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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在日本的巨大影响以及普及程度

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围棋之树生于日

本，而且历来如此，就如同落满棋子的

棋盘，天圆地方，分辨不出究竟是黑中有

白，还是白中有黑。

 但是，当人们远离精彩纷呈的现代围

棋赛事，敲打历史之门追溯日本围棋足迹

时，目光便不得不游离于东瀛之外，去关

注那个与它一衣带水的古国——中国。

 围棋之树根在中国。

第一章
根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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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造围棋，丹朱善之”

围棋的故乡是中国。

“五百年来棋一局，仙家岁月也无多。”

故乡是一个非常亲切的概念。

它是出生成长的地方。

故乡封存和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

到故乡探寻围棋的祖先和家世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当我们想要真正找寻它的起源时，竟然颇费周章—

它那源远流长的往昔湮没在层层叠叠的历史记忆之中。

我们试图顺着蛛丝马迹去找寻，但这工作就好像去长江

探险、摸清它的源头一样——起先好像并不存在过多的曲折，

随后穿过金沙江，越过通天河，踏进青藏高原的腹地，面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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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平川同星罗棋布的河流，麻烦也便如影随形地追

随着你。

我们碰到的难题大抵同中国思想文化大师孔子在编排六

经、考据先秦制度时的感触颇为相似吧。

老人家曾在《论语 · 八佾》中说 ：“夏礼，吾能言之，

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徵之矣。”

礼为先秦社会政治核心，尚还存在文献不足的困难，何

□ 日本屏风画《琴棋书画图》。琴棋书画是中国传统君子们必须具备
的四种雅趣。图中置于围棋盘上的不是棋子，而是一架琴



4

棋  

道

第
一
章   

根
在
中
国

日
本
文
化
探
秘
系
列

况入不了正史、甚至野史也不收的围棋，有关文字记载的缺

失更是不言而喻。

出乎意料，围棋的出现可能相当久远。

可能是在文字尚未形成前的远古时代。

那是一片神话和传说栖息的领地，代代口口相授的记忆

经先民质朴的想象加工，凝练为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不

由你不信。

毕竟那些故事自身的动人之处

已足够吸引人，令人无暇缜密考量

和辨认它是否真实可信，或者说人

们也许本就不忍心打碎这美丽的传说。

关于围棋起源最早的传说，甚

至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皇五帝。

《世本》上记载 ：“尧造围棋，丹

朱善之。”

尧帝是上古氏族部落一位十分

有才德的领袖。

光辉伟大的业绩令他获得了人

们的普遍尊敬——他首创并提倡的

通过选拔优秀部落成员继承部落领

袖的办法，被后人称之为 “禅让制”，

在文明之始曾长期应用。

传说，他迎娶富宜氏为妻，生

了个宝贝儿子，名为丹朱。

丹朱小时候傲慢、顽皮、好强，甚至忌妒一切比他优秀

的人，即便是亲生兄弟间也时常争吵不休。

他平日还游手好闲，结交了不少狐朋狗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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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帝非常痛心疾首，苦口婆心地劝导儿子，但也许是缺

乏有效的教育工具和教育手段的原因吧，收效不大。

为此，他日思夜虑。

终于，尧帝在某次围捕犀牛时，想出了一种训教丹朱的

方法。

他拿文桑为局，以犀牛角和象牙的块片为子做成一种棋，

然后教丹朱弈棋。

这种原始的游戏据说便是围棋的雏形，虽然非常粗糙，

却十分实用。

对弈双方能够感受到围猎时人兽较量的那种冒险乐趣。

丹朱很快便着了迷。

他由此转移了注意力，并渐渐改变了兴趣和性格。

丹朱在学习围棋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自己以往的过错。

他不但掌握了许多知识，懂得了做人的道理，甚至改变

了原本桀骜不驯的脾性，成为部落中一位优秀青年。

尧帝的良苦用心收到了良好的回报。

再后来，丹朱举荐舜继承了父亲的权位，自己则专心于

修改、完善父亲发明的犀角象牙游戏——将棋盘由原先的 9

路改为 11 路，大大增加了围棋的变化。

这种围棋日后到底有没有流传下来，现在已无法完全确证。

我们不仅没有找到有关围棋发展的只言片语，考古挖掘

也没能提供任何实物资料。

除了尧帝与丹朱，还有许多有关围棋起源的说法。

晋张华《博物志》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这种围棋的作用跟尧时差不多，只不过时间略有推后。 

而明人林应龙同日本僧人棋手虚中合编的《适情录》则
记载 ：“围棋造于容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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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成公是传说中道教兴起时的神仙，自称皇帝之师。
至于他所造的围棋是什么样子，又是如何一个走法，现

今已不为人知。
同是明代的《潜确类书》还记载：“夏人乌曹作赌博围棋。”
乌曹本是夏朝末年夏桀之臣，被后世认作造砖的祖师爷。
他所制作的围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物什呢？
跟后来的围棋又有什么共通之处呢？
因为文献记述的简略，再加之没有完整的故事和具体的

线索，上述问题也就没有答案了。
围棋起源的传说或许还有很多，只不过有的流传下来，

还有的被时间的长河湮没了。
不过，不论这些传说是否复杂错乱、是否语焉不详，围

棋在中国古代社
会 出 现 较 早， 并
且一开始就联结
着某些特殊功能
是毋庸置疑的。

毕 竟， 远 古
传说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当时的
社会面貌，透露出一些原始的历史信息。

烂柯山传说

现今，若要精确判断围棋诞生的确切时间和发明的具体
人物，已是不可能了。

可以知道的是至迟春秋战国，围棋在社会上已非常普

及，不但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和思想言论的《论语》《左传》

□ 西藏墨竹工卡县加玛乡发现的古代石制棋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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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明 确 提 到 “ 弈

者”、“博弈” 等名

词，而且在公元前

250 年前后还出现

了当时最好的围棋

手——弈秋。

《孟子·告子上》

说 ：“ 弈 秋， 通 国

之善弈者也。”

东 汉 赵 岐 解

释道 ：“有人名秋，

通 一 国 皆 谓 之 善

弈，弈秋。”

这里所谓 “通

一国之善弈”，类

似后世的 “国手”，

后世也有称高手为

“当代弈秋” 的。

可见下棋在春秋战国时的盛况。

唐人皮日休在推测围棋起源的文章《原弈》中称 ：“弈

之始作，必起自战国，有害诈争伪之道，当纵横者流之作矣。”

东汉马融《围棋赋》则认为 ：“略观围棋兮，法于用兵 ；

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

总的来看，不管认为围棋源自兵家、术数还是纵横、阴

阳等，都缺乏有效的证据。

事实上，围棋的产生与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发展密不可

分，其最初的功能并不一定用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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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尤《 围 棋

铭》：“诗人幽忆，

感 物 则 思， 忘 之

空闲，玩弄游意 ；

局 为 宪 矩， 棋 法

阴阳，道为经纬，

方错列张。”

不 仅 颇 为 真

实 地 道 出 了 围 棋

产生的文化背景，

而且也透露出围棋是在吸收了原始天文、数学、哲学等思想

的基础上形成的。

可能主要是出于观测天文、描绘星象的需要。

我们知道，在生产力低下的环境里，人们一方面依靠自

己的力量，不断取得对自然斗争的胜利 ；另一方面，探索自

然宇宙时由于技术和知识的缺乏，有时不得不用想象和借助

想象来认识自然力，解释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古代社会，人们通过 “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 的方

式观物取象，将观察到的现象赋予某种符号或物体象征意义，

便于记述和理解，围棋就这样应运而生。

围棋的构造本身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目的。

梁武帝在《围棋赋》中提到 ：“圆直象天，方局法地。”

圆形的棋子与方形的棋盘契合了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思想。

棋子的黑白两色代表昼夜阴阳的变化。

纵横棋道犹如经线和纬线勾勒出宇宙。

交叉点上星罗棋布的棋子则列出了星辰的位置。

一目了然，这一切正展现了古人所观测到的天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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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
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

（《玄玄棋经 · 邵庵老人序》）。
与此同时，由阴阳术数和天文历法衍生的五行八卦学说

趋于成熟，形成了以《周易》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并且影响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毫无疑问，它也渗入围棋之中。
一方面给围棋蒙上一层神秘的玄学色彩！
另一方面促进了围棋理论的丰富。
阴阳五行及其生克演化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调。
它的介入集中反映了道家思想的圆融。
黑白棋子如天地玄黄，混池初开，棋势的变化意味着阴

阳正邪的消长，浑然天成。
五行不仅用于指示棋枰的方位，而且借助其相生相克的

思想解释围棋理论，如《弈理指归》称 ：向上关属火，向下
飞属水，拆二属木。

此外，九宫八卦等也被用来注释棋局的方位。
棋局上九个点是九宫。
除去天元则为八卦。
天元又名太极。
棋局就在这三者组成的封闭系统中运行。
十九路棋盘的使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围棋的成熟，同时也

体现了古代天文历法最终与围棋相契合。
棋局上的每一个交叉点分别象征一日。
棋枰四隅则代表春、夏、秋、冬四季。

其中每隅 90 目，恰好跟阴历每个季节 90 天相吻合。

不算天元，四隅总计 360 目，是阴历一年的天数。

围棋所具有的丰富哲理超越了天文易理的范围，成为 “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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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的百科万能图。

帝王将相借以知晓经营措置之方、政令出人之机、军师

行伍之法，达到居安思危的效果。

同时，文人学者试图通过围棋养智益德，知人任事。

孔子曾说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

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虽然，围棋并不如书籍教育那么直接有效，甚至 “下无

益于学植，上无裨于化源”，但 “观其指归，可以喻大者，故

圣人存之”。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围棋形成之初，学在官府的现状尚

未打破，而围棋原始的功能没有退尽，因此春秋战国直到秦

汉之际，它的存在与流行区域是十分有限的，还没有广泛流行。

汉魏之际，围棋得到初步发展，特别是棋盘、棋子、棋

谱等硬件设施与棋理、术语、规则等软件支持的逐渐改进，

构成了围棋从萌芽初创到成熟完善的重要过程。

首先，十七路棋盘被广泛采纳，一些特定的称谓产生，

基本术语初步形成。

魏 邯 郸 淳《 艺 经 》 说 ：“ 棋 局 纵 横 各 十 七 道， 合

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以横竖各 17 条线交叉产生 289 个点围成棋路，显然这

种棋局与后来通行的十九路棋盘格式已经相差无几。

另外，指代棋盘的术语 “枰”、“棋局” 及 “弈”、“方圆”、

“路”、“道” 等者已经作为特定用语被使用。

如围棋别称 “弈”，《左传 · 襄公二十五年》：“弈者举棋

不定，不胜其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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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预注曰 ：“弈，围棋也。”

《说文解字 · 五九下》解释为 ：“弈，围 也。”

这里 “ ” 是棋的异体字。

其次，论述围棋理论和描绘围棋特征的文章著作涌现，

著名学者班固、马融、黄宪等皆有文论宣扬棋道。

东汉班固在《弈旨》一文中最早系统论述围棋。

他以比喻手法将古代围棋战略战术与天文、地理、人事、

王政相联系，指出 ：“局必方正，象地则也 ；道必正直，神

明德也 ；棋有黑白，阴阳分也 ；骈罗列布，效天文也 ；四象

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

李尤《围棋铭》通过文学形式表达了对棋局、棋子、棋

道和对局的一些认识。

马融《围棋赋》则涉及围棋制度、术语和着法等概念。

再次，这段期间出现了一批卓有声名的围棋名家。

西汉棋手杜夫子，陕西杜陵人，被称为围棋大师。

葛洪《西京杂记》称：“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

人或讥其费日，夫子曰 ：‘精其理者，足以太裨圣教。’”

三国曹操、孙策、陆逊和吕范皆善弈。

魏时四大棋家冯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凯，他们都酷

爱围棋，而且水平很高，曾经跟曹操对弈。

此外，这一时期还诞生了众多弈谱。

据《隋书 · 经籍志》、《南史》等记载，南北朝之前有 20

余种弈谱书名，如《吴图二十四盘》、《棋势》等，现在除散

见于敦煌石室写本《棋经》等少量弈谱外，大都失传。

现存最早的对局棋谱是《忘忧清乐集》中的《孙策诏吕

范弈棋局面》，记录了建安初年孙策与吕范对弈的情况和对

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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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局图的出现表明围棋发展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到了两晋南北朝，迎来了古代围棋史上第一个活跃期和

丰收期。
东汉以降，政治沦涣、社会混乱，中国思想界刮起一股

清谈玄学之风。
士人蔑视权贵，讨厌政治，排斥正统儒家思想。
大批文人隐逸山林，纵情诗酒，围棋成为他们遣兴解闷

的重要游戏。
士大夫阶层的民间化使得居于上层社会的围棋迅速普

及，成为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上可以悟道学理、下可以娱
情玩乐的活动。

围棋固有的优雅散淡品质吸引着从文人学士到贩夫走卒
的广泛阶层的兴趣，逐渐被接纳为人们生活中养性、冶情、
谈玄论道的依托，在中国围棋史上留下了许多长久流传的棋
人、棋局和棋话。

烂柯山的传说在中国围棋史上占有不可轻视的地位。

一是因为 “烂柯” 在围棋不多的别称中流传下来，并且
影响久远 ；

二是因为烂柯山作为围棋的起源地影响着整个民间信
仰，至今还保留着许多遗迹和故事 ；

三是因为烂柯传说标志着整个围棋系统的最终成熟，19
路棋盘开始使用，围棋所蕴涵的哲学内容和思想精神得到完

□ 观棋烂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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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围棋平民化、社会化的过程彻底完成。
传说十分简单 ：
晋朝时，有一位叫王质的樵夫住在信安石室山下。
一天，他上山砍柴，看见有几个孩子在一边唱歌，一边

下棋。
王质停下来听他们唱歌，看他们下棋。
其中有一个小孩给王质吃了一颗像枣核的东西。
王质顿时忘记了饥饿，沉醉在孩子们的棋战中。
不一会儿，有位儿童问他 ：“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王质猛然醒悟，起身欲走，发现放在身边的斧子已经生

锈腐烂，自己也已变成一老翁。
等回到家里，一切已经改变，再也找不到以前的人了。
故事仅仅是故事，而且过于夸张，它之所以能吸引人或

许在于它所透露出来的坐忘与飘逸精神十分贴近并符合当时
社会的风气，于是传说不胫而走，很快就家喻户晓，并流传
下来。

两晋时期，士大夫嗜棋成风，产生了严子卿、马朗、王
恬、江彪等一大批高手，其中江彪、王恬弈棋水平非常出色，
被称做 “中兴第一”。

当时，还出现了 “棋圣” 的称呼，是棋手的最高荣誉称号，
表明棋艺无敌，堪为国手中的国手。

严子卿和马绥明就享有这种荣誉，特别是严子卿的棋艺
与皇象书法、宋寿占梦、曹不兴绘画等并称 “吴中八绝”。

大元八年（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打得正酣，这一仗
关系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

然而，就是在这种紧张时刻，面对十几倍于自己的军队，
领导这场战争的宰相谢安依然悠闲的与张玄对局赌房子。

胜利的消息传来，棋局还未结束。
谢安毫不动容，似乎除了棋局，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名利

都如烟消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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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之风采，围棋之神
韵，可见一斑。

南北朝围棋有三个突出
特点 ：

其一，许多皇帝热衷于围
棋，为围棋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宋武帝刘裕与羊元保弈
棋赌郡，齐武帝萧赜敕王抗品
棋，梁武帝萧衍撰《围棋赋》
一卷、《围棋品一卷》、《棋法》
一卷。

统治阶级的喜好带动了整
个社会形成浓郁的围棋风气。

其二，围棋州邑的设置。
《南齐书·王湛传》中说 ：

“明帝好围棋，置 ‘围棋州邑’，
以建安王休仁为 ‘围棋州都大
中正’，谌与太子右率沈勃、
尚书水部郎庾 之、彭城丞王
抗抗四人为 ‘小中正’，朝请
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

这是中国最早由政府设
立的围棋机构，兼具官署性质。

此后，这种制度一直断
断续续地沿袭着。

围棋州邑为传播围棋知
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其三，棋手等级制度的建立。
棋平等级又称做 “棋品”，

是判断棋力水平高低的标志，
南北朝时已经较具规模。

□ 坚决主张抵抗前秦入侵的
   东晋丞相谢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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