看到那依舊矗立著的石庫門建築，連想

起那淒慘難民的歷史照片，恍惚中似乎聽到拘留所裡同胞們慘痛的哭嚎就在耳邊響起，懵懂中亦好

像看到那滿大街倉惶驚恐奔逃無助的黎民百姓在眼前忽悠，不禁要為這段慘痛的民族歷史與數千萬

犧牲于日軍鐵騎的無辜生命而哀悼。恰是知止而後定，轉身定睛一看，現今的上海，在新中國一黨

專政的中國式社會主義治理下，經過三十多年的雷厲風行與改革開放，從上海到整個中國不僅百業

欣欣向榮人民積極奮發，國泰民安兵強馬壯，更在世人眾目睽睽有目共睹之下，躋身世界強國之

列。中國人不再是昔日東亞病夫，個個抬頭挺胸昂首闊步，亦不再是吳下阿蒙，擔負起泱泱大國濟

世救貧的責任，為世界人民的福祉而和平崛起。中國已是今非昔比，先父在天有靈必當含笑九泉。 

李仁繆謹記 2018 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