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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故兵学家李浴日将军的事业生涯包含著作与出版二方面，著作自学生时期开始至逝世止，凡 20

載，分为孙子、战理与政论等三类，共 11本，另发表各类文章百多篇；出版事业则自 1941 年

至 1955 年，历 15 寒暑，计发行二种兵学月刊、三辑兵学论丛、与三套兵学丛书。兹列述如

下： 

 
一、著作：孙子类（三本） 

李浴日 1934 年留学日本时，精研《孙子兵法》，草成《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一书，共 15 万

余言，1938 年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出版，八年间共计发行十余版。1946 年抗战胜利后，李浴

日为该书重新作序，並更名为《孙子新研究》，由南京「世界兵学社」自行出版。1951 年迁台

后，二次将本书更名为《孙子兵法新研究》，1952 年封面改版，至 1956 年止，共发行四版。 

1955 年初李浴日拟将其关于孫子与《孫子兵法》的 16 篇研究论文，辑成《孙子兵法总检讨》一

书，使此兩书成为姊妹篇，后由夫人赖瑶芝女士完成遗志，于 1956 年周年祭时将该书付梓，由

台北「世界兵学社」出版。  

李浴日平日会将自己的灵感與見解记录下来，集文成册取名为《兵学随笔》，初版有三辑共 164

则短文，于 1945 年由重庆「世界兵学社」发行。翌年在南京发行三版时增加第四辑，共 184

则。1952 年台北版再增加为 212 则，共约 10 万字。 



    

    

   

二、 著作：战理类（二本） 

李浴日是研究孙中山军事理论的先躯，他历时一年完成《中山战争论》，阐述了中山先生的军

事理念，共约 10 万字，1942 年由韶关「世界兵学杂志社」发行初版；1948 年，内容稍作修

改，並更改书名为《国父战争理论》，由南京「世界兵学社」出版，1952 年台湾初版时，增减

章节外加自序，並再度更改书名为《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 

李浴日为了让国人精简地学习德人战争理论，1943 年在广东韶关山上完成日文 《克劳塞维茨战

争论纲要》 的中译本，全书约 20万字，1944 年由曲江「世界兵学社」发行初版，1947 年南京

三版时为求简单起见，更名为《大战原理》并增三版序。1951 年台北初版时，延用原名《克劳

塞维茨战争论纲要》，附加台版序。1956 年台北四版时更新封面，并增加台版再版后记。 



   
 

    
 

三、著作：政论类（六本）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时李浴日遭日军非法拘留 22天。其后，将自身遭受侵略者凌辱的

经历撰成《沪战中的日狱》一书，共 3万余字，是年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发行初版。 

李浴日大学时主修政治学，毕业后赴河北省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作田野调查，探讨解决

中国农村问题之道，后撰《定县平民教育》，约 1万 6千多字，1933 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

司」出版。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开打，为了要振奋人心救亡图存，李浴日依据《孙子兵法》的庙算

原理，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计划，撰成《抗战必胜计划》，共约一万五千字，是年由上海「韬略

出版社」出版。 

抗战初期，日军全面大举进攻华东，李浴日意识到唯有灌输全民对空袭与防空的认识，

才能减少战争中的伤亡，乃著《空袭与防空》，共约 2万字，于 1938 年由「上海杂志公司」发

行。 

1937 年李浴日在韶关任广东省政府编译室主任时，参与「山岳建國」三年，后将其在工

作上的研究与心得，撰成《行政的科学管理研究》，共约 2万余字，1940 年由曲江「新公务员

月刊社」出版。 

国共内战爆发后，李浴日由香港转赴台湾，为了稳定民心振奋舆情，乃撰《台湾必守铁

证》，列举了台湾必守的十大证据，共 1 万 5千余字，署名诸葛明，1950 年由台北「世界兵学

社」发行。 



     

       
 

    
 

四、出版：月刊类（二部） 

李浴日共主编过两部兵学月刊。一是于 1941 年创办「世界兵学社」后，独立发行的《世界兵

学》月刊，自 1941 年 8 月的 1卷 1期创刊号至 1948 年 10月 7卷 1期的末期止，七年间因抗日

战事而中断三年，实际的四年里共计发行了 7卷 37 期 34 刊，404 篇文章。二是 50年代为金门

防卫司令部主编的《战斗》月刊，遂行政府反攻大陆的政治使命，自 1953 年 10 月的 1卷 5期

起，至 1955 年 8月猝逝后的 5卷 3-4期的纪念特刊止，两年间共出版《战斗》月刊 5 卷 24 期

22 刊，计 386 篇文章，另自 3卷 1期起每期附加[社论]一篇以阐明时局。 



    
 

    
 

五、出版：论丛类(三辑) 

李浴日曾任 64军参议参加对日抗战，感受到闪电战的震撼力，立意要把闪电战的知识介绍给国

人, 乃精选国内外关于闪电战的专文共十二篇, 辑成《闪电战论丛》，于 1941 年 4月由曲江

「新建设出版社」出版。1943 年李浴日前瞻性地把当代兵学界关于孙子与克氏的 15 篇论述汇集

成书，名为《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由韶关「世界兵学编译社」发行初版。1947 年将该书

更名为《孙克兵学新论》，略作增减为 14篇，由南京「世界兵学社」出版。李浴日于 1943 年

与兵学泰斗林薰南共同主编，集海内外专家的 15 篇兵学译稿和论述, 以定期的辑书形式出版

《兵学论丛》，第一辑于 1943 年由韶关「世界兵学编译社」出版。原预定第二辑于 1944 年出

版，但因战事吃紧而未能实现。 

 

    



 

       
六、 出版：丛书类（三套） 

李浴日一生大力推广兵学，1946 年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由「世界兵学社」积极出版当代学者

与专家们的兵学论著，汇集成《兵学丛书》，至 1949 年解放止，三年间共出版了各类兵学专书 

20 余本 

1953 年李浴日，为了纪念独自创立的「世界兵学社」成立十二周年，将其历年四本兵学著作：

《孙子兵法新研究》、《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纲要》、《国父革命战理之研究》与《兵学随

笔》，合编成<决胜丛书>，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发行。1956 年再版时，夫人赖瑶芝女士纳入

最后遗作《孙子兵法总检讨》，合计五本。 

李浴日为了保存兵学国粹，倾力蒐购坊间私藏古兵书，书目凡六十项，欲将其编为<中国武

库>，后因战乱损失殆半，后由夫人将仅存的十七部余书，另外增添十部古兵书与七部近代治兵

语录，辑成共三十三部兵书的〈中国兵学大系〉，于 1957 年初由台北「世界兵学社」印行。 

    

   



 

结语 

综上所述，李浴日的事业生涯，横亙了对日抗战与国共内战的两次人间浩劫，然其斐然成就，

却因生命的中断戛然而止，天地有灵，若再延寿 20 载，中国兵学界定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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