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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故事·学象棋”系列丛书出版了。
这套丛书包括三本，分别是《象棋妙杀·成语篇》《象棋妙杀·寓言篇》和《象棋妙杀·谋略篇》。
应该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它都有创新和探索，这使我打心底里感到欣慰，并且很高兴能够
成为这套丛书的第一位读者！
象棋到底是什么？
众说纷纭。
它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
在我看来，象棋是一个多元的载体，游戏，竞技，文化，仅仅是它承载的一部分。
作为象棋的一个全国冠军、世界冠军，我对象棋有着自己的理解和体会。
作为智者的舞台，象棋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的特质，而其核心，就是“和谐”。
这套丛书中收录的数百条经典成语、寓言和谋略故事，以及数百局精妙的象棋杀法，都经历了时间长
河的检验，是被历史的潮水冲刷后，留下的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结晶体。
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我想，这套书的出版，具有积极的意义。
棋理和世理，本来相通。
妙杀之所以妙，是它凝聚了棋手的智慧，它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还有意无意地揭示了某种客
观规律、事物的内在哲理。
而成语、寓言和谋略，也是人们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它同样凝聚了作者的智慧，同样揭示了某种客
观规律，或者事物的内在哲理。
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人把表面上看起来并无关联的这么几种事物，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方式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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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呈现在您面前的《象棋妙杀（谋略篇）》，开辟了象棋教材的新天地，提供了象棋教育的新思路
。
它使象棋教育在原有的技术性的基础上，融入了知识性、哲理性和趣味性。
它和过去那种单纯从技术层面认识象棋的做法，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通过妙杀，小朋友们对谋略故事有了更形象的理解；通过成语、寓言和谋略故事，小朋友们对象棋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种教育效果，用一句成语来形容，真的是“双管齐下”或者说“一举两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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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乘敌不及”的观点，最早是由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提出的。
在他的《孙子兵法》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要“乘人之不及”。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孙武认为，用兵作战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战术思想，那就是要乘敌人没有准备的时候，及时发
起进攻，打他个措手不及。
在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中，“乘”的观点是非常鲜明而突出的。
所谓“乘”，就是“利用”。
古人还有这样的说法：“必胜之术，合变之形，妙在于乘。
乘者，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焉耳。
”这段话的意思，和孙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古代的军事家还总结出了十种“可乘之机”：“骄可乘，劳可乘，懈可乘，饥可乘，渴可乘，乱
可乘，疑可乘，怖可乘，困可乘，险可乘。
”实际上，在战争或战斗中，可以利用的机会并不止这些，但这些古代理论无疑对今天的我们是有借
鉴意义的。
在古今中外的许多战争中，“乘敌不及”的例子比比皆是。
有时作战的一方故意制造某些花样，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从而创造出“乘敌不及”的战机，迅速出
击，一举制胜。
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的军队打仗，在两军列阵之后，越王命令那些严重违犯军纪、犯了死罪的人
在阵前自杀。
这一行动果然引起对面吴国军队的骚动。
吴国军队感到很奇怪，这些越国军人怎么啦？
他们不打我们，却一个个横剑自刎，前面的士兵看了困惑不解，后面的士兵争相挤到前面来观看，这
样一来，吴军的阵脚就乱了。
越王见时机已到，令旗一挥，军鼓大振，越军如洪水猛兽，一下就把吴军冲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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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应该说，把脍炙人口的成语、寓言和谋略故事与象棋中的精妙杀局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崭新的尝试，
或者说，我们正在走着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但这件事还有它的另一面。
象棋本来就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它之所以自成一格，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别开生面的分支
，并不仅仅因为它为中国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并不仅仅因为它具有健康益智的功能，并不仅仅因为它
同时具备娱乐和竞技的特征，并不仅仅因为它具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和要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全球爱
好者。
象棋里有车马炮，有兵卒，是不闻呐喊的厮杀，没有硝烟的战争。
战争与和平，是一对矛盾：战争出现了，和平就被打破了；和平出现了，战争就被终止了。
这也是一对尖锐的矛盾，看上去非此即彼，无法调和，但象棋把它们包容在一起，而且包容得不着痕
迹，这是一个令人称奇又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正处在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而被不少人淡忘或疏忽了的象棋艺术恰恰是关于竞争的无字天书，
竞争的种种技巧和法门，在象棋里统统可以找到。
象棋用什么来判别胜负呢？
不是比谁的地盘到最后大一点点，不是比谁的子力到最后多一点点，象棋不算这种小账。
它从来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它的锋芒直指对方最重要的目标：车可以给你，马和炮也可以给你，但
是对不起，你得把老将留下。
象棋的一个最简单的法则，再过一万年也不会过时，这就是“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用哲学的
术语来说，就是“抓主要矛盾”。
前几年美国打伊拉克，整了不少新词，据说是最先进的打法，什么“精确打击”呀，什么“斩首行动
”呀，被誉为“最先进的作战理论”。
其实在中国人的象棋里，无论是“精确打击”还是“斩首行动”，都已经存活了200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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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象棋妙杀(谋略篇)》：看故事 学象棋 懂谋略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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