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恢复座⼦围棋，本质在于：恢复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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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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座⼦肯定是限制了围棋的变化”

为什么说现代围棋就是“⽇式围棋”？

围棋起源与中国古代天⽂学关系的研究

“崔灿：施襄夏《弈理指归》探微”⽂之探讨

两种围棋的对⽐

“复古”毫⽆意义？

有⽹友⾔：座⼦制度 确实是限制了围棋开局的变化，开局很重要，开局是⼀种战略⾏为，中盘是

⼀种战术⾏动。没有好的战略，中盘战⽃会处处受制。在⼀个崇尚⾃由、奔放的时代，这种复古，

毫⽆意义。

座⼦围棋 的布局

传统座⼦围棋也是重视布局的，有完整的布局理论。

施襄夏在《弈理指归(图)》⾃序中说：“益穷向背之由於未形，⽽决胜负之源於布局也。...按五⾏

⽽布局，循⼋卦以分⻔...”座⼦围棋的中盘战⽃也是建⽴在座⼦布局 （以及让⼦布局）基础上

的。

关于座⼦围棋的布局，可参⻅施襄夏的《弈理指归(图)》、范西屏的《桃花泉弈谱 》等著作。

⽇式围棋的布局

现代“⽇式”围棋布局的边⻆定式多，套路化严重，缩短了中盘⼿数，减少了中盘的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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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围棋唯⼀能⿎吹的“优势”⽆⾮就是：⽆座⼦开局，“增加”了变化，能下出“某某

流”。如果有⼈喜欢漫⻓的、令⼈昏昏欲睡的“某某流”套路，那就继续吧。⽽这些前AI时代的

“某某流”套路，在AI时代⼜幸存下来了⼏个，不妨做⼀下统计。

这就是所谓“现代”围棋的发展进步？

现在，⼜开始流⾏背“AI布局”了，那么请问：所谓这个“流”、那个“流”的⾃由与奔放，⼜到

哪⾥去了呢？

座⼦还棋头的作⽤

传统座⼦围棋预置的座⼦，让⿊⽩在⼀开始就处于“分”的状态；“基本眼位⾮空（还棋头）”的

⾃然法则，⼜导致必须努⼒使⾃⼰的棋⼦“合”，使对⽅的棋⼦“分”，因⽽产⽣激烈的中盘战

⽃。⼦彩 ⼜强调了这⼀点。

座⼦与还棋头的作⽤，详⻅此⽂：驳“座⼦肯定是限制了围棋的变化”

胜负关键在于中盘

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中盘。

围棋的魅⼒，也在于中盘。座⼦围棋⿎励战⽃，中腹重要性更⾼，其中⼜增加了多少复杂性？

现代“⽇式”围棋开局那两步有点变化，这点变化的复杂性，与座⼦围棋整盘棋的复杂性相⽐，⼜

能提⾼多少呢？

现代围棋⽆理论进步

从2018年开始，AI时代以来，职业棋⼿就开始背AI布局的前50⼿，并预演各种变化。

这是AI的进步，还是现代职业棋⼿的进步？随着AI权重的迭代，⽔平不断进步，⼜会有新的布局套

路出现，那就接着背罢。但围棋理论并没有任何进步。

传统围棋的理论思想

古代思想哲学观

中国古⼈有其独有的思想观、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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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有“变”的思想、有“发展”的思想（⻅：范西屏⾃序），有“阴阳”向背的观念，有

“五⾏”（事物演化）观，有“⼋卦”全局观，有三奇六仪的“天地⼈”宇宙观。

“五⾏”是⼈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形成的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模型。施襄夏⽤“五⾏”学说的⽣克

关系来论述围棋布局的棋⼦之间的关系。得其意，阐发运⽤之，则得精髓。围棋盘 上的⼋卦，是

指棋盘上的⼋个⽅位，加上中宫，就是九宫，这是棋的全局观。

以施襄夏为代表的中古棋⼈在传统哲学理论上的⾼度，⽐学“⽇式”围棋的今⼈，要⾼明很多。据

此，古代顶尖棋⼿的棋艺，也会⾼于当代顶尖棋⼿。因为，他们掌握了思想哲学观 的真谛。

⽐如：中国古棋⼈称呼围棋的变化图，是“XX变”。

⽽“定式（定⽯）”，是⽇⼈的围棋词汇。直⾄AI时代 ，今⼈还称其为“定式”（⻅上图），还

是“定”的思想；既然接受了这个词汇，思想也就“⽇化”了。更不⽤说，今棋的⽇式棋制，导致

围棋战略的异化。⻅：卡塔狗作者：棋块税（还棋头）导致的战略差异

所谓“今⼈顶尖棋⼿必定⾼于古⼈顶尖棋⼿”的论调，需要等到，今⼈真正传承了中国古⼈的围棋

棋制与哲学思想的精髓后，才能成⽴。传承的是⽇式棋制 ，思想及思考⽅式也是⽇式的，⼜算哪

⻔⼦传承传统围棋⽂化呢？

现在的棋⼿，布局基本上就是靠背AI。⽽中盘计算能⼒，古今都可以练，这是棋⼒达到登堂⼊室⽔

平的重要内容；但是，顶尖棋⼿能否恢复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考⽅式，形成正确的战略指引，来判断

⼤局⾛向，这就是围棋的境界了。

古⼈是怎么达成棋艺各⽅⾯的进步呢？ 采⽤的理论思路完全不同。

我们需要明确，座⼦围棋是载体，是表现形式，座⼦围棋的本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考⽅式。

⽽我们恰恰是丢掉了⾃⼰的传统⽂化的思想本质。

施襄夏围棋理论

施襄夏《弈理指归》⾃序：“知阴阳向背出⾃⼤意虚神，缓急重轻权乎后先虚实。⽏论战守取舍，

成⽵在胸，举念触机，会⼼⾃远。”

缓急重轻是指棋⼿对棋局各个战略⽅向的判断结果及⾏棋决策的依据；后先虚实是棋局各个战略⽅

向的实际情况。后先，有战略上主动与被动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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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襄夏在《弈理指归》正⽂中这么说：

“左右明 虚实，（虚实之形⻅于左右两边，则缓急重轻之义宜辨。）

三隅⼤意研。（向背之机伏于三隅，则阴阳动静之理当究，然变⼴盈千，以理约其优劣，路遥⾄

百，以⽬定其始终，其远神⼤意，⾮⾄者莫能测定⽽有成⽵也。然学者动辙，当辨后先、虚实之

机，向背、⼤⼩之义，⽽步步循理，纵远路变繁，亦可阶梯⽽上，细玩熟思，渐⾄会神⼊室

矣。）”

我们能透彻地理解这些棋理吗？

从⼀隅左右两边双⽅棋块虚实强弱、战略后先的攻防态势，辨明缓急重轻，重要的地⽅就很

“急”，不能脱先；⽽轻的地⽅就可以“缓”⼀下再⾛。

还必须研究其它三隅的阴阳动静之理，在确保具体变化分⽀的计算深度（“路”）正确性的基础

上，通过分析各个变化分⽀（“变”）的棋理优劣，来掌握知晓全局的“远神⼤意”，去判断局⾯

的向背趋势与⾏棋的⼤⼩。

这些，是否⽐背AI“套路”强很多？

施襄夏还说：围棋的初学者，应该分辨“后先、虚实”之机（注：事物的内在本质属性），“向

背、⼤⼩”之义，然后提⾼⾃⼰对局⾯的计算与判断能⼒，阶梯⽽上......（“然学者动辙，当辨后

先、虚实之机，向背、⼤⼩之义，⽽步步循理，纵远路变繁，亦可阶梯⽽上...”）

施襄夏也讲到了“变”与“路”的区别。“变”相当于AI的计算分⽀（变⼴盈千），“路”相当于

AI的计算深度（路遥⾄百）......（“然变⼴盈千，以理约其优劣，路遥⾄百，以⽬定其始终，其远

神⼤意，⾮⾄者莫能测定⽽有成⽵也。”）

因此，恢复座⼦围棋，本质在于：恢复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考⽅式。

（全⽂完 ）

注：施襄夏围棋理论的围棋态势术语，与⻩⻰⼠《弈法总论》及所附诀条的相关⽂字有关联。

围棋 传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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