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你学围棋



第一章  学会下围棋

第一节  围棋的起源

围棋，起源于我国，具体的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了，因为在围棋萌芽的时
代还没有书籍。

古代的书籍是刻字的竹片穿成的（叫“竹简”），后来又写在丝帛上，
到了汉代才有纸张。凡是秦朝以前的书，统称为“先秦典籍”。在好几种先
秦典籍中，都提到了围棋。从这些先秦典籍里，我们可以知道围棋在春秋战
国时已经被人们所熟悉。思想家们用下围棋来作比喻，说明各种各样的道理。
我们也能从中体察到下围棋的益处。

围棋是由简单到复杂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我们古代的先民们在打猎之
余，用石子摆在地上，模拟着：“这是野兽”，“这是围攻它的人”；以后
有了战争，人们又模拟着“这是敌军”，“这是我军”。久而久之，这种游
艺活动就发展成了围棋。从围棋子只分黑白两色，没有等级之分，可以看出，
围棋萌芽在阶级分化之前。《大英百科全书》说：“围棋已有四千多年历史”。

在古代，除了娱乐，围棋是被当作一种启迪智慧的教育工具的。正因为
围棋能够启发智慧、陶冶性情，所以能够历久不衰，今天又得到大力提倡。



第二节  请你预备一副好棋具

要学围棋，首先得准备一副棋子和一块棋盘。什么样的棋盘、棋子好呢？
首先，棋子要没有反光的，棋盘的颜色要比较柔和的。因为下棋时要较长时
间地注视着棋盘、棋子，有反光的棋子和色彩强烈的棋盘，会使下棋的人头
昏脑胀，时间长了，还会影响视力。

古代的棋盘，大都是用木制的，其中最常见的是浅色的楸木棋盘，所以
又叫“楸枰”。楸木的纹理很细，很雅致，因而棋盘又称“纹枰”或“纹楸”。
木制的棋盘搬动起来很不方便，其实，我们下棋时，自己动手用牛皮纸画一
张也很好。

图一就是围棋盘。它由等距离的纵、横各十九道线组成。棋盘上的九个
点，只起帮助识别方位的作用。十九道线，共组成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棋
子就下在这些交叉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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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的大小，通常为一尺二寸见方。为了调整视差，可以划得略呈长方

形，左右稍窄，前后稍宽。
你如果是低年级学生，不妨把棋盘画得小一点。除此之外，在初学的一

段时间里，可以改用十一道线棋盘。这样不仅可以使注意力集中，而且很快
就能下完一盘棋。

棋盘的道数都逢单，因为在这样的棋盘上才能找到一个中心点，形成“中
心对称”。

棋子分黑白两色，不分等级。黑方一百八十一颗，白子一百八十颗。其
实，各有一百五十颗就够用了。成年人在家里下棋，都愿意选择一副重一点
的棋子。但学生们放在书包里，还是质地较轻的塑料子为好。如果用硬纸片
涂上黑白两色做成棋子，也可以使用。



第三节  一局棋要用多少时间？

下一盘棋要花多少时间？这个问题是由棋手的水平和对局的性质决定
的。水平越高，所要考虑的问题越多，所花的时间也就越多。尽管高手们算
得又快又准，但他们下完一盘棋的时间，初学者往往能下好几盘。对局的性
质，可以分为“比赛”和“娱乐”两类。

比赛时的对局，已经变成了一种工作，比赛的级别越高，这种工作便越
艰苦、越需要一丝不苟，呕心沥血。一局棋从太阳出来下起，到太阳落山还
没下完，这也是常见的。现行的全国比赛用时是：每方自由支配时间二小时
四十五分，用完了自由支配时间必须每分钟下一步棋，称为“读秒”。这样，
双方的自由支配时间加在一起就是五个半小时。如果双方读秒，一盘棋下七
个小时是不稀奇的。中日比赛的用时，是赛前事先商定的，以一方自由支配
时间三个小时的居多，这样，一局棋从早晨九点钟开始，午间休息一小时，
最晚也能在晚间七点之前结束。

在日本，目前在大比赛中，用时最长的是一方自由支配时间七个小时，
这样的棋需要两天才能下完。在过去，日本还采用过一方自由支配时间为十
小时、甚至二十小时的棋。而在更早的时候，下棋是不规定时间的。

我们平时下棋，情况就大不相同。平时下的“娱乐”棋，无非是工作、
学习之余下盘棋调剂一下，取个乐儿，这样的棋，大致有半个小时也就可以
了。如果你用一点心，或指望进步，那末有三刻钟到一个小时也就足够了。
初学者切忌许久不下一个子。我们作为娱乐来下棋，应当适当地下得快一点。
有的家长对于子女学棋，出于望子成材之心，往往希望孩子深思熟虑，其实
是不必要的。

但也有些家长，觉得下棋要花费这么多时间，有些望而生畏了，他们在
想：有时间，学什么不可以，用来下棋，值不值得呢？



第四节  花点时间是值得的
——历代开国皇帝爱下棋

花时间下棋确实是值得的。从全国各地围棋训练班汇总的情况看，凡是
来学棋的青少年，下棋虽然花费了时间，但学习成绩普遍上升了。河北省的
怀安县，原先围棋基础很差，前几年刚在小学里开展围棋活动的时候，家长
们担心孩子学棋耽误功课。可是，不久之后，家长们都争先恐后地送孩子去
学棋。最近，怀安县委发出了要在 2000 年建成围棋县的通知，要在全县各个
小学里逐步开设围棋课。

少年朋友们都爱听故事，我们就给大家讲几个我国古代下围棋的故事
吧。

我国历史上有许多朝代，每个朝代都有它的开国皇帝。不管这些开国皇
帝的政治态度怎样，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有本领的，他们要安邦
立国，时间必定是十分紧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之中有多少人爱下围棋，就
可以看出花费时间下棋值得不值得了。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是秦朝，秦始皇大概不会下围棋，因为至
今没有找到他下围棋的记载或传说。汉朝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大概是会下
棋的。在古书《西京杂记》中记载着戚夫人的侍女贾庭兰出宫嫁人之后，说
起汉宫中每逢八月四日，戚夫人陪同汉高祖在竹林中下围棋的故事。

到了三国时期，围棋经东汉史学家班固、经学家马融的提倡，得到了大
发展。魏武帝曹操是个围棋高手。东吴的棋风最盛，《三国志·吴书》记载
着孙策诏吕范下棋的事；在宋本《忘忧清乐集》中，有孙策和吕范下的棋谱。
这棋谱虽说多半是后人假托，但东吴棋风盛行是确切的。

三国归晋，晋武帝司马炎极爱下棋。在《晋书·杜预传》中记载着：杜
预上的表，送进宫时，武帝正在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张华乘机奏请进兵东
吴，一统天下，得到了武帝的应允。

南北朝时期，是围棋大发展时期。南朝的宋、齐、梁、陈，历时一百七
十年，五个开国皇帝都爱下围棋。其中梁武帝最为有名，他不仅和大臣们时
常下棋，而且还亲自写了《围棋赋》，著了围棋书。除此之外，还下令由柳
恽、陆云公评定全国下棋人的等级。当时合格的人有二百七十八人之多，可
说盛况空前。

唐高祖李渊也是十分爱下棋的。在《旧唐书·裴寂传》中，说他当太原
留守的时候，常在晋阳宫中和裴寂下棋。

唐朝真正的开国皇帝是李世民。他爱下棋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且当时这
一帮棋友都帮李世民起事，为唐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功劳。

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有和陈抟老祖下棋赌华山的传说。他的弟弟宋
太宗赵光义，不仅善下棋，还将文楸棋枰和水晶棋子赐给吴越王钱俶，并说，
“我在处理国事的空余时间，时常下棋，你也可以用它来消闲。”宋太宗还
时常做了棋势让大臣们解答，弄得大臣们十分头痛，只得上表乞免。

明太祖朱元璋有和功臣徐达下围棋输掉一座楼的故事。这座楼至今还
在，就是南京莫愁湖公园里的胜棋楼。

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历代的开国皇帝中，除了历史久远不容易
考证的和在边远地区长大的以外，几乎都爱下围棋。看来，他们都不怕下棋
花费时间。



第五节  第一手棋下在哪里好？

围棋是由两个人对弈的，除了较大的比赛以外，通常不需要裁判员。对
弈双方，一方拿黑子，一方拿白子，由黑方先下第一步，接着由白方下第二
步。以后交替进行，一次只能下一着棋，无论吃子与否，都不得连下。

棋子必须下在交叉点上，不得下在格子里。棋子下在棋盘上以后，不能
移动，除非被对方吃掉时才能从盘上取去。

面对着空棋盘，黑方的第一手棋下在哪里好呢？
初学者最容易想到的是图二中的 1位。这步棋雄踞中原，其影响波及四

面八方，仿佛整个棋盘都被它占领了。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用一个棋子
占领整个棋盘，这是不切实际的。盘上最好的据点是在四个角上。有黑点的
地方称为“星”，A位称“小目”，B位称“目外”，C位称“高目”，D位
称“三三”，这些位置都是最好的据点。行家的行话是“金角、银边、草肚
皮”。为什么角比边好，边比腹好，其中的道理后面我们还要讲。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图二。横排的阿拉伯数字和竖排的中文数字，是
为了看棋谱的方便而附加的。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识别棋子的方位，例如 E
位称“6三”，F位称“3八”。这样我们在看棋谱中的解说时就方便了。但
在新式的棋谱上，已经不再标这样的号码。

棋盘上的角、边、腹，没有明确的界限。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10_1.bmp}
四个角以自然方位称为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左上角。
四条边，称为右边，下边，左边，上边。
如果你和高手下让子棋，就应当由你主动把所让的子放在盘上。高手说：

“让四子，”你就把四个子放在四个角的“星”位。“星”又称“四四”。
比较难放的是被让三个子，这三个子占据三个角的“星”位，但必须把左上
角空出来，因为这个角就是对方的右下角，空着它，让对方可以不用费力就
在自己右手旁下子，这是一种礼貌。

如果被让九个子，就把盘上九颗星都放满。被让八个子，就把正中这颗
星空出来，这颗星的名字叫“天元”。被让七个子，该空出上边和下边的两
颗星；让六个子就再把“天元”空出来。

如果在对子棋中你拿黑子，你的第一手棋应该下在右上角。这同样是谦
虚的表示，好让对方不费力气地下在他的右下角。围棋是文雅的娱乐，在学
棋之初，懂得一点有关礼貌的常识，对于少年朋友来说，尤其必要。



第六节  棋子是以“气”生存的

棋盘好比一个大战场，棋盘上纵横的各十九条线，称为“路”或“道”。
它象征着道路。一颗子下在交叉点上，前后左右都有道路可通。和这个子相
邻的交叉点，称为“气”。

请看图三：
右下角这颗黑子，有箭头所示的四口气。这四个点，是这颗棋子的出路。

A、B、C、D四个点，不是这颗棋子的“气”，斜角是不相连接的。
人的生存要靠呼吸空气，棋子同样要“呼吸”，“气”就是棋子赖以生

存的“空气”。棋子失去了“气”，就不能再留在棋盘上，必须及时取去。
盘上的一切战斗，全都围绕着“气”展开。

下边四颗白子中间的那颗黑子，它的四条通道都已经被白棋堵死，这颗
子已经没有“气”了，就应当从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12_1.bmp}盘上取走，术语叫
“提”。在这颗子的右上角和左下角虽然都有黑子，但他们之间无路可通，
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

提子后就变成上边那个图形，中间那颗黑子被吃掉后，留下一个空格。
提子的过程是和堵塞最后那口“气”的棋子落到棋盘上同时进行的。在实际
对局中，是先下子，然后把被吃掉的子“提”起来。

左下角那颗黑子，已被白子团团包围，能不能把它“提”去呢？现在还
不能，因为它还有一口“气”。要“提”掉这个子，就得在这里再放一个白
子。

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不管对方的子力有多么强大，不管包围圈有多
么严密，只要棋子还有“气”就能在棋盘上生存，一直生存到失去最后一口
“气”的时候。

左上角，被三面包围的那颗黑子，只余下最后一口“气”了，岌岌可危。
这颗黑子称为被“打”。被“打”的子，如果不去救应，就会被“提”。

右上角，黑 1救出了被“打”的那颗黑子。黑 1和那颗黑子连结在一起，
成为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现在已经有了三口“气”。黑 1对那颗黑子来说是
延长，术语叫“长”（cháng）；从“气”上来说，叫“长气”。黑 1又是向
棋盘边上延伸，棋盘的中腹好比是天，棋盘的四条边好比是地，向边上延伸，
又称“立”。右边三个黑子连结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共有八口气。
这样的子永远不能分离，只能整体被吃。

无论子数多少，如果他们的气全部被堵死，那末，这些棋子都将被吃。
请看左边，白 1落下去，就能把三个黑子“提”起来。

到此，我们已经懂得了怎样吃子；懂得了“气”是棋子的生命线。



第七节  “棋形”“位置”和生命力

懂得了“气”，也就懂得了吃子。我们都想把对方的棋子吃死，而不想
自己的棋子被吃。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得注意棋子的生命力。棋子
的生命力是由棋子形态和棋子所处的位置来决定的。这两者直接关系到棋子
的“气”。

请看图四：
右上角，三颗黑子排成一直线，它们共有八口气，需要八个白子才能把

它们“提”掉。
右下角，三颗黑子拐了个弯，就只有七口气了，这样的棋形比右上角白

白损失了一口气。
右边，四颗黑子团在一起，它们只有八口气，这样的形状，比右下角的

形状更坏。下边，四颗黑子有十口气。
对比之下，我们可以明白，“棋形”与生命力有着直接关系。我们要使

棋子不被吃，就要注意棋形，不要将棋子团在一起。
一位高手一走进围棋训练班，尽管班里有几十局棋在同时进行，他只要

在班里转一圈，就能告诉你，哪几盘棋的水平比较高一些。他是凭什么来判
断的呢？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15_1.bmp}就是看棋形。
凡是挺拔的棋形都是好形，凡是团在一起或支离破碎的棋形，都是坏形。
读到此处，有些小读者不免想到到高手们的棋谱中去学习一些“棋形”。

打开棋谱一看，马上发现了问题。原来高手们下的棋和本节中所说的不大相
同，他们的棋形有的象图四中左上角的黑子和左下角的白子那样，这是为什
么？

原来，在周围没有敌子的时候，棋子与棋子之间的步子还应当迈得大一
些。左上角与左下角是空旷处的好形；连成一根棍子是双方搏斗时的好形。
有句俗语叫“接成棍子气最长。”除了注意棋形以外，还要注意棋子的位置。
图五中下边的五个黑子并排在二路上，不但占地很少，而且生命力也不强。
通常，不应当把棋子下在一、二路上。棋子下在一路上最不好，其次便是二
路。

请看图五：
左边，黑 1下在一路上，经白 2、黑 3、白 4⋯⋯黑子如果不及时走到二

路上来，这队黑子就会被歼。
上边，一颗黑子在二路上，遭到三颗白子的攻击，这颗黑子已经无法逃

走了。黑 1如立，白 2追打，黑棋只能增加损失。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17_1.bmp}
右边，一颗黑子在三路上，同样遭到三颗白子的攻击，黑 1即可以立下，

白 2挡时，黑子下在 3位，还能长出气来。
现在请看右下角，两颗黑子与一颗白子短兵相接。又轮到黑子下，你打

算在 A位打，还是下在 B位打呢？既然棋盘边上不容易长出气来，就应当把
对方的子往棋盘边上赶。所以，应该在 A位打。如果你在 B位打吃，那末，
你还得补一补课。

懂得了“气”和“吃子”，“棋形”和“位置”，你就可以找个对手大
杀一阵了。在对杀之中，你不仅会熟练起来，而且还能得到乐趣。比起看围



棋入门书来，可有意思多了。



第八节  “眼”——禁入区

当我们开始下棋的时候，遇到有些图形，可能会产生疑问。请看图六：
右上角：四颗黑子提掉一颗白子后，留下一个空格。在这个空格里，白

方能不能下子呢？按规则规定，是不能下子的。
请看右下角：白 1放在这里，本身已经没有“气”了。没有气的棋子不

能在棋盘上生存，将被无条件“提”去。提去后仍变成右上角的形，白 1下
在这里就毫无意义。因而作出规定，不许在这里放子。无论这个空格是提子
后形成的，还是末经提子，自己围出来的，对方都不准往里面下子。

这个问题刚解决，第二个问题又来了，请看左下角：六个黑子围得了两
个空格，在这两个空格里，白方能不能下子呢？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实践一
下来解决。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19_1.bmp}
左上角：这就是左下角的图形，在空格里放了一个白子，事实证明这颗

白子还有一口气，是可以在棋盘上生存的，因而，这颗白子是可以下的。现
在有了这颗白子，在剩余的那个空格里，白方却不能再下子了。如果再下一
颗白子，两颗白子就都没有“气”了。

由于规则规定不准自杀，因而产生了禁入区，术语叫“眼”。现在再看
右边，三颗白子包围着黑 （“ ”与普通子无任何区别，只是为了醒目，
用“ ”标出）一子，白方能不能在那个空格里下子，吃掉黑 呢？答案是
可以在这里下子。请看下边，随着白 1这颗子落下去，黑 就被吃掉了，黑

一经吃掉，白 1也就获得气了。提子后就变成了左边的图形。现在，最难
解决的问题出现了：根据前面讲过的道理，这时黑子又可以在那个空格里提
去那个白子。可是提子后，不就又是右边的图形了么？于是白方又提过来。
双方各不相让，这盘棋就永远下不完了。这种情况叫“打劫”，围棋规则对
此作了特殊的规定。下一节就讲这个问题。



第九节  “打劫”的特殊规定

对于上节说到的情况，围棋规则作了这样的特殊规定。见图七：
右上角：黑 1提去一个白子，称为“提劫”。这时，白棋不得马上回提，

必须在盘上别处下一手，逼对手应着后，才能在打劫之处回提过来，这个过
程叫做“找劫”和“应劫”。

“找劫”的这手棋，必须攻击对方必应之处。例如图七中，白 2要冲垮
黑阵。白 2这手棋，就叫“找劫”。这时，允许黑方有两种选择，分别见图
八与图九。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1_1.bmp}
图八：白 2“找劫”时，黑方并不是非要“应劫”不可，规则允许黑方

在 8位“粘”（将自己的棋子连接起来称“粘”）。同时也允许把这手棋下
在盘上除禁入区之外的任何地方，例如 A位“打”。再如 A位原先有黑子的
话，黑方还可以在 B位提去一颗白子。无论黑在 3位粘，还是在 B位提子，
右上角的劫就被解消了。黑 3被称为“不应”，整个过程称为黑方“劫胜”。
黑方劫胜，付出的代价是，让白棋在其他地方（例如左上角）连下两着棋（即
白 2、4）。

黑方如果觉得在左上角损失过大，那末，他也可以采用图九的下法。图
九：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2_1.bmp}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2_2.bmp}
黑 3 称为“应劫”。这时，白 4就可以提劫了。白 4提后，就轮到黑棋

去“找劫”了。黑 3 这步棋，也可以走位在 A，或盘上除了禁入区以外的任
何地方。只要黑 3不去消除那个劫，白 4均可提劫。

由于规定了一方提劫后，一方必须间隔一手或几手后才能提劫，在对方
“找劫”时又可以将劫解消，没完没了的相互提子就不会出现了。这样，不
仅解决了难题，而且使围棋增加了难度和趣味。为了在打劫时不发生纠纷，
还得补充这样两点说明。请看图十：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3_1.bmp}
右上角，黑 1没有提去白子，直接放进空格里，这不同于“提劫”，叫

做“抛劫”。这时，白 2可以马上提过来，由黑方去找劫。
左上角，黑方在找劫的时候，和白方一连走了许多回合，但只能作为一

次找劫。也就是说无论一连走多少手，只换来一次提劫的权力。但是，你如
果把这些棋分开来下，一个回合后提一次劫，那末，同样下这么几手棋，可
以换取好几个提劫的机会。

右下角，黑 1提了白方二子，白棋能不能马上提回来呢？
答案是可以回提的。因为黑 1提子后，就变成了左下角的情况：白 2回

提过去，并不会产生彼此互吃，没完没了的情况。
在棋盘上凡是可以用实战解决的问题，就用实战解决，不作硬性规定。
右下角的情况称为“打二还一”；下边的图形称为“打三还一”⋯⋯无

论打几还一，均可随即回提。



第十节  练练眼力

初学下棋的人，往往急着想知道什么是“死棋”，什么是“活棋”，怎
样计算胜负。

其实，这是不必着急的。当前要急于解决的是练练自己的眼力。因为对
局中必定要经过一个吃子过程。在两人相互吃子的战斗中，眼力的好坏是最
重要的，不但要看到怎样去吃对方的子，还要顾及到自己的子会不会被吃。

在对局的时候，切忌用手指头比比划划来帮助自己计算，必须完全依靠
默算。通过默算，不但能使我们提高棋艺，而且能锻炼我们的默算能力和思
维能力。

现在我们就来锻炼一下眼力，在锻炼眼力的同时，又能使我们逐步了解
双方对攻的一些规律。

请看图十一：在四个角上，有四个图形，每个图形图十一{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5_1.bmp}都是轮到黑方下子。请你仔细看
后想一想，黑棋应当下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这样下？为了便于思索，你不
妨按照右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左上角这样的方向由浅入深地解答。

答完了上图，请看图十二：在这里同样有四道题，仍然按照右上、右下、
左下、左上的顺序来思索，但不同的是都轮到白方下。解答过后，还要你摸
索出一条{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6_1.bmp}规律。如果你自信
答对了上图的四道题，那末，对于图十三中的四道题，你也就不会觉得困难
了。图十三：均为白先，你打算怎样下？

现在，我们看了十二道题了。如果你都能答对，不仅说明你眼力不错，
而且证明你很有联想力。因为一些内容在前面的章节里并没有讲过，是你自
己摸索出图十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7_1.bmp}来的。

如果你能答对一半，那末，相信你在读完本章之后，就已经学会下围棋
了。

如果你答对的题不足四道，那末，你一定得去买一副围棋，边下边学才
能学会。不过你不必灰心，陈毅同志说：“围棋易学难精，愈精则趣味愈浓。”
当你感到下围棋很有趣味的时候，你的棋艺就会突飞猛进的。



第十一节  对攻原则（习题解答）

现在请看答案。图十四是解答图十一的。
在图十四中：右方的两道题，是让我们看清棋子与棋子之间是否连接上

了。这是初学围棋时最先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只要细心
就行。下围棋是件细致的事情，马马虎虎看一眼就下子，往往要出毛病。有
小部分读者看到右上角这道题的 A位和 B位可以吃死白子，就迫不及待地吃，
结果“啊呀”一声，原来白子下在 1位可以提掉三个黑子。

棋子与棋子之间，斜角是不相通的。但斜角有子时，容易产生“已经连
上”的假象。

既然不相通，1位连接是唯一的答案。
右 下 角 的 情 况 与 右 上 角 相 同 ， 只 是 更 容 易 产 生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29_1.bmp}错觉。
左下角的这道题，白子马上要在 1位提掉黑子了，黑棋应在 1位粘接。

粘接之后，黑棋长出气来了，可以在 A位吃右方两个白子或在左方 B位吃一
个白子，两者必得其一。黑 1是正解。

左上角这道题，黑 1打是正解。前面的几道题，都让你去救应黑子，本
题却问你怎样丢弃救不了的子最便宜？答案是在 1位打，使自己外围的棋子
连结起来。如果你不在 1 位打，而于 A 位立，那末，白在 B 位打，甚至在 1
位冲出，你只会增加损失。这就叫“逢危须弃。”图十五是解答图十二的。

在右上、右下、左下三个角上，黑白双方被困的棋子的气都相同，这时
白方应当赶快“紧气”（填掉对方{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0_1.bmp}的气，称“紧气”或“收气”）。
结果均为白胜。

总结这三个图，我们可以得出气数相同先下手者胜的规律。而且也使我
们认识到，决定对攻胜负的，不在于“子”的多少，而在于“气”的多少。

左上角的图，是提醒我们在对攻中要注意自己的毛病。白 1粘是正解，
四个白子被吃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急于在 3位“收气”，被黑在1位“提通”，
白棋的损失就更大了。

前三道题是一连串的收气，这道题却转换了一下，来考一考你的头脑是
否冷静、灵活。在激烈的攻杀中，仍然能保持头脑的冷静，是好棋手必备的
素质。

图十六是解答图十三中下方两道题的。上方两道题留待下节介绍。
白 1粘，是唯一的正着。它告诉我们，连接是杀气的法宝。棋子一经连

接后，气就长了。如果这里不{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1_1.bmp}
去连接，被黑棋占据，便成图十七。两相对照，有天壤之别。

通过对照，我们又明白了一条棋理：“棋贵连、切忌裂”。连接在一起
的棋，势如万里长城；四分五裂的棋，犹如点点残雪。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2_1.bmp}



第十二节  “真眼”和“假眼”

下棋要做眼。但眼又有真假之分，什么算是“真眼”，什么算是“假眼”
呢？请看图十八，这是图十三上方两题的解答。

右上角，白 1“团”（“团”，是一种做眼的方法，也称“圆眼”），
是正解。一“团”之后，使 A位这个眼成为“真眼”。黑方在 A位下子无法
吃去白棋，A位也就不许黑方下子了。“真眼”是一口“永久性的气”。{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3_1.bmp}

右下角，白 1急于切断黑方三子，招致黑 2“挤”，白方的眼变成了“假
眼”。由于白方有两个连着的“假眼”，三个白子已经无法救回去了。“假
眼”不是“永久性的气”。

左下角，白 1长，不是正解。这步棋虽然使一个白子脱险了，但没有注
意黑方有“假眼”的弱点。在初学者中，错把假眼当真眼的情况是经常发生
的。你如果看到了类似情况，切莫大惊小怪，要让对局者自己去发现才有意
思。养成观棋不语的习惯十分重要。

左上角，白 1提，是正解。一提之下，白子全都通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真眼”和“假眼”有本质的区别。“假眼”其

实不是“眼”。我们通常所说的“做眼”或“眼”都是指“真眼”而言。
我们必须弄明白什么样的“眼”算“真眼”，什么样的“眼”算“假眼”。
凡是“假眼”，到了一定的时候，对方就可以在这个眼里下子，吃去自

己的一部分棋子。
凡是“真眼”，不管什么时候，对方都无法在这里吃去自己的一部分棋

子，除非是整体一起吃去。如果一块棋有了两个以上的“真眼”，对方就无
法在这里下子吃去自己的棋子了。

请看图十九：
右上角，七个黑子围成一个真眼，白方无论如何都无法吃去这七个子中

的任何一部分。
右下角，白棋把这七个子团团围住，白 1把它提起来，也只是整体消灭，

而无法分而食之。
左下角，这里的黑子，有一个真眼，两个假眼。对于假眼，白棋是可以

在这里蚕食的。当然，目前白棋还不能在假眼中下子，先必须收掉黑棋的气，
其过程如左上角。

左上角，白用 两子，收掉了黑子的气。接着，就可以在 A位提黑四子
了，接着又可以在 B位提两子。如果黑棋预先在 A、B位连接，假眼就自然消
亡了。

据此可知，假眼与真眼根本不同，假眼不是眼。假眼再多，都会消亡的。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5_1.bmp}那末，有没有一目了然

地识别假眼的要领呢？
当然有的。这就是看一个眼有几个“肩膀”。请看图二十：
右上角，四个黑子，围得一个眼，留下 A、B、C、D四个“肩膀”，在这

四个“肩膀”中，黑方必须占据三个，这个眼才是真眼。否则就是假眼。
右下角，相邻的两个“肩膀”被对方占领，这个眼，{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6_1.bmp}就成了假眼。
左下角，对角的两个肩膀被白占领，这个眼同样是假眼。



右边，三个黑子围一个眼，留下两个肩膀，必须全部占领，才是真眼。
下边，黑棋占领了这两个肩膀，使五个黑子连成一个完整的整体，棋盘

外面的两个“无形的肩膀”在为你服务。
左边，一个“肩膀”被白占领，白 1打，接着就能提去一个黑子了。棋

盘外的一个无形的肩膀在为白棋服务了。
左上角，这里只有唯一的一个肩膀，黑占领 位便成真眼，白占领 位

便成假眼。
明白了“眼”和“肩膀”的关系后，无论局势有多乱，气数有多长，只

要数一数肩膀，就可明白这个眼是不是真眼了。



第十三节  “死棋”和“活棋”

明白了真眼和假眼，就可以弄懂什么是“死棋”，什么是“活棋”了。
俗话说“两眼活棋”。这句话，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它的原意是凡是吃不掉的棋就是活棋。什么样的棋吃不掉？具有二口以上“永
久性的气”的棋吃不掉。因为一人一次只能下一步棋，你永远无法填满两口
“永久性的气”。

请看图二十一：
右上角，黑子虽被团团围住，突围的希望一点也没有了。但白棋却无法

杀死黑子，因为黑子有两个眼，这{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38_1.bmp}两口永久性的气是无法灭掉的。
这块黑棋便是活棋。

在上节中说过，一个眼要有三个肩膀。这里的两个眼怎么都只有两个肩
膀呢？原来他们各自的第三个肩膀就是对方的眼。这两个眼相互依存，称为
“相思眼”。关键在于这两个都是真眼，如果有一个是假眼，相互依存的关
系就不能成立。

右下角，这里黑子虽然不多，但却借助盘角与盘边，构成了两眼活棋。
最小的两眼活棋，需要六个棋子，占据八个交叉点，俗称“仙人活八着”。

左下角，这里的黑子，乍看有许多眼，但只有角上一个是真眼，其余都
是假眼。假眼再多也代替不了真眼。这块棋，是死棋。它终究要被吃。

左上角，这就是左下角那块棋终究要被吃掉的示意图。
在实战中，白方是用不着这样一手手去吃黑棋的。只要不被黑棋突围，

规则规定：“凡是死棋，在计算胜负时，应当无条件取去。”这一块地方就
都是白棋的了。本来已经是自己的地方，再一手手去围，就是浪费下子的权
利。如果你这样做，就等于打猎归来，再往死獐死鹿上开枪。

为什么对于死棋不必再去一手一手把它提起来呢？这取决于“死”的不
可避免性。请看图二十二：

右上角的图形，就是图二十一中左下角的图形。白棋如果不下子，允许
黑在 1、3两处冲，白分别以 2、4挡住。这样，同样起到了收紧黑气的作用。
以下黑如连走 5、7、9、11、13，这些棋的本质也都相同，都是在收紧气。
这些位置，黑方占领与白方占领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因而也就失去了去占
领的意义。这一过{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0_1.bmp}程，说明
了这些棋子的气，迟早是要丧失的，假眼迟早要消亡的。所以可以放在下完
之后再去处理。

对于角上那两个假眼，比较容易迷惑人。请看右下角，白 1提后，下一
手可以在这里粘劫，但黑棋找个劫材，可以象左下角那样提过来，这不是打
劫么？

其实，只要白棋外围不出毛病，这样的劫也是不必打的。因为黑棋提过
来之后，是不能粘劫的。如果粘劫，就会变成左上角的图形，白 1轻而易举
提起黑子。

以上数图说明“气”的消失和假眼消亡的不可避免，说明了对已死的棋
不必再去收气。并证实了“只有持有两口永久的气才是活棋”。这一定义跟
“两眼活棋”稍有区别。

请看图二十三：



右上角，被困的黑白双方都没有眼，但各有二口气，这两口气又是双方
共有的，称为“公气”。如果你想在这里堵去对方的气，结果同时也堵掉了
自己的气。请看右下角。

右下角，黑 1想吃白子，结果反被白 2提掉。反之白方先在这里下子，
也会被黑棋吃去。因而凡遇右上角情况，双方谁也不肯下子，这两口“公气”，
无形之中变成了“永久性的气”。黑白双方都依靠这两口气而生存，称为“公
活”，“双活”或“合活”。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2_1.bmp}
左下角，黑白双方各有一个眼，一口公气。谁也不愿在“公气”里下子，

结果同样是“双活”。
左上角，两边的白棋均有一眼，中间的黑子却无眼。却仍然是“双活”。

“双活”是双方都活，不可称为“三活”。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死棋”，什么是“活棋”。下一步就是

怎样使自己的棋做活，把对方的棋杀死的问题了。



第十四节  “做眼”和“点眼”

“做眼”和“点眼”既是一种基本常识，又是一种高深技艺。擅长做眼
和点眼对棋艺水平的高低起着极大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3_1.bmp}的作用。我们要学习做
眼和点眼，首先要明白什么叫两个眼。

请看图二十四：
右上角，黑子围得两个空格，能算两个眼么？
这显然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你实践一下就能知道了。
右下角，就是右上角的棋形，两口外气迟早要收掉，黑收白收都一样。

接着白 1“扑”（“扑是把棋子送给对方吃），下一手就要在 2位提黑子，
黑方只得在 2位提。一提之下，黑棋眼位缩小了，白方随即在 1位回提。所
以，连着的两个空格不是两个眼。

左下角，吃死两个白子，同样不是两个眼。因为外气紧完后，黑势必提
两个子，就变成二个空格了。左上角，吃死三个白子能不能算两个眼呢？请
看图二十五：

左上角，外气紧完后，黑 1势必提。这时便成为右上角的图形。
右上角，白 2点，使黑无法做成两个眼。白 2这步棋称为“点眼”。
右下角，白方忘记了点眼，黑 1占据这个要点，就成为两个眼了。只有

两个分开在两边的空格，才算两个眼，连在一起的空格是会“变”小的，不
能算作两个{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5_1.bmp}眼。

左上角吃住三个直着的白子，提子后形成三个直着的空格，称为“直三”。
“直三”，点一手死，补一手活。但习惯上将直三称为死棋。因为右上角的
情况是必然发生的，右下角的情况是不易发生的。

左下角，这个形称“曲三”，黑 1同样能补活，但习惯上也称“曲三”
为死棋。

现在，我们自己来判断一下，图二十六中的一些棋形，属于死棋还是活
棋。在识别这些图形的过程中，我们能摸到什么规律？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6_1.bmp}



第十五节  做活要领——占据中心点

判断什么棋是活棋、什么棋是死棋，你最先想到的，也许是看一看这眼
位有多大？眼位大的是活棋，眼位小的是死棋。这种方法虽然有时能应验，
但不是本质所在。看一个大眼能否分成两个眼的关键在于：看它有没有中心
点？是一个还是两个？

请看图二十七：
右上角，黑子称“直四”。“直四”有四个空格。“直四”有两个中心

点，是活棋。黑棋不必去补。白 1点入，黑 2应后，仍可将眼位分为上下各
一个。相反，白在 2位点，黑可在 1位做成两眼。只要对方点入时，你及时
应着，是不会被吃死的。如果被白子连走 1、2两处，那就死了。在做活时，
必须注意争夺中心点。

右下角的黑棋，虽然也围得四个空格，但这四个空格团在一起，称“方
四”。“方四”连一个中心点都找不到。即使黑棋先下，也无法补活。黑 1
准备做成两眼，白 2点入，黑即无法做成两眼。

左下角的四个空格，样子象个笠帽称为“笠帽四”。“笠帽四”只有一
个中心点。黑 1占据这个中心点，是补活的唯一一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8_1.bmp}
左上角这个形，称为“刀板五”。别看它空格多，同样只有一个中心点。

黑 1补后才活。需要补活的棋如果不补，其后果请看图二十八：左下角，白
1 占据中心点，这块黑棋就死了。黑棋如果去吃这颗白子，眼位就会越走越
小。黑方最好的办法是不予理睬，让白棋来吃黑棋。不过在本形中，白棋是
有法吃死黑棋的。请看：

右上角，黑方不动手，白可以走3、5两手，这时，黑就非提白子不可了。
黑棋的“笠帽四”就变成了“直三”。最终因眼位越变越小而被提。

这个眼位变小的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对局时，白方也不必花功
夫去吃它。只需白 1一点，这块黑棋在终局时就可无条件取去。在这里要强
调，只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49_1.bmp}在终局时才能取
去。不到终局的时候，凡是有气的棋都有生命力，不能随便取去。左上角的
“刀板五”，白 1点后，以后可以缩小为“笠帽四”，再缩小为直三或曲三，
怎样缩小法，请自己验证。右下角的图形，也许会叫你为难。这算是死棋还
是活棋呢？站在白棋立场上的人会说：“你来吃我，你不就变成‘直三’了
吗？我再一点把你点死。”可是，站在黑棋立场上的人会说：“你来吃我吧？
我把你提起来，变成‘直四’，活了。”双方都有道理，僵持不下，是双活。



第十六节  各式各样的常见死活棋

什么样的形状是活棋，什么样的形状是死棋，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十分
熟练。如果你让对方的死棋走活了，自己的活棋走死了，损失就十分巨大。
死活棋必须一眼看清，不然，一旦疏忽，后悔就来不及了。

也就是说，你如果遇到图二十九中的各种图形，你得决定补棋还是不补。
若补，应当补在哪里？

一旦我们的水平提高了，老早就应考虑好，该不该走成这样的图形？自
己在这一局部的变化中能不能取得先手，还是要落后手？图二十九：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1_1.bmp}
这里一共有九个图形。各图都是白棋捕获了几个黑子。黑棋又把白棋松

松地包围起来了（为了不使盘上显得零乱，我们把黑棋的大包围圈省略了）
现在请你从右上角开始，逐题解答。然后，在本节的末尾对照答案。

对于图二十九中的种种形状，有的在前面已经讲过，有的还没提到，如
果我们有个死活一览表，那就不难解答这些题了。

请看图三十，这里都是活棋。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2_1.bmp}
活棋的空格至少要有四个，形状成长条的要比团在一起的好。
右上角称“直四”，右下角称“曲四”，下边是一种比较少见的“曲四”，

它们都是一目了然的活棋。
左下角是“直五”，左边是“曲五”，当然更是活棋了。
左上角称“板六”，它有 A、B两个中心点，也是活{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3_1.bmp}棋。但请注意，没有把这个“板
六”画在角端，这是有道理的。

图三十一：本图中列举的都是死棋。其中“直三”“曲三”“笠帽四”
“刀板五”我们早已认识了。

下边这个形称为“花聚五”，左边称为“拳头六”是最大形状的死棋（指
空格中没有缺陷的情况下）。

左上角称为“盘角曲四”，这个曲四，弯曲的地方正好处于角端，是个
十分特殊的曲四。这是个很特殊的死棋，叫做“局终乃亡”。在图三十二中，
我们将仔细说明。

为什么要把补一手能活的形称“死棋”呢？这是因为我们列举的这些情
况都是一瞬间出现的。例如左边的“拳头六”，它在盘上往往以上边的姿态
存在。当黑提子后，势必轮到白方下。白方点入，黑棋便死了。

图三十二：
左上角，盘角曲四一般是由这样的形式发展来的。黑棋如果去吃白棋，

马上要变成“直三”，黑棋无法去吃白棋。于是，白棋也不急于吃黑棋。白
棋可以不慌不忙地将黑棋外气全部收紧，再把盘上的“劫材”全部补净。这
就变成了右上角模样。等一切准备工作都齐全了，才在 1位打吃，黑 2必须
提子，这就成了右下角模样。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5_1.bmp}
接着，白 3点，黑 4只能“抛劫”，白 5先手提劫。只因盘上白棋一切

毛病都已补净。黑棋打劫虽可连走两手棋，但仍然一无所获。所以“盘角曲
四”称为“局终乃亡”或“劫尽棋亡”。



但如果遇见类似左边这样的一个双活，白棋就无法补净劫材了（黑牺牲
双活，可获得一个劫材），这时“盘角曲四”也就不是无法补救的死棋了。
但这是一个千盘难逢的例子。你如果万一遇上，请参阅我国的《围棋规则》，
本书不作专题介绍了。

左下角，这是角上板六，白 1点后，经黑 2、白 8，这时黑如果脱先，白
可于 4位长，形成“盘角曲四”，因而，黑 4必须扑入，形成争劫。如果在
黑方完全没有外气的场合，白 1可改在 2位点，黑 1位夹（即用两个子把对
方一个子夹在中间），白 5位立，黑无法做眼。所以角上板六也是非常特殊
的棋。

到此，我们可以解答图二十九的问题了。
图三十三：
右上角，白若不补，黑很容易做成“曲三”。白 1打，是补活的关键之

着。黑两子无法粘接。因为在这里再放一个黑子，将使黑子完全失去气，是
违反规则的。这是个眼睁睁不许连接的图形，仿佛这两个子“胀死”了，叫
做“胀牯牛”。“胀牯牛”是一种巧妙的做活手段。过早去动“盘角曲四”
就可能形成“胀牯牛”（参阅图三十四右上角）。

右边，白 1是活棋的中心点，由此一着，成为双活（黑欲吃白，白提黑
后，将成曲四）。这里如果被黑占领，将成“刀板五”。

右下角，这块白棋已经死了，不值得再补，因为即使提黑四子也是“笠
帽四”。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7_1.bmp}下边，虽比右边多一空
格，白 1仍是要点，有此一着，方成双活。

左下角，白 1十分紧要，占据这个要点，把黑子提掉后将成为“曲四”。
如果黑先提白一子，白回提后，空格更大（“眼位”更大）。这里如被黑棋
占据，就变成“刀板五”了。

左边，白棋吃死了黑方一朵“梅花”，但仍然做不出眼来。白棋如果去
收气吃黑棋，势必变成“花聚五”，白棋若不去收气，黑棋是可以向白收气
的，最后将成为“拳头六”。请参照图三十四。

左上角，白子已经死了。如果白在 A位补一手，将成为“盘角曲四”。
上边，白 1是要点，有此一着，将来提黑四子成“曲四”。
此处被黑占领，即成“刀板五”。
中腹，这块白棋活了，将来提掉黑六子可以做成两眼。如果黑方占 A位

成为“连环七”，是活棋。凡是完整的眼位，超出“拳头六”的都是活棋（但
A位仍是价值很高的棋，请看图三十四）。

图三十四：
右上角，黑方尚未收紧白棋外气，急于走“盘角曲四”，这无异是在帮

白棋的忙，叫做“凑着”，白 2提，活了。续见右下角。
右下角，提子后，黑 3点入，白 4抛劫，黑 5提时，白方不再需要打劫，

只需在 6位打，就成为胀牯牛了。
左边，当白棋只剩下二口外气时，黑 1团，白 2非管不可，黑 3紧气，

白 4必须先下手。这时，黑 5粘是关键之着，白 6提，变成“拳头六”。
上边，“拳头六”是死棋，黑 1点入即杀。白 2、黑 3，白无法做成两眼；

白 2若脱先，黑可做成“刀板五”。
中腹，“连环七”已无法点死，至黑 5成为双活。如果当初白在 2位多



一子，使眼位少一格，反而是净活。双活与净活相比，黑棋多得了四个子。
所以图三十三中白方补一手是有价值的。{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59_1.bmp}



第十七节  要注意断头和缺口

在判断死活棋时，我们要特别注意眼位的缺陷。眼位的缺陷不外乎“断
头”和“缺口”两种。

怎样来识别“断头”和“缺口”呢？实践一下印象最深。请看图三十五：
曲四是活棋，图中各处都是曲四，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0_1.bmp}甚至曲五，他们是活棋
吗？

由于这些曲四都有“断头”，因而它们都不是活棋。请看图三十六：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1_1.bmp}右上角，白 1打吃，已

经吃住了三个黑子，黑棋死了，这是一目了然的。
右下角，白 1打吃，黑棋虽说还能粘，但白棋已经达到了压缩眼位的目

的。做成活棋时，第一要注意在眼位中有没有会被打吃的地方。
下边和左边，在这两个图形中，1位是黑棋的生命线。只有黑方占据 1

位，才能成为双活。现在，白棋占据 1位，黑棋就死了。这个形称为“断头
曲四”。“断头曲四”是死棋，因为它实际上只是直三或曲三。将来收紧气
的时候会产生打吃，黑不得不自填一个空格。

左上角，黑棋除了有个“断头曲四”之外，另外还有个眼位。可是白 1
点入后，黑棋还是被杀死了。这里的变化较为复杂有趣。请看图三十七的详
细说明。

中腹这块棋，比曲四还长一格，可是因为存在被打吃的缺陷，仍会被杀
死。白 1打，黑 2粘，白 3再打，黑棋就死了。

看了上述数例，我们可以明白被对方一挤，往往失去一个空格，被对方
一打，往往要失去两个空格。如果不注意这一点，自以为活了的棋突然被吃
死，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图三十七：
左上角，白 1点后，黑已经无法活了。黑 2若做眼，白 3扑是关键之着。

黑 4提，白 5在 3位回提黑五子。有关白 3这手妙着，在第二章中有专文介
绍。其中黑 2若打吃一子，变化见右上角。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3_1.bmp}
右上角，黑 2打吃，并不能解救危难。白 3打，破眼，白 5再扳（黑白

子互相贴近时，一方从斜角上向对方兜头下一子，以阻止对方的出路，叫扳），
黑死。

如果你不注意对方“空”中的缺陷，白 1象右下角那样扳，黑 2补，就
安然活出了。一着之差，有一大块棋的出入。

左下角，你虽然注意了对方“空”里的缺陷，但白 1手法不对，也属枉
然。通过上述各图不仅使我们对“断头”引起了注意，而且也练习了攻杀的
基本功。现在再来看眼位中的缺口，或称“卡口”，这和前面说的假眼有密
切关系。图三十八：前边说了直四是活棋。图中各例是活棋么？请你仔细想
一想。答案见下图。{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4_1.bmp}图三十
九：

右上角，黑空乍看是直四，但由于有个缺口，即使黑先动手也无法补活。
黑 1粘，先修补缺口。但这样一补，黑空只剩下了直三，白 2居中一点，

黑棋死了。这个形好象直四，实际上连直三都不如。



关于这个形，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清朝初期，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5_1.bmp}一位大国手叫黄龙士。在一次下
棋时，对方下出了这个补不活的形，他为了抢先收气，随手下了一步，却帮
对方补活了，你能猜出他下的那一步么？

右下角，黑空虽然多了一格，但有一个缺口，白 1扑，黑 2提，白 3点，
黑还是死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卡口”要减少两个空格。这个直五
实质是“直三”。

左下角，黑角上已有一眼，但边上四个空格有着两个“卡口”，每个减
少两格，就一格都不剩了。白先动手，这里没有眼。

白 1扑，黑 2提，白 3再扑。1、3之处都成了假眼。黑 2若改在 3粘，
白在 2位长，这样送吃两个子，同样没有眼。

左上角，这里就是送吃两子破眼的。黑 2提，白 3再走 1位，就成假眼
了。

上边，在二路并排着七个子，着实不少，在它们下面有七个空格，但没
有封口，没有封口和“缺口”性质相同，两边两个缺口，减去四格，只余三
格，居中一点就死了。

从白 1到白 5是从预想到实践，分毫不差，黑棋被点死了。这是一个极
典型的死活棋例子，叫做“七子两头扳，一点就玩儿完了”。对于“七子两
头扳”中其余变化请看图四十。图三十九中，中腹那块棋，白 1挤是最干净
的杀着。黑形成六个空格，两个“卡口”。六个空格减去四个，只剩下两个。
虽然轮到黑方下子，但连仙人来都救不活了。图四十：右上角，白 1便是黄
龙士的凑着。被黑 2轻易活了。原来他怕黑棋走 1位做成右下角那样的{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7_1.bmp}“赖皮劫”（即缓很多气的劫）。
这是急于收气造成的失误。

上边，黑 2若立，白 3是最佳的一着，到白 7扑，黑死，而且黑方的气
也最少。

左边，白 1先点是错着，变成了双活。



第十八节怎样计算胜负？

下棋是争胜负的娱乐，怎样计算胜负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但是，围棋
不象象棋那样，以将死对方老将为胜。也不是比吃子的多少定胜负，而是要
在全盘下满之后，看谁占的地方多。这样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主攻目标，计算
胜负也就比较复杂了。由于凡是自己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围得的空地、加
上被吃死的对方的子，都算作自己的地域，所以计算胜负必须建立在弄清死
活的基础上。这也是本书把怎样计算胜负这一节放在本章末尾的理由。

计算胜负的方法，有“数子法”和“填空法”两种。“填空法”又称“数
目法”。我国现代通用“数子法”，古代曾采用过“填空法”。在日本，至
今仍采用“填空法”。数子法与填空法，各有其优缺点。在中日比赛中，如
果在日本比，就采用填空法，在我国比，就采用数子法。现在，我们来看一
看怎样用数子法计算胜负。数子法的原理是，棋盘共有三百六十一个交叉点。
每方各应占据 180.5 个。如果一方超过这个数字就算赢，所以计算时只要数
一方的子就行了。但下对子棋时，黑方占了先下一着的便

宜，所以在计算时，要贴补给白方 子，叫做贴子。双方的子数黑方达到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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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才算和棋，但盘上是不可能出现 子的。贴 子是人为的避免和

1

4
棋的办法。让子棋在计算时，黑方首先要归还白方所让棋子的半数，如让二
还一，让四还二等等，然后再计算胜负。

为了解说的方便，我们丢开贴子，只说“原始胜负”，并改用十一路小
棋盘为例。十一路小棋盘共一百二十一个交叉点，各方该得 60.5 个子。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69_1.bmp}
请看图四十一：这是即将终局时的情况。采用“数子法”的第一步是要

收完“单官”（“单官”就是双方交界处的不能围得空域的着点）。图中的
A、B等处即是“单官”。但 C位一带和 D位，却不是“官子”，因为这里有
一方是死子，所以这里不是双方交界处，而是一方的地域，不必再在这里下
子。

现在，假设黑 A、白 B，各走两手之后，填完了单官，就算终局，可以计
算胜负了。计算胜负又称“做棋”。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0_1.bmp}
“做棋”的第一步是先将双方的死棋无条件取去。这样就形图四十二成

了图四十二。形成图四十二后，需要确定做哪一方的棋。如果确定做黑子，
那末，就将成片的黑子取去，留下方方整整的空格。并将零星的空格填上黑
子。在这个过程中，切不可随便移动白子（只有在极必要的时候才将黑白子
作等数量的位置调换）。做棋完毕，便形成图四十三。图中黑做子 40 个，盘
上余下 24 子，共得 64 子。不算贴子，黑胜 3.5 子。

现在，再介绍“填空法”。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1_1.bmp}
先得说一说“填空法”的原理：因为围棋是相互交替下子的，如果棋子

不被吃掉，双方盘上的子是一样多的。双方的胜负只在于哪方围到的图四十
三空地多，因而只要比一比双方围得的空地就可以了。不过，如果棋子被吃
掉了，双方在盘上的棋子就不相等了。怎样把被吃的棋子转化成空地的形式



反映出来呢？这并不难，只要把被吃的黑子填在黑“空”里，被吃的白子填
在白“空”里。这样被吃一子，就等于少围一个“空”。这样，数子法与填
空法在理论上统一起来了。例如：有一局棋，双方各下了三十个子，又各自
围得了三十个空格，黑棋没有吃死白棋的子，白棋却吃死黑棋五子。用数子
法，黑棋盘上活着的子是二十五个加上围得空格三十个，共有五十五个；白
棋活子三十个，空格三十个，共计六十个，白方多五子；用填空法，将五个
死子填在黑空里，黑空二十五个，白空三十个，白方多五个。两种方法结果
相同。现在，我们仍以图四十一为例，介绍一下填空法的过程。请看图四十
四，这就是图四十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2_1.bmp}
图中黑、白双方提子相等。
在实际对局中，提子均妥善保存，不必计数。但本书是以临终局时为例，

所以必须交待清这一点。怎样证实双方提子相等呢？请数一数，现图四十四
在盘上黑白双方均为 37 子。

第一步，填空法不必收单官，A、B位随便填上黑子或白子都可以（但切
不可往“空”里填子）。

第二步，把对方的死子，拿在自己手里。这样就形成了图四十五。
第三步，将黑方死子填入黑空，将白方死子填入白空（包括早先被提的
子）形成图四十六，并把空地集中，形成图四十七。{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3_1.bmp}{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3_2.bmp}第四步，对比双方的空。结果黑
胜七目，即多七个空点。

我们还记得，前面的“数子法”是黑胜 3.5 子，现在“填空法”怎么变
成黑胜 7目了呢？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4_1.bmp}
其实两种答案是相同的，只是所用方式不同而已。填空法是黑白直接对

比，数子法是取了个中间数，用一方与这个中间数相比。所以差额正好是直
接相比的二分之一。

仍以本局为例，十一道棋盘，共有 121 个交叉点，黑方占了 64 个，白方
必定是 57 个，黑白直接相比，黑胜 7子。

懂得了计算胜负，我们就可以不用第三者帮助，痛痛快快下上几盘了。



第二章  学习常用手法

第一节  “断”和“护断”

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对弈，使自己的棋从一味吃子，逐步悟出一点章
法而变得有些象样了。所谓“象样”，就是棋子有一点连结成队形的样子了。
这时，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断”和“护断”。一队棋，如果与另一队棋相连，
就能变成一队威力极大的棋。

一队棋与另一队棋若被对方切断，往往容易被动，轻则原有的威力减退，
重则处于困难境地，甚至于被杀。

道理是容易懂的，可是，在对局中既要切断对方、又要防止被对方切断，
问题就复杂了。现在我们来学习一点“断”与“护断”的基本手法。眼里有
了棋，临枰对阵，目光才能敏锐。

请看图一：
右 上 角 ， 白 1 切 断 ， 使 黑 方 陷 于 困 境 ， 这 是 一 目 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6_1.bmp}然的。
右下角，黑 1粘后，黑子就安全了。这两手棋的出入极大。
现在的问题在于，象左下角这种情况，白棋需不需要在 A位护断呢？
象左上角那样的情况，白棋能不能在 A位冲，逼黑在 B位应，然后再在

C位把黑子切断？反之，黑先动手，能不能在 D位把白子切断？
对于上述这两个问题，先默算一下，想一想，然后参阅图二。
图二：
左下角，从局部战斗来说，白方是需要补断的。如果不补，被黑 1断后，

白子就要被吃了。白 2只得往下打，双方走到黑 5为止，白棋一子被吃。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7_1.bmp}不过，这个形，白棋的

损失不算严重。所以，从全局的立场来看，有时也可以不补。但就我们目前
的水平而言，知道这个形黑棋可以断吃白棋一子就足够了。右下角，黑 1断
后，白 4从角上挡，是失着。被黑 5、7连爬，角上白子已经死了。

右上角，黑 1断后，白 2在二路打，黑 3长出，这样的战斗对白方更为
不利。

在黑 1切断之时，黑白双方在三路上各有一子，轮到白方先走，为什么
白方作战还是不利呢？

原来，战斗要在角上进行，黑 两子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方两颗白子
却帮不了多少忙。这里的情况是黑强白弱。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补断。

左上角，白 1冲、3断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在左边作战，这里黑强白弱，
黑 4打 6挡，白子就被擒了。

那末，在白 1没有冲的时候，黑棋能否切断白棋呢？请看下图。
图三：左上角，黑 1切断，在上边作战。上边的情况是白强黑弱，白 2

打、4挡，同样擒住黑子。
右上角，白 1随手一冲，然后丢下不走。黑 4断，就可以成立了。这是

因为一冲之后，双方的强弱起了变化，白子变弱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79_1.bmp}白 1 多了一个子，为何

反倒弱了呢？
这是因为决定一队棋强弱的不是子数的多少，而是看它占据了什么位置



和有多少“气”。图中白子的位置没有变，但气却撞紧了一口。
右下角，白 1补，是常见的下法，有时也补在 A位或 B位。但这手棋，

不是为了补断，而是补强整体。
前面几题中的断点，切断后的答案是明确的，初学者不难领会。可是左

下角这个图形，A位的断点，切断之后将怎样呢？
这里黑白双方的强弱又该怎样判断呢？
这些问题，请看下一节。



第二节  “切断”是突破口

上节留下的问题，应该这样来判断：请看图四：{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0_1.bmp}左下角，乍看之下，外围都是白
子。黑 1孤零零地切断，接下去还该白棋下，黑棋能有什么作为呢？

其实不然，切断之后，这里的情况是黑强白弱。判断一队棋子的强弱，
不单是看它有多少子参战，而是看它的棋形是否完整，有没有缺陷，在今后
的战斗中会不会受到拖累。

角上的黑子，本来已经和外界隔绝了，它只起到了围住角上几目棋的作
用。可是黑 1一断之下，它们又都参加了战斗。白方左右两边的子，和这块
黑棋紧紧地贴紧了气，一下子变得处于不安状态。

左上角，遇到对方断后，初学者往往爱打。白 2打，黑 3长，使白棋留
下了两个缺陷，不能兼顾。白 4补，黑 5占据要点，至黑 9，这团白子就处
于险境了。

右上角，白 4如果在这边补，那末，黑 5切断，白子只得在二路爬，被
黑棋在中原造成很大的形势。

右下角，白 2在这边打，虽然不至于一下子不可收拾，但到白 4之后，
黑方可以在 A位压后 B位夹和直接在 C位点。结果还是白棋两方面不容易兼
顾。结论是被断后采用打是不好的。

图五：
右上角，被断后，白 2是比较明智的下法。但即使如此，行进到黑 7止，

至少可以说白棋的外势已经变得无影无踪了。黑 1、3两手好象一个锲子，打
入白阵，将白阵炸裂了。

右下角，白 2跳时，黑 3还可以断，白 4打，黑 5长转换。黑棋先手吃
到了一个在二路上的白子。

左下角，白 1补断，白棋就变得十分完整。两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补
断是何等重要，切断是何等有力。断，往往是一个战役的突破口，初学者最
要提防被对方{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2_1.bmp}切断。

左上角，这是一个常见定式。17 补断这手棋，是切不可少的。初学者也
许会把 17 补在 A位，结果被白 B位断，黑棋同样难走。

自古棋法与兵法相通。找到一个突破口，是可以转换双方的强弱形势的。
肯花一手棋自补，决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冷静的反映。



第三节  几种护断法

读了上文，我们已经明白了补棋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该怎样补断。
补断共有三种方法，为“粘”、“虎”、“飞”。这三种方法有一个共

同点，就是确实地补掉了断点。除此之外，一些勉强对付一下的办法，往往
是不好的。

图六：
右上角，白 1粘，这是最老实的补法。经这样补后，这里的白棋十分厚

实，有利于向远处迈出大步。在它的周围，无论在 A、B等处有多少黑子，也
不会对这块白子产生多少威胁。

右下角，白 1称“虎”，即与附近两子组成一个“虎口”。黑子若敢于
在 3 位 切 断 ， 就 好 象 “ 羊 落 虎 口 ” ， 白 83{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4_1.bmp}棋马上可以在 2位提子。

这手棋的长处是对白 有所照应。例如黑 A夹时，白可以在 B 立，C 位
的断点被白 1护住了。但它的缺点是，黑在 2位刺，即对准对方的虎口下一
子，准备切断。这时，白必须在 3位粘。它和粘相比，实质上是多了白 1与
黑 2的交换。

对局时该采用哪种方法，就取决于判断这一组交换哪方便宜。这是一个
十分重要的方法。以后如遇到种种复杂的情况，就是要用这些简单的方法来
判断的。

左下角，白 1称“飞”，（从原有棋子出发，向“日”字形的对角上下
一子，叫“飞”），这是一种灵巧的补法。这时，黑若仍在 A位切断，你将
怎样对付？下一节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

左上角，初学者爱在 A、B、C、D等处补。这种不踏实的补法，都是不好
的。下棋的要诀之一是：棋要下得干净，不要拖泥带水。也许这种下法是从
高手的棋谱中学来的，但却弄错了场合。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首先要掌握
的是常规情况下用的基本着法，即基本功，一些独出心裁的构思，应当放在
以后。



第四节“征”和“引征”

上一节中用飞补断，是借助了“征”的办法而成立的。“征”是围棋基
本技术中一种很重要的技术，因为它的应用面极广。

双方扭杀，离不开断。能不能断，首先取决于会不会形成“征”。请看
图七：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6_1.bmp}
左下角，白 飞后，已经起到护断作用。黑 1硬要断，就会形成“征”，

“征”又称“征子”。俗称“扭羊头”。
白 2打，逼着黑 3长。白 4打，又逼着黑 5长。以后白棋步步紧逼，白

8 以后，从这边打一下，又从那边打一下，迫使黑方永远只有一口气，就叫
做“征”。到 16 止，黑子被吃，损失惨重。

左上角，如果黑方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6_1.bmp}
子接应，那末，白 2“征”就不成立了。所以我们在用“征”的时候，要十
分注意周围的情况。但并不是说在有黑 的情况下，白 飞就不能护断。

右上角，白用飞护断。黑 1切断时，白 2还可以向那边打，4、6、8等
手仍然运用“征子”，吃死了黑子。在这两个图中我们看到一个共同点，这
就是黑子始终被打吃，一点都没有还手的功夫。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是：白
2打时，有三个白子参战。一个棋子共有四口气，对方三个子参战才能使它
只剩一口气，这是“征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过，左下、右上两个角的“征
子”还不是典型的，典型的征子请看图八。

右下角，黑子两边都有接应，黑 1断，白是否无法可想了呢？不，白还
可从 2到 6吃住黑子。

图八：
右下角，白 1打吃，这才是典型的“征子”。以后的白棋，非常有规律

地在左右两边一边各打一下，一直将黑子赶到对角盘边而消灭（变化请自行
验证）。

在这里，请注意白 两子必须没有完全贴紧气，否则会引起回吃。一旦
“征”对方而又“征”不掉，那末，自己的阵营就要破碎得无法收拾了。

古人起名的围棋术语，都是很有意思的。这“征”怎样理解呢？有人说
是“征服”的意思。其实，照笔者{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8_1.bmp}的看法，是一直押送到远方的意
思。现在，黑子已经被征。黑子如果在 A位一带下子，就是“引征”。在“引
征”这颗子的接应之下，征子就可以逃出来了。于是，产生了一个十分关键
的问题，就是要看清什么部位有子会影响到征子。

图九：
从右下角一直伸展到左上角的六条线上，无论那里有黑子，黑 都能逃

出。这六条线，称为引征线。这显然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范围来得宽。六条线
中，中间的两条线，是黑子经过的线，紧挨着的两条线能与经过的黑子直接
连结，最外面的两条线会引起回打。

左下角，白方显然无法“征”吃黑 1这颗子。轮到白方走，你有什么好
办法呢？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89_1.bmp}



第五节  “枷”“刺”“觑”

吃子护断的方法，除了“征”之外，还有“枷”。
上节留下的问题，大家也许早就做出来了，不能用“征”，就用“枷”。

“征”是长途跋涉，“枷”是就地解决。
请看图十：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0_1.bmp}左下角，白 1这手棋就

是“枷”，它十分形象，一着之下，那颗黑子就象古时候的犯人，脖子上套
着一面大枷，再也动弹不得了。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枷”吃比“征”吃来得干净利落，因此，凡是
能够“枷”的时候，就不用“征”。不过“枷”所要的条件较高，必须在黑
子的左右两边都有两个以上的白子。由于这样，用枷的场合就不如征来得广
泛。

懂得了“枷”，我们也就明白了黑 断是个恶手（恶手即坏棋）。那末，
当初这步棋应该下在那里呢？

左上角，黑 1“尖”（黑 1与原来的 子形成一个斜角，称“尖”）是
正着。这步棋对于白棋来说称“觑”。“觑”就是瞄着你的断点，白 2如不
补，黑棋就马上可以把白棋切断，白 2不得不补。黑 1在我们初学者眼里，
好象没有达到断的目的。其实，黑 1的目的并不是断，而是破坏白方的棋形，
所以在白 2补后，黑方已经先手达到了目的。

黑 1通常也称“刺”，但常见的“刺”却象右上角黑 1、3那样。
右上角，这是一个常见的一间夹定式，黑 1、3刺，同样是为了破坏棋形。

白 2、4粘，黑子放在外围，白子放在里面，对全局的影响不同，黑子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在黑棋达到的目的中，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破坏了白棋的
眼位。

右下角，白 1补，称为“补方”。有了这一手棋，这几个白子的棋形才
完整，才有战斗力。

通常的点方（即“觑”）和补方，是不需要那颗黑 帮忙的。这颗 子
只是为了使矛盾更突出，让初学者一看就懂而多加上去的。

图十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2_1.bmp}左下角，这是白方侵分

无忧角的常见图形（原先两个黑子称“无忧角”，白 侵消，黑以 应）。
到黑 10 吃一子时，白 11 是必补之着。

左上角，白若不补，黑 1点方极严厉，由此一着，这四个白子完全失去
了战斗力，就和死了差不多。一着不起眼的“补方”，往往比抢占一步大棋
更重要。

右上角，补方不只限于左右各两个子，象这样的形状，白 1补方同样是
要点。

右下角，让我们回头再看“枷”。黑 1枷住了两个白子，但这里有个先
决条件，必须要有黑 这个子帮忙。如果没有这个子而随手一枷，将会怎样
呢？

图十二：
右下角，如果没有黑 帮忙，黑 1“枷”，白 2冲，黑 3挡，白 4打吃，

黑三子被吃，包围圈被突破。因此，在“枷”吃敌子时，必须十分注意彼此



的“气”。因为“枷”是松着“气”的，要注意被“枷”的子从薄弱环节冲
出。

通常，有两气的棋，一枷就能吃住，有三气的棋，也可以枷住，超出三
气的棋，就很难“枷”住了。

左下角，这里白棋的中间三子有三气，是可以“枷”住的，请你想一想。
左上角，你如果急于去紧气，走黑 1扳，则是欲速不达。白 2打后，4、

6、连打，就脱险了。右上角，黑 1长，是好手。这手棋可称为“门”，你看
它的样子多象一个球门。“门”是“枷”的一种。“枷”的要领是不让对方
借劲。

现在白 2跳出来了，但并未脱险，不过你想吃住它，却还得动点脑筋。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4_1.bmp}



第六节  “挖”和“扑”

上节留下的题目，黑棋必须下出一手送给对方吃的妙手，方能奏效。
怎么送给人家吃，还能称妙手？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围棋不是以吃子多少决定胜负的。送给人家吃的

目的还是为了把对方吃死（有时不必吃死，也已占便宜了）。
图十三：
右上角，黑 1曲，打算冲断白棋，但白 2双（下一个子后，使四个子相

隔一路，两两相对，叫“双”。“双”起到连接作用）就安然脱险了。黑 1
是俗手（不高明的手法）。黑 1如改在另一边冲，白就在这一边双，结果相
同。

右下角，黑 1卡在两颗白子之间，称为“挖”，“挖”是一种分断对方
或制造“倒包”的手段（投入一子给对方吃后，立即反提对方棋子的着法叫
“倒包”，也称“倒扑”）。白 2冲出，黑 3当头一打是关键的一着。如果
舍不得黑 1一子而在 4位粘，白于 3位粘，白子就扬长而去了。

黑 3 当头一打，白 4 非提不可，黑 5 再打，白子的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6_1.bmp}气已经全部撞紧，再也无处可逃
了。原来黑 1挖，送吃一子是为了使白气撞紧。这个形是十分有名的，俗称
“龟不出头”。

左下角，白 1如这样逃出，黑 2扳，白 3也只得扳。黑 4送吃一子，白
5提后，结果与右图相同。

挖同扑，往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送吃，撞紧对方的气。左上角，
黑 1挖后，到黑 3形成的形，叫做“倒包”，白二子已经被吃，如果在 4位
提，被黑 5在 1位回提。白方更加吃亏。

图十四：
左上角，黑 1挖后，白 2若长，黑 3挡，白 4冲出，黑 5打，仍然形成

“倒包”。
右上角，乍一看两个黑子已被吃死，但黑 1一扑之{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7_1.bmp}下，就把这两子救活了。
万一被你的对手吃了倒扑，这时你一定要冷静，切不可再去提，不去提，

将来 A位打是先手，一提之下，连这样打的便宜都失去了。
“扑”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吃死对方，还在于灭眼和紧气。
右下角，白 1扑，逼黑 2提后，白 3再打，就使黑子{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098_1.bmp}战斗力大大减弱。
左下角，白 1不扑而粘，黑 2粘后，做成一眼，战斗力强了许多。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扑”是专门用来攻击“假眼”的。

我们的确要注意，在双方贴紧气的情况下，“假眼”往往暗伏着危机。
我们已经学会了许多基本手法，现在请看图十五中的几道题。这些题需

要将以前学过的手段连贯地组合起来。
各图均为白子先走，请从右下角按顺时针方向逐个细解。



第七节  要培养“第一感”

下棋要培养第一感。第一感就是看到棋形以后产生的灵感，觉得这步棋
应当下在那里，是不经过思索的。一经思索的，就不能叫第一感了。

通常我们都认为下棋要细心，有耐心，要深思熟虑。其实，下棋不仅要
深思熟虑，而且还要反应快，要有准确的第一感。准确的第一感来源于平时
的实践与总结。在总结中要抓住棋形的特点，也就是抓住着眼点。现在，我
们来解答上节留下的习题。

图十六：
右下角，在这里四个白子只剩两口气了，要救出他们，必须一气追杀黑

子。因而，本题的关键是怎样使黑子撞紧气。
白 之子，离黑子很近，这是本题的“着眼点”，只要这个子参战，就

有可能撞紧黑气。
根据上述思路，就想出了白 1“扑”，逼黑 2提。白 3滚打，黑 4 必须

粘。白 5打，黑棋被歼。
如果你熟悉棋形，那就用不着上述的思索推理，只要一看到白 ，就会

产生“扑”的第一感。
左下角，白 1扑后，黑 2长，也是一种常见变化，但在本图中黑同样不

行。白 3打、5包打，黑仍被吃。
左上角，如果你不懂得“扑”，那末，你就会在 1位打，这样，就变成

简单的黑吃白了。
右上角，白方没有 子，就不具备“扑”的条件，你如仍采用扑，那是

没有好处的。黑 2提，白 3打后，与白直接在 3位打相比，使黑子白白地多
了 2位一子，白方无法收住黑方的气了。如果白 1不“扑”，就在 3位打，
黑 1位粘，白还可在 A位“夹”，收住黑子。

通过这些变化，我们对“扑”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扑”，是通过送
吃，使对方在不必要的地方多出子来。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1_1.bmp}据此，我们就能判断哪
里该“扑”，哪里不该“扑”了。

图十七：
左下角，白 同样起了帮助撞紧气的作用。白 1挖（把子塞在对方的二

个单子中间），与上图的“扑”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走这手棋时，不仅
要注意白 ，还要注意白三子自身的气数。因为以后的几着是互相都在撞紧
气。

黑 2 冲，即黑子从自己原有的棋子出发，向对方棋子的空隙冲去，白 3
断打，5包打是关键。这种手法，称为“滚打包收”。黑 6粘，白 7断打后，
白 9再打一手，杀死了黑子。这是“挖”“滚打”“征子”联合运用的例子。

左上角，黑 2若在这边打，白 3切不可粘，必须这样挤打。逼黑 4提子，
白 5再打，就成左下角的情{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2_1.bmp}
况了。

右上角，黑 2若长，白 3挡（迎头堵住黑子的去路）。黑 4冲，白 5断
打，变成“龟不出头”。

据此可见，一挖之下，黑已无法逃脱了。黑方最好的办法是不要再去逃
这两子。



右下角，白方没有注意自己的气（黑多了■子），白 1仍挖，黑 2、4
后，白无法在 A位打吃（称为“不入”），白反而蒙受损失。

图十八：
左上角，横的两颗黑子和竖的两颗黑子的气都已被贴紧。一见到这样的

棋形，我们应当马上联想到“征”。“征”吃黑子是第一感。要征吃黑子必
须把黑子往一起“团”。白 1打是关键之着。以后白 5也是关键之着，只有
在这边打才能避免“回头吃”。到白 7形成“征子”。

右上角，白 1断打是不得要领的一着。黑 2逃出，黑棋就有了生机，到
黑 4形成转换，黑棋占便宜了。

右下角，白 3改在这里打，是虚晃一枪，黑 4曲出是正着。凡遇滚打，
能往外走就得往外走，不可轻易被对方封住。

左下角，白 3打时，黑 4提，是失着。一着之失，又变成了征子，真是
一失足成千古恨，棋诀说：“一着不{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4_1.bmp}慎，满盘皆输”。上节留下的四
道题中只余下最后一道题了，这是一道最复杂的题。

请看图十九：
右上角，中间的一团黑子，三个子形成一个虎口，虎口边上又多了 子，

被贴紧了气，这是危险的信号，对于这样的黑子，第一感是“扑”后“滚打
包收”。白 1扑，黑 2提，白 3滚打，这时就可以看出黑 的弱点了。黑 4
非粘不可，白 5打，黑 6团后，白又该怎样下呢？

右下角，征子显然不能成立，但还有白 7“枷”的手段，这是对付被打
成“团子”的棋的第一感。黑方 8打，企图突围。

左下角，白 9反打，11 滚打，是枷后的连贯手法。如{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5_1.bmp}果误走 10 位粘，被黑 9位冲出，
黑棋就逃之夭夭了。

左上角，黑 12 粘，被白 13 一气追杀，全军覆没。
在这过程中，白子连续运用了“扑”、“滚打包收”、“征”、“枷”、

再“滚打包收”和一气追杀等杀法。看起来波澜壮阔，十分复杂，但如果你
对棋形熟悉之后，养成了第一感，一眼之下就能看清这些变化。



第八节  “长”和“扳”及其用法

在前几节中说到的“征”“枷”“扑”等都是吸引人的“巧妙手段”。
现在所要说的却是平淡无奇的基本手法。这些基本手法，都是一定要记住的。

图二十：
右下角，黑方从 1 到 13，白方从 2到 14 一个个地码过去。这当然是十

分幼稚的。不过，在这幼稚的着法之中，却包含着一种最基本的手法——
“长”。

“长”是一种最稳当的手法，你看它不慌不忙地一步接着一步，很有些
安步当车的味道。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每“长”一子，就多出两口气来，被
对方堵去一口，还余一口。越长得多，越不容易被吃。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长”是最常见的。
左下角，黑子遭到三颗白子的打击，黑 1当然要长出。
左上角，一颗黑子遭到两颗白子的攻击，黑 1 退向安全的一方，称为

“退”。“退”也是长的一种。
右上角，两颗白子威胁一颗黑子，黑 1仍然需要长。这时，白棋如果脱

先，即不在这个局部下子（在本图情况下白方是不宜脱先的），黑棋就不再
在 A位长了，通常的下法是在 3位“扳”。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7_1.bmp}“扳”是依仗着自己的
子，阻挡住对方子的前进道路。与自己原先的那个子形成一个斜角。

“扳”比“长”来得积极，但不如“长”那样稳当。
在什么情况下用扳比较好呢？
请看图二十一：
右上角：原有一颗黑子，白 1来碰撞（术语称“碰”），这时黑2用扳，

是最常见的。黑 2如改下 A位，同样称{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08_1.bmp}“扳”。

右下角，在黑白双方都比较厚实的情况下，为了提高棋子的位置，时常
用扳。图中黑 1扳就把黑子提高到四路上来了，白 2扳，黑 3退，黑棋围到
的空间（围得的空地，术语称“空”或称“地”）比起在 A位长来，就多了。

左下角，在双方各有两子的时候，黑 1扳，不仅提高自己的位置，而且
同时攻击对方，是最为有力的。

白 2扳后，黑 3再扳称“连扳”。连扳是十分积极的下法。它不怕白棋
在 A位或 B位打。因为黑在另一方粘接，黑方坚固，白方反而吃亏。

白 4退，这时，黑就在 A粘，黑棋就更畅了。
白 4如果在 C位扳，对白子来说是危险的。
左上角，双方无休止地连扳，那是不可取的。这时，黑可在 1位打，逼

白 2粘，黑 3吃住白棋两子，连扳之阵就破裂了。
这里提醒我们，“扳”不象“长”那样越多越结实，而是要十分注意断

头。
黑 1如果不打，改在 A位扳，那可就是自取灭亡的一着，被白下在 B位，

两边的子同时被打吃了，称为“双打”，“双打”之后，总有一边要被吃，
不能两全。

“扳”以“连扳”为止，不能扳第三个。
在什么情况下不宜用扳呢？通常是在敌强我弱时不宜用扳。



图二十二：
右上角，这里是黑强白弱，白 1误用扳，被黑 2切断，白棋就相当困难

了。白 1这手棋如改在 2位退，就比较安全。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下
法。

右下角，黑 托（在紧靠对方棋子的下面下一子），这时很容易使你产
生在 1位扳，两个白子攻击一个黑子{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0_1.bmp}的错觉。其实黑 2一下，把白子
断开成两部分，使原先那颗黑子参战了，这个形称为三人欺俩，白棋是要吃
亏的。在这里子力对比是黑强白弱。

请对照左下角和左上角：左下角，在白强黑弱的情况下遭到白 2的反击；
左上角，在黑强白弱情况下，把白棋压到了二路上。

在采用任何一种手法时，都要注意周围敌我力量的对比。围棋的习惯用
语称为分清强弱。棋经有“彼众我寡，先谋其生；我众彼寡，务张其势”的
说法，这种说法，是处处都能适用的。



第九节  “关”“跳”和“尖”

上节说到，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常用“长”与“扳”。可是在比较空旷的
地方，用“长”，就太笨重了。至于扳，因为没有敌子作靶子，扳也就自然
消失了。

在比较空旷的地方应当用什么手法呢？
请看图二十三：
右上角，黑 1过于小心谨慎了，这样下子占地较少，显得呆扳。在附近

没有对方棋子的时候，应当把步子迈得大一点。黑 1 把两子并排在一起称
“并”，是“长”的一种。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2_1.bmp}右下角，黑 1多跨一
格，这手棋和原先那个子形成一个关口，称“关”。“关”比起“长”来，
显得薄弱一些，但占地要多一些，步伐要来得快些。

左方一带，黑方借着上下两角的黑子，构成模样（“模样”是围棋术语，
意思是还没变成“空”的大片阵地），黑 1关，是最适宜的着点。从上述几
例中我们明白了关的作用之一，是用来多占地。除此之外，它还有另一个作
用，就是加快步伐，在棋子受到攻击时，也常用关来逃脱。

图二十四：
右边，一颗白子受到左右黑 攻击，白 1关起，是最常用的手法。比起

A位的“并”来，显得舒展得多了。
下棋有一条很重要的道理，就是一手棋下过后要有好的后续手段，也可

说要有第二、第三步。白 1{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3_1.bmp}
“关”，就含有 B位再关，以及 C、D位的后续手段（C、D位对白 1可称关，
对黑 可称“镇”，和原先两个白子又可统称“曲”）。

说了半天“关”的好处，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大概是：“关”是否安全？
下边，对于白子的关，黑 1如对准白子的关口下一子，白 2粘后，白棋

十分挺拔，黑 1下得不是地方。
左边，黑 1在对方的关口塞进一子，这是初学者最担心的。其实不必害

怕，因为白方可以选择在 A、B两处打，能在黑方比较薄弱的一方打出。
上边，假设白 1在这方面打出，黑退到 2位下一子，白 3粘上一子，黑

4把白子切断，这时，你只需从 5位平心静气地“曲”出。关的一子虽被切
断了，但你在边上也已有了生根立足的机会，原先的黑子也已被你碰伤。

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也应想到，如果两边的黑子都十分坚实，那末
要注意黑方把子塞进对方的两子中间，使白二子断开。

图二十五：
右上角，现在，白 1称“跳”，“跳”和“关”很相象，不同的是“跳”

在跳出的空格旁已有对方的子。“跳”也是时常采用的。它的作用同样是加
快步伐，但同时又能得到多占地盘的好处。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5_1.bmp}但采用这手棋时，需要
看清黑 A位冲、白 B位挡之后，黑在 C或 D位切断的变化（因为可以采用跳
出的具体棋形太多，本文对冲断后的变化不作详述）。

右下角，白 1、3连长，黑子的头始终在白棋之前。
左下角，白 1跳出，情况就不同了。不仅白头在先，而且白 5在不怕 A

位切断的情况下，可以扳起头来。左上角，白 1向盘边关，又称“下关”，



许多人将它称为“跳”，可用来守卫阵地。术语称“守空”。
上边，白 1下关，用来分隔黑子，也是常法，这样关一手，比在原有棋

子的斜线上 A位下一子“尖”和 B位“尖顶”来得轻快灵活。
“关”和“跳”有优点，但也有弱点。第一，在短兵相接时，棋子紧紧

相扭，“关”“跳”是十分危险的。其次——
请看图二十六：
右上角，黑 1关，它的弱点之一是白可以紧靠对方棋子的下边下一子，

用 2位“托”来对付它。黑 3扳下，虽能吃住这颗子，但白 4一断后，把黑
1也分开了。如黑 3改在 5位扳，白在 7 位切断，情况相同，只是变了个方
向。

右下角，为了阻止白棋“托渡”（托渡即用“托”来求得渡过），黑 1
“尖”是最适宜的下法。“尖”和“关”都是向中腹出头的方法。“尖”的
步子比“关”稍慢，但可以阻渡。

在第一章中说过，斜角的棋子是不相连通的。但我们丝毫不必担忧尖会
被人切断。因为一尖之后，有 A、B两点可与原先的子相连结，围棋一人只能
下一步，因而永远无法分断。这是围棋中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见合原
理”。只要有两个价值相同的点，两者必得其一。下完一步大棋后，留下两
个价值相等的好点，这是最高明的办法。

黑 1尖后，留下 A、B两点，白棋如果急于去占领，无论占领那一边都是
俗手，都是不利的。从棋形上讲，A或 B“挤”，都会使尖变得厚实起来。从
机会上讲，一“挤”之后，就失去了在另一面挤的可能。

左下角，黑棋尖后，白方就不宜在二路托了。白 1托，黑 2必须在这边
扳，即尖的相反方向扳，白 3切断{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7_1.bmp}不能奏效，白 1托不能成立。

左上角，在不能关的情况下，白 1尖，是常用的出头手法。黑 2也称尖，
它用来防守，也是很坚实的手法。

图二十七：
右上角，白 1挂时（在角上原有对方的子，在它附近下子，犹如衣服挂

在钉子上，称“挂”），黑 2尖，是常用的守角方法。它比较确实地占据了
角地。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18_1.bmp}右下角，在有 子夹
攻的情况下，为了不让白子进角求得根据地，黑 1“尖顶”（用尖来顶住对
方的子），逼白 2长，黑 3再跳，也是常用的手法。

左下角，边上是白子，而且距离较开阔，黑 1尖顶就不那么好了。这时
应当直接在 3位关。

左上角，在收官子（“官子”即官着，指后半盘的局部争夺。“收官子”
是下棋的最后一个阶段）时，二路的尖是双方争夺的好点。黑 1尖与白在 1
位尖，有先手六目的出入（“六目”是指 1这手棋的价值）。

“尖”和“关”都是比较稳妥的着法。因而有“凡尖无恶手”和“凡关
无恶手”的说法。



第十节  “飞”和“拆”

比尖和跳步子跨得更大一点的是“飞”和“拆”。“飞”和“拆”通常
在三四路上进行，最常见的用途是用来围空。现在先说“飞”。

请看图二十八：
右上角，黑 1称为小飞守角，黑 A称为大飞守角。“飞”比起“尖”来，

走远了一路，比起“关”来，走斜了一路。它的优点是占地较多，也容易守
住门户，在自己这一方子力较强的地方是十分适用的，但在对方子力较{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20_1.bmp}强的地方用时要多加注意，因为
它不象“尖”和“关”那样坚实。

右下角，白棋企图分断黑子，但这是徒劳无益的。白 1、3不顾双方强弱，
不合理地下子，黑 4平易地长，被切断的白子好象鱼失去了水一样，被涸死
了。

左下角，白 3改在外面扳，黑 4平易地立下。对于白 1、3与黑 2、4的
交换，初学者也许误认为白棋压缩了黑方阵地，实际上却是白棋吃亏了。因
为黑 2、4之后使黑棋变得十分厚实，角上的空更牢靠了，而两个白子贴在黑
墙上，英雄无用武之地。

左上角，这里白方子力较强，黑棋的“飞”就有后顾之忧，如果被白 1、
3跨断，黑棋比较难下。

除了上述用“飞”守角外，一般的飞是用来围取比较饱满的空。图二十
九：右上角，这是一个常见定式，当白 尖起时，黑 1“飞”是最常见的，
白 2“飞”，是一种向下的“飞”，是为了寻求根基。黑 3 就是“拆”，有
了这一步“拆”，这块黑棋就完整了。

在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黑 1飞要比在 A位跳来得饱满。黑 3呢？因
为有右上的背景，就可以走得远一些了。

下边一带，右下角是黑子，左下角是白子，黑 “镇”时（隔开一路，
凌驾于对方棋子之上，称“镇”，也称“帽子”），白 1是最妥善的护空手
法。这手棋比尖和跳都来得漂亮，因为左方是自己阵地，所以可以这样走得
神气一点。并且比 A位飞更有利。

左上角，左边空着，白 1飞起也是恰当的。
围 棋 的 特 点 是 可 以 走 远 一 点 的 时 候 就 应 该 走 远 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22_1.bmp}点。但每走远一点就多受一分威
胁。当你感觉受到威胁时，就要下近一点了。“拆”，是跨度最大的棋，因
而对于远近和强弱最敏感，出入也最大。

请看图三十：
右上角，以黑 为背景，黑向上边可以拆到 1位，向右边可以拆到 A位。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23_1.bmp}下边，在边上的一子，

通常却以拆二为宜。1位和 A位是一样的。
左边，你在四路上有一个子，最好是采用 1位斜拆三。如果你在 A位拆

二，初学者往往弄不好，因为这两个子都在四路上，有点儿飘，不能脚踏实
地。

在拆得近的时候，是注重当时的安全。拆得较远的，除了注重安全外，
还有预先打算好的较长远计划。请看图三十一：

右上角，黑 1走这么远，是为了防白 2挂。双方行进到白 6止，黑棋在



右上方得到好的棋形。如果黑 1下在 A位，就稍嫌局促了，如果下在 B位就
相当局促了。

右下角，白方以 为背景，白 1可以拆五。白棋这种下法，是预先想到
了将来白方在 A后飞压的变化。如果黑方不让白方在这里飞压，先在 A位尖
起，白就可图三十一以在 B位补，白在边上仍是好形。下围棋，必须要有这
种预见性。

左下角，白 与下边白 1 离得太近，黑棋就可以脱先。白 3“飞压”，
黑 4 长、6 跳，从容对付。结果造成白 1 在空棋盘上走得太近，阵容不够宽
阔。

左上角，黑 两子已经厚实，白 1即使是拆三，距离也嫌大了，黑 2打
入，白方很不好办。

我们懂得了一点强弱和开拆大小的道理，我们的棋就会一点点地正规起
来。



第十一节“碰”和“挂”

在上一节里，我们讲到了强弱问题。现在，我们来讲关于怎样去分占对
方的角地这个问题。

图三十二：
右上角，黑 已经先占了角，白方如果紧靠这个黑子在 1位下子，“碰”

黑子一下，结果遭到黑 2扳，这里的短兵相接势必是黑棋占先。黑 2这手棋，
黑方还可选择在 A位扳。

右下角，继续前图的变化，白 3扳，是较好的应法。在第八节中讲过，
敌强我弱时不宜用扳，为什么白 3要扳呢？这是因为扳还有另一种特性，就
是遇到对方扳{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26_1.bmp}时，往往也要
用扳来对付。接下去黑 4 打、6 粘。结果黑占据了完整的角地，而且黑白双
方贴紧了气。黑角已经活了，贴紧气关系不大；白棋还没有根基，贴紧气不
利于今后的行动。白方的问题出在白 1的“碰”上。

“碰”，不是到处可以用的。但初学下棋的人却最爱用“碰”，因为一
“碰”之下，双方就紧紧地扭在一起了。就象小孩打架，总是紧紧扭在一起
的。但懂得一点武术的人打起架来，却完全不是这样。

左边一带，这里是黑棋的势力范围，白 1“碰”才是可行的手段，它的
用意是逼黑棋应着，白棋就容易走活了。

遇见对方占角，我们应该怎样去分取角地呢？
图三十三：
右上角，白 1与黑子若即若离，挂在那儿。这手棋{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27_1.bmp}比起“碰”来，和缓得多了。这
手棋有许多后续手段，既能在 A位一带“飞”或“拆”，遇到黑棋在右边夹
攻的时候，还可在 B一带跳起；如果黑方脱先，白方又可以在 C一带飞压或
夹攻；需要生根的时候，还可以在 D位飞进角寻求眼位。

“挂”的后续手段多，“挂”以后的着法可以灵活多变，所以“挂”是
最常见的。

右下角，白 1称“高挂”或“一间高挂”，也是最常见的挂法。A位称
“二间高挂”，B位称“大飞挂”，不如上述两种挂来得常见。

左下角，黑子是个“四四”，占据角的正中地位，白 1仍称“小飞挂”。
为了与用“目外”挂“小目”区别，白 1又称“三六挂”。A位与 1位相同，
这是最常见的挂法。

B位称“高挂”，或称“一间高挂”，这种“高挂”是比较少见的，原
因是不利于分取角地。

左上角，黑棋先占“目外”，白 1后占“小目”，这同样是挂。白 1虽
不如目外灵活，但比目外更便于占角。就角上而言，这是最好的位置。

既然小目是角上最好的位置，为什么在对局中时常看到棋手们占据其它
要点呢？这个问题将在第四章《学点棋理》中解说。



第三章  对攻技巧

在对局中，对胜负影响最大的就是双方对杀，术语叫做“杀气”。因而，
我们在本章中将着重讲一讲“气”、“公气”和“外气”，以及“气”和“眼”
的关系等问题。同时，也将介绍一些“杀气”的巧妙手法。

古人对双方对杀十分重视，在古棋谱中留下了许许多多杰作，并且给这
些杰作都起了很有意思的名字。以我们现在的水平，要解答这些古典杰作还
嫌过早。但在这里顺便欣赏一题还是可以的。

图一：
右上角，这就是明代古谱《仙机武库》里的
“昆阳溃围势”。“昆阳溃围”这个故事是说，西汉末年王莽篡位之后，

公元十七年爆发了绿林起义，后来建立东汉王朝的光武帝刘秀，也投身绿林
军中。公元二十三年，王莽调集各路兵马四十三万，号称百万大军，把起义
军困在昆阳城中。起义军将领面对强敌心中都有些惊惶。这时，刘秀却说：
“现在我们的兵力和粮草很少，外敌却十分强大，大家同心协力抵御，说不
定还能成功，如果分散力量，势必无法自保”。这话虽然在理，只因他平时
胆子较小，没什么威信，众将领反而将他骂了一顿。

后来，形势越来越危险了。还是刘秀带领十三名将领，突出重围去搬取
救兵。不久，救兵到来，在昆阳城外，内外夹击，大破王莽。

《仙机武库》中的“昆阳溃围势”与这故事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个
故事却很合棋理。原来一盘棋，自始至终，并不需要每时每刻都十分勇猛，
就象刘秀，尽管平时胆小，但在关键时刻，能够勇敢起来就能干成大事情。
一局棋中，也正是要紧紧抓住这关键时刻。

再说王莽，虽然以百万大军围城，在整体上说，他是大占优势。但刘秀
的十三骑击中他的薄弱环节，也就突围而出了。在棋盘上，我们只要熟悉棋
形，抓住对方的弱点，同样是可以出奇制胜的。

言归正传，仍看图一：
右上角的“昆阳溃围势”我们暂时还力不从心，待到本章末尾再行解答。
右下角的简单杀气，恐怕谁都能够答对，只要数一数气数就可以了。左

下角和左上角的两题均为白先，结果怎样？请你细想一想，先不要用棋子去
摆。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31_1.bmp}



第一节  “公气”和“外气”

在杀气的过程中，首先要识别的是两种不同的气，即“公气”与“外气”。
“外气”是一方独有的气，它的性质比较简单，“公气”是两方共有的气，
它会一会儿帮这一边，一会儿帮那一边。我们必须弄清它的规律。

上节图一中的三道简单的题，请看图二：
右下角这个图形，被围的黑白棋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没有“公气”，

只有“外气”。杀气就很简单，只要一步步填下去，气数多的一方获胜。如
果双方气数相同，先下手的一方获胜。白 1到 5的杀气过程证实了这{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32_1.bmp}一点。

左下角，这里被白子包围的黑棋，有六口气，被黑子包围的白棋只有四
口气。如果白棋先动手，白棋就不会被吃死。因为这里有两种不同的气，一
种叫公气，一种叫外气。黑白双方公有的气，称为“公气”。在这里双方有
三口公气。白方有一口外气，黑方有三口外气。白方先动手，对杀的结果却
是双活。紧气的过程请看右上角：白 1必须先紧黑棋外气，当黑 2紧气之后，
白 8再紧一气。这时，白棋已经没有外气了，黑棋要想吃白棋，就得在 4位
紧气，这一步棋虽然使白棋少了一气，但黑棋自己也少了一气，白 5再紧黑
气，双方形成双活。

在这个紧气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公气”帮助了气少的一方。因而“公
气”看起来是双方公有的气，而实质上是“秉公”的气，它总是扶助弱小的
一方。

左上角，黑棋有五口外气，白棋连一口都没有。但因为他们有六口公气，
公气扶助了弱者。白 1先下子，填去黑的一口外气，仍能成为双活。

在这两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公气只剩两口时，必须及时将气多方
的外气全部填满。对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公式：

气少方外气＋（公气-2）≥气多方外气可以形成双活。
气少方外气＋（公气-2）＜气多方外气将被杀。
“公气”既然是秉公的，我们在收气的时候，一定不能先收掉“公气”。
图三：
右上角，黑方有三口外气，白方有两口外气，双方{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34——1.bmp}共有三口公气。这时，白方即
使不在这里下子，也会形成双活。可是，如果白 1先收公气，被黑 2紧气，
白子将被杀死。

气少的一方，随手紧掉公气，无异于打自己的朋友，帮助了敌人。也等
于是自杀。

那末，气多的一方该不该收紧公气呢？
气多的一方，也不能随手收紧公气。
右下角，黑 1紧气，白 2也紧，黑棋吃亏了。第一，黑 1与白 2交换，

本身是不等价的。花一手棋去紧公气，被对方紧掉一口外气，就失去了向外
冲一下的权利。第二，多作一次这样的交换，就多失去一个劫材。因为气多
方紧掉对方一口外气时，对方往往需应。而气少方紧气时，气多方可以不应。
第三，气多与气少，在实战中往往因为周围的情况而起变化，你自以为气多，
先去收公气，不料出现意外，发现自己气少时，就来不及了。

由于上述三点理由，我们在收公气时必须十分慎重，要看清确实能吃死



对方，才可以在先收完外气的情况下再收公气。
没有公气的杀气比较简单，但也并不是只要随便数一数就行，这是有些

诀窍的。
左下角，轮到白棋先下。边上黑棋有三气，中间白棋只有两气。如果白

方在 A位紧气，黑棋在 B打，白子就死了。
左上角，白 1长，称为“长气”或“延气”。由这一着棋，使白方变成

了四气，黑方仍为三气，而且无法“延气”。结果白吃黑。
“长气”这种手法，无论在什么样的杀气场合，都是适用的（如果一方

是活棋，就不存在杀气）。“长气”只能“长”外气，“公气”是无法延长
的。

懂得了“公气”、“外气”和“长气”，请看图四。两处均为黑先，可
用棋子摆。如果你是细心的读者，又将发现新问题。{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36_1.bmp}



第二节  有眼杀无眼

上节留下的习题，需要自己动一动脑筋。如果只依照学过的办法来长气，
那就很容易答错。围棋的种种变化都是明的，而不是暗的，双方可以根据盘
上的情况来独立思考。

图五：
右下角，黑 1粘，使黑棋从原有的三气变为五气，是长气的要着。但是，

白 2粘后，白棋却从原先的三气变为六气，结果黑棋反而死了。在这里，黑
棋只注意了自己长气，忘记了同时还得不让对方长气。

右上角，黑 1挖，才是正着。它注意到了不让白棋长气。不让对方长气
就等于自己长了气。黑 1挖后，白 2如在 A位冲，黑在 2位打，白棋就死了。
白如在 2位冲出，被黑 3包打，到黑 5，白子死得更多。在实际对局中，黑 1
挖后，白棋就不应当再走了；或者在 A位冲，宁可牺牲中间三子以减少损失。
下棋还要顾及各个方面，要顾全大局。

左下角，当你懂得了不要让对方长出气来的道理时，那末，在本图中，
你一定会在 1位断。但这样一断，就错了。白 2之后，角上黑白双方形成双
活。白棋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38_1.bmp}外气，黑棋没有
外气，能够双活还不满意么？

是的，双活还不能满意。因为如果下出关键性的一着，黑棋是可以吃掉
白棋的。不过这是以前没有讲过的新问题。

那么，黑 1应该下在那里呢？
左上角，因为左下角的白 2 泄漏了天机，黑 1 正是应当下在这里。白 2

连接两子，虽然延长了气，但整个战役仍是黑棋吃死白棋。
黑 3之后，白棋有五口外气，黑棋有一个眼。双方共有五口公气。这时

的公气已经不“秉公”了，它完全被有眼一方“俘获”。
因为黑方有了一个眼，白棋要吃黑棋，就得把黑棋的公气全部填满。而

黑棋要吃白棋却可以先把白棋外气填满，留着公气。
这种现象叫做“有眼杀无眼”。
“有眼杀无眼”的公式是：有眼方的外气＋眼内的气＋公气＝无眼方外

气时先下手者胜。
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公气越多，做成一眼的价值越大。
请看图六：
右上角，黑棋可以在 A位打，吃去一子，做成一眼，但是否值得？
右下角，黑 1打吃，白 2粘，黑 3提，做成一眼。但白 4一紧气，黑子

反而被吃。如果黑 1不去做眼，在 5位收气，是可以成为双活的。
左下角，由于公气较多，黑 1挤出一眼，显然是值得的了。
左上角，黑子应该下在哪里，是要你费一番苦心{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0_1.bmp}的。答案见下节。



第三节  大眼杀小眼

在双方有眼的对杀中，我们还要注意大眼与小眼的区别。上节左上角的
那个图形，就是提醒我们大眼与小眼的区别的。什么样的眼算大眼？什么样
的眼算小眼？

一、提子后形成三个空格以上的算大眼，提子后形成两个空格以下的算
小眼。

二、大眼与小眼是对杀双方比较而产生的。即使具备了大眼的条件，但
一比之下，自己的眼不如对方的大，这时，仍然称小眼。

图七：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1_1.bmp}左上角，黑 1是诱人的

一手，它既可吃住白棋几个子，又可除去白棋一眼，同时这团白棋上还带着
三口气，这手棋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了。白 2连，到此双方都没有眼，公
气大大超过外气，黑白双方成为双活。

右上角，懂得大眼威力的棋手，却在 1位断吃三子，做成一个“大眼”。
白子下在 2位，把白子连成一串，虽然白子也有一眼却是小眼。黑 3收白一
气，这时，白棋虽然还有外气，却竟然死了。因为这时许多公气都被“大眼”
俘获了。如果白棋要吃黑棋，必须自紧“公气”。这个道理请看右下角。

右下角，如果白方不积极去紧掉公气，当白棋外气被填满后，双方只剩
一口公气时，黑 1突然提子，一下子多出好几气来，白棋就被吃了。因此，
大眼等于贮藏着几口使你无法收紧的气。

左下角，在公气和外气还没有完全收紧的时候，黑 1提子，等于帮对方
下棋。白 2在 位点入，黑棋大眼变成了小眼。黑白双方变成双活。

大眼中吃死对方的子，不到对方来打吃的时候，是切不可提的。现在，
右上角的图形你可以自己去收气验证了。

请看图八：
右上角，白 1 在角上吃死两个黑子，白 1 提，黑 点入，白无法长气。

所以，这是个小眼，它和黑棋那个眼气数完全相同。
右下角，黑随时可提白三子，但在没有提的时候，白方没办法缩小黑棋

眼位。这就是大眼吃小眼。在黑子眼中，现在有一个空格，一提之下变成三
个。白方一手棋只能填去一个，还余两个，比原先多出了一个，这一个多出
来的空格，就足以用来杀死假“双活”了。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3_1.bmp}凡遇大眼杀小眼的棋，
大眼方既不可以去紧公气，也不可以在自己眼里提子。

左下角，黑棋固然是大眼，但白棋眼位更大。这仍然称为“大眼吃小眼”，
双方的公气全部被白棋俘获。其理由是，当 A填满后，白在 B位一提，就可
以在 C位吃黑了。

左上角，白棋的大眼遇到黑棋更大的眼而降为小眼。这仍然是“大眼吃
小眼”。

大眼吃小眼的公式是：
大眼方的外气＋大眼本身的气＋公气＝小眼方外气＋小眼本身的气，先

下手者胜。
为此，我们先要知道大眼的气数。



第四节  眼的气数

大眼的先决条件是吃子不提。因而我们的习惯，我们的图例都得从这点
出发。例如“刀板五，七气”，这是大家都背熟了的。可是，有的入门书上，
将刀板五说成八气，这是把图例弄错了。准确的算法请看图九：

右上角，这里三种情况，气数相同，都是一气。吃死对方两个子，和什
么也不吃的一个空格完全相同。因为你花一手去提，对方花一手点入，等于
什么也没有下。

右下角，吃死三个子是两气，因为一提、一点，等价交换之后，黑棋眼
里还剩两气。

左下角，这个笠帽四是四气，因为一提一点，便形成左上角情况，以后，
要花两手棋才能变成直三。前面说过，直三是二气。笠帽四，四气（“方四”
相同）。左边的“刀板五”，可以简化成下边棋形，白方必须{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5_1.bmp}花三手才能变成“笠帽四”。“刀
板五”七气。

中腹，这个“拳头六”，用上面的方法推算，需要花四手才能变成“刀
板五”。可以知道，“拳头六”是十一气。

记住了大眼的气数，我们在杀气的时候就能一目了然了。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盘角特殊性，一是提子后有无缺陷。
图十：
右上角，角上“方四”，白方提子时，黑在 位点，以后只需 1、A两

手便可提白。角上方四，只有二气，它和提三子一样。
右下角，角上“刀板五”，白 之后，白只要花 1、3、5三手，就可提

去黑子。它不必逐级变成“四”与“三”，这个“刀板五”只有三气。
左下角，白 点入，马上可以在 A位切断黑棋。黑若在 A位补一手，变

成了“直三”。花一手才变直三，它比直三少一气。
左上角，这虽是“刀板五”，白 点入，黑需 A粘，白乘势得到 B位。

这个“刀板五”比各种类形的“四”还少一气。
中腹，“拳头六”有一缺陷，将来白 A断、黑 B粘，白{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7_1.bmp}棋没有花费手数。这个“拳头六”
比“五”还少一气，共有六气。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提子后有一个缺陷，不是少一气或两气，而是降
一级再减一气。其实道理十分简单，就是你在眼里自填一手，填一手使空格
降低一级；给对方一个下棋的机会等于少一气。

大眼杀小眼往往要在全盘性大战中才能产生。我们沿着杀气的这条路已
经走了很远了。下一节我们再回头讲局部的小变化。



第五节  二路上的对攻

黑白双方最常发生的冲突，是在二路上展开的。二路上的对攻，有着许
许多多的技巧，这些技巧都围绕着怎样延长自己的气和收紧对方的气。

为了熟练掌握这些技巧，我们先得熟悉二路上的情况。二路紧邻着一路，
所以在二路上横排的子数越多，气数也就往往越多。这是因为谁也不会先在
一路上下子的缘故。

图十一：
右上角，在二路上，黑方三个子，白方两个子，白棋已经死了。白 1曲，

黑 2也曲，白棋差一气。在这里，要注意的是，黑白双方的头，都没有被封
住。

右下角，白 1长，是徒劳的。凡是二路上向前长，只要对方能够挡住，
就不能增加气数，这样的长，只会增加损失。

据此可知，在二路上的一个子，要与三路联络只有用扳。二路上被对方
扳住头的二个子，与一个子相同。二路上没有被扳住头的两子，与三路子联
络时方可{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49_1.bmp}用飞。

左下角，一个二路子，白 1走的稍远一点，黑 2扳下，就把这个二路子
吃掉了。白方如果要救这个子，白 1应当下在 3位。

左边，白 二子，也只有在 1位扳才能使它们安全。
左上角，这样的两个子，走到 1位是安全的。因为黑 2扳时，白 3断，

两路上黑子数无法超过白子，黑终究少一气。
但白 1走到 A位就不安全了。
以上是棋子在二路上的一般规律。下面要谈一谈一些特殊的棋形和他们

的特殊规律。
请看图十二：
在四个角上，有四种图形，均为黑先，结果怎样呢？{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0_1.bmp}
你可以用棋子反复地摆，定能发现其中奥妙。



第六节  “不入”与“金鸡独立”

上节图十二留下的问题，请见图十三：
右上角，白子在二路上有三子，三口气。黑子在二路上只有两子，两口

气 。 按 照 一 般 规 律 ， 白 棋 长 一 气 。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1_1.bmp}但黑棋的一口气在盘角上，由于
“一一”这个位置的特殊性，给黑棋造就了妙手。黑 1 断，便是妙手，白 2
非应不可，这时，白方已无法在角上紧气，术语称“不入”。黑 3从容地扳，
白棋反而被吃了。

右下角，与上图同样道理，黑 1断，逼白 2打，同样成为不入。这个不
入，白子左右不能下子，称为“金鸡独立”。这个名词是针对黑方的那个一
路子的，它立在那里，使两边白子对它无可奈何。

典型的“金鸡独立”象左下角那样：
左下角，黑 1打、3立是妙手。只有这样才能全歼白子。
左上角，相当多数读者会在 1位打，这样角上的黑子就丢了。吃一堑长

一智，你一定会将左下角的正解记得很牢。
“金鸡独立”和“不入”在对局中是时常能遇见的。碰得巧的时候，能

长出两气以上。请见图十四：
右上角，被围黑子只有两气，被围白子却有五气。黑棋先下，如果收白

一气，还差两气。但如果依仗一个眼的优势，采用巧妙的长气方法，却能吃
死白子。行进过程请看：

右下角，黑 1扑，白方受到进攻必定来救，白 2必须提。黑 3立下，白
4 若不粘，黑打吃四子，就成“接不归”了（有两个断点，使你无法把被打
的子连回，称“接不归”）。白 4粘后，白已无法在一路上收气，黑 5紧气，
白棋已经死了。续见：

左下角，白 6粘，准备紧气，黑 7又紧一气。白 8紧气时，准备下一手
杀黑。不料黑 9切断送吃一子，白 10 非打不可。黑 11 又紧一气，白在角上
不能入气，中腹白子眼睁睁地被吃死了。{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3_1.bmp}本例是黑方充分利用了“不入”，
使原先的一气变成后来的四气。

左上角，这是上节图十二中留下的最后一道题。由于我们已经懂得了“金
鸡独立”，所以黑 1断这手棋，估计大家都能想出来。

到此，无论黑在哪边打，都会形成“金鸡独立”。但是，你不要到此为
止，请你再替白方想想，他有没有妙着。

图十五：
左上角，白 1在这边打，不得要领，黑 2立，白子全都死了。
右上角，白 1换在这边打，是关键的一着。因为有希望攻杀的黑棋三子

在这一边，白 1打有可能帮助这两个白子。
黑 2立，仍然形成“金鸡独立”。但白 3粘，同样采用“金鸡独立”来

长气。黑 4立是不能奏效的，白 5扳住就是了。到此，双方不能紧气，黑 6
必须先吃两子，白 7粘后，吃住了上边四个黑子。

这里黑白双方都采用“金鸡独立”，结果平分秋色。你一定会觉得“金
鸡独立”十分巧妙，但当你看了右下角和左下角两个题后（两题均白先），
就会更进一步地明白围棋的奥妙无穷。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5_1.bmp}



第七节  “倒脱靴”

上节留下的两题，必须运用一种更为巧妙的方法，这种方法叫做“倒脱
靴”，又称“脱骨妙手”，因为它有脱胎换骨之妙。

图十六：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6_1.bmp}右上角，对于黑 ，

现在必须从弱的一方面打。因为现在不象图十五那样有攻击目标，而是要采
取牺牲自己以求重生的办法。

黑 2立时，白 3粘是关键的一着。一粘之后，在这里多了一个白子，将
来被提后，就多一个空格，这一个空格正好成为黑棋的缺陷。

黑 4、白 5各自紧气，到黑 8，白四子被提，但是你切莫灰心。
右下角，这就是提子后的情况。白 9一打，已经吃住黑棋三子，整块白

棋也就救活了。
左下角，这是上节图十五的第二道题。白 1冷静地立下，是关键之着。

有了这手棋，今后AB 两点必得其一，黑左右两块棋不能两全。AB 位的“扑”，
是常用的破眼手段。

对于 B位的“扑”，是可以一目了然的，黑方提去■子，白接回 B子，
黑眼就变成假眼了。对于 A位的“扑”，黑如在 C位提，白还得在“二二”
路“扑”一手。

左上角，白 1打，是容易出现的错着。不过黑 2提同样错了。白 3在
位“扑”，又是常用的破眼手法，黑 4只能提，白 5粘，又变成了黑棋左右
不得两全的样子。

这样说来，白 1不是也能行得通么？
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因为黑 2错了。黑 2有什么好办法呢？
就是借助于“倒脱靴”。
请看图十七：
左下角，白 1打时，黑 2团，送给白棋吃，这是绝妙之着。白 3只得提，

黑 4在 位打吃，做出眼来了，黑棋右方也安然无恙。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58_1.bmp}
象这样，利用原来的死子，多送一子或两子给对方吃，又能立即吃回对

方几个子，从而杀死对方，就是“倒脱靴”。
“倒脱靴”既然这样厉害，有没有办法对付它呢？
答案是，“倒脱靴”一旦形成，就无法可想了。但在形成之前是有些办

法来阻止的，例如采用“扑”，抢先占领形成“倒脱靴”所必须的那个一路
“粘”的点。左上角，这是比较容易见到的棋形，轮到黑棋下，应当怎样下
呢？

右上角，黑 1扳，是随手棋，未经深思，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总是这样扳
的。但白 2 粘，就形成了“倒脱靴”。2 位这个子，被提后形成的空格，是
“倒脱靴”的生命线。“倒脱靴”被提后的空格，有点象一只靴。

右下角，黑 1扑，不许白在这里粘，逼白 2提，这里成了空格，将来黑
棋提子后，就变成了黑子，“倒脱靴”就被破坏了。



第八节  “大头鬼”

除了上述几种巧妙攻防外，在二路上还有一种常用手法叫“大头鬼”，
“大头鬼’是由一连串的弃子形成的。

图十八：
右上角，黑 跳时，乍看角上黑棋有许多气，上边两个白子一定要遭受

不测之祸了。你也许不相信这两个子还能救活。
右下角，如果白 1随手一挡，黑 2便可“双”，白 3冲，黑 4粘，黑棋

共有五气，白棋只有三气，双方气数相差较多。原因在于白 1下得不是地方。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0_1.bmp}左下角，白 1冲、3断，

是关键的一着，白 5立是关键中的关键。这几手棋一气呵成，逼得黑棋腾不
出手来向边上两颗白棋进攻。双方行进到黑 8，白棋已经完成了弃子紧气的
第一步。

左上角是左下角提子后的情况。白 9扑，再送一子，逼黑 10 提，白 11
粘，便吃住黑子。如果忘记了白 9这手扑，先在 11 粘，黑在9位粘，反而吃
白。到白 11 止的棋形，称为“大头鬼”。

“大头鬼”在实战中也是常能用上的。
图十九：
右上角和右下角的图形，都有可能形成“大头鬼”。
左上角，这是解答右上角的。这个形的着眼点是白 ，这个子通常是不

容易有的，但一旦有了，第一感就是白 1出动。黑 2必退，白 3长时，黑 4
若不扳，{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1_1.bmp}白在 4长，白方多
一气。

黑 4必定会扳，白 5切断是妙手，以下 7、11 连连弃子（“弃子”即把
棋子送给对方吃），终于将黑角吃死。

左下角，这是解答右下角的。白 1扳，黑 2若不反扳，白棋就连通了。
黑方要分断白子，势必连扳。

白 3从容切断，展开战斗。白 5立下，9扑，仍然用吃“大头鬼”的手
法，到白 15 时，把黑全歼。



第九节  古典名题欣赏

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一些巧妙手法，可以来解答第一节中的“昆阳
溃围势”了。在这一节中我们除了解答“昆阳溃围势”外，还要介绍一些有
名的古棋势。

图二十：
右上角，这便是“昆阳溃围势”。被困的白子虽然只有三口气，但白 1

冲是好手。白 1必须从里面往外冲，如果从反面冲就错了，当年刘秀就是从
城里冲出去的。

黑 2挡是错着，被白 3扑，逼黑 4提，白 5挤打，就出现“接不归”了。
左下角，黑 2粘是正着。白 3打，是必要的一着。黑 4粘，是为了防止

白棋连通，作为棋势，这是必走的一着。作为对局，在看清变化后放弃这两
个子，这是另{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3_1.bmp}外一个问题。
黑 4粘时，白 5挖，黑 6可以在上面打，也可在下面打。现在黑 6在上面打，
又撞紧了白棋一气，白棋只剩下两气，岌岌可危了。这时白 7先打是妙手，
黑 8为了救应角上两子只能拐打，白 9逃出连带打吃，到 11 就把黑棋吃住了。
黑始终无法还手。

所以，黑 6应当改在下面二路打。
图二十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4_1.bmp}右上角，续上图，黑 6

改在二路打。这时，白 7断打是妙手。黑 8粘时，白 9立，是关键的一着。
黑 10 只有这样打，白 11 反打，黑已无法解救。黑 12 提一子，白 13 打，成
接不归；黑 12 如果改在 A位提，白 13 打，成为倒包。

到此，昆阳之围已解，这道题在古棋势中并不算很难的，它综合使用了
“金鸡独立”、“倒包”等手段。右下角，这是《忘忧清乐集》上的“烂柯
势”。要求是：白先，做活被困的五颗白子。

左上角，是《忘忧清乐集》中的“鹘打兔势”。要求：白先，杀死黑棋，
这道题比较简单。

图二十二：
右下角，这就是“烂柯势”。五个白子乍看已无生路，但借助白 之力，

仍然得救。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5_1.bmp}白 1 夹，是关键之着。

黑 2冲、3打是必然的着法。黑 4立是最顽强的抵抗。如果在 5位提，白就
要在 4位打，五个白子就很容易救出去了。

黑 4立，切断白方退路，白 5只得粘，黑 6打时，白棋又该怎样下呢？
左上角，续前图，白 7打，是容易想到的。但 11 虚枷，确是奇妙的构思。

这步棋，无论怎样直接打吃都不能奏效，只有这样“枷”才能把黑棋向边上
的通道隔断。

黑 12 提，是不得已之着，如果在 15 位冲，白 20 位打后，再于 22 位打，
可以把黑子“征”死。同样道理，白 13 挤时，黑 14 必须逃出。白 15 打后，
在三路筑成厚壁，借助厚壁的威力，17 打，至 23 止，终于杀死黑子。

到此，角上五个白子，终于回到自己家里了。
图二十三：
这个“鹘打兔势”比较简单。只需要一两手干净利落的好棋。



右下角，白 1打后，3立，是一招意想不到的棋。除此之外就不能杀黑。
左下角，白 3是容易出现的错着。随手一打，被黑 4打吃，黑棋就活了。
左上角，续右下角，白方立时，黑 4也立。这时，白 5扑，是破去上方

眼位的常用手法。黑 8打时，白 9又{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67_1.bmp}用“倒脱靴”破眼，至白 11 在

位打止，黑棋被杀了。这就是当初白 3立的妙用。这一手棋，就象“鹘打
兔”那样一击命中。

其中黑 4若在 7位团眼，白在 4位板，黑棋边上的眼位同样被破。
右上角，白 3急于破边上眼位，结果被黑 4一打，黑棋角上眼位就能做

成。白棋这是顾此失彼。我国古谱中的死活题是非常多的，读者在提高棋艺
后可以专门研究。



第四章  学点棋理

第一节  布局举例

一盘棋大致可以分为：“布局”、“中盘”、“官子”三个阶段。布局
有多长，没有明确规定，要根据每盘棋的具体情况来定，而且各人的看法还
不太一样，大致是从一开始到四五十手之间。我们对局时首先遇到的是布局，
那末，在本书中为什么到第四章才提起呢？这是因为布局是“虚路”，不但
不容易看懂，而且不象局部死活那样有明确的答案，因而不那么引人，也不
那么容易记住。

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围棋知识，到了应该学一学布局的时候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几种布局。
图一：这是一九八五年中日围棋对抗赛中，日本上村阳生执黑对中国邵

震中的布局，这种布局，称为“中国流”布局。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0_1.bmp}“中国流”布局，是我

国棋手陈祖德在日本安永一先生的围棋理论启发下创立的一种布局。在一次
访日比赛中，我国棋手拿黑棋时“清一色”地采用了这一布局，被日本人称
为“中国流”。

图二：
这是一九八五年四五月间，在杭州举行的全国团体赛上，解放军队王群

执黑对山西江铸久布下的布局。这个布局称为“错小目”布局，是“中国流”
出现之前最流行的布局。

这种布局，本来是最平稳的，可是在两位善战的棋手手里，就不那么平
稳了。白 4、黑 7已经不是这一布局的典型着法了。

接着，双方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从局部的冲突而进入中盘。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1_1.bmp}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呢？
因为围棋要以双方占地的多少来判明胜负，打的目的是为了在局部多占

地。停的目的，是顾及到全盘，占据要点以便多占地。
布局的种类是很多的，它们各有特点，必须作专题介绍才能说清。但在

图一、图二中，有一个共同特点，这就是开始的几手棋双方多爱占角。而且
以后的棋也{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2_1.bmp}大多数下在三四
线上。有一句围棋术语叫“金角、银边、草肚皮”。就是说要先占角和边。

图三：这是古谱中的布局，载在《忘忧清乐集》上，是唐明皇诏郑观音
弈棋局面图。从图中也可以看出，唐朝人下棋和现代已经相当接近了。只是
我国的古棋，黑白双方先在盘上放好两个“座子”。“座子”直到近代才废
除，这是我国的布局落后于日本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节  角上据点的特性

既然布局要从角上走起，那未，角上哪个点最好呢？
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有几个

好点，他们各有自己的优劣。
在角上常用的据点并不多，一共有五个，它们是“小目”“目外”“高

目”“星”和“三三”。在这五个据点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种是一手占角类，
它们是“星”和“三三”；一种是两手守角类，“小目”“目外”和“高目”。

为了说明这五个据点的短长，请看图四：
右上角，黑子称“小目”，它历来被认为是在角上最利于得地的一手棋。

因 为 如 果 再 在 1 位 补 一 手 ， 就 形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4_1.bmp}成角上的最佳结构。别看这两个
子跨度不大，但它十分结实，确切地占领了这个角，这个角称为“无忧角”，
取“高枕无忧”的意思。结实的无忧角再向外发展，就可以跨大步了，向下
可以走到 A位，向左可以走到 B位。

右下角，“小目”再补一手，就可以得到最理想的棋形，但是未补之前，
也给对方留下了好点。白 1挂，或 A位挂，就比较容易地分取了角地，所以
“小目”属于两手守角类偏重于角地的好点。

说它偏重于角地，是同“目外”与“高目”对比出来的。
左下角，这个黑子称“目外”，下一手它可以在小目守成“无忧角”。
但是，白方占据了 1位之后，它守角的能力就不如“小目”了。
不过不要紧，请看左上角，白子占据小目，黑方可以用 1位飞压来对付，

黑 3白 4之后，黑棋在上方取得了形势。这种取势的手法，占小目的一方是
无法施展的。所以目外在两手守角类中，是偏重于取势的一种。

图五：
右上角的黑子称为“高目”，它比“目外”还高一路。它更重于取势。
白 1进角，黑 2可以飞攻取势。当然也还可以在 A位托，在三路上取地。
右下角，黑高目再花一手守角，却不如无忧角那样厚实，但如果在右边

A 位拆，边地却十分理想。所以“高目”比“目外”更重于取势。近代的棋
比较重视实地，所以先占“高目”的情况比较少见了。但在对方先占小目的
场合，采用高目挂却是最常见的。

左下角的黑子称“四四”，又称“星”。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6_1.bmp}左上角的黑子称“三

三”，它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占据角的正中，使对方一时找不到分角的好点。
所以称为一手占角类。

一手占角类，花一手就占一角，便于腾出手来抢占别的地方，这是优点。
但缺点是如果再花一手，棋形就不如两手占角类完整。左下角黑星无论在 1
位补还是 A、B位补，都侧在一方，角地仍未占住。左上角黑 1补或 A补，都
不象“无忧角”那样紧抱着角地。

“星”和“三三”既然同属一手占角，但一个在四路上，一个在三路上，
所以一个取势，一个取地，有很大区别。

图六：
右上角，黑子在星位占角，将来白 1点入，可以把角地完全夺去。不过，

白方夺角之后，黑外面势力极{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7_1.bmp}



大。在布局之初，白棋是不肯这样下的。正因为白棋不肯轻易这样下，所以
黑星就算一手占角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白方有这种点角法，时机一旦
成熟，还是要下的，所以“星”实质上并没有守住角。“星”是重于取势的。

右下角，由于考虑到对方可以在 C位点入，黑星向外发展时要跨大步。
向上应当走到 A位，向左应当走到 B位。

倘若在 C位补一手，用“星”来守空，那是不合算的。因为这样两个子
的形状远远不如“无忧角”。

左边一带，黑 1、3、5一连三手，形成一片广阔的阵地，这叫“三连星”，
是一种典型的取势布局法。

“星”的特点是利于连片。一连上片，“星”的威力就增大了。
“三三”的特性却与“星”正好相反。
图七：
右上角是个三三，它虽然一手占住了角，但由于所处位置较低，就不利

于发展了。但它的好处是可以及时腾出手来抢占别的地方，在角上，白棋对
它没有任何侵分手段可施。

在六十年代以前，这手棋很少有人下，而且受到歧视。近代的布局讲究
速度，因而走“三三”的很多，尤其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79_1.bmp}是下白棋时人们更爱用，这
是因为白棋已经晚下一步，用一手守一角就更加引人。

右下角，黑 1、3两手急于扩张“三三”，这是不好的，因为这时白 4
变成了绝好点。黑 5无论向哪边长结果都相同，双方行进到黑 9，结果黑棋
在二三线上的子太多了，是不利的。

左下角，“三三”只能向一条边上开拆，若要向另一条边开拆时，就应
先在 1位加高。根据以上这些特点，我们可以明白，“三三”是一手占角中
偏于守地、而不利向周围发展的棋。下“三三”比较实惠，但要十分注意全
局的大势。



第三节  “势线”和“地线”

布局时，棋子应当下在三线或四线，这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近
代日本的围棋理论家们对此又找到了理论根据，说来相当简单，请看图八：

黑子在三路上围一圈，得到 192 个子，白子在四路上围一圈得到 169 个
子。它告诉我们，只要占到三线，地域就不会不足。根据这个道理，将三线
称为“地线”，在三线上下子便于取地；四线称为“势线”，在势线上下子
便于取势。

不过对于具体的计算，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黑棋在三路上围一
圈花了 56 手棋，每手棋的价值是 192÷56＝3.43，白棋在四路上只花 48 手，
每手棋的价值是 169÷48＝3.52。这么看来，还是四路上的价值稍高。

对于上述论断，可以用图九来证明。
图九：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81_1.bmp}右上角，黑 3飞压，是

公认的两分定式（两不吃亏的定式），其中白 6跳出，被看作必然的一着。
跳出的目的是不愿意再在三路上长了。这在第二章第九节中我们已经讲过。

右下角，白 4再长一手，被认为是特殊情况下的应急下法。它的目的是
当黑在 A位曲头时，白在 B飞或 C跳，让这个角活得从容一些。左下角，白
6再长一手，就太胆小了。

综合上述三种情况，白方不肯一直在三路上走棋，可以说明四线比三线
稍好。

但是，三线取到的地是确实的，四线取到的势还不够确实。而且我们下
棋的时候，不是一个子紧挨一个子下的，在三线上布两个子，可以得到确切
的地，在四线上几个零散的子，也许什么也得不到。因而又有一{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82_1.bmp}种理论应运而生。

左上角，一连排排着六个黑子和六个白子，每个黑子得到二目（目，即
占有的空格）。每个白子的价值却是不等的，前三个每个子一目，第四个开
始，每增加一个递增一目。也就是说外势越强，威力越大。这个道理是对的。
但具体的价值却很难弄准。

按照上述方法计算，黑白子各有六个时价值相等，如果再增加，白方就
占优了。



第四节  莫压四路休爬二路

上节弄清楚了一方占四线，一方占三线大致两不吃亏。那末本节的问题
也就容易解决了。如果黑棋在五路上压，白棋在四路上长，这样谁便宜呢？
我们一定会回答：“白棋便宜”。现在，黑棋在三路上压，白棋在二路上爬，
谁便宜呢？当然是黑棋便宜。

道理一说就懂，可是在对局时，我们还会去压人家的四路和爬自己的二
路。而且走过之后总会有些理由。确实如此，下棋谁不想赢，谁肯无缘无故
地吃亏，在下子之前必定认为这是一手好棋，至少认为这是不得不走的棋，
这才下下去。

为此，我们在这里举些常见的例子并找找出现错着的原因。
图十：
右上角，黑 1一间夹，白 2关起，黑 3飞，这时，白 4压就称“压四路”。

黑子在四路上，白方去压它，白方就吃亏了。
这样下的人，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白 8对黑 1的攻击上。并自认为是：创

造有利条件，在我优势兵力下{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5184_1.bmp}作战。围棋虽说和打仗很相象，
但毕竟还不同，围棋有自己的规律。这就是前面说过的围棋是以占地多少决
定胜负的。因此，白方先走了 4、6两手吃亏的棋后，黑棋就很容易处理黑 1
这个子了。

如果黑方作战有利，就可以在 A位压。展开战斗，上方的白棋也还没有
活净。

在黑方 A位逃出不利的情况下，黑方还可以在 B位尖顶。
在左上角有黑子的情况下，黑又可在 9飞，黑方的形势更大。所以白方

先付出代价，而以后的收获又不确切，这样的构思是不好的。
白 8如果改在 C位，那末，下面 D位还有漏洞，白棋更不容易得到实在

的东西了。
为了加深认识，请看常用的下法。
右下角，白 4这手棋为了避免压四路，采取马上攻击 的办法。以下到

白 14 是定式的一型。
左下角，白 4改在这边夹，也是定式的一种下法。
那末，爬二路是怎样形成的呢？
图十一：
右上角，黑 1打，白 2立，黑 3挡，白 4曲，黑 5退时，白棋左右为难，

成了“骑虎之势”。如果三个白子丢了，不是前功尽弃么？于是：右下角，
许多初学者会不假思索地在 6位爬，结果越爬越多，越多越不能松手，白棋
要爬几个才活呢？

通常要爬七个。爬到第七个，对方不在二路扳头，就活了，活了怎样？
棋诀说：“七子沿边活也输”。

那末，在白 6时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么？
左下角，首先要看白 6能不能这样断打。白 8压时，如果在 A位能征掉

黑子，右上角黑1、3的下法就{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86_1.bmp}
不能成立。

如果 A位不能征黑，那末：



左上角，仔细认清棋形，寻求转换。如果是类似这样的情况（请注意与
右上角不同），白 1托十分有力。允许黑 2吃白三子，白 5扳，得到了大角。

黑 2不吃三子怎样？
图十二：
左上角，黑 2若应，白 3打，夺去了黑棋眼位，黑 4粘后，由于留有以

后白子在 A位立下杀死黑子的手段，白 5爬出就有力了。如果黑棋腾出一手
来补角，那末，白在 B位扳起，使中腹黑子处于被攻地位，白棋爬二路的损
失就补回来了。

据此可知，二路也并不是绝对不能爬，通常的代价是：在角上有极大的
便宜，或在三路扳起头来。

本型的关键在于黑 与白 撞紧了气，如果没有这两手交换，黑 4改走
C位就活了，白 5就该慎重。

右上角，黑方事先没有作交换，黑 1打时，白 2反打求转换，也是可以
考虑的。总之对于“爬二路”要防患于未然。

右下角，黑角很坚固，而且外围没有 A位被打的破绽，这时，白方唯一
的办法是把它放在一边，不要再去逃出三个白子，等待有机会时再去活动。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88_1.bmp}左下角，白 1托入，到
白 9为止，不就是沿着二路边活出一块么？

但这不叫“爬二路”，而叫“侵分”，因为左下一带是黑方阵地。在对
方阵地中能做活一块，就无所谓“爬二路”了。我们所说的不要“爬二路”
是指在空着的地方。



第五节  贵轻快重出头

上一节讲的是十分具体的东西。它告诉我们，每一手棋，都要计算它的
价值。这一节作一个补充，叫做“棋贵轻快，重出头”。

“轻快”就是步子迈得大一点，不要在小地方纠缠。“出头”就是不要
被对方封锁在边角上。

图十三：
右上角，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定式。白 6 拆就是轻快的一手，如果再在 A

位扳，就不轻快了。因此，“轻快”并不神秘，它只是包含在正常的着法之
中。

根据上面的讲解，我们又可以明白：
右下角，白 1拆，是轻快的一手。这也是定式的一型。
现在我们把问题再推进一步，请把左边一带和下边连在一起看。
左边一带是黑棋的势力范围，白方居中一子，两边皆可拆二。这时，轮

到白棋下，你选择在左边 A位拆呢，还是下边 B位拆？
正解是在 A位拆，因为左边这个白子还不够安全，及时使弱子安定，棋

就 显 得 轻 快 。 如 果 在 B 位 拆 ， 那 就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0_1.bmp}图十三使步调变慢了。因为右下
方三个白子已经安定，再花一手棋，目数也增加不了多少。

到此，我们已经明白了“轻快”有两种含义，一是大地方与小地方相比，
及时抢占大地方；一是不要用过多的棋去照顾和发展已经巩固的棋。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
图十四：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1_1.bmp}右上角，白 1托角之

后，到黑 4打吃，白 5粘，白子团在一起，显得沉重，这不是一手好棋。
右下角，白 5反打才是轻快的正着。到白 9止，是定式的一型。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轻快”就是不要走成一团。棋走成一团称愚形。
左下角，白 1粘这手棋，本来不是坏棋，但现在向上不能开拆，黑棋已

经先有了 子，白 1再粘，与黑 2交换，白棋就重滞了。
左上角，在无法拆边的情况下，白 1向中腹下一手，这才是轻快之着。
现在，我们对贵轻快有了一点认识。那末，重出头又是怎么回事呢？
图十五：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2_1.bmp}右上角，黑 1向中腹尖

出，目的就是为了出头，这手棋是很重要的。我们看重这手棋，就是“重出
头”。

为什么要着重提这个问题呢？
因为在布局时大家都抢占三四线，向中腹下子的价值较低。可是遇到有

关“出头”时，情况就不同了。
右下角，黑 1急于夹攻白子，角上的黑子被白 2一手封净。黑 3虽然很

容易补活，补活的同时又能得到角地，但即使这样，黑方还是不合算的。因
为黑棋被一手封净之后，外面的白棋就容易左右逢源了。正确的下法是：黑
1改走 2位。

左下角，黑 1跳时，角上的白棋虽然已经活净，但白 2尖出仍然是重要
的一手。如果在尖出之时，先在 A刺，等黑在 B粘后再尖出，便是一种高级



战术了。如果不尖出，被黑方在 C位再补一手，黑势就完整了。
左上角，白 1跳后，并不存在封锁黑棋的问题。黑 2尖，就不是好棋了。

读者仔细琢磨就会对棋要出头这个道理有所认识。



第六节  不作无谓牺牲

“无谓牺牲”就是说不出任何道理，平白无故地吃亏。这在下围棋时是
要避免的。什么样的棋算无谓牺牲呢？为了使读者有些感性认识，我们可以
举几个例子：

图十六：
右下角出现征子，黑 1想逃了再说，遭到白 2一打，这才发现逃不出去

了。黑又去 3位引征，被白 4提起两子，黑损失很大。黑 1不看变化，随手
逃出是绝对不许可的。这是最严重的无谓牺牲。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4_1.bmp}
图十七：
右上角，黑 1时，本来可以在 A位跳出。但黑方生怕跳出不牢靠，出于

求保险的心理，甘愿吃些小亏，就在 1位长。白 2长时，黑 3再跳出。这也
是无谓牺牲，是要不得的。因为你如果早一点在 A位跳出，即使对以后的着
法不了解以致走错了，吃了大亏，但吃一次亏可以使自己以后明白。现在，
黑 1多长一手，平安{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5_1.bmp}无事，
吃些小亏，你还自以为得计，结果总是吃亏。

右下角，角上毫无疑问是黑地，黑 1补一手，应当直接在 3位粘。如果
你在 1位虎，被白 2一打，目数平白受到损失，这是最明显的无谓牺牲。不
要看不起这个小损失。这个不起眼的损失，使黑棋吃亏了四目棋。围棋规则

规定：黑棋先下，计算胜负时贴还白棋五目半（即 子）。这是说先下的2
3

4
效力只有五目半。一比之下，你就知道这不起眼的损失有多大了。左下角，
已经被吃死的棋再去下，这也是初学者容易犯的毛病。这样，只能招来无谓
牺牲，黑 1立，使黑方损失了一个劫材；黑 3曲，招来白 4扳，在地域上也
吃亏了。

左上角，黑 1冲，存有侥幸心理，希望白棋不应。但这是绝不可能的，
白 2粘后，黑角上撞紧了气，这是不利的一个方面；白 2在外围多了个子，
会影响到上边，这是又一个不利因素。

类似黑 1这样毫无道理的冲，是绝不可以的，在打劫时作为“劫材”也
要十分注意。高手们下让子棋时总爱做个劫，有时虽然并不是十分必要，也
做一个劫。因为一做劫，黑方就慌了，在找劫时就要吃大亏。怎样避免这种
情况？办法就是在找劫时也不要作无谓的牺牲，术语叫“不找损劫”。



第七节  立二拆三立三拆四

下围棋是以占地的多少来决定胜负的，谁都要想多占地，多占地的办法
是把步子跨大。可是步子跨得太大又会失去联系。我们在刚学棋的时候就明
白了棋子要相互联络的道理。即要跨出最大的步子，又要使棋子相互联络，
这就要求我们把步子跨得恰到好处。

一步棋应该跨多远，是根据原有棋子的强弱来决定的。原有棋子较弱，
步子就该跨得小一点；原有棋子较强，步子就可以跨得大一点。

图十八：
右边，一个黑子，由于周围较为空旷，在 1位拆二虽是最常见的，但在

A位拆三也有不少人爱用。这时的黑子着法比较自由。
左边，黑子遭到了白 1拦，又因上角白子比较坚实，黑子感到压力，因

而只宜在 2位拆，如果走在 A位，被白 B位打入就不安全了。
上边，考虑到白角左强右弱，黑棋要在上边下子以 1位为好，这样两方

都可拆二。如果下在 A位，被白 B拦，黑虽可在 C拆，但这个拆二左右均被
白子拦{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8_1.bmp}住，稍嫌局促。

下边，阵地比较宽阔，黑棋下子时以居中的 1位最好。若走 A位，即稍
嫌不满，但没有安全上的威胁。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空旷的地方下子比较自由，在有敌子的
地方就需要慎重，在敌子强的地方就要首先考虑安全了。在三路上的一个子，
拆二是最为安全的，但如果是几个子呢？图十九：

右上角，白 二子称“立二”。白 1开拆，与这两个白子隔开三格，称
“拆三”。“拆”，是离开的意思。“立二拆三”，是不疏不密的代表作。

右下角，这样平着的两个子，不叫“立二”。这个形中，白 1只能拆二。
如果在 A位拆三，被黑 B位打入，白棋就失去了联系。{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199_1.bmp}在对局中，我们有时也能看到高
手在 A位拆三，那是考虑到了其他因素。一局棋中各种因素是错综复杂相互
影响的，但本文作为介绍基本功就不能详尽讲述了。

左下角，这里两个白子虽然是立着的，但它贴在黑棋的“墙”上，也不
能算“立二”。这时如果在 1位拆，黑在 A位打入，白方就难下了。

左上角，立二拆三是不怕对方打入的。黑 1打入，白 2压，恰到好处；
黑 3扳出后行进到白 8，白子正好封住黑头。黑 9虽可渡回，但白 12 得到了
外势，黑方并不上算。

那末，黑方有没有其他着法呢？
图二十：
右上角，续前图：黑 1打入后，黑 3如退，这样下，黑棋在边上即使能

活也是不合算的。
黑 1如果改在 2位打入，白在 1位托就能轻松地渡过了。
右下角，立二如果拆四，黑 1可以打入的点很多。如果就下在 1位，白

2是盖不住的。到黑 7，白子就溃散。
左下角，这时白方最好的办法是在 2位尖，黑方最好的办法是在 3位飞

出。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201_1.bmp}
对于黑 3的飞，白 4冲是俗手。如果 6断后吃黑一子，到 11 止，白方损



失重大。
左上角，对付飞的办法是跨，白 4跨是严厉的一手。黑 5白 6后，这里

变化十分复杂。而各式各样的变化黑棋具有选择权，也就是说当黑棋算到其
中某一变化对自己有利时，才来走 位打入。何况除了 位之外，黑棋还有
各种各样的打入。再说立二如果拆三，这里是白棋一块完整的阵地。用一块
本可以成为完整阵地的棋去冒种种风险，这自然是不可取的。

如果是立三拆四，情况就不同。
图二十一：
右上角，这是立三拆四。
右下角，黑 1打入，仍按前法。这时，白 4、6在右{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202_1.bmp}方立三配合下有恃无恐。黑 7打
时，白 8反打，黑 9粘，白 10 正好封头，白 这个子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白 8反打是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棋，即使黑在 A、B等处下了几手之
后，与白 8仍不相关，所以这一变化是可靠的。

如果白方不采用 8位反打，而寄希望在 C位逃出一子作战，那就相当冒
险了。

左下角，在立二时，你定要拆二，占的地方就小了。黑 2逼来，白子还
有些局促。

左上角，这里是立四，白 1是否该拆五呢？大致就是这样。但是立三以
上就不成典型了，一是出现的机会不多，二是拆得宽了变化也多，需要临局
时决定的因素也越复杂多样。



第八节  从原理到定式

下围棋有许多棋理，这些棋理，都是从最基本的原理派生出来的。
最基本的原理是：围棋以得地多少来决定胜负。这条原理再加上活棋有

效、死棋无效来补充，就变成了一个怎样争胜的整体。在这个基础上，从地
形着眼就有“金角、银边、草肚皮”，“地线与势线”；从棋形结构着眼，
就有“下子要不疏不密”，比较典型的是“立二拆三”和“立三拆四”。

可是，棋是一人下一步的，盘上的角也只有四个，总会有占完的时候；
在棋形上，你想走成不疏不密，我偏不让你如愿，于是双方展开了冲突。这
就是行兵布阵，就是布局。双方在角上的冲突尤为激烈。今天我出一个新招，
明天你出一个新招，凡是吃了亏的，吃亏的一方再也不肯用了，这种变化也
就自然淘汰了。凡是双方都愿意用的，就是两不吃亏的。这些就作为“定式”
被流传了下来。定式有多少种？新的旧的加起来不下万种，即使是专业棋手
也不可能都记得。但是常用的数百种定式是必定要记熟的。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是不大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些定式在理解了以后才能好记一些。在这
里我们谈谈棋理与定式的关系。

凡是成为定式的下法，绝大多数是符合棋理的。其实，话应当反过来说，
许多棋理正是从定式中总结出来的。不过有一小部分定式不符合棋理，这是
在特定的情况下才出现的。

我们先从一般情况谈起：
图二十二：
右上角，这是一个常见定式，由于角最大，因而黑

{ewc MVIMAGE,MVIMAGE, !16000810_0205_1.bmp}1 占角后，白 2挂角。这是
一切定式的基础，定式总是在角上的。

黑 3托角得了实地，白方就只能取外势了。白 4、6两手形成了立二，于
是白 8拆三。如果白棋想把 8走到 A位怎么办？

右下角，直接走到 1位，这是简单而愚蠢的办法，不合棋理。留下黑在
2位或 A位的弱点。那末应当采用什么办法呢？

左下角，把白 6这手棋改成虎，向边上移了一路，白 8就比较安全了。
左上角，黑方有一小目。如果白方左边 8位已有一子，白如在 1位挂，

黑 A托，白方按右上角那样下，白 8嫌太近。这时又该怎样办？由于找不到
好的对策，在左边先有白 8时，最好不要在 1位挂；改在 A位好些，就不会
形成刚才的情况了。

图二十三：
右上角，从黑 1到 7，是很普通的定式，其中却包含着许多道理。
右下角，白 4如果不先飞进角，先在 4位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黑 5尖、

白 6长后，白形成立二拆二，不够舒展。这是第一条理由，还有第二条理由。
左下角，白 1先拆，即使黑不来尖顶，让白 3再飞，这时角上的“三三”

就不那么重要了。黑方再次“脱先”，让白 5再尖，白 1这手棋显得多余，
已活净的棋不必再加强。这里黑子 2、4脱先。

左上角，黑 1到白 4，着法正确，黑如脱先，白 6是好点，白棋省略了
边上的拆二，显得轻快。

原来在每一个极平常的定式中，都包含着深刻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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