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围棋⼀直是执⽩先⾏吗？

2 ⼈赞同了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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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年前的《围棋天地 》杂志，曾经有过⼀场“古棋⿊先还是⽩先”的论战。⽽当下流⾏的观点

是：中国传统围棋⼀直是执⽩先⾏。笔者对此并不认同。

牧远⼭⼈认为（⻅参考⽂献）：“从现有围棋⽂献可知，中国古代围棋⽂化以⽩为尊，⽩为上⼿，

⿊为下⼿，今棋亦有类似⽂化传承。但古棋以⽩为尊⽽为先是⾃然设定�尊者先，因此，敌⼿

（分先）时，⽩先⿊后。⿊先⾏则主要存在于饶先（让先）的对局之中，这在宋代《忘忧清乐集》

的棋谱中已明确体现。古棋之饶先（让先）并未改变以⽩为尊的情状，因此⾄今未⻅古棋有⿊让⽩

先的棋谱。古棋饶先（让先）具体实施办法仅是让下⼿⽅（⿊棋）先⾏，棋⼿座位与棋盒位置皆不

变，仅是⿊⽩先后次序的改变。⽽今棋之让先则是上⼿将执⿊先⾏之权让于下⼿，具体实施的办法

是交换棋盒或棋⼿交换座位。”

以上牧远⼭⼈的观点，笔者仅对其“尊者先”的说法持保留意⻅，对于其它论述，均表赞同。

故此，笔者认为，具体讨论中国传统围棋的棋局，究竟是执⿊先⾏？还是执⽩先⾏？⾸先，必须了

解中国古代哲学观中的阴阳观：⽩为阳、阳主“动”，⿊为阴、阴主“静”，故阳先动；阳为主，

阴为辅，阳尊⽽阴卑。执棋时以执⽩者为尊的思想，⼀直传承⾄今。

其次，要与中国传统围棋的棋品棋份制关联起来，⻅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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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烂柯经·棋经⼗三篇》整理

再次，还需要了解明代棋⼈“⼀律⽩先”的改⾰举措，才能正确地分析其中的流变过程。

唐宋明清围棋棋局中的先⾏⽅，实际情况如下：

1. 唐宋围棋的先⾏⽅

1.1 让⼦棋，⽩⽅先⾏；

1.2 让先/饶先棋，⿊⽅先⾏；[注1]

1.3 分先/互先棋（即：敌⼿棋），⽩⽅先⾏。[注2]

2. 明代中后期⾄清代的围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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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让⼦棋，⽩⽅先⾏；

2.2 让先/饶先棋，⽩⽅先⾏；[注3][注4]

2.3 分先/互先棋，⽩⽅先⾏。

注1：唐宋时，⽩先或⿊先都有实例。让先/饶先棋⿊先下，是因为棋品棋份制+这个“饶”字导致

的，⿊先下的饶先棋实例⻅《忘忧清乐集》。所谓“饶先”，可参考“江南棋客刘仲甫 奉饶天下

棋先”的笔记故事。

注2：唐宋围棋棋局中，⽩先下的分先/互先棋的实例，亦⻅《忘忧清乐集》。

注3：明代中后期⾄清代，转变为“⼀律⽩先”。⽐如：明代国⼿苏之轼《弈薮》“凡例”有“诸

谱先着⿊⽩互⻅...今更⼀例⽩先，凡系⿊先者⼀切换去，亦⼀捷径法⻔也”的说法，解释了此种规

范的制定理由。哈佛藏明代《⽂房⼗⼆友》，也有类似的解释说明。此外，明代围棋出版物转变为

“⼀律⽩先”的做法与当时棋⼈实操做法的不⼀致，⼀个时期之后（⾄清代）转为⼀致，也值得研

究探讨。

注4：章琦认为：明代类书中的敌⼿局⿊先⽩先均有，呼应了陈祖源 论证的中国围棋在唐宋时是

⿊先，元明时⿊先⽩先混乱，到了明末清代才是⽩先。

陈⽒所谓“唐宋时⿊先”的观点并不正确，⻅⽂末的参考资料及前述注1、注2。

章琦引⽤了明末⼩说作为反驳“中国古棋都是⽩先”的旁证，⻅下（《明代类书与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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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分析如下：凌濛初的《⼆刻拍案惊奇》成书于1632年（崇桢五年），⼩说卷⼆“⼩道⼈⼀着

饶天下，⼥棋童两局注终⾝”描述的是宋辽往事。看来，明末作者凌濛初并不清楚宋辽时代的围棋

胜负计算规则是数路法，⼩说中是以明代数⼦法来成⽂的。但是，凌濛初在⼩说中所描述的对弈3

局⿊先⽩先的情况，很可能是明代棋⼈的实操，值得注意。

⾸先，妙观与⼩道⼈的第1局是⿊先，⽽且呼应执⽩者为尊的思想，原⽂的“东⾸”是“以东为

尊”的座次礼制。

原⽂⻅：“妙观让⼩道⼈是客，坐了东⾸，⽤着⽩棋。妙观请⼩道⼈先下⼦，⼩道⼈道：“⼩⼦有

⾔在前，这⼀着先要饶天下最⾼⼿，决不先下的。直待赢得过这局，⼩⼦才占起。”妙观只得拱⼀

拱道：“恕有罪，应该低者先下了。”果然妙观⼿起⼀⼦，⼩道⼈随⼿⽽应。......⼩道⼈虽然与妙

观下棋，⼀眼偷觑着他容貌，⼼内⼗分动⽕，想着他有⾔相许，有意让他⼀分，不尽情攻杀，只下

得个两平。算来⽩⼦⼀百⼋⼗着，⼩道⼈认输了半⼦。”

此后，第2、3局的原⽂是：“这⼀番却是⼩道⼈先下起了，少时完局。他两⼈⼿下明⽩，已知是妙

观输了。旁边看的嚷道：“果然是两个敌⼿，你先我输，我先你输，⼤家各得⼀局。⽽今只看这⼀

局以定输赢。”妙观⻅第⼆番这局觉得⼒量掤拽，⼼⾥有些着忙。下第三局时，频频以⽬送情。⼩

道⼈会意，仍旧东⽀西吾，让他过去。临了收拾了官着，⼜是⼩道⼈少了半⼦，⼤家⻬声喝采道：

还是本国棋师⾼强，赢了两局也！”

由第1局妙观曾请⼩道⼈执⽩先⾏可知（实际是妙观执⿊先⾏），由于“执⽩者为尊”，没有交换

⿊⽩的棋制，第2局时，⼩道⼈执⽩先⾏，并不是意外之举。⽽第3局情况，很可能与第1局类似，

还是妙观执⿊先⾏。

可⻅，明末⼩说家很清楚“⿊先⽩先”的规矩，⽽今⼈所论“元明时⿊先⽩先混乱”的“混乱”⼆

字，值得商榷。

本⽂观点

执棋时以执⽩者为尊。⽩先符合中国古代的哲学观，分先/互先棋份时，中国传统围棋是⽩⽅先

⾏。但是，正如阴阳两⾯，有⽩先⾃然就会有⿊先，中国传统围棋也不排斥⿊先，⿊⽅先⾏，发⽣

在让先/饶先棋份之下。

到了明代中后期直⾄清代，⾸先是在围棋出版物中，之后于棋⼿的实操做法，逐渐演变为“⼀律⽩

先”。

此外，让⼦棋棋份，古今中外都是⽩先，本⽂不作赘述。⽽唐宋时代的半先棋，究竟是⿊先还是⽩

先，欢迎探讨。笔者猜测：半先棋的3盘中，品低者2盘执⿊先⾏，中间1盘，品⾼者执⽩先⾏。

（全⽂完 ）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247792464&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5%85%A8%E6%96%87%E5%AE%8C&zhida_source=entity


编辑于 2024-09-26 16:33·IP 属地江苏

题外话

所谓“现代”⽇式围棋 的⿊先，其实并不符合中华传统⽂化。

相关⽂章：批驳⽇本的棋史谎⾔：“取消座⼦增加了围棋的变化，使围棋得到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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