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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日著作 
摘自：《浴日事業》 

李仁繆 

李浴日生前著有各類專門書籍共計11本,關於兵學研究方面的有<決勝叢書>系列中的五部

兵書:1.《孫子兵法新研究》曾名《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孫子新研究》,2.《克勞塞

維慈戰爭論綱要》曾名《大戰原理》,3.《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曾名《中山戰爭論》、

《國父戰爭理論》,4.《兵學隨筆》,5.《孫子兵法總檢討》;有關戰爭理論方面的有三

本:1.《抗戰必勝計劃》,2.《空襲與防空》,3.《臺灣必守鐵證》;有關政治論述方面的亦

有三本:1.《滬戰中的日獄》,2.《定縣平民教育》,3.《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茲將各書

的由來、主旨、演變與影響逐一列述於下: 

(一)兵學系列:<決勝叢書> 1952年臺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1953年春李浴日為了慶祝獨自創立的「世界兵學社」成立十二周年紀念,將其歷年四本主

要兵學著作:《孫子兵法新研究》、《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與《兵學隨筆》四書,合編成<決勝叢書>系列(圖2),由臺北「世界兵學社」發行。他將此

取名「決勝」是因漢高祖有云:「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張良」的名言,李浴

日希望讀此書者能夠接受和把握孫、克、 國父的真理,成為現代的張良，他亦曾在本書的

自序裏發下宏願「希望來日尚有第二輯、第三輯的出現,這僅是第一輯而已」。本叢書裡

還有作者自序、柯遠芬中將與張彝鼎先生作序、與近三十位軍政要員題詞祝賀。1956年再

版時(圖3),夫人賴瑤芝女士納入先生之最後遺作《孫子兵法總檢討》一書,使本叢書系列

囊括了李浴日一生所著五部主要兵學名著,也為先生之兵學創作史譜下了圓滿的句點。茲

列述各書於下: 

               

圖2.  <決勝叢書>1952年版        圖3.<決勝叢書>1956年版 

  1.【<決勝叢書>之一】《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938年長沙「商務印書館」初版

/改名為《孫子新研究》1946年南京「世界兵學社」初版/再改名為《孫子兵法新

研究》1951年台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李浴日年少時即醉心於中國傳統文化,尤好兵學,1934年留學日本東京,得以飽覽古

今中外軍事論著,亦目睹日人軍國主義盛行,当第二次世界大戰势在必發之際,深感

http://leeyuri.org/ShiYe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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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華民族唯有不怯戰才能抵禦列強的侵略,必需全民知兵來強國強民,乃潛心鑽

研《孫子兵法》,草成30萬字論文,1937年學成回國後取其精華,匯成《孫子兵法之

綜合研究》一書,於1938年2月由長沙「商務印書館」發行初版(圖4),全書逾15萬

言,由原序、評語、總論、始計第一、作戰第二、謀攻第三、軍形第四、兵勢第五、

虛實第六、軍爭第七、九變第八、行軍第九、地形第十、九地第十一、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等篇章,與後記組成。付梓后大受專家與讀者們的推崇,至1944年的江

西贛縣版止,六年間「商務印書館」共計發行該書十餘版。1946年對日抗戰勝利還

都南京之後,先生為該書重新作序,內容稍為修改潤飾之後,將該書更名為《孫子新

研究》(圖5)，由南京「世界兵學社」自行發行。1951年遷台復業後再度出版,二

次把本書更名為《孫子兵法新研究》(圖6)，並增添了再序,1952年封面改版(圖7),

承請周至柔將軍題封,並引用唐代二十八宿圖之水印,以示“知興替、明得失”之

志，至1956年止,台北「世界兵學社」共發行該書四版。   

本書乃李浴日之成名作,他開宗明義地在《總論》裏以科學論證的方法,考據並分

析了孫子其人與《孫子兵法》其書;其次,自創一格地以中國老子哲學為本,取東西

方現代戰爭理論為輔,從嶄新的視角來論述《孫子兵法》;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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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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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書自初版到其逝世的二十年間,雖然歷經抗日戰爭與國

共內戰,出版實務也不得已中斷二次且停滯四年,但在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慘澹經

營下依舊發行了近20版,證明本書不但發揮了振奮人心救國救民的輝煌成果,也將

《孫子兵法》予以現代化而傳承了中華文化世代交替的責任,堪稱李浴日將軍震古

鑠今救亡圖存的曠世傑作。縱觀民國兵學發展的歷史,他之所以被譽為「民國時期

《孫子兵法》研究第一人」,乃實至名歸也。 

        

    圖4.《孫子兵法之綜合研究》1938年版      圖5.《孫子新研究》194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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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孫子兵法新研究》1951年版         圖7.《孫子兵法新研究》1956年版 

  2.【<決勝叢書>之二】《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44年曲江「世界兵學社」初版/

改名為《大戰原理》1947年南京「世界兵學社」三版/再改名為《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

1951年臺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克勞塞維慈1乃西方兵聖,在其《戰爭論》一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戰爭是政治的繼續"觀點,

以及"進攻是最好的防禦"等西方軍事理論的基本思想,因此該書被奉為西方軍事理論的經

典著作。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拼命仿效德國,尤以兵學上受德國影響最大,由於《戰爭

論》一書煩索冗長連篇累牍,德文譯本更是艱澀難解,1940年日人成田賴武2以馬迂健之助

所譯之《戰爭論》為基礎,將克氏戰爭論作簡明的介紹,提綱挈領著成日文《克勞塞維慈

戰爭論綱要》一書。而李浴日將軍精通日語又專軍事理論,他認為克勞塞維慈的《戰爭

論》受到唯心論黑格爾的辯證法影響極深,如同孫子受教於老子的哲學,乃於1943年

在廣東韶關的黃崗山上傾數月之功翻譯此書,為的是要讓讀者既能夠精簡地學習德人戰爭

理論,一窺西方近兵學之精髓,又可實地瞭解日人對《戰爭論》的演譯,從而精進我抗日戰

爭的戰略與戰術。  

本書《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中譯本於1944年由曲江「世界兵學社」發行初版(圖8),

全書約20萬字。有林薰南將軍作序與譯者序,內含總論,戰爭的本質、戰爭的理論、戰略、

戰鬥、戰鬥力、守勢、攻勢、戰爭計劃等八章節,與結論。1946年3月於南京改版(圖9)時

增加了楊言昌將軍序與再版序,1947年5月南京三版時為求簡單起見,更名為《大戰原理》

(圖10),並增三版序。1951年10月臺北復業初版(圖11)）時為求顯明計，仍用原名,附加臺

版序。1956年臺北四版(圖12)時更新封面,由胡璉上將題封、徐培根上將題詞,並增加台

版再版後記,外加附錄:《依克氏戰理論臺灣攻防戰》一文。  

 
1
卡爾·馮·克勞塞維慈(Carl Von Clausewitz,1781-1831),1803 年從柏林軍官學校畢業,1818 年 5 月任柏

林軍官學校校長,9 月晉陞為少將，任校長職 12 年,潛心研究戰史和從事軍事理論著述。1831 年 5 月任駐波

蘭邊境普軍參謀長參謀長後去逝。遺孀瑪麗於 1832-1837 年間先後整理出版了《卡爾·馮·克勞塞維茨將

軍遺著》,共十卷。 著名的《戰爭論》一書為其前三卷,全書共 8 篇,100 餘章。 
2
成田頼武,日本陸士(軍官學校)1932 年 44 期畢業後任少尉,1942 年陸軍大學校(參謀學校)56 期畢業升任步

兵少佐(少校),參加侵華戰爭,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後殁於華北,時任步兵大佐(上校)第 1 軍參謀,1940 年間

著有日文《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一書。  

http://leeyuri.org/Gangyao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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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44年版     圖9.《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46年版 

       

       圖10.《大戰原理》1947年版            圖11.《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51年版 

 

圖12.《克勞塞維慈戰爭論綱要》1956年版 

  3.【<決勝叢書>之三】《中山戰爭論》1942年韶關「世界兵學雜誌社」初版/改名為

《國父戰爭理論》1948年南京「世界兵學社」初版/再改名為《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

1952年臺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孫中山先生(1866—1925)是中國近代偉大的民主革命家與軍事家。他憑著獨創的軍事法則,

運用獨特的革命戰法,發起多次武裝起義,推翻了君主專制,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繼而完成

了北伐、護法、平亂、東征等多次討賊戰爭的軍事勝利。李浴日是研究孫中山軍事理論"

孫文兵學"的首倡者和開拓者。1941年他博訪周咨費時一年完成專著《中山戰爭論》一書

http://leeyuri.org/guofu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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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廣東韶關,他本著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戰爭觀與"知難行易"的哲學觀,除對 國父革命戰

理作有系統的研究,並證之以古今中外軍事戰例,深入淺出地闡述了中山先生的戰爭思想、

戰略指導、建軍方略、國防建設等各方面的軍事理念,不僅確立了"孫文兵學"在近代軍事

學上的理論地位,彌補了研究近代中國兵學史的空白,也傳承了中國軍事學發展的時代任務。

因作本書,李浴日受到蔣介石二次召見嘉勉。  

《中山戰爭論》初版(圖13)於1942年7月由韶關「世界兵學雜誌社」發行,全書分為:自序,

與十二個章節:一、緒言,二、戰爭思想,三、國防計劃,四、軍政興革,五、決勝精神力,六、

戰爭與政治,七、戰爭與經濟,八、戰爭與宣傳,九、鐵的軍紀,十、戰略戰術、十一、縱橫

戰略,十二、結論等,共約10萬字。1948年於南京更改書名為《國父戰爭理論》(圖14),全

書依舊,酌將第九章改名為<鐵的紀律>、第十一章改名為<戰爭論評>,由南京「世界兵學

社」發行。1952年7月台灣初版時再度更改書名為《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圖15),全書

分為十二個章節:一.緒言、二.戰爭思想、三.國防計劃、四.戰爭與政治、五.戰爭與經濟、

六.戰爭與宣傳、七.建軍要圖、八.軍人精神、九.軍隊紀律、十.戰略戰術、十一.戰史評

述、十二.結論等十二個章節,主要去除前版第四章<軍政興革>代之以新第七章<建軍要圖

>,保留原一、二、三、四、五、六、十章僅微調先後次序,原第五章<決勝精神力>改為第

八章<軍人精神>,原第九章<鐵的紀律>改名為<軍隊紀律>,原第十一章<戰爭論評>改名為<

戰史評述>,增加于右任題封、鄒魯作序、自序等,由臺北「世界兵學社」發行。  

   

   圖13.《中山戰爭論》1942年版            圖14.《國父戰爭理論》1948年版(附月刊廣告)     

   

圖15.《國父革命戰理之研究》195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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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決勝叢書>之四】《兵學隨筆》1945年重慶「世界兵學社」初版/《兵學隨筆》

1946年南京「世界兵學社」三版/《兵學隨筆》1952年台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李浴日生平夙日就有隨機記錄讀書心得的習慣，在對日抗戰時期因公輾轉韶關、桂林、柳

州、貴陽、重慶等地，無時無刻地不將其戰時的所見所聞、兵學研討與國防研究等各方面

的訊息，與自己的新觀察與新見解隨時隨地的記錄下來。他常感嘆:「抗戰八年來，中國

兵學的園地真是荒蕪」，為了要把兵學荒蕪的園地，變為鬱鬱蔥蔥的園地，乃將其四年之

手稿集文成冊，取名為《兵學隨筆》，共三輯164則短文與自序，於1945年6月由重慶「世

界兵學社」發行初版（圖16）。翌年在南京發行三版（圖17）時增加第四輯共184則與三

版後記。1952年9月台北版（圖18）增加為212則與新自序，共約10萬字，並承國防大學校

長侯騰(飛霞)將軍賜題封面。 

《兵學隨筆》1952年的台北版全書共分四輯，茲依內容性質酌分為孫子與戰理二部，將其

標題摘錄如下： 

一、第一輯共64則 

孫子部八則： 

1.戰爭的定義，2.平時要備戰，3.「父子兵」的基礎，4.今日的士兵，5.軍人應「拿起筆桿」，

6.「敵進我退」與「我進敵退」，7.牛車運輸，8.「兵不厭詐」的惡果。 

戰理部五十六則： 

1.兵學的重要性，2.關於兵學的建設，3.戰爭的發生，4.戰爭的進化，5.戰爭是火力的發揮，6.

全體性戰爭，7.戰爭的要素，8.「機械的戰爭」，9.戰爭與空間，10.戰爭的神聖，11.戰爭的無

情，12.必勝的軍事，13.精神與物質，14.戰爭技術的根本，15.支配戰爭的因素，16.時間與空間，

17.軍備的目的，18.兵役制度的利弊，19.一個國防原理，20.動物的自衛，21.國防的趨勢，22.

消極防禦的失策，23.海國的防線，24.天險不如人為力量，25.戰與守，26.大與小，27.流汗勝於

流血，28.兵，29.有無相等，30. 將以立功為主，31.將與錢財，32.將將，33.更怕死，34.能帶

兵方可帶兵，35.「帶兵如帶虎」，36.關於「好男不當兵」，37.軍人生活應改善，38.中國駐印

軍每日口糧表，39.緬甸前線英軍每日口糧表，40.戰家與理論家，41.貴先求必勝，42.「以古為

鏡」，43.心到為主，44.東方軍人的特性，45.料敵不易，46.摸他？讓他摸我？，47.要以動制動，

48.男兒應戰死，49.尚武國民的養成，50.昨日俘虜，今日感想，51.侵略者的理論，52.希特勒忽

視遺訓，53.憶惠靈吞，54.空軍制勝的要點，55.宗教並非反戰，56.戰字新訓詁。 

二、第二輯共41則 

孫子部十五則： 

1. 武的哲理，2.大海般的兵學，3.孫子的不朽，4.孫子戰法的種種，5.養成「數」的觀念，6.孫

子上又多一「敬」字，7 .孫子的世界性，8.孫子與拿破崙，9.用兵與音樂相通，10.以水喻兵，

11.智慧第一，12.將軍應「大處著眼」，13.孫武蘇秦的名論，14.外交與兵法相通，15.殺敵以怒

和恨。 

戰理部二十六則: 

http://leeyuri.org/suibi.html
http://leeyuri.org/suib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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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戰爭的透視，2.一個偉大的兵，3.侵略者的悲哀，4.「兵事乃儒學之至精」，5.無法，6.超兵

書的用兵，7.用兵要如「富人造屋」，8.將校要有清明的頭腦，9.政治為軍事之本，10.軍人要得

真知，11.「足兵」應為充足兵器，12.古今練兵的時間問題，13.士兵的管教養衛，14.應添入

「武器」要素，15.管子重視武器，16.設險的評價，17.蘇秦早於克氏的發明，18.將驕必敗，19.

和戰的真諦，20.文武合一論，21.中國人應尚武和好義，22.宋秦少游的參謀長論，23.明陳子龍

的《兵家言序》，24.清人論海防，25.兵事的變化，26.希臘哲人蘇氏論軍事。 

三、第三輯共50則 

孫子部十二則： 

1. 占卜的軍事，2.八卦的兵法，3.戰車的歷史，4.古今的火攻，5.論《左氏春秋》，6.歷史上不

朽的名將，7.弦高是一個大軍事家，8.活用《孫子兵法》的韓信，9.機詐的戰術，10.馬援的「聚

土為山」，11.是軍事家也是文學家， 12.偉大的戰術家與兵學家。 

戰理部三十八則: 

1.中國戰爭的起源，2.甲骨文上的商代戰爭，3.甲骨文和金文上的戰爭記述，4.井田制的軍事性，

5.「寓兵於農」，6.指南車，7.談射，8.談劍，9.談竹，10.戰車——騎兵——坦克，11.由火牛

到噴火坦克，12.孔明的「木牛流馬」，13.騎兵時代，14.從火砲說到火力主義，15.火砲的重要

性及其起源，16.最初使用火器的笑話，17.十八般武藝，18.古代武器與戰法，19.古之心理戰，

20.古之巷戰，21.古之化學戰，22.左傳上的軍紀記述，23.戰史的重要性，24.中國戰史的偉大，

25.青年學生應研究戰史，26.兩大典型戰例， 27.歷史上的射擊名手，28.名將字典上無難字，29.

名將的千古恨，30.曹劌是一個大戰術家，31.愷撒著書，32.戰爭與詩人，33.中國歷代名將年齡

籍貫表，34.泰西青年名將立功表，35.曾國藩的錯誤，36.腓特烈大王與拿破崙，37.織田豐臣時

代的陣形戰法，38.東鄉的運用之妙。 

四、第四輯共57則 

孫子部十八則： 

1.原子彈雜感，2.建立「救人」的兵學思想，3.古代兵法上的心理戰論，4.軍官與兵學，5.普及

孫子， 6.孫子與原子，7.關於研究兵學的一個辯論，8.艾帥的用兵特點，9.偉哉中國的兵學，10. 

外交與兵法， 11.游擊戰•游擊戰術，12.麥帥與孫子，13.孫子與反攻大陸，14.好一把衡天尺，

15.優秀的戰略家， 16.從克氏《戰爭論》論韓戰，17.現代戰爭與火攻，18.保台與反攻戰法。 

戰理部三十九則: 

1．無武力不足以自保，2.先見之明，3.兵器乎？精神乎？，4.超乎一般原因的原因，5.工業與戰

爭，6. 「神的兵法」如此，7.嗚呼日本的「放射作戰」，8.第二個「宋襄之仁」，9.不可製造

「新的敵人」，10.未聞打仗不要兵法，11.今不如古，12.薛福成的書呆氣，13.不可好戰，亦不

可忘戰，14.還要從「道」字著手，15.「打」與「寫」，16.名將寥若晨星，17.竟有不顧「腦飢」

的人，18.「民主軍人」，19.一個外交戰原則，20.沙與竹木在古代戰爭上，21.姜太公是一個科

學的參謀長，22.名將范蠡沼吳之後，23.吳子論選將，24.將帥的類型，25.羅斯福也是一個戰略

家，26.「將不厭新」，27.主義思想與戰爭，28.西線的凡爾登—金門，29.斯大林的陰性進攻，

30.霧與水，31.海空權漫談，32.如此英國，33.新戰國時代，34.世界軍事的盛衰，35.關於三次

世界大戰，36.原子彈的兩重性格，37.原子的空權時代，38.從新武器看未來戰，39.最後勝利必

屬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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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兵學隨筆》1945年版        圖17.《兵學隨筆》1946年版 

 

圖18.《兵學隨筆》1952年版 

  5．【<決勝叢書>之五】《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年台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李浴日一生堅信：「《孫子兵法》是古今兵書的代表作、是世界兵學的最高峰、也是軍人

必讀的大經典」，他投身兵學研究始於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初期，在創作了炙手可熱的

《孫子兵法新研究》一書後，其間縱然戰事頻仍軍務倥傯與著作出版事業纏身外，平日依

舊孜孜不倦地鑽研《孫子兵法》，1955年初本擬將其凡二十餘載，從各個角度創作有關孫

子與《孫子兵法》的研究論文，輯成《孫子兵法總檢討》一書問世，使此兩書成為姊妹

篇，然而在完成自序後未及三月即天不假壽轟然而逝，幸賴夫人賴瑤芝女士繼承先生遺願，

1956年8月於先生逝世一周年之祭時將《孫子兵法總檢討》（圖19）付梓，由台北「世界

兵學社」出版，全書論文16篇，逾4萬字，另含李浴日先生略傳、汪東書《孫子十三篇》

全文碑拓本、周至柔將軍、黃杰將軍、劉詠堯將軍作序與自序等，由彭孟緝上將題封，並

列為先生生前所編著的<決勝叢書>之五，以完示先生發揚中華兵學之志，亦讓讀者對先生

的孫子論述得到全方位和更深度的了解。本書十六篇論文其標題列表如下： 

1. 《孫子兵法原文的考證》 

2. 《我得了一部明版孫子兵法》 

3. 《孫子的哲學思想淵源》 

4. 《孫子兵法的解剖》 

5. 《孫子兵法的文章法》 

6. 《孫子兵法的名句》 

http://leeyuri.org/zhongjiant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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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數字看孫子兵法》 

8. 《孫子論將》 

9. 《孫子的「柔道」》 

10. 《孫子的物理學》 

11. 《孫子的心理戰》 

12. 《孫子的兵要地理》 

13. 《孫子與近代海戰、空戰》 

14. 《孫子兵法與原子武器》 

15. 《孫子兵法在日本》 

16. 《從孫子兵法證明中共犯台必敗與我反攻必勝》 

  

圖19.《孫子兵法總檢討》1956年版 

（二）戰理系列 

李浴日在其事業與創作的尖峰時期，曾歷經八年抗日與國共內戰兩次重大戰爭，期間為了

存亡繼絕鼓舞人心士氣，乃以兵學論證發表了有關戰爭理論方面的三本著作《抗戰必勝計

劃》、《空襲與防空》與《台灣必守鐵證》，列述如下： 

  1．《抗戰必勝計劃》1937年上海「韜略出版社」初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開打，日軍以現代化武器對中國行立體戰爭，欲以閃電戰術三月亡華，

瞬時戰車大砲軍艦戰機橫行中原如入無人之境，所到之處不是棄甲曳兵就是血流成河，上

海「八一三」淞滬會戰期間李浴日身歷其境飽受磨難，體恤人人自危與國破家亡之痛，為

了要振奮人心救亡圖存，乃本書生救國之責，從理論上去闡明抗日的必然勝利，並研究出

一套切實可行的策略，一來加強民眾對於抗戰勝利的信念，再則喚起當局的注意與實行乃

作《抗戰必勝計劃》一書。本書裡，他匠心獨具地依據《孫子兵法》的廟算原理，提綱

挈領地提出了全面抗戰的各種執行方針與宣傳計劃，同時利用簡單明瞭的數學公式，運算

出必勝的法則，其主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武力抗戰+ 外交抗戰+ 經濟抗戰+ 間諜抗戰+ 

宣傳戰）X 舉國一致堅持到底= 日本必敗中國必勝」。 

《抗戰必勝計劃》於1937年11月由上海「韜略出版社」發行初版（圖20），共約一萬五

千字，自序外分為二章節：一、抗戰必勝計劃：1.幾個抗戰基本原則的認識，2.今日應怎

http://leeyuri.org/kangzhanT.html


《浴日著作》 

10 
 

樣抗戰，3.日軍怎樣進攻我國，4.持久戰的一串重大問題，5.戰勝的利益，附：日本的軍

力表。二、對敵宣傳計劃：1.宣傳的重要，2.宣傳的組織，3.宣傳的方針，4.宣傳的方法，

5.最後的幾句， 附2. 兩篇對敵宣傳文獻。1938年夏，因此書蒙蔣介石嘉獎於江西廬山。 

  

圖20. 《抗戰必勝計劃》1937年版 

  2．《空襲與防空》1938年武漢「上海雜誌公司」初版 

1937年李浴日方自日本學成歸國返滬，即逢日軍海陸空三軍全面大舉進攻華東，首先淞滬

戰敗上海失守，繼之南京淪陷慘遭屠城，敵我雙方不僅在前方戰場上兵戎相接廝殺遍野，

日軍還用飛機投擲大規模殺傷武器，有目標地濫殺我大批無辜民眾以挫民心意志，戰事已

由我方落後的平面戰轉變為現代化的立體戰爭，有鑑我無知軍民飽受從天而降的殺戮，意

識到唯有加強灌輸全民對空襲與防空的認識，才能減少戰爭中的傷亡，從而保存實力以圖

持久之計，李浴日乃本著一介知識分子的良心與職責，義不容辭寫下此《空襲與防空》

書，期望在對日抗戰中直接作出個人的貢獻。隨後作者即參軍抗戰，任64軍參議，轉戰於

贛北前線。 

《空襲與防空》初版（圖21）於1938年1月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全書共約2萬字，

自序外分二部份：一、空襲之部：1.小引，2.軍用飛機的種類與性能，3.空軍根據地與航

空母艦，4. 空襲的意義及其史略，5.空襲所投的彈類，6.空襲所投的紙彈；二、防空之

部：1.防空的意義， 2.防空的種類：甲.積極防空，乙.消極防空，含自序與二附錄：1.

《千機毀滅日本論》李浴日，2.《都市防空問題》黃鎮球。 

 

圖21. 《空襲與防空》1938年版 

  3．《台灣必守鐵證》1950年台北「世界兵學社」初版 

http://leeyuri.org/KongXiT.html
http://leeyuri.org/Taiwan.html


《浴日著作》 

11 
 

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後，隨即國共爆發內戰，雙方經過四年激烈戰鬥後，1949年共產黨成

立新中國，國民黨撤離大陸，近百萬軍民被迫離鄉背景隨政府跨海遷往台灣，當時個個驚

魂未定，處處人心惶惶。1950年李浴日由香港轉赴台灣，為了穩定民心振奮輿情與維護綱

紀，座席未暖立即出版本書《台灣必守鐵證》，列舉了台灣必守的十大證據：一、海峽

遼闊，二、地形有利，三、交通發達，四、糧食充足，五、財政不匱，六、內無敵患，七、

防線堅固，八、兵力強大， 九、指揮容易，十、外援必至，結語中論述如何反攻大陸等，

並附錄四文：1.《東方[凡爾登]-台灣》、2.《三線殲匪戰法》、3.《從孫子兵法證明匪

軍攻台必敗》、4.《從克氏[大戰原理]論台灣攻防戰》。本書亦名《從固守台灣到反攻

大陸》，全書共1萬5千餘字，並以筆名諸葛明署之，1950年7月由台北「世界兵學社」發

行初版（圖22）。當年依循政府政策，以共匪、匪軍等稱呼對岸，然現版一律改以共軍稱

之，以符時宜。 

   

圖22. 《台灣必守鐵證》1950年版 

（三）政論系列 

李浴日就讀大學時主修政治學，畢業後雖投入兵學研究，但為了貢獻所學，前後依舊發表

了有關政治論述方面的三本著作《滬戰中的日獄》、《定縣平民教育》與《行政的科學管

理研究》，從這些著作裡可以看到作者心繋蒼生的胸懷與科學治學的嚴謹，茲列述如下： 

  1．《滬戰中的日獄》1932年上海「神州國光社」初版 

據考此書乃李浴日最早出版的一本著作。1932年初李浴日從暨南大學畢業後，留在上海閘

北區進修日語，住在附近的清華寄宿舍，適逢上海一二八事變時日軍在上海發動攻擊，期

間遭日軍拘留盤訊22天。其後，作者本著強烈的民族情感，以故事記錄的體裁，將所見所

聞與親身遭受侵略者凌辱的實地經驗撰成《滬戰中的日獄》一書，期望藉自己慘痛的見

證告誡國人勿忘亡國之恥辱，並喚醒國人同仇敵愾一致抗日的決心。 

《滬戰中的日獄》於1932年8月由上海「神州國光社」發行初版（圖23），全書共3萬餘

字，分23章節：一、一二八之夜，二、初次搜查，三、逃入C商店，四、奔回寄宿舍，五、

再次搜查，六、火與水，七、終於被擄了，八、入獄之初，九、無微不至的重審，十、換

監—拘留所，十一、毆辱備至，十二、飢寒交迫，十三、大開殺界，十四、野蠻大王，十

五、獄中也體操，十六、大砲的威脅，十七、「家變更」，十八、一個英勇的囚徒，十九、

日本的國恥，二十、病魔與蝨子，二十一、前狼後虎，二十二、倭奴的詭譎，二十三、脫

了牢籠，另有胡懷琛作序與自序。 

http://leeyuri.org/shanghai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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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滬戰中的日獄》1932年版 

  2．《定縣平民教育》1933年「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初版 

李浴日將軍大學時主修政治學，立志苦民所苦服務人民，1932年畢業後即遠赴河南省定縣

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作田野調查，探討該組織解決中國農村問題之道。實地訪調完

成後，匯集資料以科學方法分析探討後，採報告體裁撰寫本書《定縣平民教育》。書中

首先介紹了平教會的起源與發展，其次敘述如何以四大教育為方法（文藝、生計、衛生、

公民）來解決農民的愚、弱、私、貧四大問題，最後闡明該會如何以三個方式(學校式、

社會式、家庭式)來完成任務的現況。作者本著所學，對平教會的鄉村建設作了詳盡切要

的科學分析、比較與總結，不但對平民教育的普及與推廣起到很大的宣傳作用，也是他個

人對其救國救民理念的一次實踐。本書於1933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出版（圖24），

共約1萬6千多字，分五章節：一、平教策源地的一般，二、平教會之史的發展，三、四大

教育概況：1.文藝教育，2.生計教育，3.衛生教育，4.公民教育，四、三個方式概況：1.

學校式教育，2.社會式教育，3.家庭式教育，五、結語等。 

  

圖24. 《定縣平民教育》1933年版 

  3．《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1940年韶關「新公務員月刊社」初版 

1937年時李浴日任64軍參議在南潯線（江西南昌-九江）參加戰鬥，歸來後在韶關黃崗出

任廣東省政府編譯室主任，其間積極參與「山岳建國」三年，見證了廣東省各方面的飛躍

進步，乃將其個人在行政工作上所作的科學研究與實踐心得，於1940年系統化地撰寫此學

術論著《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他以兵法為藉鏡，強調中國的行政制度必須澈底改革，

必須去除君主時代的消極守勢戰略，代之以科學管理的積極攻勢戰術，這樣才能締造抗戰

http://leeyuri.org/DingXianT.html
http://leeyuri.org/XingZheng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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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中軍政的全盛時期， 才能使政治配合軍事來戰勝敵人，進而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國

家，他寄望此書能開啟中國行政的科學管理之先河。 

本書於1940年由曲江「新公務員月刊社」出版（圖25），共約2萬字，全書分六章節：自

序，一、緒言，二、實施科學管理的先決問題，三、科學管理的三大原則，四、科學管理

的十大效能，五、科學管理與攻勢政治，六、結論。李浴日在書中闡述了行政科學管理的

四大理念：一、實施科學管理的二大先決條件：1.官員要具備科學家的五種精神素質：決

心、虛心、力行、認真、與革命；2.機關要具備足夠的人力、財力、與物力；二、執行科

學管理的三大原則：確立標準、選訓人員、與互相合作；三、列舉科學管理的十大效能：

計劃、組織、簡單、統一、迅速、確實、愉快、節約、緊張、與創造；四、提倡推動科學

管理與攻勢政治。 

 

圖25. 《行政的科學管理研究》194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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