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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出之国    公元607年，日本摄政的圣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为使节访问隋朝，从此拉开了中日两国大规
模文化交流的序幕。
圣德太子在给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
通常认为，这便是日本国名的雏形，直到7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将其国名改为“日本”，即“太
阳升起的地方”，成为其正式国名，并一直沿用至今。
    日出之国天子致日落之国天子。
这个表述不仅让隋炀帝不爽，我堂堂“中央之国”怎么就变成了“日落的地方”？
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多少也有些不舒服，毕竟日落虽美，却有几分凄凉。
经历了一百多年“日落”历史之后的中国，又多了几分额外的敏感。
其实这个表述无外乎是日本追求与中国平等交往的一个夙愿，是否也有淡化“倭国”的意愿，就不得
而知了。
    其实从中日两国的位置而看，就算日本是“日出之国”，日落也远远不会在中国出现，它应该还要
往西，一直到另外一个岛国——大西洋上的不列颠王国。
而有趣的是，不列颠王国却称自己为“日不落帝国”。
    有人说“日不落帝国”已经是落日了，其实不然，你还要向西看，在美洲大陆，还有着一个盎格鲁
撒克逊的传人，说着英语的美利坚合众国。
或许有人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也要“日落”了，其实还不然，主宰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盎格鲁撒克
逊家族”，依然掌握着最多的话语权。
要看日落，还要向西。
在花旗国太平洋的对岸，从上世纪噼代开始，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日出之国”正在经历着“
失去的20年”。
从日出到日落，日本正在经历着一个轮回。
    从日出到日落，上面的文字转了地球一圈，牵出了四个国家——中日和英美。
如果说世界上的大国，有哪两个结成对子后最相像，恐怕也只有中日和英美了。
中美都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陆国家，日英都是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岛国；中日都写汉字，英美都说英
语；中日都是儒学与佛教之国，英美都是基督教国家；中国击退了日本的侵略，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
民统治，等等。
    中日和英美这两对“组合”虽然有很多相同，但却有着致命的不同。
英美是世界上最牢固的同盟；他们左右着世界格局，建立着包括金融秩序在内的众多国际秩序；他们
是西方的代表。
中日虽然“一衣带水”，却纷争不断；他们关系脆弱，相互猜疑；他们的“中日友好’’，听上去很
美，看起来遥远，摸起来什么都不是；他们各自代表着东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有一个困惑，中日为什么不能结束纷争，而像英美那样结成同盟呢？
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以及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日的联合不是能给自身甚至整个东方
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吗？
经过观察，我发现，虽然中日两国的交往有2000年的历史，然而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与日本人而言，双
方的了解却十分有限，彼此都用“过时”、“固有”的眼光看待着对方。
“中日友好”大多是官方层面的“秀”，民间了解与沟通的渠道并不畅通。
这直接导致了两国官方努力了数十年的“友好成果”，往往因为一些细小的摩擦而灰飞烟灭，毕竟两
国政府谁也无法忽视来自民间的怒火，哪怕这些怒火有时候是非理性和不成熟的。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的年轻人提起日本，无外乎“侵略者”、“动漫”、“AV女郎”等等少数几
个刻板的印象。
中国方面对于日本的研究以及出版与日本有关的图书，都远远不及对欧美那么热衷。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居，作为一个特点鲜明，并有着巨大成功经验和惨痛失败教训的国家，无论今后是
中国的同盟，还是朋友，抑或是对手甚至敌人，都需要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去深入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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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们编撰这套丛书的初衷。
    本套丛书的整体构思来自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为了管理战后的日本，美国政府委托本尼迪克特做一份日本社会和日本国民性的调查分析报告。
虽然有人对这本书内容的合理性存在质疑，但自1946年正式出版以来，此书便在美国和日本引起强烈
反响，先后印了几十次。
    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来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日本人生性好斗又谦恭温和，崇奉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却又同时具有耽美特征，桀骜不驯而又彬彬
有礼，冥顽不灵又顺从灵活，忠诚守信时又出尔反尔，勇敢而怯弱，保守而尚新，如此这般。
”这段惟妙惟肖的描述，准确地把握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
    “菊”代表文，“刀”代表武。
本套丛书正是从这两个方面展开，尽可能地向读者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日本。
虽然我们的能力有限，但也愿意为中日的文化交流做一些微薄之力。
在《武士》《忍者》相继出版之后，《艺伎》《浮世绘》和《相扑》也陆续和读者见面了。
本次推出的三本书，《棋道》《茶道》与《和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三种文化，都与中国有着
密不可分的渊源。
    围棋起源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但对现代围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
虽然在近些年的世界围棋大赛上，韩国和中国的成绩要好于日本，但谁也不能否认，两国在现代围棋
上都深受日本的影响。
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韩国围棋讲究搏杀，强调围棋的“胜负”；中国围棋吸收
了日韩两国的特点，再一次体现出了“中庸”。
那么，如果你想领略围棋之美，就去翻开《棋道》吧。
    茶叶同样源自于中国。
虽然有人说，茶叶的最早种植国除了中国，还有印度等，但真正将茶叶推广到全世界的，却非中国莫
属。
而在茶叶传入日本之后，饮茶演化成日本特有的茶道，并最终成为桑田中亲所说：“茶道已从单纯的
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日本式的“极致”，就去打开《茶道》吧。
    和服在日本也叫吴服，听到这个名字，中国人就不禁会想到三国时代的吴国。
没错，正是当时日本与东吴的商贸往来，将纺织品和制衣经带到了日本。
如今，和服作为日本的一个象征，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以至于在中国兴起了“汉服热
”。
但这一现象也引起了不小争议，其中之一就是“汉服的标准”。
那么，如果你想了解和服在日本的发展之路，就去阅读《和服》吧。
    本套丛书如今已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愿今后能有更多的相关书籍奉献给读者们。
    最后，感谢青岛出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先生和责任编辑杨成舜先生，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就没有
这套书的问世。
    顾申    2012年3月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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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认知日本系列：棋道》起源于中国是无可争议的，但对现代围棋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日本、虽然
在近些年的世界围棋大赛上，韩国和中国的成绩要好于日本，但谁也不能否认，两国在现代围棋上都
深受日本的影响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韩国围棋讲究搏杀，强调围棋的“胜负”
：中国围棋吸收了日韩两国的特点，再一次体现出了“中庸”那么，如果你想领略围棋之美，就去翻
开《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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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东瀛围棋  “江谈抄”  空海与辨正  《国家珍宝帐》  附件一 宫廷赌局第二章 围棋的故乡  来自
远古的传说  “山中方一日，世上几千年”  棋待诏  附件二 顾师言与日本第一高手第三章 萌芽  “倭人
好棋博”  “三劫之局”  附件三 右大臣的棋诗第充四章近世棋道正宗  本因坊算砂  棋所之争  附件四 
本因坊家历代主持中的名人和准名人第五章 本因坊厄  道策与道知  后世主持  附件五 名人棋所争夺战
（一）第六章 棋逢对手  幻庵因硕  《贞享历》与“林家中兴之祖”  附件六 名人棋所争夺战（二）第
七章 坠落樱花  末世本因坊  附件七 《棋式》·棋礼·棋具  附件八 棋圣·佳人·黄金枕第八章 “三分
天下”“两强相对”  日本棋院  院社之争第儿誊双雄会  天才出世  “吴清源时代”与“木谷道场”  再
回故乡第十章 时代挑战  现代围棋  新闻棋战  “生命有限，棋道无涯”  附件九 日本主要围棋比赛简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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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空海与辨正“吉备真备将围棋传入日本”纯属民间传说，事实表明，在吉备由唐
归国之前，围棋已经进入日本。
中国史书《隋书·东夷传》中所述“（倭人）好棋博”，表明最迟至公元7世纪初，日本人已经有下
围棋这一活动。
至公元8世纪初，在很多日本书籍中记载有“围棋”，这也证明公元7世纪至公元8世纪初，围棋已经在
日本僧侣和上层社会中流行。
《大宝律令》修订于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是日本最早的律令法典，其中《僧尼令》规定如下
：凡僧尼，作音乐及博戏者，处百日苦役。
但棋琴不受限制。
这里“博戏”即指赌博。
赌博以聚敛钱财为首要目的，僧尼禁赌，与“僧尼不许蓄财”这条戒律有密切关系。
民众告发僧尼参赌，将受到奖励，而僧尼间的相互揭发，则不会得到物质奖赏，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围棋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作为赌博游戏，但它又包含于“琴棋书画”，为文人及上流社会视为必备
教养之一。
那么，对于具有一定社会地位，与贵族、官吏具有同等等级的僧尼来说，书画兼善自不待言，不限琴
棋也就不难理解。
以上种种规定只针对僧尼，一般民众则不受此严格限制。
但在一些古代书籍中，也可找到取缔并禁止任何人参加“双六游戏”的规定。
围棋虽最终可分出胜负，也可用于赌博，但从古至今，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它都被视为高雅游戏，
并不在被禁止之列。
这一记载同时也透露出，公元7世纪的日本，围棋流行于僧侣之间。
当时，日本佛教戒律森严，严加禁止食荤饮酒、沾染女色，其中也包括音乐、武术、赌博、蓄财等，
这与今天日本佛教宗旨有很大差异。
僧尼们每天都拜佛诵经。
除研究学问，吟诗作画外，他们主要的消遣就是下围棋和弹奏五弦琴。
围棋在古代日本的僧众中广为流行，根源也许大体如此。
但随着围棋的流行，它对僧人的修行难免产生一些消极影响。
亲睹这一情况，日本真言宗开山祖师、弘法大师空海，在临终前不得不留下遗言，规劝众弟子能停止
围棋和双六游戏，可见其良苦用心。
在他遗言中这样写道，“虽然《僧尼令》中有“棋琴不受限制”之规定，但我宗门弟子应停止围棋和
双六，并持之以恒地戒酒”。
留下此遗言6日后，大师悄然圆寂。
空海（774—835），谥号为弘法大师，日本平安初期的名僧。
公元804年，他曾与最澄一起随遣唐使来到大唐，师从长安青龙寺慧果法师，公元806年学成归国。
后创立日本真言宗，同最澄创立的日本天台宗共同祈求国家平安，成为平安时代最重要的两大宗派，
史称“平安二宗”。
空海通晓诗文、擅长书法，与同时代的大书法家嵯峨天皇、橘逸势合称“三笔”。
日本谚语“弘法之笔误”，相当于汉语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可见空海书法水平的高超。
在平安时代，上讫宫廷贵族，下到黎民百姓，赌棋之风甚为盛行。
醍醐天皇曾以黄金枕为赌注，与奕圣宽莲博弈围棋，就是典型例证。
本应是清净无欲之地的寺院也被这一习气波及。
《僧尼令》虽规定“棋琴不受限制”，但赌博是以搜刮钱财为目的，空海禁止僧尼下棋，也与“僧尼
不许蓄财”这一戒律有关。
更何况，佛家子弟本应以修行求法为本，将精力过分倾注在围棋等游戏之上，实则玩物丧志。
公元751年（日本天平胜宝三年）编辑完成的汉诗集《怀风藻》中，收录日本高僧辨正的小传，提及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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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
将其摘录如下：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氏。
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
大宝年中，遣学唐国。
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
有子朝庆、朝元。
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
辨正于公元702年（日本大宝二年）遣学入唐。
公元701年（大宝元年）5月，辨正随粟田真人大使率领的第八次遣唐使团（共160人）从筑紫（今九州
福冈）出发，但因风暴渡海失败，于第二年6月再次出发，同年10月到达楚州，后又经陆路，历尽艰辛
来到长安。
辨正，“俗姓秦氏”，他可能就是所谓的“渡来人”，即由古代中国或朝鲜半岛东渡而来的移民及其
后代。
渡往日本后，秦氏主要活动在京都盆地——古代以太秦（现京都葛野）为中心的地带，以中国的纺织
技术为基础，从事纺织业，对古代京都盆地的开发作出巨大贡献。
他少年出家，后以僧籍遣唐，还与唐女结为夫妻，生子朝庆和朝元。
虽然辨正的生卒年不详，但据他入唐时间和之后的经历推断，辨正入唐半个世纪后才问世的《怀风藻
》中所载传记，大体上是同时代所作，提供信息基本可信。
传记中只用短短一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记述辩正从入唐到去世几十年间的经历，可见与其说他
是学问僧或文化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位围棋高手，且名声远扬。
辨正与唐玄宗李隆基的对局，一般认为发生在“龙潜之日”，即李隆基还是皇太子的时候。
李隆基不仅善书文、精通音律，且对围棋的浓厚兴趣更是历代君主所无法企及。
在他统治期间，宫廷中专设“棋待诏”，隶属翰林院，专司“进宫陪弈”或“受诏竞技”，这一时期
棋待诏中的第一名手为王积薪。
玄宗皇帝不但招人至宫中，还会时常亲临臣子宅邸，共同享受“黑白世界”的乐趣，甚至在“安史之
乱”携杨贵妃出逃之时也带上王积薪，以博弈消解逃难之愁苦。
而且，据《三国史记》中所记，公元737年（唐开元二十五年），突闻新罗王兴光去世，玄宗特命邢涛
为正使率团前往吊唁，因新罗人善围棋，便任“善棋人”杨季鹰为副使，以期通过围棋加强与新罗的
交往。
凡此种种，足以表明唐玄宗李隆基对围棋的热爱，其棋艺也非寻常爱好者所能比拟。
辨正能与这样一位皇太子对局且频频受赏，可见其技艺非凡。
如此这般，辨正的棋艺又师承哪里呢？
这个问题与围棋传入日本的时间有密切关系。
江户时代的《和汉三才图绘》载“辨正从来善棋”，虽为推测，但也有道理。
首先，辨正于公元702年末或公元703年初到达长安，入唐后不到10年的时间就可与皇太子时期的李隆
基（710—712）对弈，对于这样一位肩负使命的留学僧，从“棋盲”到声名远扬的高手不过数年时间
，似乎超乎寻常，即使他对此天赋异禀，也不可能始终有大量时间去研习。
其次，如上所述，公元7世纪的日本，佛教戒律森严，很多娱乐消遣都被禁止，独“琴棋不受限制”
，因此围棋在当时很受僧侣欢迎。
辨正年少出家，原为大安寺沙门，这为他从小学习围棋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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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棋道》重点介绍了在日本，围棋传统布局方式注重“优先占据实地”，因此特别重视小目和小目的
小飞或大飞缔角，均视小目为最高价值，自江户时代以来400年间，这种布局传统在代表日本棋界最高
水平的本因坊家，被视为最高准则、代代秉承，如有人对此产生怀疑，即视为对先人的不忠，甚至被
赶出坊门。
由此可知，本因坊家深受江户时代的封建体制影响。
 日本棋院实行的制度改革，为打破这一传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吴清源与木谷实二人有幸加入开放的日本棋院，同时他们从小就未接触坊门权威，生活在自由空气之
中，且他们都具备特异的围棋天赋，令他们在青年时期就创造出围棋新布局。
新布局强调布局速度和利用外势，打破传统布局注重以小目占据实地的策略。
认识日本，了解日本，感悟日本。
日本围棋讲究棋型，注重围棋的“美感”，如果你想领略之美，就请翻开顾申主编的《棋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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