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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永一先生是棋界顶尖的中国通，他在中国围棋史方面的研究成就也毋庸赘言。
本书堪称是总括全部中国围棋历史的决定版。
自中国围棋史开篇之日，直到现代中国围棋的整个发展过程，以及现代中国围棋界的全貌，还有各种
相关背景，都得到了系统地描述。

作者亲身经历了近代中日围棋交流史，在此期间，中国年轻棋手们奋发向上的“大跃进”，中国围棋
整体走强，到底是什么原因，本书都给予了明快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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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安永一 译者：（日本）松谷晓明  安永一（YasunagaHajime，1901年12月3日－1994年2
月2日）日本业余围棋名宿，围棋评论家及撰稿人。
兵库县水上郡人。
与木谷实、吴清源合著了著名的《围棋革命－新布局法》。
是业余围棋界领袖人物，中国流布局的创始人。
培养了众多职业棋手，门下弟子有小松英树、谷口敏则、吉冈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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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以上是我以文献资料宋推想原始棋盘。
现行的十九道盘中央的天元到四角的星之间都是5，同样为奇数，而这个5是汉族的圣数。
自古以来就有三皇五帝、五行说等等，是象征宗教的数。
 虽然没有确切的考证，但是，十七道原始棋盘上的座子间，正好是象征西亚农耕民族圣数的3，而十
九道盘上则是象征汉民族圣数的5这一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围棋在原始时代，棋盘作为天文历数的计算工具，3、12等12进制味道很浓。
而十九道盘则是10进制（1、2、5）所构成。
看起来似乎是，十九道盘深受中国古代思想的基础——“阴阳五行说”的影响。
这“五行说”的源头似非常久远，风靡于思想界则是在战国（公元前403—公元前221）以后。
此外，“五行说”又是一部自然哲学，大千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这五要素构成，也可以称做物
质宇宙观。
 战国时代末期，陕西西部兴起的秦，平定中国全境，建立了中国最初的秦帝国。
帝国建立了仅仅十几年左右，始皇帝崩，由于宦官赵高等作乱，王朝内部崩坏。
接下来便是汉高祖刘邦兴起。
 正如殷与周的关系一样，汉无论是制度还是文化，都全面继承了秦。
旧的封建制变成新的郡县制，汉是与秦一样的中央集权国家。
 清代盛行的“考证学”派中，有一位有名的阮元，所著《畴人传》中就《孙子算经》成书时间进行了
考据，有“而孙子乃云棋局十九道，则其人更当在汉以后矣”之说。
换言之，算经的真正作者其实并非春秋时代的军事家孙武，同是清代的数学史家钱宝琮也考证，此书
当是成于公元400年前后。
将阮元之说与三国时代魏国学者邯郸淳的汉魏十七道之说相印证，可以知道，棋盘从十七道到十九道
的变化，乃是秦汉以降，国家由之前的封建制向后来的郡县制变化时的产物。
 孙策、吕范是南方吴国人。
进入后汉，生产圈急速向南扩张，同时，不断高涨的南方文化圈也已形成一片新的天地。
 我们现在这样说，是因为围棋不过是一种游戏而已，应该不会在秦汉时代某一特定的时间点，发生交
通规则从左侧通行变成右侧通行那样的突变。
更合理的推测是，在十九道盘已经出现的时候，仍旧有人在用十七道盘下棋吧。
十七道盘与十九道盘的并存应该是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如果能够接受这样的前提，则邯郸淳的汉魏十七道与孙策。
吕范的十九道盘对局就没有直接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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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围棋》详尽收录了中日的不同规则，围棋的起源，古代棋风的变迁，现代中国棋风，日中交
流等方面的实用信息，并附有战略图和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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