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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日出版 

摘自：《浴日事業》 

李仁繆 

李浴日畢生為發揚兵學而殫精竭慮，在他創立的「世界兵學社」除了出版己作與發

行月刊外，還先後以四種不同形式出版了五套兵學叢書。目的其一，為了保全中國

固有兵書，他不遺餘力地蒐羅並編纂了<中國兵學大系>；其二，為了傳播當代學

者專家的論述，他編輯了不同專題的論叢如《閃電戰論叢》、《東西兵學代表作之

研究》與《孫克兵學新論》等；其三，就是以不定期的期刊方式發行兵學新作如

《兵學論叢》；其四，為了系統化的介紹當代最新兵學著作，他則出版了<兵學叢

書>系列。茲列述如下： 

  1.<中國兵學大系>（初名<中國武庫>）1957年台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1945年秋時值抗戰尾聲，李浴日在飛往昆明的飛機上，靈機一動地想將中國五千

年來有價值的古兵書編為一巨帙<中國武庫>，一則保存國粹，二則提供人們研究

兵學的資料，三則充實國防學術，四則增進中國軍人的自信心。他說這些古兵書是

「我國歷代兵家名作、歷史上靈與血的結晶、歷盡滄桑千錘百煉不朽的軍人魂、萬

古常新的用兵原理原則」。自此，他經常沐雨櫛風地穿梭於市井小巷中，找尋那些

流落街頭的兵學瑰寶。 

1946年5月他在自己發行的《世界兵學》月刊3卷1期封底上刊登了徵書啟事：「本

刊現擬將我國歷代兵書選其有價值者多種編成<中國武庫>一書，現已收集得數十

種。唯歷代兵書種類浩繁，吾人耳目未週，遺漏在所難免，凡我同道如藏有孤本秘

本者，敬希惠於借錄，以便編入而饗國人，本社當酬以重金也」。其後，在該月刊

10月的3卷3期中他發表了《關於<中國武庫>》一文，闡述：「當年其在京滬之間

將坊間所有古兵書蒐集殆盡，雖然卷軼浩繁，但是兵燹蟲禍，若不刊之將散失無遺。

雖然大部分已見於<四庫全書>，仍選其有價值者刊行之。分五大部門：戰理部、

戰史部、兵器部、天文部與地理部，書目凡六十（圖26），如下所列： 

1.《握奇經》，2.《孫子》，3.《吳子》，4.《司馬法》，5.《尉繚子》，6.《六韜》，7.

《三略》， 8.《素書》，9.《陰符經》，10.《心書》，11.《李衛公問對》，12.《太百陰

經》，13.《虎鈐經》，14.《武經總要》，15.《紀效新書》，16.《練兵實紀》，17.《登壇

必究》，18.《武備志》，19.《洴澼百金方》，20.《草廬經略》，21.《揭子兵經》，22.

《揭子陣談》，23.《何博士備論》，24.《兵鏡類編》，25.《戊笈談兵》，26.《百將圖傳》，

27.《讀史兵略》，28.《車陣扣答》，29.《汪氏兵學》（內有《太公兵法逸文》、《武侯八

陣兵法》及《李衛公兵法》三書）30.《雲氣佔候》，31.《歷代名將戰略》，32.《左氏兵

謀》，33.《兵法三十六計》，34.《讀史方輿紀要》，35. 《古今女將》，37. 《聖武記》，

38. 《彌兵古義》，39.《十六策》，40.《武編》，41.《武將記》，42.《軍籌綱目》，43.

《決勝綱目》，44.《兵機類纂》，45.《廣名將譜》，46.《談兵髓》，47.《歷代戰車敘略》，

48.《軍權》，49.《長子心鈴》，50.《蒞戎要略》，51.《古今名將》，52.《劍草》，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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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客對》，54.《武備新書》，55.《將鑑論斷》，56.《蘆芹十論》，57.《南北十論》，

58.《兵經備考》，59.《太百兵備考統綜》，60.《乾坤大略》。 

散見於歷代子集書中之兵學論文另輯一冊。所刊各書均經校正，並加標點符號。倘若不為

經濟所限，預計1947年底的此時可以問世。未來亦將籌劃<西洋武庫>」。但是1947年1月

的國共會談破裂，美方馬歇爾調解失敗，內戰全面爆發，國民黨統治區急速通貨膨漲，經

濟混亂面臨崩潰，先生遺憾<中國武庫>終未能如願依原訂時日在南京出刊。 

1949年秋南京解放，繼之新中國成立，先生經廣州赴香港，翌年播遷台灣後，先生心寄<

中國武庫>立意出版，乃將<中國武庫>改名為〈中國兵學大系〉，以作為創建其人生最高

目標「中國兵學體系」的理論根據。期間他油印目錄两次以廣博諮諏，還計劃要滌盡俗務

擴展胸憶，聚精會神地去寫一篇〈大系〉的長序，將全部有價值的中國兵書，一一介紹其

兵學要領，不啻完成一部「中國兵學思想史」。然而他為了「世界兵學社」的復業與主編

《戰鬥》月刊等諸多事務嘔心瀝血，天不假壽於1955年夏轟然驟逝撒手人寰，終未能及時

完成出版大業。 

李浴日在戎馬倥傯的年代裡，持之以恆地察訪蒐集古兵書，更不惜傾囊相購；而在戰亂連

綿終年遷徙的日子裏，為了守護手中的兵學國寳，必然攜帶這些兵書隨著戰事轉進，更是

一項艱鉅的任務。逝世後幸賴夫人賴瑤芝女士窮盡二年光陰，搜盡書匣舊藏，陡察原先規

劃有60部古兵書的<中國武庫>因為戰亂顛沛而損失殆半，只能將碩果僅存的十七部餘書，

依先生生前規劃，另外增添新獲的十部古兵書與七部近代治兵語錄，輯成共三十三部兵書

的〈中國兵學大系〉，由於右任院長題封，彭孟輯參謀總長、羅友倫次長、黃杰總司令、

劉玉章司令官、柯遠芬副司令官等作序，陳誠副總統、俞大維部長、張彝鼎次長、梁序昭

總司令、王叔銘總司令、黃仁霖總司令等題字外，未亡人賴瑤芝作跋，裝訂成平裝版14冊

或精裝版六冊，共6000餘頁，由台北「世界兵學社」發行，於1957年初付梓問世（圖27）。

遺憾的是其間遍尋先生「自序」手稿而不得，但已然代夫完成畢生的宏願，為先生的兵學

烏托邦諦造了一個完美的最後篇章。 

平裝版簡錄如下： 

第一冊 武經七書：《孫子》春秋齊-孫武、《吳子》戰國衛-吳起、《司馬法》春秋齊-司馬穰苴、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唐-李靖、《尉繚子》戰國衛-尉繚、《黃石公三略》秦漢-黃石公、

《六韜》周-姜尚 

第二冊 《孫子音注》明-何守法注 

第三冊 《汪氏兵學三書》清-汪宗沂輯編，《太公兵法逸文》周-姜尚，《武侯八陣兵法輯略》三

國蜀漢-諸葛亮，《李衛公兵法》唐-李靖 

第四冊 《陰符經註》黃帝/漢-張良注，《風後握奇經解》風後/漢-公孫宏解，《黃石公素書注》

漢-黃石公/宋-張商英注，《心書》三國蜀漢-諸葛亮，《何博士備論》宋-何去非 

第五冊 《太白陰經》唐-李筌 

第六冊 《虎鈐經》北宋-許洞 

第七冊 《投筆膚談》明-西湖逸士/何守法注，《陣記》明-何良臣，《百戰經》明-王鳴鶴，《兵

經》清-揭暄 

第八冊 《兵跡》清-魏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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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冊 《兵謀兵法》清-魏禧，《乾坤大略》清-王余佑 

第十冊 《草廬經略》佚名 

第十一冊 《洴澼百金方》清-惠麓酒氏 

第十二冊 《百將圖》清-丁日昌，《古今女將傳贊》清-朱孔彰 

第十三冊 《孔孟治兵語錄》民-趙尺子，《岳飛治兵語錄》民-劉詠堯，《戚繼光治兵語錄》民-

劉詠堯，《曾胡治兵語錄》民-蔡鍔 

第十四冊 《國父治兵語錄》民-劉詠堯，《蔣總統治兵語錄》民-鄧文儀，《跋》民-李賴瑤芝 

        
          圖26. <中國武庫>書目1946年          圖27. 〈中國兵學大系〉1957年精装版      

  2.《閃電戰論叢》1941年曲江「世界兵學社」初版 

1937年日軍大舉侵華，李浴日曾任64軍參議參加抗戰，轉戰贛北前線時親歷日人欲以德國

最新的閃電戰術一舉橫掃百廢待舉的中國，因而深刻感受到閃電戰催枯拉朽的震撼力。閃

電戰在當時是世界嶄新的戰術，也是戰術史上的革命，有鑑於世界軍事學術在不斷地進步，

1941年當他在韶關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時，立意要把閃電戰的軍事知識介紹給國人，

讓國人有所認識有所補益，但又不致因噎廢食固步自封，乃精選國內外報章雜誌關於閃電

戰的論文共十二篇， 輯成《閃電戰論叢》，其中包括德、蘇、美、英、日等國譯作八篇：

1.《閃電戰》德/朱慰儂譯，2.《閃電戰的理論與實際》蘇/仲謀譯，3.《閃電戰術的閃電

戰略》美/華蓀譯，4.《德國進攻波蘭閃電戰的剖視》英/鳳申譯，5.《挪威戰役的回憶》

美/趙炳烺譯，6.《西線大戰德軍突進的基本條件》美/宣諦之譯，7.《希特勒戰法之本質》

日/禮維譯，8.《閃電戰與德國空軍》日/楊明之譯，與國內論述三篇：1.《閃電戰概論》

劉為章，2.《論閃電戰》和培元，3.《閃電戰與今後之軍備》徐庭瑤，與己作《閃電政治

論》，由張發奎、蔣光鼐、華振中、趙一肩等將軍作序與編者序，於1941年4月由曲江

「新建設出版社」發行初版（圖28）。 

 

圖28. 《閃電戰論叢》194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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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曲江「世界兵學社」初版/改名為《孫克兵學新

論》1947年南京「世界兵學社」初版 

孫子為東方的兵聖，其《孫子兵法》是東方兵學體系的柱石；克勞塞維慈為西方的兵聖，

他的《戰爭論》則是西方兵學體系的軸心，兩者乃東西媲美的兵學雙璧！關於孫子與克氏

兵學的研究論文為數不少，為了讓讀者一方面可以貫通二氏的最高智慧與秘訣，二方面不

受時間與空間所限，而將兩者並列比較盡窺其奧，李浴日乃於1943年前瞻性地把當代兵學

界精英們關於孫子與克氏的最新論述匯集成書，定名為《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全

書正文15篇，包括孫子部的著作八篇：1.《孫子的價值思想與西洋兵法》金典榮，2.《孫

子兵法的特色及價值》林夏，3.《孫子兵法與現代戰爭》徐慶譽，4.《孫子兵法的解剖》

李浴日，5.《從孫子兵法分析敵人進攻粵北的潰敗》李浴日，6.《以孫子兵法分析德國五

年來之軍事行動》陳縱材，7.《孫子兵法的另一看法及未解的一句》譚彼岸，8.《孫子兵

法在英美》李浴日輯；克氏部則有論述六篇與譯作一篇：1.《如何研究大戰學理和我們怎

樣學克氏》林薰南，2.《克勞塞維慈戰爭論之研究》吳石，3.《讀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雜記》

萬耀煌，4.《克氏戰爭論是腓特列戰爭與拿破崙戰爭的結論》松村秀逸/李純青譯，5.

《克氏軍事天才論的闡微》蕭天石，6.《孫克兩氏兵學思想的比較及其批評》彭鐵雲，7.

《孫克兩氏兵學思想之時代背景及其影響》陳南平，另有編者附識、林薰南序、編者序等，

於1943年11月由韶關「世界兵學編譯社」發行初版（圖29）。  

1947年1月李浴日在南京將該書更名為《孫克兵學新論》，除了保留孫子部原作6篇外，

抽出其中有時間性的論文兩篇代之以一篇新作：《孫子的戰術思想》楊杰，與保留克氏部

7篇原作，共14篇，並續以再序，由南京「世界兵學社」發行初版（圖30）。 

       

    圖29. 《東西兵學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版       圖30. 《孫克兵學新論》1947年版 

  4.《兵學論叢》第一輯1943年韶關「世界兵學編譯社」初版 

1941年李浴日以“發揚中國固有兵學，介紹世界最新兵學”為宗旨，在廣東韶關的曲江創

辦「世界兵學社」，一心要建立中國本位的兵學體系，進而讓人人知兵後能強軍又強國，

未來的中國就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戰鬥體，領導世界弱小民族對抗帝國主義的掠奪與侵

略。該社在出版《世界兵學》月刊後，再應時局的要求，於1943年由兵學泰斗林薰南與先

生共同主編， 和編撰委員餘拯、居浩然、吳履遜、吳光杰、梁子駿、黃煥文、陳南平、

陳縱材、許高陽、趙振宇、鄭楷等11名，集海內外學者專家的譯稿和傑作，創新地以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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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輯書形式出版本《兵學論叢》，為的是要讓兵學研究不斷推陳出新長長久久。本論

叢第一輯收錄文章共十五篇，其中論述方面的有七篇：1.《怎樣發展中國兵學》林薰南，

2.《中山戰爭論再版序》陳南平，3.《世界各國之國家總動員》梁子駿，4.《現代戰爭與

統帥》楊杰，5.《再論與歐戰同時回師東京的戰法》王澤民，6.《清人論將》李興輯，7.

《兵機十策》趙承恩；與譯作方面的有八篇：1.《舊原則新運用》美/張廷嵐譯，2.《兵

器進步與外部的因素》日/張廷嵐譯，3.《戰略地理與近代戰術》日/高一萍譯，4.《裝甲

及裝甲防御之本質》德/吳光杰譯，5.《搜索目標的真諦》日/少華譯，6.《日本近代兵學

之形成》日/潘世憲譯，7.《蘇德戰場中奧勒爾之戰》美/黃煥文譯，8.《美國兵員徵訓的

現行製度》美/賁維楊譯，共計15篇，另有林薰南、李浴日作弁言， 1943年11月由韶關

「世界兵學編譯社」出版（圖31），「世界兵學社」發行。當時預定第二輯於1944年1月

出版，但因戰事吃緊而未能實現。 

   

圖31. 《兵學論叢》第一輯1943年版 

  5.《兵學叢書》1946-48年南京「世界兵學社」出版 

李浴日一生除了兵學研究與著作外，還大力推廣與傳播兵學，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後，乃以

「世界兵學社」為基石積極出版當代兵家學者與各專家同儕們的專書論著，匯集成《兵

學叢書》，並在《世界兵學》月刊登載銷售廣告（圖32）。自1946年南京「世界兵學社」

復業起至1948年10月南京棄守止，二年間據計共出版了下列專著20本，不僅為學有所長的

學者專家們提供了創作的平台，也讓各取所需的廣大讀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務實了傳播

兵學的時代重任。 

1.《中美兵學通論》戴堅著（圖33） 

2.《中國軍備與國防》趙振宇著（圖34） 

3.《原子彈》李宗尉編（圖35） 

4.《交通決勝論》王可襄譯（圖36） 

5.《軍事哲學劄記》史久光著（圖37） 

6.《國防機構論》廖忠國著（圖38） 

7.《軍師屬騎兵》葉劍雄著 

8.《機械化部隊戰術》胡甲裡著（圖39） 

9.《假如你當參謀長》陳縱材著（圖40） 

10.《戰術指揮勤務》高植明編 

11.《情報勤務》高植明著 

http://leeyuri.org/congshuT.html
http://leeyuri.org/ZhongMei.pdf
http://leeyuri.org/ZhongGuo.pdf
http://leeyuri.org/AtomicB.pdf
http://leeyuri.org/JiaoTong.pdf
http://leeyuri.org/JunShi.pdf
http://leeyuri.org/JunShi.pdf
http://leeyuri.org/JiXie.pdf
http://leeyuri.org/JiaR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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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軍隊教育》高植明著 

13.《聯合勤務必攜》高植明著 

14.《將校才德與治兵》李震著（圖41） 

15.《中美軍語彙編》萬耀煌、郭錚編譯（圖42） 

16.《孔孟治兵語錄》趙尺子選注（圖43） 

17.《岳飛治兵語錄》劉詠堯編輯（圖44） 

18.《戚繼光治兵語錄》劉詠堯編輯 

19.《國父治兵語錄》劉詠堯編輯（圖45） 

20.《蔣主席治兵語錄》鄧文儀編輯（圖46） 

 

              
圖32                        圖33                             圖34                              圖35                          圖36 

            
圖37                            圖38                             圖39                             圖40                           圖41 

       
                 圖42                             圖43                               圖44                               圖45                             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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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eeyuri.org/JiangXiao.pdf
http://leeyuri.org/DaXi13-1KongMeng.pdf
http://leeyuri.org/DaXi13-2YueFei.pdf
http://leeyuri.org/DaXi13-3Qi.pdf
http://leeyuri.org/DaXi14-1GuoFu.pdf
http://leeyuri.org/DaXi14-2Jiang.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