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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围棋与中国文化》即试图从多个方面发掘围棋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关系。
文化一般被分为物质、制度、精神三个层面。
就围棋而言，弈具、弈地民了其物质文化层面。
弈具既是下棋的必备工具，又成了一种工艺品，不同的人对弈具、弈地的选择，又折射出了各自的人
生态度、精神追求、审美趣味；棋规棋约、竞赛体制、组织机构，对局方式，则构成了一种制度行为
文化；当然，文化更多地体现于精神方面，作者对中国围棋文化的探讨，也偏重于从精神心理方面，
提示围棋与人生，与各种哲学、宗教思想，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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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云波，男，生于１９６３年，原籍湖南新田县。
现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
２００２年获湖南省首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称号。
主要从事俄苏文学、比较文学和围棋文化研究。
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后获教育部、湖南省社科成
果奖）、《肖洛霍夫》、《回眸苏联文学》、《对话：文化视野中的文学》。
专著《围棋与中国文化》作为人民出版社“中国文化新论”丛书之一，在围棋及中国文化研究中开辟
了一个新的领域。
曾应邀在首届中国贵阳国际围棋文化节“围棋之道·名人论坛”上作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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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四)    围棋还是一门艺术。
    魏晋士人不仅把围棋看做“戏”，同时还把它纳入到“艺”的范畴。
《世说新语》将围棋列为“巧艺”，沈约《棋品序》称围棋乃是“体希微之趣，含奇正之情；静则合
道，动必合变。
若夫人神造极之灵，经武纬文之德，故可与和乐等妙，上艺齐工；⋯⋯是以汉魏名贤，高品间出。
晋宋盛士，逸思争流。
虽复理生于数，研求之所不能涉；义出乎几，爻象未之或尽”。
围棋，成了一种游戏的艺术。
    古人把琴棋书画并称四艺。
而艺术，从本质上说，都是人的一种精神的游戏。
人在满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之后，便会生出种种精神的需要，于是有了艺术。
艺术是非功利的，以冉由、快乐、和谐与美为指归。
    围棋作为一种竞技，一种战争游戏，当然它首先追求的是胜负。
但它作为一门艺术，又常常是符合美的规律的。
首先，从形式上说，棋盘棋子，一方一圆，“围奁象天，方局法地”，天地方圆之间，便有一种对立
中的和谐之美。
而棋子，一黑一白，在棋的进行过程中，相互拥抱，本身便犹如一幅极美的图画。
中国的书法、绘画，都是白纸黑墨，黑白两色，乃是对大干世界的丰富色彩浓缩、抽象。
中国绘画从写实的角度说，可能不如讲究色彩配置的西方油画那样逼真，从欣赏效果说，也不如浓墨
重彩的油画那样富于视觉的冲击力。
但它在简单、抽象中自有让人品之不尽的韵味。
围棋亦然，它同样体现了中国艺术的审美精神。
    在棋局的进行过程中，黑白棋子都在按照棋的固有的规律，在自然的流程中行进着。
每走一步，棋手都面临一个怎样才能走出好形，同时破坏对方的棋型的问题。
如果说跳、飞、虎、扳头、连压、拔花等是让人看着就舒服的“美”的型，同样有些“型”则可能是
不美的。
大竹英雄列举了六种不“美”的型：笨拙的尖、愚形三角、团形子、分裂形、后推车、二子头被扳。
    美的型被称为好型，不美的型则被称作愚型、恶型、坏型。
“美丑”与“好坏”本是两对并不一样的范畴，但围棋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正像艺术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围棋的“美的型”也是与合理、有用
联系在一起的。
看起来潇洒漂亮的“型”，如果有漏洞或不能发挥大的功能，那就只是徒有其表了。
正如大竹英雄所说：    能力强的人下的棋，棋型上没有什么废招；而能力弱的人下的棋，有很多的废
招。
这一点明显地显示在棋盘上，对没有废招的棋型，人们才有美感。
没有废招的棋型，功能多的棋型是漂亮的。
⋯⋯    人们经常说：  “美不在外表，而在于内心世界，”等等。
毫无疑问不仅人，就是围棋也一样。
真正的美，是从棋型当中进发出来的。
    所以，有时愚型中也有筋，俗手中也有妙手。
围棋与其他艺术门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争胜负的，围棋的美，永远是与实用联系在一起的。
    但如果棋手把胜负当作了惟一的追求，那就把围棋狭隘化了。
不少棋手认为，胜负与艺术是矛盾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现在这个过于功利主义的社会里，只好
舍鱼(艺术)而就熊掌了。
其实，真正的大家，是可以两者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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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围棋，是一种胜负的艺术。
    围棋作为一种艺术，还有审美的功能。
竞技的本质是冲突，审美追求的则是和谐。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美是数的和谐”，和谐包含着秩序、匀称、各因素之间的协调。
围棋也面临着地与势、先与后、攻与守、得与失、弃与取、局部与整体的种种矛盾，它需要解决的就
是如何达到各种矛盾间的均衡、调和。
动中之静，对立中的统一，这是棋艺的境界，也是艺术的境界。
    围棋又是一种宇宙之象、人生之道。
吴清源先生曾推断，围棋起初乃是古人用来占卜、祭祀的一种工具。
联想到围棋与《易》的密切关系，这推断又有一定的道理。
《易经》本是一本卜筮之书，通过“阴爻”和“阳爻”的不同组合推演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人事的
祸福吉凶，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围棋盘的天元即被当作太极，黑白子即
为两仪，“棋法阴阳，道为经纬。
清者在天(白子)，浊者在地(黑子)”，“围奁象天，方局法地”，黑白子中即包含着阴阳乾坤的无穷
变化。
而棋子的运行，  “按五行而布局，循八卦以分门”，这其中虽不无附会之处，却正体现了围棋作为
胜负之道之外的文化意味。
    其实，从形式上说，围棋与其他棋相比，是最简单的。
象棋是对战争的直接模拟，楚河汉界，两军对垒，每一个子的身份、地位、子力、走法都是固定了的
。
而围棋，却只有黑白子，纵横十九路，形式要素被简化到了极致，包含的变化却没有穷尽，这正所谓
最简单、朴素的就是最丰富、复杂的。
中国诗歌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言外，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中国绘画在白绢黑墨的“简单”图
式中，却蕴含着比西方浓墨重彩的油画更丰富的意味；中国哲学的“道”的最高境界不是“有”，而
是“无”。
  “天下万物皆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并非空无，而是事物存在的一种方式。
围棋与中国艺术精神的相通，与中国固定哲学的“气”与“道”、“无”与“一”的暗合，正体现了
围棋与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渊源关系。
    天圆地方。
吴清源先生认为，21世纪的围棋将是六合之棋，即天地东南西北之调和。
围棋的最高境界不是冲突，而是和谐。
吴先生在这里谈的既是棋，也是一种文化，中国文化追求的境界恰恰就是和谐。
当先生从单纯的胜负中超越了出来，他便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界。
    一阴一阳之谓道。
天地阴阳，相生相合，相互感应，相互激荡，宇宙万物由此化生。
而黑白子的阴阳交抱，似也在昭示着混沌初开之意境。
对一些人来说，围棋仅仅是一种争胜负之物，对另一些人来说，黑白天地又常常成了他们对“道”的
体悟。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是道，也是棋。
    那是一个纷乱、残忍的时代，也是一个自由的、充满浪漫情怀的时代。
“魏晋人物晚唐诗”，人们把带“风”字的词都送给了那个时代：风度、风流、风情、风姿⋯⋯被称
为“手谈”、“坐隐”、“忘忧”的围棋，自然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人们的青睐。
而这时的弈棋风尚、品棋制度和文人士大夫的“风度”，使围棋也似有了一分超逸之风。
但同时，这个时代也充满了血雨腥风，鲜血，有时也难免溅在围棋盘上，给人留下几许唏嘘与慨叹。
    (一)    我们似乎忘记两汉了。
这是因为汉代虽国力强盛，所谓“汉唐气象”，但总给人感觉过于正统，没有给“风情万种”的围棋
留下多少“蛊惑”人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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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时期，各阶层的人都热衷于博塞活动，“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
”。
围棋颇受冷落。
西汉初军人当政，武风大盛，人们好喧嚣，逐财利，“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
重失负也”。
宜静的围棋不被社会大众所关注。
汉武帝时，军人政治逐渐被文官制度所取代，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围
棋的竞争、平等与儒家仁、礼之道相冲突，围棋被当作“失礼迷风”，“简慢、相轻”之物被贬抑。
围棋面对来自“上”的贬抑与“下”的敬而远之，处在夹缝中，难以获得正常的发展，也就是必然的
了。
    但汉代特别是东汉，对围棋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这就是从“道”的角度确立了围棋的意义。
前面谈围棋的起源与本质，已经涉及到围棋的多重文化品格。
概括起来，围棋包含着技、道、戏、艺四个方面。
技指竞技、技艺；道既是棋道，也是人们从围棋中引发的宇宙、人生之道；戏是游戏；艺即艺术，围
棋乃一种游戏的艺术。
先秦确立了作为“技”与“戏”的围棋，东汉把围棋上升到“道”的高度，魏晋则正式确立了围棋作
为“艺”的地位。
此后，中国围棋，始终是在这四者的交融中发展、演变过来的，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各
有所偏重。
    围棋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观念的转变。
东汉初的班固(32—92)有感于“博行于世而弈独绝”，作《弈旨》，肯定了围棋的正面意义：“上有
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权，下有战国之事，览其得失，古今略备。
”其后，李尤(44—126)又作《围棋铭》，黄宪作《机论》，马融作《围棋赋》，从游艺、哲学、兵法
的角度，阐发围棋。
围棋在“技”与“戏”的基础上，又有了“道”的色彩。
    东汉时，随着士大夫对围棋的提倡，围棋逐渐流行开来。
也直接影响到三国时的弈棋风气。
    三国争霸，魏、蜀、吴各霸一方，围棋盘也似成了他们的虚拟战场。
曹操胸怀大志，棋力也自不弱，据说与当时围棋高手山子道、王九真、郭凯对局，不相上下。
子承父业，曹操两个儿子魏文帝曹丕与任城王曹彰也好棋。
在士大夫中，也不乏棋艺爱好者。
建安七子中的孔融、王粲和应砀都是颇有影响的文人中的“弈士”。
王粲(177—217)复局，成了弈坛佳话。
《三国志》卷二十一》说王粲“观人围棋，局坏，粲为覆之。
棋者不信，以帊盖局，使更以它局为之， 棋令人闲，且棋局如世局，以棋论道，以棋观世，清代观棋
之风也便大为盛行，成了一种时代的风尚。
“善弈不如善观”，这固然是棋道与世道本就有相通之处，同时，在异族统治下，也有士大夫们的不
得已之处，只好难言之隐，一“弈”了之。
当然，当文人士大夫们在棋盘上已根本无法与真正的高手抗衡，以“善弈不如善观”相标榜，也是一
种体面的逃遁。
     如果说文人士大夫之棋常常强调围棋雅的一面，民间围棋则更多地带有俗的色彩。
这导致所谓文人与市井棋的分野。
文人士大夫常常瞧不起市井之棋。
清·梁章钜《观弈轩杂录》载：     薛翁短小精悍，人甚蕴藉，与先父王天池公相 友善。
饶先父王弈，在两先之间。
先父王对弈，必令余侍旁敛子。
偶私扣以弈事，翁日：“足下若有志学弈，但务学士大夫之棋，不可学市井之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围棋与中国文化>>

今后生小子，偶有一知半解，即自视甚高，一局末终，而鄙倍嚣陵，令人不可向尔。
此即所谓市井之棋也。
”     茶如此，棋亦然。
棋之道，也正在于清幽淡雅中一解尘俗烦忧，“心游万里不知远，身与一枰相对闲”。
且茶香袅袅，一边喝茶，一边下棋，自是别有乐趣。
“移石栽花种竹，烹茶酌酒围棋”，上海辛园的这一楹联，正体现了士大夫生活的“雅趣”。
不过文人士子似乎对酒更情有独钟，他们也留下了许多喝酒下棋的诗句。
而茶与围棋的结缘，则更多见于方外之人。
中国古代的僧人、道土，不少都爱好围棋，下棋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之一。
而出家人不近酒肉，参禅打坐，以茶提神，茶便成必不可少之物。
况且，水乃天下至清之物，茶又为水中至清之味，欲入禅体道，便不可不饮茶。
而下棋何尝不是对人生之道的一种体悟。
“黑白谁能用人玄，千回生死体方圆。
空门说得恒沙劫，应笑终年为一先。
”茶有“茶道”，棋有“棋道”，喝茶下棋之间，便有深意在：“茶炉烟起知高兴，棋子声疏识苦心
。
”“围棋静扫一堂空，烹茶旋煮新泉熟。
”“帘卷茶烟萦堕叶，月明棋子落深苔。
”“茶炉天姥客，棋席剡溪僧。
”“系马松间不忍归，数巡香茗一枰棋。
”    “围棋”既是争胜之物，便难免一“赌”字，本来，“博”与“弈”就常常并称，双方长期和平
共处。
宋以后，在棋工棋和市井之棋中，“为赌金钱争路数”，已成社会的一种普遍风气。
文人下棋，也常常喜欢来点“彩”，不过，“彩头”大多不是金钱或其他俗物，而是文人的“家当”
——翰墨文宝之类，或者索性就是赌“诗”，所谓雅赌是也！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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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 黑白之间天地鸿蒙，有盘古生其中，开天辟地，阳清为天，阴浊为地。
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尺，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天地相去九万里。
    天、地相交，而后有人。
传说女娲“抟黄土造人”，帮助女娲造人的，相传还有一人，就是伏羲。
“男女媾精，万物化生”。
现存新疆的一幅唐代墓葬画中，女娲、；伏羲均 入面蛇身，上身相攀，下尾相交，女右手执规，男左
手执矩，天圆地方，规矩可画方圆。
男女之外，上有太阳，下有月亮，四周布满星星，人与天地宇宙合一也。
传说伏羲还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画八卦。
于是，有了那两个充满神秘的象征意义的符号：“一”、“——”。
"黑白谁能用人玄?千回生死体方圆。
”弈者，易也。
古老之“弈”不知起源于何时?也许，在天、地、人的阴阳交会中，便暗含了它最初的信息。
而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摆上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占卜问卦也罢，作攻杀游
戏也罢，它肯定就是古老之“弈”的雏形。
以后，当方格道数越来越多，游戏也就越来越复杂、有趣味，好之者越来越多，大家沉溺其中，乐此
不疲。
如果要列举一种与中国人的生活牵扯最多，或者说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游戏，肯定非围棋莫属。
    围棋的别名很多，每一种名称，都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围棋观念，折射出多种文化信息。
围棋最初称“弈”，与以掷骰子赌胜负的“博”为伍，地位自然高不到哪里去。
而“黑白”、“方圆”、“乌鹭”等，都是由棋子、棋盘的颜色、形状派生出来的。
棋是盘上的游戏，所以也称“盘戏”，而“楸枰”则是以棋盘代称围棋。
19路棋盘有361个交叉点，有包括“天元”在内的九个星位，与易理八卦相通，所以又名“星阵”。
围棋上天为“星阵”，人地当然就是“鬼阵”了。
上穷碧落下黄泉，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棋枰经天纬地、神鬼莫测，不足为俗人道也。
而楸枰为木，棋的魅惑力又如美色，于是围棋又被当作了“木野狐”，联想到中国古人一方面以红颜
为“祸水”，另一方面又既爱江山又爱美人，围棋的尴尬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最能体现围棋的文化精神的，当然是“手谈”、“坐隐”、“忘忧”、“烂柯”、“橘中之乐”之
类雅称了。
“手谈”强调围棋乃是一种特殊的表情达意方式，以棋发言，在无声中交流思想。
“坐隐”、“忘忧”、“烂柯”之类，则表现了方寸棋枰对尘俗世间、庸碌人生的超越。
归根结底，围棋代表了人的生命存在、精神追求的一种方式。
这恐怕也是围棋被当作“雅事”，被众多“雅人”喜爱的原因。
    奇怪的是，围棋作为一种竞技，本质上代表的是人类的生存竞争，充满了激烈的厮杀、冲突，而围
棋的名称，都是那么温文尔雅、风情万种。
中国文化传统，为一种竞技游戏，披上了非常优雅的外衣。
    竞技源于人类族际、人际间的竞争意识。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画
面。
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说：“应当知道战争对一切都是共同的，斗争就是正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而产
生和消灭的。
”因为有竞争，而有人类不断的自我改造、强化，而有凌驾于众人之上的强者的产生。
这种竞争意识在古希腊体现得特别充分。
古希腊人的竞争不仅以民族间的战争表现出来，也体现于各种哲学、艺术及体育竞技活动中。
古希腊杰出的悲剧作家们，都是从戏剧比赛中脱颖而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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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需要走出书斋，到街头去，参与演讲，展开辩论，在“实战”中赢得声名。
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更是充分体现人的勇敢、强悍、力量与智慧的舞台，橄榄树花冠便是给优胜
者的最好奖赏。
各种竞技，一方面跟敬神有关，而同时又是人的自由的狂欢。
酒神在这里受到特别的拥戴。
在神秘的颠狂中，人有了对自我的确信。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围棋与中国文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