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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圃棋 诗 讽 刍 论

蔡 中 民

围棋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棋种,它至少已经历了二千四百多年的历史。由于围棋活动的口

益普及和棋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到今天,它 已囚高度的科学性、趣味性和智力竞技性成为我

国人民极为喜爱的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比赛项目,并 以独特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性,传播到

世界上许多国家。

如果我们扩大观枣和认识的时空界限,把围棋置于中华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创造吏

这个广阔附背景之下,我们会惊访地发现,围棋同中华民族竟然是如此地密切相连,不可分

割。平百年来,围摈同这个民族的各阶层人物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广泛而深

刻的榜t系。在她身上,反映了民族的智慧和才能,表现了民族的志趣和节操,体现了民族的

伦理道德观念和思想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围棋又绝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或一种体

育项目,而且还是一̌。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这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人

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是围棋的故乡,也足一个诗的泱泱大国。自汶以降,能诗善棋的文人骚客给我们留

下的为数众多镝 吟咏围棋或有关围棋的诗词是我国繁花似锦曲古典诗词园林中的奇葩异草 ,

既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又有很高认识价值,是我们研究围棋史的重要资料 ,

也是我们认识围棋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

(-)

匣l棋诗词,是随着围祺活珈 1普及和文人士大夫中围棋爱好者的增加,以及诗歌题材的

拓展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必然要受二者发展规律的制约,与工者的发展有一定时同步性 ;另

外,它又是入们社会文化生活逐浙丰富和审美感受逐渐增加的产物,要受人们伦理道德观念

和审美绫验积累程度的制约,因此,它与二者又有一定的不同步性,表现出自身发展的特点。

围棋诗词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东汉到隋代,唐代,宋代和 元 明 清 时

代。

历史上丿有关围棋的弟。次确切的文字记载,见于 《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 》(公元前5姓 8

年 ),此外, 《论语 》、《孟子 》、《淮南子 》, 《史记 》等书都先后提到围棋。到东汊二

国时期,囤 棋已非常流行9以至 t廴 现了有关围棋的论争,出观了力斥围棋的 《博弈论 》(三

国吴韦昭 )。 后经两晋到南北朝9围棋发展到比较盛行的地步,棋艺水平也大大提高,出现

了组织围棋活动n1专业机构、棋谱专集和棋艺理论著作,以及将棋手按棋艺水平的高低分为九

品的品棋制度。文学来源于生活。曲于围棋活动曲开展P^些有关围棋的文学作 品 相 继 问



世,所谓五赋二论 (即汊马融 《围棋赋 》,晋莺摅 《围棋赋》、晋蔡洪 《国棋赋 》、南朝梁武

帝 《围棋赋 》、梁宣帝 《围棋赋 》,汊班周 《弈旨》、三国魏应踢 《弈势 》、南 朝 梁 沈 约

《棋品序 》)便是显例。另外,南朝梁任防 《述异记 》记载了美妙的观棋烂柯的故事, 《世

说新语 》记载了典雅的
“
手谈

″
、 “

坐隐
”

别称。

文学与围棋既然有了密切的联系,作为其重要门类的诗歌,便也开始出现有关田吟咏。

目前所见最早的涉及围棋的诗,是汉乐府歌辞中的一苜 《古歌 》: 
“
主人前进酒,弹琴为清

商。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
”

反映了贵族豪门宴乐围棋的情况。到南北朝时 , 民 间 有

“
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

” (《 读曲砍》)的 歌谣,士大大中则有丁
“
南皮弦吹罢,终弈且

留宾
”(刘孝绰《赋咏得照棋烛刻五分成>,“复局能悬记,看碑解暗疏

” (庾信《奉和永丰殿下言志诗

十首》其 五 ), “
所恐恩情改,照君寻复棋

” (置筠《咏惜烛》)'“圈棋帝台局, 系 马 秦 王

浦
” (吴均《酬萧新蒲王洗马二首》其一)等吟咏。不过总、的说来,尽管这时爱好围棋的文人士

大夫不乏其人,但有关围棋的吟咏却很少,与围棋和诗歌蓬勃发展的状况相比9与围棋文赋

作品多姿多彩的状况相比,显得极不相称。

到唐代,围棋迸一步普及和提高,出现了侍奉皇帝和掌教宫人的专职棋官9即棋待诏、

棋博士。从诗歌看,唐诗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足我国诗史上的奇观。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

喜爱圉棋的文人士大夫越来越多,他们常常将自己F啕 棋情棋趑诉诸诗歌,tu围 棋诗很快赶上

了围棋和诗歌发展的步伐,出现了蔚为大观的局面。

提到唐代的围棋诗,首先应当提到唐太宗李世民的两首 《五言咏棋 》: 
“
手谈标昔美 ,

坐 k急逸前良。参差分两势,玄素引双行。舍生非假命,带死不关伤。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

芳。
” (其一) “

治兵期制胜,裂地不要勋。半死围中断,全生节外分。雁行非假翼,阵气

本无云。玩此孙吴意,怡神静俗氛。
” (其二)他在诗中抒发了雍容大度的怡悦之情,赞美

了围棋高雅的风调和迷人的魅力。作为一代贤明君主,治政之余游心方卦,并以帝王之尊第一

个直接咏棋,这对推动围棋的发展和围棋诗的繁荣,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河群臣咸和,出现

一个小小的高潮,便是最好田证明。此后,喜爱围棋的文入士大夫越来越多, 如 王 维 冫杜

甫,王建,张藉9刘长卿,刘禹锡,白 居易,元稹,韩愈,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郑谷、

齐己、韩渥,韦庄等,都是围棋爱好者。象元稹
“
酿酒并毓蔬,人来有棋局

”(《 解秋十首》其

六 )、 白居易
“
花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

” (《 独树浦雨夜寄李六郎中》),嗜 棋 还 极

深。这些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脍炙入口的名篇佳句口如
“
羸形暗去春泉长,猛 势 横 来 野

火烧
”

〈杜牧《送国棋王逢》), “
初疑磊落曙天喜,次见搏出三秋兵。雁行布阵众未晓,虎

穴得子人苫惊
” (刘 禹锡《观棋歌崧儇师西游》),写棋局变化妙着惊人,生动雨又形象。

“
楚江

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
”(《 杜甫《七月一日题终明府水楼》)写观棋之境,令 人 神 清 目

爽。 “
静算山川千里近,闲消日月两轮空

” (欧阳炯残诗 ),写棋情棋境,闲逸潇洒,清幽宜

人。 “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 (杜甫《秋兴》), “

知叹有唐三百载,光阴未

抵一先棋
” (李洞《赠山人》), 围棋浩叹,感慨良深,佼人生得顿悟和彻了之感。

宋代的围棋达到了相当离的水平,出现了象刘仲甫那样
“
奉饶天下棋先

”
,“擅名二十余

年
”

的大国手,产生了划时代的棋艺理论著作,即张拟的 《棋经十三钅 》(据成思元先生考

证,敦煌写本 《棋经 》作于北周,时问早于此书。伍敦煌文献发玑甚晚,形碗较小。 )宋代

的诗歌在唐诗空前繁荣成就斐然的情况下,一方面继续发展,一方面独辟蹊径,增加了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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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奶戊份9△在对丿、生对社会曲更多更深沉的思考中,出 现了一种忧患意识。这使得宋代

的围棋诗在文人士大夫几乎是无人不下棋的情况下,空前繁荣,出现丁不少好诗,并开拓了

词的题材,出现了一些与围棋有关的词。 象
“

心似蛛丝游碧 落 , 身 如 蜩 甲化 枯 枝
”

(黄庭坚《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二), 写弈者殚精竭虑,心穷幽渺,刻 画/x冫微。 “
诗思长桥蹇驴

上,棋声流水古松间
” (陆游《幽兴》),写诗棋化境,不亚唐音。 “

搜罗鬼神聚胸臆,措致

山河入范围
” (邵雍《观棋大吟》), “

数奇藏 日月,机发动乾坤
”

():阝侠《观棋》), 深得棋

理,令人骇服。不过,宋代围棋诗的最重要的特点,还是在抒发棋情描写棋趣的基础上,出

玑了一些从哲学和人生观高度去表现围棋观念和探求围棋原理的隹构。前者如苏 轼 , 他 在

《观棋 》一诗中高吟
“
胜圃欣然,败亦可喜

”
,将一生坎坷遭阡和胸中无限块垒 , 因 棋 说

法,一笔勾销。这高蹈独标的棋观9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围棋爱好者影晌极大。 后 者 如 鄱

雍9他那洋洋洒洒的宏篇巨制 《观棋大吟 》以先天象数的观点9 “
算余知造化, 苕 外 见 几广

微
”
,上溯

“
消长天旋运,阴阳道范围。吉凶人变化9动静事枢机

”
瞥J自 然之璎冫然后又用

它来反求和验证棋理。

元明清时期,围棋水平提高更快,到清中叶曲瑰了鼎盛局面,造就了菟定庵、范西坪两

位旷古未有的棋圣。然而由亍
“
文变染乎时序

”
等原因,诗歌尽管海派众多9数量很大9却

再也不可能有唐音宋调那样的突出戊耔。表现在勇棋诗词~L,总体酶成茂不如唐宋,怛也不乏

较好的作品。象一些著名诗人9如李东阳、钱谦益、吴伟业、赵执信、袁枚等, 都 写 了 一

些非常精彩的篇章。一些无名诗人也有不少好的作晶,如元刘平叟 《对弈小最 》: “
坐对锹

枰 日似年,湖光如匦柳如烟。眼前局面从机巧,输与山林一着先。
”

立意出人意表,清新可

诵。明江淑兰 《忆王孙 》
“
最怜雁语声声急,益凄其, 日逐两风何处飞。

”
用心甚巧,既是

词语,也是棋语,很见情趣。这一时期9文人士大夫中观棋之风甚炽,困而观棋 的 诗 词 尤

多,并多寓个人的身世感慨和家国之痛。如钱谦益有观棋纯句三十余首9其 《后观棋绝句六

首 》之五: “
霜落钟山物候悲,白 闸杨柳总无枝。残棋正似≡.栖候,一角斜飞好问谁?” 语

伤情痛,故 国河山之恿令人唏嘘不已。另外,宋以后绘函艺术的发展促j逛 了题哑诗内繁荣 ,

一些题咏围棋图的作品纷纷涌现。其中大多都涉及著名的田棋典故和传说,反映了人们的围

棋观念和臧否之旨,氵苤就大大丰富了围蜞诗词和围棋文化卧|内 容。如 王 辉 《谢 安 石 弈 棋

图 》、张昱 《明皇对弈图》、高启 《观弈图 》、朱纯 《题匹皓弈棋图 》等,或用\翻案笔法,

或别出机杼冫常能道前人所未道9使人回味不已。

(二 )

围棋诗词的独特魅力,来源于围棋与诗歌的独特的艺术联系。从诗歌的角度看,围棋是

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审美对象。就色彩来说,黑 白两色是元色系的两种基本色,一者庄重沉

稳,具有收坫性和遮掩性;一者明抉轻盈,具 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在缤纷拘色彩世界里,黑
白两色对比强烈,别 >冱:情趣。就其形象来说,局方棋圆,棋形纵槭锫落变幻无端,可以任人

遐想,玟状摹万物9歧设譬立喻。就乐趣来说9棋理精微深沙,玄妙难测,抻奇精妙不可言

状。再加上古入给它披上一层法阴阳,效天文,象地则,神 明悠的神秘的面纱9尤能弓i起人

们对宇宙人生的深沉F1j思 考和求索。从围棋盯角度看,它本身也足一门艺术,是一种独特的

审关形式。布子行棋,或纡徐舒缓行云沛水,或大刀阔斧病诀酣畅9或绍i弑 画液精巧玲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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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深隐含蓄浑黜不露,都在相当程度~L表现出棋手的丿、衤h修齐礻n艺水气质。而整个弈棋灼过

程,实际上就是遇过棋形的形象塑造,抒发和寄寓个人的情感,获得审美的乐趣和享受的艺

术创作过程。可以说,诗歌和围棋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不乏相通之处。写诗薯 讲 诗 法 诗

艺,靠生动沟形象,抑 扬起伏和谐流畅的音韵表了⒈i情感,要有意脉的连贯,字句的呼应和伏

笔的设置, F棋 也娶讲棋理棋艺,靠舒畅的祺形,缓急有致的节奏表现J菅姆,要注意行棋次

序,棋子润照应和手筋的泼置。法无常法,艺宄常艺。诗贵含苗,贵创新9贵有警句新意 ,

棋也贵浑融,贵妙着,贵有气昧而无俗芋。从文化艺术观念士、看,诗 歌有悠久的传统,是古

代洳六艺之一,而围棋也渊源有自,至少从唐代开始,便被人们祝为风雅之事,与琴、书、

画一起,成了衡量人们文化艺术修养酎重要标准。正因如此,围棋诗诃融二门艺术于一体 ,

调动了人们双重的审美经验,绔人一种别具魅9J的 双重审美乐趣。诗歌爱好者可以从中得到

诗美艺术的欣赏9国棋爱好者则可以从中得到围棋艺术的欣赏9增添临局之趣和对弈之力 。

或许有入认为9围棋诗词题材狭小,不能反泱广阔的社会画狁和重大的历史事件,所表

现的只是诗人个人的闲情逸致,清 赏雅趣9缺乏宏大的气象和jL秭深序的力量,不过是文入

骚客的案头小品,聊作耳目之娱的生活点缀而已。这种看法显然不够全面,很值得探讨。首

先,有不少围棋诗词作品,还足能够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的,只 不过没那么明显,没那么直

按罢了。象吴触的 《山居即事匹首 》其三: “
万孚陆然只有棋,小轩离净簟凉时。阑珊半局

和微醉,花洛中庭树影移。
”

《祥院弈拱偶题 》: “
裹尘鲑而送微凉,偶出樊笼入逍场。半

偈已能消万事,一 坪兼得了残阳。寻知世界部土n梦,自 喜身心甚不忙。更约西风摇落后,醉

来终日卧禅房。
”

轻快闲逸之中透露出一种颓唐的沉重之感,这中阀除了个人秉性修养等原

因外,不也反映丁晚唐文人棋容面对军阀混战民生凋澈的社会砒实,所产生的彷 徨 失 途、消

极颓丧的思想情绪l吗?而这种思想情绪不正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吗?清初,一些文丿、士大

夫深怀失国之痛,醉心揪坪,似乎是想忘却残瞄的现实。如王夫之就是这样,他曾咏棋墅梅

道: “
春前开亦随春落9先手何须百转争。

”
看上去好象只是闲适元聊小有理趣的戏笔,实

际上他是以梅自况,因棋设喻,既表现自已狗棋心棋趣,也表现了自已的深忧高志。对他
:这

种弈棋不争先Bs观 点,王先谦曾深有感慨地评道: “
眼底河山戊破碎,一坪何意更争先

”
,

(《 题船山先生书卷》), 无疑是j一语道破了这位明末遗臣而兼祺客的深刨隐痛。第二,围 棋

在古人心日中既足风流儒雅之事,又是一种忘忱解愁之物。自唐以降,文人士大夫中的围棋爱

好者与日俱增,本身就反映了妻刂
‘
莛专制制度下入钔思想和行为观念的实际状况。面对炎凉世

态,险恶官场,他们不得不寄情于围棋9一方雨忘却世闰的各种烦恼,希冀一种物我两忘的

境界,一方面通过棋理棋趣去寻求一种顿恬9认识宇宙人生的永忸和终古。围棋诗词中,这
类思想的流露是十分明显的,对我们认识当时文丿、士大夫群体的思想意识和心理 结 构 有 很

大的帮助。笫三,从知入论世的角度来说,-个清人的主要经历、玫治态度和l人生理想固然

最为嵌要,但有关他的衣食住行、性分茉好等生惜细节也下能忽叱。只有了解了这些'我们

才能真正全面而深刻地认识 i曳个诗人9认识他完生铷丿、梧衤l他的作品的完整HV风格。∷著名

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我们不丁解他
“
泱竹元丿、见,时闻下子声

” (《 池上二苜》其-),
“
灯前起坐彻明棋

” (《 独屮i浦夜寄孛只郎Ⅱ》),
“
围棋赌艹 F刂 天明

” (《 刘 iˉ丿1同宿》)的

闲适优游家爽旷达润一面'可以说并不形r向对 《紊中吟》、《新乐府》、《琵琶行》、《卖炭

翁 》等讽喻和感伤怍品的理解欣赏。任;我 们若洚透诗丿、尽忄污生活热爱人生这一忘,则可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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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推己及人兼善天下的新的会解9感觉到诗

^、

心中那种博爱的丿、性力量和理牲批翔精神。

用他白已的话来概括,便是
“
志在紊济夕行在独善冫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雨发 明 之 则 为

诗。谓之讽偷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軎之义也
” (《 与元九书》)。 又如著名的爱

国主义诗人陆游,他 的
“
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 与
f茶炉烟起知高兴9棋子声疏识苦心

” (《 山行l± 僧庵》)。  “
此身犹若几两履,长 日惟消一

局棋
” (《 依韵酬邡州通判王程太傅》)确实反差很太,但我们只有了解了诗丿、生活的这一雨 ,

才能更深地理解诗人占t另 -面 ,理解诗人爱国主义慵揉扎根于生活 n句 婪础,更深切地感受到

英雄扼腕而叹的历史悲剧9从两与他的沉雄悲愤的作品发生积极的全频的共鸣。

围棋诗词不仅有较高的欣赏价住,雨且还有宝贵的史料价值冫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古代圃

祺史的不可缺少的资料。现代的围棋盘均为十九道,佃古代却不是这样,而是经历了从十七

逋 (或许还有道数更少的棋盘 )到十九道9由少到多的漫 反的发展过程。南朝时 《读曲歌 》
“
方局十七道,期会是何处

”
就说明当时的棋盘是十七道的。参以唐人

“
十九条平路,言平又

险 龃戈
”(裴说《i其 》)的吟咏'以

及各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我们可大致得知它们流行时间的上限

和下限。宫棋足一种在围棋盘~土下的棋,起源于何时,具体着法是怎样的,已不得而知,但
我们从王建《夜看美人宫棋 》和白居易η幺来尽日宫棋否,太守知慵放晚衙

”(《 北亭招客》),

赵光远
“
象床珍簟宫棋处,拈定文揪占角边

”
巛咏手>等诗,却至少可以看出宫棋在唐代流

行的情况。又如齐己《谢人惠十色花笺并棋子 》、李中《石棋局献时 案 》∶ 楼 钥 《织 锦

棋盘 》,周 之翰 《石棋子 》、李东阳《雪月夜观水精棋戏作》,邓元德 《论弈 》其十五等诗 ,

细致地反映了古人对棋具的尚好和这些祺具的产地、式样等情况。至于古代围棋活动和围棋

组织的情况,史乘典籍中固然也有-些讠已载9但大多不够详细。而元稹 《酬段丞与诸棋流会

宿弊居见赠二十四韵 》,楼钥 《坚郑贲温祺社 》、 《蒋德尚祺会展 日次适斋韵 》等诗,却给

我们了解古代围祺组织及其活动情况,提供了极为生动详细的资料。

随着围棋活动普及棋芭水平沟捉高,必然要出纨专业围棋和业余围棋的分化。而这种分

化又必然要造戍专业棋手和业余祺手在思想观念和行为动机上截然区别,即棋工棋和士大夫

棋的区别。这个闸题是围棋上的重要问题,也是围棋文化史上的-个重要闷题,如果我们了

解了有关文献资料,再估骂1古人吟咏围棋的诗词夕就会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在唐以

前,这个问题还不太突出。当时虽然已有了专业棋手,但由于棋艺水平的发展还很有限,他
们还不能占据绝对的优势,南朝齐梁时的三次品棋活动,许多文人士大大棋手能够登格甚至进

入高品,就是一个很好俏证明。入唐以后,帝王的提倡 (如唐高祖,唐太宗 ),专职棋官的

设立,使棋艺水平提高越来越快9人们开妊认识
“
围棋出专能

” (王梵志《双陆智人戏》)这
个必然趋势。文人士大大也发现了儇师、王逄这祥

“
赌取声名不要钱

” (刘禹锡《观棋歌送儇

师西游》) , “
绝艺如君天∵少

” (杜孜《玉送绝句》)蜗专业棋手与白已在情趣动机~L的差

别。不过,总昀说来9业余围棋即士大夫祺还没有形戌白己明确完整的棋观。到了宋代,专
业棋手棋艺水平较高程皮沁发展,给文人士大夫祺客提出严峻的挑战,造成了一种不可忽视

的心理压力。为了应付这种挑战,解脱压力9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他们不得不在观念上和理

论上树立起向己的旗帜。徐铉曾弓有 《围棋义例洼释 》,并改用十九宇区分棋图,想来其艺

在文人士大夫中亦属翘走,可他仍有
“
本臣l忘物我,何必计输嬴

” (《
iJ蚤 l考 赋诗悔刘起居英》 )

的吟咏,实 为明确∷L人夫棋观 f昀 先广。至I阝 雍,王安石、苏轼,j宝种棋观终于正式形戍了。



鄱雍以蚀的《观棋大吟 》成了士大夫棋中重理义,重教化,重社会功用妁代表。 王 安 石 的
“
英将戏事扰真情氵且可随绿道我赢。战罢区分白黑,一坪何处有亏戍

” (《 棋 》),以及

苏轼陀
“
胜洒从然`败亦可喜

” (刂 观∷》)则戚了士大夫棋中重娱乐、重陶情饴性厶t代表。

这种围祺观念小形戊,标忘菪专业圃棋扌i业余围祺彻底的分道扬镳9对后来囝祺和围棋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锃大的黟响。

(豆 )

围棋诗词走围棋文化淘堇要组成部份9它反映出来的特定的文化观念9深刻地影响了围

槭和围棋文化发展 f呐 方向,并同我们民族的传统的总的文化观念,有右锆综复杂千丝万缕的

联系。全亩认识围棋诗词和围棋文化,对我们正确认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淘乖l某些特征,从

雨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有看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纵观历代围祺诗讯,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观棋之作十分众多,而且越到

后来越为可观。这说晚在古代的士大夫棋中,流行着一种 日盛一日出观祺之风。仅就围棋而

言,下棋右
¨
下
^祺

廴乐趣,观祺有观槟白′0乐趣。 “
冷眼不难分黑白,当 场终白恋输赢

” (毕源

《观棋》) ,旁胧可以摆脱胜负泅柬缚,铼持清醒的头脑和正确汹辨别能力,丽且同样可以

得圃棋的乐起。嵌雨李渔有
“
善弈不如善观,人胜而我为之喜,少、败而我不必为 之 忧 , 则

是常居胜地也
” (《

"ii1侣

:寄 》)之说。嗜好不同本来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革。但问题的关键

是,这神观棋之好私观棋之心理有深刻沟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而且逐渐发生了一

些变化。观棋陆诗 乍起于晚唐,象温庭筠、杜苟鹤、齐已、僧子兰等人都有观棋的作品。这

时期n饣观棋诗作-般都汉有更深的寓意,主要是表现临局观棋的高情雅趣和一些感受。入宋

以后,观棋之作不仅越来越多,而且十分明显地曲观棋而观人,曲观祺而观世,寄寓了诗人

对社会人生△元眼感溉和深刻认识。如邵雍 《观棋长吟 》,在铺陈弈肴诡诈险倾 白i用 心 之

后,突然一掉笔,以
“
谙现今 日长安逍,易圮何尝不有之

”
作结,对尔皮我诈黑暗腐败的官

场深发感慨。两苏轼
“
胜圄欣然,败亦可喜

” (《 观棋》) ,查慎行
“
所以达观者,袖手于其

旁
” (《 题革岜绩观槟图》),哀枚

“
阅尽人心眼更宽

” (《 观弈》) 等,显然不仅是祺从观议

论,Π百走从社会丿、生猢历变白t角 度,表现出一种不为事羁不为物累的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

这种观棋心理圃然同个'`沟经历遇际和棋情棋趣有关,但更多的还是一种群体意识乩影响。

从纵向君,它有传统文化观念山1渊源,从横向看,它又是与社会生活中的旁观心态相互作用的

结果。所谓
“
穷则独善其身

”,所调隐逸,所谓清高,同这种旁观心理都有看或多或少的关

系¤生活中荮旁观足仗难儆到oq,困 为无论隐逸还是潢高都非常有限,而在经验和理念的世

界中9做一个涡乒人i肯世理洁身自好的冷眼旁观者却完全可能。反映在围棋上,尽管下棋也

被人们视作超然尘外匚t理想和情趣追求,已有不少
“
旁观

”
的意味丿但最为怡切的当然还是

观棋丁。在封迕专制制度下,旁观击1心理常常是一些正直的文人士大夫摆脱苦闷彷徨,竖持

操守避害远祸比精神慰菇和护身法宝,有一定的极积意义。不过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心理毕

竞是一种变态乩扭曲f勺 心理,它的恶性发展给社会文化观念和社会生活青来了许 多 不 良影

呐,在不为人先专嫉人后,高 谈阔论耻于实干,精神胜利自我陶醉,渎不关心麻木不仁等我

亻氵i民族南苡症疳疾上,都可见到它的阴形。

对我国圃棋浒衰落和 H本围棋沟兴起,早在民凵初年,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从棋运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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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的关系上来加以认识,发出了
〃
文章学术关时运.艺事精严亦国华,-白 南风嗟不竟,却

将九九问东家
” (刘通叔《黄山先生属题 (弈人传〉作五绝句奉教》其-)的 沉痛感慨。新中国成

立后,陈毅同志又将之精辟地概括为
“
国运盛则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

”
的著名论断。这

一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它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宏观角度,总结了围棋和围棋文化发展的一般

规律。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围棋的衰落同清王朝的腐败和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固然

有关,但实际上还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清中叶之后,中 国古代围棋便出现了衰落的迹象。显

然,这里除了外部的原因外还有内部的原因,只 有认识这点,才能找到围棋兴盛衰落的内在

发展机制。任何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此

可以这样说,了解和认识历代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的围棋观念,是我们探讨和认识中国古

代围棋衰落的内在原因的一个关键。在南北朝时期,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对围棋的趣味性

和竞技性都比较重视,当时的品棋活动就是这种观念的产物。唐代以后,这种观念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越来越重视围棋的趣味性,视它为陶情怡性的风流儒雅之

事,相反,对围棋的竞技性却十分忽略,至少是不予提倡。唐太宗的
“
怡神静俗氛

”
 (《 五

言咏棋》其二),宋徽宗的
“
忘忧清乐在坪棋

”(《 宫词》),苏轼的
“
胜固欣然,败 亦 可 喜

”

(《 观棋》),刘克庄的
“
技不能高漫自娱

” (《 棋》) ,李东阳的
“
有技岂必工

” (《 与李

中舍应正同饮时赐邸归叠前韵》)等 ,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随着这种围棋观念的形成和强化 ,

使专业围棋很难开展9专业棋手的地位也难以得到应有的承认。因此在唐以后的一千年中,

官方制定或认可的全国性比赛制度一直没能形成,甚至连类似品棋的活动也再没出现过。可
以想见,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古代围棋总的看来,只能是一种封闭性的缺乏比赛机制和竞争

性的围棋,棋艺水平不可能持续地大幅度地提高。由于缺少内在的动力,发展机 制 不 够 完

善,中国古代围棋在清中叶出现鼎盛局面后呈现出停滞,缓慢乃至衰落的迹象,就无足为奇

了。相反, 日本围棋则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围棋传到日本后,很快便受到天皇和官吏、武

士、僧侣的青睐,他们不仅重视围棋的趣味性,而且十分重视围棋的竞技性。公元十世纪左

右,围棋已逐渐成为一种朝仪,做官的非通此道不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 日本围棋

道大昌。由于统治阶级对围棋竞技性的提倡,到十六世纪, 日本出现了
“
棋所

”
制度,专业

棋手通过比赛争夺棋所称号,成为第一国手,获取丰厚的俸禄。十七世纪,围棋已成了日本

国技,举国上下皆遵棋道,形成了本因坊、安井、井上和林这四家著名的专业棋手,围棋的

段位制度也开始确立。而每年一度在天皇或幕府将军面前举办的
“
御城棋

”
,则成了全国专

业棋手对局比赛,争夺荣誉的最隆重的盛会。这种竞争观念和比赛制度给日本围棋注入极大
的活力,使 日本围棋在普及程度和棋艺水平上,都逐渐超过中国和其他开展围棋的国家,成
为独缓弈坛近二百年的围棋大国。中华民族发明了围棋,但是,推动围棋空前发展,使之成

为一种世界性竞技活动项目的却是大和民族!这一不容否认的事实,值得我们这个习惯于以

文明古老自居的民族深刻地反思。显而易见,中国古代围棋的衰落同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落 ,

有着颇为相似的原因。深入地了解和研究围棋文化,无疑有助于我们从世界文化角度,重新
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