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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日月刊 

摘自：《浴日事业》 

李仁缪 

距今一甲子之前，李浴日认为要普及兵学知识，发行兵学月刊是必需的方法之一，因为就

大众传媒的特性而言，专题月刊具备了发行面广、保存性大、传阅率高、时效性长等优点；

对特殊群体而言，可以即时传递专业化资讯，同步认知凝聚力量后形成潮流，进而达到文

化传承的目的。本此真知卓见，李浴日胼手胝足锲而不舍地投入月刊出版事业，来实

践他推广兵学的人生目标。他一生共主编两部兵学月刊，一是于 40 年代创办「世界兵

学杂志社」与「世界兵学社」，独立发行《世界兵学》月刊共 37 期；二是 50 年代为金门

防卫司令部主编《战斗》月刊共 25期，遂行政府反攻大陆的政治使命。兹列述如下：  

 1.《世界兵学》月刊 1941-43 韶关「世界兵学杂志社」出版/1946-48 年南京「世界兵学

社」出版 

1941年 7月李浴日独自创立「世界兵学杂志社」于广东省韶关市的曲江,同年 8月出版《世

界兵学》月刊创刊号，明示以“阐扬中国固有兵法, 介绍各国最新兵学”为宗旨，要造就

“文武合一之風氣”，他在 9 月 1 卷 2 期的征稿启事里，他列举本刊之六大论述主题为: 

(一) 军事哲学; (二) 国防理论; (三) 陆、海、空军之战略战术; (四) 军制、兵器、战

史及军事教育之检讨; (五) 中日战事及世界战事之评述; (六) 名将言行和军事名著之介

绍及其它与战争有关之著作翻译。其后在 1942 年 10 月的 2 卷 2 期内他刊载了八个征稿题

目：1.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参谋长（以姜太公，张子房，诸葛亮为主），2.中国历代兵书的

总检讨，3.论八阵图，4.孙子与克劳塞维慈之比较及其批评，5.怎样研究中国战史，6.国

父的战术思想，7.总裁的战术思想，8.文武合一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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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时间除去因抗日战事而中断的三年外，实际的四年里共计发行了 7 卷 37 期 34 刊与 404

篇文章, 其中关于外国军事理论的有 264 篇，含译文 135 篇。第一时段自 1941 年 8 月至

1943 年 8 月止，两年共计发行 12 期 10 刊，由韶关「世界兵学杂志社」出版。其中，1941

年共发行三期，其 1 卷 1 期为[创刊号] （图 47），1 卷 2 期有[机械化部队特辑]专文 5

篇；1942年发行七期五刊，其 2卷 1期有[克勞塞維慈特輯]专文 4篇，2卷 2期有[孫子兵

法特輯] 专文 7篇；1943 年发行二期，其 2卷 5期有[國防特輯] 专文 7篇，8月的 2卷 6

期后因抗日战事韶关沦陷而暂停三年。第二时段从 1946年 5月南京复刊起至 1948年 10月

国民政府撤出大陆止，由南京「世界兵学社」发行，两年共计出版 25 期 24 刊：其中 1946

年发行五期，其 5月 5日的 3卷 1期为[复刊号] （图 48）；1947年发行十期，9月的 5卷

1期为[六周年纪念专号] （图 49）；1948年则发行十期九刊，10月的 7卷 1期（图 50）

为最后一期，其后因国民政府撤守大陆而暂停出刊。1951 年迁台后李浴日曾在《大声报》

主持《世界兵学》专栏（图 55，56），作日后复刊之准备，然事与愿违因骤逝不得不中道

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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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7.《世界兵学》1941 年 8月创刊号        图 48.《世界兵学》1946年 5月 3卷 1期复刊号 

      

图 49.《世界兵学》1947 年 9 月 5 卷 1 期六周年纪年特刊  图 50.《世界兵学》1948 年 10 月 7 卷 1 期末刊 

 2.《战斗》月刊 1953-55 年金门「战斗月刊社」出版 

1949 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后，其金门防卫司令部为了在"抗俄复国"的战略规划

上寻求军事理论依据，乃于 1953年初开始发行《战斗明天》月刊，作为本部政治作战的宣

传平台。为求该刊成为金门以至全自由中国一个富有战斗性和活力的读物，于是年 8 月委

任当时部内之少将高参李浴日出任该月刊社社长兼主编。李浴日为求名称上的简化与明确，

赴任后即将已出版了四期的《战斗明天》更名为《战斗》月刊，在其首刊 1卷 5期的[编后

话]里，他明确指出该刊的宗旨为:「以阐扬三民主义, 鼓吹反攻大陆为主, 它如军事学术、

国际形势、大陆匪情也在研究之列」。另在 3 卷 3 期的[编后话]里，言明本刊目的为：

「以反攻复国为主，望作者与读者共同致力于此方面的理论与方略的研究和发扬」。他並

寄望：「作者有二：一、来稿以言人未言为佳。一、来稿务请缮写清楚，以便排印。读者

亦有二：一、每期读后，请予批评。一、如有心得，请赐佳作」。 

李浴日自 1953年 10月 1日开始主编的 1卷 5期起，至 1955年 8月猝逝后的 5卷 3-4期合

刊止，两年间共出版《战斗》月刊 5 卷 24 期 22 刊计 386 篇文章，其中关于外国军事的论

述有 73篇，含译文 29篇，另自 3卷 1期起每期附加[社论]一篇以阐明时局。该刊按年计，

1953 年时共发行三期：其中 10 月 1 日的 1 卷 5 期为首刊（图 51），2 卷 1 期则有[反攻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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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会]的专文 14篇；1954年共发行十二期：其中 2卷 5期（图 52）有[孫子兵法特輯]专文

17篇；1955年共发行九期七刊：其中4卷 2-3期合刊（图 53）有[王陽明特輯]专文14篇，

4卷 4期有[王陽明特輯]专文 4篇，逝世后 9月的 5卷 3-4期合刊（图 54）有[李浴日先生

紀念特輯]专文 25 篇。本刊由于右任院长题封，「金门战斗月刊社」发行，社址为金门溪

边，办事处设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 106 巷 104 号，1954 年 10 月后办事处地址改在台北

中和乡竹林路三巷内。 

     

 图 51. 《战斗》月刊 1953 年 10月 1卷 5期首刊    图 52. 《战斗》月刊 1954年 4月 2卷 5期   

     

 图 53. 《战斗》月刊 1955 年 1月 4卷 2-3期  图 54. 《战斗》月刊 1955 年 5卷 3-4期逝世特刊 

 3.编辑报章专栏 

李浴日在广东与南京发行的《世界兵学》月刊颇获专家的推崇、读者的好评与社会的肯定，

在发扬兵学上取得重大成就，为了延续这项成功，播迁来台后于 1951年，在《大声报》主

编了《世界兵学》专栏，一为继续传播兵学，二为将来《世界兵学》月刊的复刊作准备。 

1951 年大声报《世界兵学》专栏摘录（图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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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5.4月 29日《世界兵学》专栏第三期       图 56.5月 20日《世界兵学》专栏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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