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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YAN
前言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廊中，琴、棋、书、画这四大艺术不仅源远流长，更

可以称得上是璀璨夺目的明星。其中的“棋”，也就是围棋，是四大艺术当中不

可或缺的重头戏。中国围棋的悠久历史，蕴含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黑、白两子不仅代表着对垒双方智力的角逐，更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

的运动。博弈阴阳，挑战头脑风暴；对决双子，尽显铁腕玄机。弈棋作为一种高

雅的象征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和绘画的题材，这在古今文献资料中有着大量的记

载，而围棋的功能曾经一度被发挥到极致。围棋作为产生艺术灵感的源泉，只是

其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围棋不仅仅有益智、健身、娱乐的作用，而且从哲学意

义上讲，它对个人的方法论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的影响。学习围棋对于青

少年来说，显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书从围棋基础知识入手，对围棋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深

入探讨，并以精选范例为“活教材”，将围棋的布局、定式、攻防急所、死活、

打劫、收官，以及如何培养大局观等进行了全面的讲解。低起点，严要求，层

级跨度大，技术含量高。不仅内容全面，而且注重典型，讲究棋理的分析，强调

实用性。在掌握了一定基础知识之后，又列举了很多典型范例。在对这些范例的

讲解上，编者采取了提要点化、引发思考的方式，并不想把个人想法全部落实到

具体的实战当中，因为这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是一种框范。从教学角度上说，

留有更广阔的思维空间，可以使读者自发地开创思路，丰富想象力，在研究思考

的同时提高水平。所以既有深入浅出的基础知识讲解，又有对高水平制胜技艺的

简要论证和发挥，从而为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式。对于广大青少

年以及初学围棋的朋友，可以从零开始，通过深入学习，对围棋的常规打入及应

战，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应对策略，较快掌握对策和技巧，提高棋力，尽享个中

妙趣。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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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起源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廊中，琴、棋、书、画这四大艺术不仅

源远流长，更可以称得上是璀璨夺目的明星。其中的“棋”，也

就是围棋，是四大艺术当中不可或缺的重头戏。博弈阴阳，挑战

头脑风暴；对决双子，尽显铁腕玄机。弈棋作为一种高雅的象征

和文人墨客吟诗作赋和绘画的题材，这在古今文献资料中有着大

量的记载，而围棋的功能曾经一度被发挥到极致。围棋作为产生

艺术灵感的源泉，只是其功能中很小的一部分。围棋不仅仅有益

智、健身、娱乐的作用，而且从哲学意义上讲，它对个人的方法

论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的影响。围棋从起源至今，伴随着

人们走过了富于喜剧以至于浪漫色彩的历程，不仅帮助人们发挥

出具有创造力的能量，更见证了许许多多生命形态的沉浮甚至是

悲壮。了解围棋起源的现代意义在于，可以帮助广大青少年朋友

树立民族自豪感，并能热爱围棋，研究围棋，提高围棋技能，挖

掘潜能，陶冶性情。

关于围棋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最早关

于围棋起源的传说是战国时代史官编撰的《世本·作篇》中的记

第１课

第一单元／围棋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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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东晋人张华在他写的《博物志》

中说道：“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还说舜帝认为儿子不够

聪慧，也曾经研制出围棋，利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儿子。宋人罗泌

的《路史·后记》写得更为详细：尧帝娶妻富宜氏后生下了儿子

朱，可是这个儿子行为不好，尧帝很难过，就特地制作了围棋

“以闲其情”。这种说法的中心意思在于，制造围棋的目的就是

为了开发智能并纯洁性情。不过《世本·作篇》中曾有“乌曹作

博”的记载，围棋曾经以赌具的面目出现，认为“夏人乌曹为了

赌博而制作了围棋”。乌曹乃是夏桀的臣子，其人好赌，似乎也

就从一个侧面旁证了夏桀的暴政。唐朝人皮日休在其《原弈》一

书中说围棋始于战国，是纵横家们创造的。他的根据是围棋“有

害诈争伪之道”。这样一来，围棋却又成了寻欢作乐得工具、耍

弄权术的伎俩了。客观地讲，从围棋自身特点来看，从一开始的

布局到中盘攻守，确实反映了远古军事活动的特点，同时，围棋

仅有黑白两色并且是不分等级的，这也蕴涵了原始社会的民主

精神。因此笔者认为，围棋很有可能产生于中国原始社会末期

的尧舜时代。尧舜二帝以棋教子之说，诚可信服。关于这一结

论的有力证据就是考古方面的成就。在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

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彩陶罐上，就绘有纵横十至十三道的棋盘

条纹图案，这和尧帝的造围棋之说有时间上的巧合，相信这种

巧合不会出于偶然。此外，从围棋产生到现在的整个历史事实

上看，它带给人们的积极影响是主流的，这也和当年尧舜教子

的初衷具有同一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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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的政治局势始终处于动荡的时期，各种战事连续不

断，随着军事知识的积累，围棋逐渐被当作一种没有硝烟的、棋

盘上的战争，从这个角度来看，围棋和兵法确实是相通的。围棋

和调兵遣将有许多相似之处。围棋分黑子和白子，黑子181枚，白

子180枚，棋盘横竖各19路，共361个交叉点。黑子先行，但由于

黑先手的缘故，所以黑棋要向白棋贴一定的目数，以此表示公平

的原则。

这一原则从确立那天起，就在无情的搏杀中注入了温馨的精

神含义，并升华为做人做事的行为准则。以此为基点，我们在这

里引出本书的主旨，那就是青少年学习围棋的根本性意义。

战争的需要客观地加速了围棋的发展，两汉时期就已经有人

把围棋当作兵法了，《隋书·经籍志》还将棋谱收入了兵书。有

了上面那些推断和考古学家的发现，围棋故乡当然就是中国。围

棋，也称为弈，下围棋有对弈之称。但现在所说的弈，已经指得

比较广泛了，象棋、军棋、跳棋等均可成为弈，而古时的“弈”

其实是围棋的专用名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明确定义：

“弈，围棋也。从丌，亦声。”“丌”的古文字为两人举手握棋

对局的象形。弈即围棋这一论点还可以在《论语》、《左传》、

《孟子》中发现论据。“围棋”一词也是发展而来的。西汉末杨

雄在《方言》中说：“围棋谓之弈，自关而东，齐鲁之间皆谓之

弈”。可见，西汉年间，弈已成了围棋的别称，很多地方已经叫

围棋为主了，当时只有北方部分地区仍然称弈。到了东汉，围棋

已经在书面语中普遍使用，如马融著的《围棋赋》、李尤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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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铭》等。围棋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除了“弈”和“围棋”

外，还有许多有趣的名称。晋朝时，曾有人称围棋为“坐隐”

和“手谈”。不过到了最后，还是这个概括了围棋奇着妙法的

“围”字被保存并沿用至今。

本着严谨的治学态度，我们说，围棋以赌具的面目出现这

一观点还是可信的，《广博志》中关于乌曹作围棋的记载应该是

事实。另外，除了《左传》、《论语》、《孟子》以外，刘安的

《淮南子》、扬雄的《方言》等古籍也都有关于围棋的记载。汉

朝的刘去、刘洵、班固、马融，三国时期的曹操、孙策、陆逊、

孔融，两晋时的司马炎、王导、谢安、谢玄，都是有名的围棋爱

好者。南北朝的皇帝，多有围棋的癖爱。南朝曾三次诏令“品

棋”（评定棋艺），效法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结果取得

等级的“登格者”竟达278人，这表明南朝围棋的普及程度已经

很高。三国时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围棋理论，并开展过关于围棋意

义和作用的争论，以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我国历史上围棋

兴盛的时代。上述过程，使本来生于中国的围棋开花结果，播撒

种子并又在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我国曾出土过许多与现代围

棋棋盘极其相似的棋盘，因年代久远，甚至有人认为是原始社会

的棋盘。沉睡于地母怀中数千年的棋盘，以点点斑痕见证了当时

落子狂杀的铁血狼烟，更以沉睡地下亲吻地脉的亲身经历，证明

了中华民族开启心智张扬生命的人文情怀。尽管铁的事实摆在那

里，但个别出于某种目的而歪曲历史的人如日本松井名夫，在

其《围棋三百年史》的“发端”一篇中妄谈：围棋与象棋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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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祖先，就是中亚西亚的一种“盘戏”。它流传于西方成为

国际象棋，流传于东方而受到中国天文及其他科学的影响，改良

成为十六道的围棋。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回顾历史，从

《左传》、《论语》、《孟子》等书中很容易了解到，围棋在我

国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广为流行，甚至出现了闻名于诸侯列

国的围棋高手。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

交通问题成为东西方联系的最大障碍，中国和西域各国还没有任

何交往，直到西汉时，才有张骞出使西域，中国和中亚细亚诸国

才有了文化交流。而在有可能使像围棋这样的启智性工具成为文

化交流对象之前，围棋在中国已经有了很久的历史了，怎么可能

会是“舶来品”？关于这一点，在后面的文章中客观的考证性叙

述，会使我们更坚定地这样认为。

早在春秋时，孔子就已经提到围棋了。湖南省湘阴县挖掘出

一座唐代古墓，随葬品里就有围棋盘一件，大小呈正方形，纵横

各15道。在内蒙发掘的一座辽代古墓里，也挖出了围棋方桌，高

10厘米，边长40厘米，桌上画有长宽各30厘米的围棋盘。棋盘纵

横各13道，布有黑子71枚，白子73枚，共144枚。另有黑子8枚，

白子3枚空放着。想必是墓主人生前好弈，临终时也舍不下一盘残

局，带到九泉之下琢磨去了。还有上文提到的甘肃永昌鸳鸯池遗

址出土的原始社会末期的彩陶罐上的围棋棋盘图案等等。这些只

是众多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件古物，但足以说明以下几点：首先，

不容置疑的是，围棋在原始社会时已具雏形，纵横交错的棋盘图

形已经基本形成。其次，从出土棋盘的10、13、15……直至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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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的19道线的发展过程看，围棋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某一天里突

然创造出的奇迹，而是经过了由简单到复杂，棋子由少到多，

着法由单一到多样，逐渐被改进和丰富，最后形成今天这种格局

的。发展变化过程时间跨越数千年，凝聚了无数围棋爱好者的智

慧和经验。

在我国古代，围棋手的等级称为“棋品”。因受人品、言

品、书品等“九品制”的影响，棋品也设“九品制”。“九品”

的称谓，最早见于张拟《棋经·品格篇》“大围棋之品有九，一

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

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明清以来，有国手、二

手、三手、四手之分，每手又分先后，与九品制相似。日本围棋

效仿中国的围棋九品制，称为九段。现在，围棋九段之制，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所通用。

围棋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充满妙趣的智

力竞技活动，是我国广大的劳动群众智能的结晶，也是我国目前

的体育竞赛项目之一。我国的围棋已有近四千年的历史，一千年

前传入东亚一些国家，近几十年中又远传欧洲、美洲许多国家。

近年来，我国围棋爱好者人数之多和棋手棋艺水平之高也达到了

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门棋艺，中国的围

棋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演变时期。这些知识，对青少年了

解历史，学习和提高棋艺，将会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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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
1.棋盘的形状为正方形或略呈长方形的平面图，棋盘由纵横各19

条等距离的平行线垂直交叉所组成，形成361个交叉点。如图1-1。

2.棋盘上有9个圆点，称为“星位”，正中的星位又叫“天

元”。以星位为基准把棋盘分成四个角，四条边和中腹共九个部

分。这九个部分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

图　1-1

3.棋盘四边的边线称为“一线（一路）”，依次向中腹推进

的线分别称为“二线（二路）”、“三线（三路）”……

第 2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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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了便于识别和判定棋盘上各点的位置，采用坐标法进行

编号，横线自上而下用阿拉伯数字依次编为1至19路，竖线从左

至右用字母依次编为A至S路，次序均为先竖后横。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图中的数字和字母只是为了在棋谱中为便于记录、说明着

子点或为方便易查而标明的，在一般的棋盘上和正式比赛中的棋

盘上都没有数字标记。如图1-2中的A记为D4，B记为Q17，C记为

K10。

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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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子
棋子分黑白两种，形状为圆形，材料有塑料、玻璃或石制

等，正式比赛数量应该为黑181枚、白180枚，加起来刚好是棋盘

交点数目（361个交叉点），但数量多少关系不大，通常在各有

180个子的情况下即可下完一盘完整的棋。

执法
围棋执子方法颇有讲究，既体现了“三公”原则，又蕴含着

文化意义。在围棋对局中，正确的执子方法是：用食指和中指夹

住棋子，轻轻的放到棋盘上去。假如用拇指和食指夹着棋子，这

样的手法是错误的。如图1-3。

图　1-3

落子规则
执黑的一方先行（让子棋白先），双方交替下子，每方每次

放一个子，棋子放在交叉点上（已有棋子的交叉点不能下子，禁

着点不能下子），放下后不能再移动（死子要拿下棋盘），直至

终局。如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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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从图1-4的例子来看，由黑棋先走，黑1占右上角，白2占左下

角，黑3占右下角，白4占左上角，黑5挂，白6小飞守，双方一替

一手的应接直至白16，这就是所谓的下围棋。

胜负
棋局的结束：双方活棋的交界处不再有空交叉点，则视为这

局棋的结束。如图1-5。

胜负的计算：围棋胜负的计算是以双方在棋盘上活棋所占交

叉点的多少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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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首先，把双方的死子拿掉，死子即在双方各自的包围中没有

活力的棋子。如果数黑棋，就把黑势力中划有▲点的白死子拿出

去；因为这些子已经没有价值了。如图1-6。

其次，数子（图1-6）把一方（可以任选一方）的地域用棋子

填满，只要数一数，便知胜负了。



18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图　1-6

在正式比赛中，为了抵消黑方先下一子的利益，规定黑方要

贴白方3¾子，则黑方需180½+3¾=184¼子以上方为获胜；白方需

180½-3¾=176¾子以上方为获胜。

让先、让子
让子是棋艺水平有较大差距的对局双方所采用的对局形式

之一，为了取得棋力的相互平衡，由水平低的一方执黑在棋盘

的指定位置上连续放置若干黑子。不同的让子数有不同的放子

规定，与初学者对局，具有专业水平的棋手可让25子。如图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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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让先指水平略低的一方执黑先走，终局计算时不贴子。即各

占180½子为和棋，哪一方超过180½即可取胜。非正式比赛或民间

对局也采用此规则。让先规则运用于双方棋艺水平有一定差距的

棋手之间的对局。

让子制度是围棋的精华之一。实力不同棋手对弈时，可以用

让子来使得双方都需要绞尽脑汁才能取得胜利，棋力差距大，便

多让子，因此不会因为对手的差距而感到无趣。

图1-7的这种情况，终局后黑方须贴还白方12½，贴还后仍以

各占180½子为和棋。

初学者水平有一定提高之后，可相对减少让子的子数，让子

棋中，黑方贴还白方的子数等于所授子数的½，这便是让子棋中计

算胜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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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
围棋是一项高雅的竞技运动，也是一门艺术、一种文化。因

此，围棋的精神、品格对于棋手来说尤为重要。下棋的人首先要

讲究弈德，在棋艺进步的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品格与修养。

1.猜先的礼仪

对局前猜先时，下手方应请上手方抓白子，自己则取出1枚

（或2枚）黑子，表示白子若是单数则己方执黑，若是双数己方执

白（取2枚则相反）。比赛前的猜先，则应由卫冕者、段位高者、

年长者来抓子。

2.黑棋的第一手

黑棋的第一手棋如果是占角的话，则应下在右上角，把距离

对方右手最近的左上角留给对方，表示对对方的尊敬。此礼仪来

源于日本。

3.整理棋具

对局前，晚辈、下手方，都主动用白布擦拭棋盘，以示敬意

和学习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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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子”作为围棋术语，也可称“提子”。在实战对局

中，—方将另一方的一个或多个棋子紧紧包围，使其所有的气数

被全部堵住（即其所有紧紧相邻的交叉点全部被占有），随后将

无气的棋子从棋盘上拿掉，就叫“吃子”。没有“气”的棋子是

没有生命力的，也不允许在棋盘上存在，一旦棋盘上的棋子处于

无气状态，即可提掉。围棋吃子的方法很多，如打吃、双打、门

吃、抱吃、征子、枷、对杀等。

打和吃
图2-30：图中的黑子不论是位于中腹、下边还是左下，它们

都是没有“气”的子，都必须立即“提”出棋盘外。参考图就是

棋子被提后所呈现的棋形。

图　2-30

第 3 课

第二单元／吃子的基本技术

D I E R D A N Y U A N  C H I Z I D E  J I B E N  J I S H U
第／二／单／元／吃／子／的／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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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气”的棋子叫“死子”，也就是说，只有无“气”

的“死子”才可以被提，棋盘上任何一个棋子，只要它还有一口

“气”数，那它就依然可以放置在棋盘上。

图2-31：当白1走过之后，黑一子仅余一口“气”，这时是不

能将黑棋拿掉的，但白1却为提掉黑棋作了准备，只要白方下一着

棋落在A位，那么黑一子即可被“提”掉。

图　2-31

在围棋中，我们把像白1这样的棋子，即下子后把对方一子或

若干棋子包围成仅剩一口“气”的状态，（如对方置之不理，再

下一着即可将被围的棋子提取），称为“打”。通常也称为“打

吃”。

但“打”与“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为了更好地区分

它们，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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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图　2-33

图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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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5

图2-32、2-33中的白1都是“打”的例子。图2-34、2-35中

的白1都是“吃”的例子。

有两种特殊的情况需要说明：一是如果在一方下子后出现了双

方都无气的情况时，要由刚下子的一方将对方的无气棋子提掉。

还有一种情况：围棋规则的规定，对局的一方下过一手棋后

并没有使对方的棋子被吃，反将自己的“气”数变为零，这时，

行棋的一方要自动将自己无气的棋子提掉，然后再由对方行棋。

图2-36的白棋就是这种情况。假若白方将棋行在A位，则须

立即将无气的白子自动提出棋盘。

图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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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7

图2-37：这是白方行在A位的结果，此后轮黑方行棋，这种

情况对于白方来说也可叫“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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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吃
当我们下一个子之后，使对方的两个子或两部分子同时都被

打吃，这种着法就叫“双吃”。

如图2-38中的黑1叫双吃，打双吃后对方逃掉一边，我们可吃

到另一边。

图　2-38

图　2-39

第 4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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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0

图2-39，黑1双吃，白2连，黑3提白一子。白2如在3位长，那

黑3可下2位提白两子。

图2-40，黑1打吃，白2连，这时黑3刚好双吃。白4连回五

子，黑5提掉两个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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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吃
如图3-41的黑1打吃，白两子就不能再逃了，白如硬在A位

长，那将会损失更多。像这样两边各一个子如同一扇大门一样的

吃子着法叫“门吃”。

图　2-41

图2-42的黑方能吃到白子吗？黑1门吃三个白子是正确下法。

如果白2长，黑3提白四个子，成为图2-43的形状。这时白可下l位

回提一子，叫“提四还一”。

图　2-42

第 5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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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图2-44的黑棋还能救出两个黑△子吗？如图所示，黑l打吃，

白2连，这时黑3可门吃白五个子，大获全胜。

图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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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吃

图　2-45

图2-45：黑下1位即可吃住这一个白子。像黑1这样似伸出—

只手把对方子抱住的吃子着法叫“抱吃”。

图　2-46

图2-46的黑应该怎样下，才能解救两个黑A子呢？如图所示

黑1打吃，当白2长时，黑3即可抱吃白三个子。

第 6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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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子
图2-47：黑1打吃，白2长，黑3打吃，白4再长，黑5再打

吃……如此打吃下去会怎么样呢？不难看出，一直到最后黑棋把

白棋全部吃掉。像黑棋这样从两边连续打吃，使白棋始终只有一

口气，直至最后把白棋全部吃掉的吃子着法，叫“征子”，俗称

“扭羊头”。

图　2-47

图2-48：白在左下方有▲子，如果黑仍吃白子扭羊头，当白

被吃到了与▲子连起来之后，就多了一口气，这时白即可进行反

击，在A、B、C等位打黑子双吃，这样黑棋就溃不成军了。白在

征子路线上的▲子叫“接应子”，当白有接应子时，黑棋就不能

吃白征子了。

第 7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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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8

图2-49：白在左下方有个接应子，黑1、3、5可向右上方吃白

扭羊头，白左下方的接应子无能为力，只好眼巴巴地看着黑吃白

子。吃征子有时只能向一个方向吃，有时能向两个方向吃，有时

根据实际情况还可改变征子的方向。

图　2-49

图2-50：下边有好几个白子，黑棋还能吃掉上边的两个白子

吗？黑1、3、5连续打吃，至黑11。黑可向左下方吃白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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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0

图2-51：上边两个白子已经被黑吃征子了。这时白在▲位下

一子，准备接应被征吃的白子，这个白子叫“引征”。黑棋应立

即下1位把两个提掉。引征在实战中是一种战术，借引征可在其他

地方得到便宜。

图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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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
图2-52：白右下方有接应子，显然用征子的方法吃白子行不

通，那么能不能用其他着法来吃这个白子呢？黑下1位，白子就被

吃住了。以下白如在A位长，黑可下B位门吃两个白子。像黑1这

样把对方的子虚罩住，使它没有任何出路的着法叫“封”，也叫

“枷”。封的特点是虚罩，不和对方子接触。

图　2-52

第 8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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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封
图2-53的黑子是如何吃掉这两个白子的呢？下黑1可虚罩住两

个白子，黑1的下法叫“大封”。下面白如向外逃，自己的气就会

越撞越紧，至黑7白子就被提掉了。在吃子时，有的只用一种着法

就能吃掉对方的子，有的则需要用两种甚至更多的着法才能吃掉

对方的子。

图　2-53
…………………………

图　2-54

图2-54的黑棋只有吃掉两个白▲子，才能救出上边的四个黑

子，那么黑是怎样吃掉两个白子呢？黑1、3打吃，以下至黑9封，

即可把白子吃掉。

第 9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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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封
用飞的步子来封住对方的子叫“飞封”。

如图2-55所示，黑要吃住三个白▲子，如果，黑1封，白2

冲，黑3挡，白4打吃，以下至白10，白子逃出去了。

图　2-55

图2-56：黑1飞封是正确下法，白2、4向外逃，结果气越撞越

紧，最后被黑吃掉。软封又称枷，俗称“送佛归殿”。

图2-57：白▲断，黑怎样应付呢？黑1软封，白2长，黑3扳，

白再长，黑5门吃白子。

图　2-56

…………………………………………

图　2-57

第 10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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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不归
图2-58中的黑1打吃，白棋两子来不及连回而被吃，就叫吃

“接不归”，吃接不归的棋形在中央、边、角都有可能出现，而

且形状也是千变万化的。

图　2-58

图2-59中的黑方怎样想办法吃掉上边三个白▲子、救出自己

的两个子呢？如图所示，黑1长，白2连，黑3打吃，白4连，结果

没吃到白子。

图　2-59

第 11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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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0：黑1扑是正确的，白2提，黑3再打吃，白四子就被吃

接不归了。

图　2-60

吃接不归的棋往往要和扑的着法结合起来，下面将会介绍

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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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
图2-61：黑下1位叫“虎”，三个黑子控制的A点叫虎口，白

方如果不小心把子误下到虎口里，那就会被黑方一口吃掉。边、

角、中腹的A位都是虎口，只是中央做一个虎口用三个子，边上

做一个虎口用两个子，角上做一个虎口用一个子。看上去边、角

的虎口不太像，但我们应意识到A位确实是虎口。

图　2-61

第 12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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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
上面介绍的“扑”也是一种常用的吃子手法。扑的用途非常

广泛，无论吃子、攻杀、死活棋都有可能用扑。

图　2-62

图2-62：黑在1位扑即可吃掉白四子，白如在A位提，那黑再

下1位可吃白五子“倒扑”。

图2-63：黑下1位之后可以在左右两边吃白倒扑，称为“双

倒扑”。白2连，黑3吃掉两个白子。扑的下法不但可以直接吃倒

扑，而且还可以和其他着法结合起来吃子。

图　2-63

第 13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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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4：黑棋只有吃掉两个白▲子，才能救出上边的两个黑

子，但如果如图所示，黑1简单地在1位打吃，白2连，黑再无法吃

白棋了。

图　2-64

图　2-65

图2-65：黑1扑是正确下法，当白2提△后黑3再打吃，以下至

黑7，黑可吃白扭羊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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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杀
双方的棋子相互包围住，而且都是死棋，这样就不能等到

终盘时才把死棋拿掉，双方须在对方棋子的气上下子，术语叫做

“紧气”。看谁吃掉谁，这种情况叫做“对杀”。

图2-66：两个黑子和两个白子相互包围在里面，都是死棋，

各有两口气，胜败是决定在哪一方先紧气。黑方先紧气，黑1到黑

3，黑方把两个白子吃掉。

图　2-66

图2-67：白方先紧气，自白1到白3，白方先把两个黑子吃

掉。

第 14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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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7

图2-68：两个白棋和三个黑棋相互包围在里面，都是死棋。

白棋有两口气，像这种情形，黑方已经胜了。即使被白1先紧气，

黑再于2位紧气，至黑4，黑仍可把两个白棋先吃掉。

图　2-68

对杀是由气数多少来决定胜败，所以懂得计算气数的方法是

很要紧的。这样，遇到双方棋子对杀的时候，就可以预先看出哪

一方得胜。同时，还应知道紧气的正确方法，如果紧气紧错了，

往往会变成胜负颠倒。

对杀主要有下列三种情况：双方没有眼；一方有眼，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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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眼；双方都有眼，但一方有一个眼，另一方有一个大眼。

1.对方没有眼

双方没有眼时，应计算双方的外气，气数多的一方获胜。如

果双方气数一样，先紧气的一方获胜。

图2-69：被围住的五个黑棋和白棋都是死棋。我们先计算一

下气数，黑棋有四口气，白棋只有三口气，那么即使白方先走，

也必败无疑。

图2-70：双方各有六口气，胜败是决定在哪一方先紧气。黑方

先紧气，从黑1到黑11，黑杀白。如果白方先紧气，结局是白杀黑。

图　2-69

图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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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中间有公气时，必定要先紧外气；如果先紧公气，就要

胜败颠倒。图2-71：双方各有四口气，中间有一口公气，胜败决

定在哪一方先紧外气。黑方先紧气，从黑1到黑9，黑杀白。

图　2-71

图2-72：双方各有两口外气，中间有两口公气。有了两口以

上公气的对杀，就会形成双活。如图无论哪一方先紧气，结果总

是双活。一方要多于另一方一口外气，并且还要先紧气，才可以

取胜。

图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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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方有眼，另一方没有眼

双方中间有公气，一方有一个眼，对杀时可以占相当有利的

地位。如果没有公气，情况就不同。计算这种对杀的气数可以分

两个方面来计算：一方面计算有眼的一方，就是外气加内气（眼

中的气数）再加公气；另一方面计算没有眼的一方的外气。然后

再把双方的气数对比一下，气数多的一方获胜。

图　2-73

图2-73：白棋有一个眼，黑棋没有眼，中间有两口公气，眼

中的内气是白方专有的。白方可以在公气中紧气吃黑棋，黑方不

能在公气中下子，这种情况术语叫做“有眼杀无眼”。

图2-74：黑棋有一个眼，中间有两口公气，白棋有三口外

气。按照上面说明的方法计算，黑棋有内气一口，公气两口，共

有三口气；白方有三口外气，双方气数相等，胜败取决于哪方先

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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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4

图2-75：黑棋有一口外气，两口内气，一口公气，共有四口

气；白棋有五口外气，白棋比黑棋多一口气，黑棋已经被杀。这

种情况叫做“长气杀有眼”。

图　2-75

3.双方都有眼，但一方有一个眼，另一方有一个大眼。

在一方有一个大眼，另一方只有一个眼的情况下，计算这种

对杀的气数也要分两方面来计算。计算大眼一方是外气加内气；

小眼的一方是外气加内气，对比一下，气数多的一方获胜。如气

数相等，则先紧气一方将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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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6

图2-76：白棋有一大眼，黑棋有一小眼，中间有一口公气，

这种情况叫做“大眼杀小眼”。白棋即使不下子，也已经把黑棋

吃掉了。白方如想把黑棋提掉可走1位提。至图2-77后，黑于2位

紧气，白3也紧气，至白5，把黑棋全部提掉。由此可知，在只有

公气而无外气的情况下，大眼可吃小眼。

图　2-77

图2-78：黑棋有一口外气，两口公气，两口内气，共有五口

气。白棋有三口外气，两口内气，也有五口气，双方气数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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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轮黑棋先紧气，黑1至7，互相紧气。

至图2-79后，黑9至11继续紧气，结果是黑吃白。

图　2-78

图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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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死亡，矛盾辩证。只有有效地保存自己，才能取胜。有

时，在自己的地盘里补一手而获得丰富的眼位：有时，借助对方

棋子的缺陷，攻击而杀棋。棋盘广阔，变化很多，关键是要抓住

要害。

首先要了解一些死活的基本形状。

死活的基本形状
图2-80：黑棋的中间有三个点，这样的眼型称为“直三”。

图　2-80

图2-81：如果轮到黑方先走，黑下在1位，黑棋有了两个眼，

就成了活棋，黑1叫做活。假如轮到白方先走，白走1位击中要

害，黑棋再也无法做成两个眼而成了死棋。

第 15 课



51

D I E R D A N Y U A N  C H I Z I D E  J I B E N  J I S H U
第／二／单／元／吃／子／的／基／本／技／术

图　2-81

图　2-82

图2-82：黑棋的眼型称为“曲三”或“弯三”。

图2-83：黑l是曲三眼型做活的要点。假如轮白下，白在1位

可点死黑棋。

图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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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4：黑棋的眼型叫“丁四”，其形状很像一个“丁”

字。

图2-85：黑l是做活的要点。假如轮白先走，白可在l位点杀死

黑棋。

图　2-84

图　2-85

图2-86：这块黑棋的眼型叫“刀五”或称“刀把五”。它像

一把菜刀的图案，中间有五个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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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6

图2-87：黑l是做活黑棋“刀五”眼型的最好点。黑棋看起来

眼型很大，但如果轮白方先下，仍能点杀死黑棋。白在1位是点死

黑棋的要点。

图　2-87

图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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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8：黑棋的眼型像一个梅花图案，中间有五个空点，所

以得名“花五”或“梅花五”。

图2-89：黑l是做活“花五”眼型的唯一点。对白棋而言也是

可点杀死黑“花五”的唯一点。

图　2-89

图2-90：黑棋这个眼型，是在图2-88“花五”的一个角上多

了一个空点，由于眼型中的空点有六个，所以得名“花六”。

图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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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1：黑l是做活花六眼型的最好点。花六眼型尽管非常

大，但若轮白先走，也能点杀死黑棋。白走l点后，无论黑方怎样

挣扎，也只能做出一只眼。

有了对死活基本形状的认识，才能对死活的基本技术进行

掌握。

图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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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活的基本技术
把一盘棋作活只有两种方法：一是扩大其作活空间：二是

在狭小的空间内使用技巧。反过来，这两个原则也适用于杀棋，

即：一是缩小其作活空间杀死对方；二是在较广的空间内使用技

巧杀死对方。

1.扩大空间作活（俗称地活）

图　2-92

图2-92是实战中常见之形，黑棋下在哪里才能活棋呢？图

2-93是黑1立，形成扩大空间作活，白2点和黑3顶为见合之点，至

黑5作眼止，黑棋已成为活棋。

黑棋的这个形，俗称“板六”，它具有普遍意义，因为死、

活棋的空间界限为6目。在这里扩大空间形成6目的地，才能达到

成活的目的。不过，6目以内的直四、曲四、直五、曲五也都是活

第 16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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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扩大空间的内容也包括这些形状。

图　2-93

从实际情况来看，扩大空间作活的形式要比使用技巧形式少

得多。

图2-94是实战中的常见之形，黑先下在哪里才能杀死白棋呢？

图　2-94

图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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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5的黑l扳，缩小白棋的作活空间，再3扑，形成“刀把

五”的形状，至5点，杀死白棋。

缩小对方空间，使其不能满足于作活的条件，目的是杀死对

方，这与扩大空间作活基于同一种思考方法。

2.使用技巧作活（俗称眼活）

图2-96在实战中也经常能见到，黑先，下在哪里才能活棋呢？

图　2-96

图2-97的黑1倒虎，是这个型作活的唯一好手，一下子就成为

活棋。在这里可以使用扩大空间作活的方法。

图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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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8的黑l挡，企图扩大空间作活，白2扑，黑3提，白4

点，黑棋被杀。在作活时，使用技巧的情况非常多，尤其是这种

倒虎作眼的技巧，往往能一手形成活棋，实在是值得注意的作活

基本技巧之一。图2-99的形状，黑先如何杀死白棋呢？黑A位去

缩小白棋空间显然是不行的。

图　2-98

图　2-99



图　2-100

图2-100的黑l尖，是杀死这块白棋的唯一妙着，白2顶，黑3

挖，白棋被杀。毫无疑问，使用技巧杀棋是死活问题的另一种思

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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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长
连子据边直下叫“立”。左右方向连接是横向的，不论朝左

还是朝右的连接都加长了原来的长度，因而叫“长”。

如图1-8左边以白子为中心，白▲朝上、朝下都叫“立”。右

边以白子为中心，白▲朝左、朝右都谓“长”。

图　1-8

第 17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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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与断
《弈学会海》：防其冲断连之曰粘。遇拶（叫吃）而连之，

曰实粘。《弈学会海》：隔绝敌路或分取之曰断。

把双方的棋子分割成两部分，叫“断”，如图1-9白2，图1-9

黑1则叫“接”。

图　1-9

第 18 课



63

D I S A N D A N Y U A N  W E I Q I  C H A N G Y O N G  S H U Y U
第／三／单／元／围／棋／常／用／术／语

碰
紧靠双方棋子的旁边下一子，叫“碰”。如图1-10白1。

图　1-10

刺
《弈学会海》：冲其要路使无眼曰刺。刺：瞄着对方薄弱之

处。黑1这一手称“刺”，好像长矛对准虎口刺去。如图1-11所示。

图　1-11

第 19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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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
《弈学会海》：两抱敌子而下，曰夹。夹：将对方棋子夹在

我方二子中间。如图1-12所示。

图　1-12

白1挂，黑2也向右平行跳了三格，这是否也是“拆三”

呢？不！这叫“夹”。因为两个黑子中间已有白1，黑2和原来

一黑子构成对白1的夹击，故称“夹”。黑2与被夹的白l之间

隔一空格，称“一间夹”，隔二空格称“二间夹”。夹还有高

低分，一般来说，在三路线上的叫“低夹”，在四路线上的叫

“高夹”。

第 20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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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
《玄玄棋经》注：斜行曰飞，拆一曰小斜飞，拆二曰大斜

飞。《弈学会海》：斜隔一路曰飞。如图1-13。

图　1-13

常见的“飞”棋形，左边叫“小飞”，右边叫两白子“大

飞”。凡在▲周围A、B、C等处着子，构成中国象棋的“马步”

（即从原有棋子向“日”字形的对角上下一子）的都叫“飞”，

或“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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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
双：即成对关。两个并列的关。

如图1-14，黑为了防止白于A位冲断，可以在A位粘上，也可

以走黑1，如此两两相对成双，这黑1就叫“双”。

图　1-14

扳
如图1-15，白1术语叫“扳”。在黑、白子互相贴近时，

一方从斜角上向对方兜头下一子，以阻止对方的出路，称之为

“扳”，连续再扳一着，称连扳。

图　1-15

第 21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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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玄玄棋经》注：两子相对，中空一路曰关。

如图1-16，黑1大飞后，白朝腹部走2，白2术语称“关”。

“关”和“拆”的区别是：拆向两边发展，关向中腹发展；拆注

重两边，关兴趣在中腹。

图　1-16

拆
《弈学会海》：隔二路曰拆二。

如图1-17，白1挂后，黑走2，这一手叫“拆”，从原有棋子

的同一条横线上，向左、右间隔着下子叫“拆”。中间隔一路是

“拆一”，隔二路是“拆二”，以此类推。

图　1-17

第 22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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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
如图1-18，白1限制黑向中腹发展，黑棋立刻感到有一种压

力，浑身不舒服。术语形象地称这一手为“镇”，即在对方棋子

向中央跳的位置下子，俗称戴帽子。

图　1-18

压
压：将对方棋子逼迫在低位。

如图1-19，白1长后，黑2在白1头上行棋，这种下法叫“压”。

图　1-19

第 23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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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托：紧挨敌子下边落子。

如图1-20，白2紧靠着黑1下边下子，故术语称“托”。在上

叫“压”，在下则称为“托”。

图　1-20

点
《弈学会海》：深入敌地破其眼曰点。

如图1-21，白1入黑眼内行棋叫“点”。凡对方棋还存有缺

陷，还没活净时，“点”常常能置敌于死地。附近有接应而深入

敌阵的着法，又叫“透点”。

图　1-21

第 24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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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玄玄棋经》注：望关有子，从关中直出曰冲。

如图1-22，黑1从自己原有的棋子出发，向对方棋子的空隙冲

去，叫“冲”。

图　1-22

渡
《弈学会海》：沿盘边连曰渡。

如图1-23，在棋盘的边线上（一般在三路以下），在对方的

棋子底下放一子，使自己两部分棋子连接在一起，叫“渡”。黑l

渡，两处子已连接。

图　1-23

第 25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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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
《弈学会海》：斜行一路曰尖。

如图1-24，尖：又称小尖。斜行一路。若此着兼顶撞敌子，

称尖顶；若此着有封锁敌子之作用，称尖封。对已着在小目的白

子，黑1挂打算分角，白2叫“尖”。

图　1-24

挖
如图1-25，挖：在对方相对隔一路子中间下子。黑1在白子中

间落子，叫“挖”。《玄玄棋经》注：虚探入他关曰斡。《弈学

会海》：以子投入关而间之曰斡。

图　1-25

第 26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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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弈学会海》：束其要路，使无眼曰勒（现代一般称卡）。占

据要点直接破坏对方眼位，叫“卡”。黑1卡眼，白死。如图1-26。

图　1-26

扑
《弈学会海》：投入敌穴破其眼曰扑。

扑，即倒扑。送子给对方吃，造成反提。如图1-27，黑1扑，

白虽可在A位提一子，但黑方可立即回提白三子。

图　1-27

此外，还有枷、顶、退、曲、跨、压等术语。

第 27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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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棋形，简单地说就是部分棋子形成的结构。就像体

操、跳舞等运动讲究动作协调，姿态优美一样。看一个人棋力如

何，往往看看他下出来的棋形就能大概判断。充分发挥每个棋子

的效率，没有废着的棋形，才有美感，称为“好型”。反之则为

“愚型”或叫“恶型”。

恶型（愚型）
1.笨拙的尖

图2-1：黑2尖。针对白1，黑2尖出。这好像是害怕白1，一点

也不紧凑，给人以松散软弱的感觉，这就是“笨拙的尖”。

图　2-1

第 28 课

第四单元／围棋的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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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黑1才是正着。首先这手棋比较紧凑，有后劲，对白

有威胁，其次，黑1挺一着，形状看起来也好多了。

图　2-2

2.愚型三角

图2-3：在这种棋形的情况下，黑1跳或者在A位扳，虽说

是极一般的下法，但却是有作用的手段，看起来，棋型也是挺

自然的。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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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图2-4：如果黑1拐，又会怎样呢？因为本来可以推进到A

位，现在未达到，所以黑1拐效率极低，作用不大。黑走B位也一

样。可以这样认为，这种棋形，就是无效率的愚型三角。如果像

愚型三角这样的现象严重的话，还会形成凝型。

3.凝型（即团形子）

图2-5：如果白1断，无论黑怎样挣扎，都无法避免形成

“团形子”。结果黑只增加了几个子，这几个子都完全没有向

外扩展的作用。相反，白3、5两个子却生动极了，都具有继续

扩展的能力。形成了这种棋型，问题的症结在于，对棋子的作

用还不太敏感。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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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2-6中，因为图2-5中的黑棋被白1断了后，很不好走，所

以在被断之前，如果白1跳，黑2就应当马上接着跳。

图　2-6

4.分裂型

在图2-7中，当白l靠时，如果黑下2、4两着，让白在5位长，

黑就形成了“分裂形”。因为黑2、4的行动，忽视了右边黑棋的

存在，导致了黑两块棋联络的完全破裂，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

图　2-7

图2-8中黑1压，白2逃出。由于上边一个黑子被白2压后，黑

两面的联络完全破裂，且有两面难以兼顾的感觉，结果成了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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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其实，黑在这个形中，黑1应该在A位尖，避免白走2位，压

迫右边一个黑子。

图　2-8

5.后推车

图2-9：黑l的压是后推车的开始。白2时，黑3、5压下去，这

完全是后推车。因为白子总是领先一步地前进。而领先向前扩展

的一方，总是视野开阔，富有发展力，从后面压的一方，往往看

不清前面，所以活动也不自由。不管棋子面向哪边都一样，都应

尽量避免后推车。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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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如果黑l尖，不走后推车，要好得多。因为白棋有A

位的断点，只能走白2来防断。

图　2-10

6.二子头被扳

二子头被扳，这是一种典型的恶形。

图2-11：这是白1扳住了黑二子头的棋形。没有特别原因，不

要轻易让对方在这一部位扳住。因为黑向左边发展的可能性受到

抑制；相反，白在左边却形成了势力圈。不仅是二子头，就算是

三子头、四子头，也不能被扳住。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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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黑1自己头撞墙，结果形成了与二子头被扳同样的棋

形。这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黑棋的两个子等于进了死胡同。并

且，A位的断点令人讨厌。黑棋必须先在A位补。

图　2-12

通过以上几例可以看出，根据棋子的配合，设法使对方的某

个棋子变成效率极低的愚型，这是布局中需要掌握的正确的思考

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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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型
1.正确有效的棋形

（1）生动的棋形

图2-13是高目定式中出现的形状。黑6飞后，白A位存有断

点，白若A位接，形状显得笨重呆板。此时白7大飞补，棋形生

动，不但防住了A位的断点，而且对发展和控制中腹形势相当

有利。

图　2-13

（2）安全的棋形

图2-14：下一手白欲出头。在1位关出，看似形状好，却忽略

了黑2挖后4夹，割断白棋的严厉手段。

第 29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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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图　2-15

所以，这里应如图2-15所示，白1上长为佳，形状虽似笨拙，

却是安全的一手。

（3）高效率的棋形

图2-16：此形轮到白棋下。白1虎补棋形绝好。若下A位立，

被黑B位一飞，则失去根据；若下C位曲，被黑A位扳角，实难以

忍受，白1虎补可谓是两全其美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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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6

（4）保留变化的棋形

图2-17是一个定式常型。不少的爱好者在对局中下出这个棋

形时，常常采取白1先压一手然后再于3位补的走法，以为白1压是

先手得利。其实不然，白1与黑2的交换是一步很损的棋，应当先

手于3位补才是正确的。因为，白棋以后存有A位飞或B位罩长势

的下法，还有C位拦的有力手段，所以，像白1这样轻易地将种种

变化失去，无疑降低了白方棋子的效率。

图　2-17

（5）一子两用的棋形

图2-18这样的配置，黑1采取二间高夹，白2若小尖应，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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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3大飞，待白4飞角后，黑5占据拆兼夹攻、一子两用的绝好点，

这是追求高效率的下法。如果黑棋拘泥于定式，黑3下A位小飞，

黑5拆至B位，自身虽然比较结实一些，但由于对右下白棋没有夹

攻的意义，因而平淡无趣，不能说是积极的着法。

图　2-18

（6）重视次序的棋形

行棋的先后次序往往对全局的优劣起很大作用。

图　2-19



84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图2-19是实战中常遇到的形。黑1尖顶，白采取2、4扳粘的

应法，以下对于黑5、7连扳，白8点后10位打吃再12位退，便是正

确的好次序。白8先手得利，若先下10位打吃，以后再8位点，黑

便不一定于9位接。又白10若不打而先于12位退，以后再下10位打

时，黑则不在11位接而肯定改为A位包打了，在对局中要体会先

后次序的微妙变化，遇到这类地方需要格外注意。

（7）利用弃子的棋形

有的子，虽然可以逃走，但负担过重。有的子，即使逃出，

也不容易安定下来，会被人当作极好的攻击目标，还会给其他的

子带来很坏的影响。对于这样的子，与其逃跑而增加负担，倒不

如弃掉。

弃子手法是围棋中的高级战术之一。或者运用弃子，形成厚

势；或者通过弃子，谋求交换等。总之，有了弃子，围棋的下法

就有了灵活性，战术更加多种多样。

图2-20，黑△一子已无活路，初学者往往即于3位或7位打

吃，但被白在1位一手提净，黑无便宜。此时黑在1位立下，多弃

一子是关键之着，以下行至白8的结果，显然黑先手获利不少。

图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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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图2-20稍加改动成为图2-21，此时轮到白棋下，应该怎样

下呢？图中白1若下在黑2位吃黑一子实为良策。白在1位打，允许

黑2接回，然后白3长起，这样的着法更聪明。两相比较，大家能

够体会到蕴含在取舍之中的奥妙。

图　2-21

（8）谋略最善对策的棋形

古代《棋经》云：“而远虑，因形而用权。”就是说，我们

下的每一局棋，棋型各异，必须要善于思考，根据当时的子力配

合，设计出最佳的蓝图。

图2-22中白1浅消，黑2飞应，白3点角，这时黑棋应该怎样

考虑？

图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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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考虑的从哪一方向挡有利，其次考虑双方最正常的应

接结果。

图2-23和图2-24中，角上都是常见的定式下法，但是如果这样

下，不但角地被白先手夺去，而且现在看来，当初白▲与黑△的交

换。白棋大利，黑棋难以忍受。因此，一定要思考最佳的对策。

图　2-23

图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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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5

如图2-25，黑1挡方向正确，然后3、5扳粘颇有心计，至黑9

的结果，不仅白棋角地的实利不及前两图，更重要的是使得白▲

与黑△的交换变为白棋大损的结局。这是白棋不善于思考，不知

因形而异，不重视棋子效率的一个例子。

2.子效的分析

经常有些围棋爱好者，在布局中经过某一局部的应接和战斗

后，双方都觉得自己着法正确，甚至是必然的下法。当掌握判断

得失的正确方法逐渐掌握后，谁优谁劣便很明显了。

棋子效率的高低问题是围棋的精华，追求棋子的高效率，就

要学会如何来分析得失。

在一个局部的应接或战斗之后，将双方行棋的先后次序作

一些假定的变更，以其与两分定式、常型或是最正常合理的下

法相比较，来判断这个局部结果的优劣得失，是分析子效的方

法之一。

图2-26是“双飞燕”定式的一型，其中白10扳时，黑11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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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托过是正确的下法。

图　2-26

图2-27所示，对于这个形，当白10扳时，有些爱好者不假思

索地立即在11位扳，认为是理所当然。其实，如果不是全局形势

的迫切需要，黑11、13的下法是错误的，被白14扳渡，这个局部

结果黑棋不利。那么，应该怎样来分析其优劣呢？

图　2-27

请看图2-28，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见定式，我们将前面的应接

结果与这个定式作一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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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图　2-29

图2-29是图2-28的继续。黑1压与白2退的交换，使白棋强化，

自己却失去了种种变化，是明显的坏棋（前面已经讲过）。接着黑

3冲也不好，既撞气又损失劫材。黑5脱先以后，白6拐头很大，黑

7理应在8位扳头才对，但7、9却笨拙地弯退，被白6、8先手大利。

由此，显而易见，这是白优之形，回过头来再看图2-27，与本图相

差无几，因而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图2-27中黑棋的下法是吃亏的。

总之，必须掌握棋形，下出漂亮的棋。不仅棋形要好看，而

且顺序要合理。没有内容的形式反而显得软弱无力。真正的美感

来自力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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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的位置居中，左右两边可任意选择，它不必经过先缔角的

次序，就可以直接拆边，这是它的最大特点。

星定式——小飞挂
对星位挂，以小飞挂最为严厉，甚至可以认为是仅此而已，

其他的挂法都是特定局势下产生的一种配合。

1.一间跳

对白1小飞挂，黑2一间跳是一种最常见的下法。图4-1的白3

飞，黑4尖重视实利，白5拆二不可省，双方皆为定式的形，这是

基本定式之一。黑6拆是毋庸置疑的大场，但也可以省略不下，而

它投别处。

图　4-1

第 30 课

第五单元／围棋的常用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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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的黑棋不在上边拆时，白1的攻击，黑2挡几乎是绝对之

着，否则，再被白于2位冲，黑棋全体成为被攻之目标。

图　4-2

图4-3的白1托、3扳，也是在黑A位夹击时的就地整形手段，

与点“三·3”一样，单独这样下地很少。

图　4-3

图4-4的黑1粘很适合初学者采用，最为简明，以下至黑3拆即

告一段落，是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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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这个结果虽然简明，但白棋形态也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2.大飞

图4-5的黑1是大飞应。单关应是攻势棋，而大飞应是防守

棋。

图　4-5

图4-6的白1点“三．3”进角，黑2挡时，白3爬，再5、7扳

粘，再9爬是正确的次序，以下至黑14退止的变化，是基本定式之

一。黑棋大飞是防守的下法，白棋点“三·3”就是破坏对方作战

意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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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图4-7的白1托，是在黑A位有子时的整形手段。在黑棋是大

飞的情况下，白3断是手筋。

图4-8的黑1长是遵照“扭十字长一边”而下出来的，黑5拐是

要点，白6扳，黑7抱吃一子止的下法是基本定式之一。

图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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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图4-9的白1拦，在让子棋中是常见的下法，黑2“玉柱”守角

是继续大飞的初衷，白3拆二止的变化是基本定式之一。

图　4-9

大飞是薄形，尽管黑2坚实地守角，仍有A位、B位的侵分，

故黑C位跳，补净角内也很要紧。

3.小飞

图4-10的黑1是小飞应。以星位的应法来说，小飞是最坚实的

下法，是最彻底的守势，其变化也最少。白A位、黑B位的下法与

单关应的相同，也是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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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

图4-11的白1飞时，黑2夹也是有的，白3尖，以下黑4尖顶至

黑8退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11

图4-12的黑l扳时，白2也扳，黑3打吃，再5打的下法也是基

本定式之一。因与征子有关，故黑棋选择此定式时，务必注意引

征问题。

图4-13的白1托、3扳，黑2、4应以连扳是坚实的手法。以下

至黑8退止的变化是基本定式之一。以后白A位粘，黑B位虎，或

者白C位作劫，是白棋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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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图　4-13

图4-14的白1拦时，黑2跳守角，白3拆二的下法是定式之一。

与大飞不同的是，小飞的守角白棋已再无侵分的机会。

图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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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压长

图4-15的黑1、3压长，大概是每一个学习围棋的人最先接触

的定式。它的目的是尽快整形，防守第一，攻击第二。以下白的

下法大约有A位长、B位尖、C位托、D位点“三·3”等。

图　4-15

图4-16的白1长是最普通，也是最正统的下法，黑2挡时，白3

拆，黑4补或于A位拆边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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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的白1长，黑2挡后，白3先长一手，其目的是想争先

手，黑4扳是要着，非这样下不可，不然白即可争先它投，白5飞

补，黑6亦补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4扳后，白5若不补，黑A

位攻击十分严厉。

图　4-17

图4-18的白1托也是一种下法，目的是尽快整形。黑2挖时，

白3打、5虎成形，黑6打后再8拐是正确次序，至白9退止的变化为

基本定式之一。黑10位或A位拆是好点，以后白B位断和黑C位挡

都属于大官子。

图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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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图4-19的白1托，黑2挡是重视实利的下法，白3粘和黑4粘都

是简明之策，白5拆，黑6也拆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4-20的白1倒虎是常见的下法，黑2打、4粘必然，以下至黑

6跳补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4时，不能A位补断，被白4位打

掉一子，5位的拆也可以省略了。

图　4-20

图4-21的白1点“三·3”进角，也是一种下法，黑2虎是正

着，若A位挡则显软弱，以下白3飞，黑4打，至白5飞的变化为基

本定式之一。白1点入，一般是因上边黑有子的情况下，而不顾黑

地坚实寻找的变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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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1

5.压虎

图4-22的黑1压，白2扳时，黑3虎也是下法之一，白4打，黑5

粘是必然的。黑棋被打成愚型，却防止了白棋进入“三·3”，同

时白棋生出断点，也不能不说这是黑棋有力的实战手段。一般情

况白棋有三种应法：A位上粘、B位下粘和C位立下。

图　4-22

图4-23的白1上粘，黑2、4打拔一子，此时白5打是绝对的

一手，黑6守角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6的单关守角，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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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情况下在A位或B位；白5若下6位飞，黑C位扳，白难应付。另

外，白5的打绝对，开劫是以后的事。

图　4-23

图4-24的白l粘在下面，黑2跳必然，以下白3拆、黑4也拆都

是好形，这个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4拆，并非是只此一手，但

是一般情况下也难找到如此之大的大场。

图　4-24

6.一间夹

图4-25的黑1即是一间夹。但使用一间夹时，一般在A位或B

位有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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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5

图　4-26

图4-26的白1“三·3”点角，黑棋A位或B位没有子的情况

下，黑2挡，以下至白9跳出止的变化，无论黑棋怎样夹法，都是

基本定式。

图4-27的黑1、3扳粘虽不常见，但也是重视实地的一种下

法，以下至白6拆止的结果是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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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7

图4-28的白1关，黑2亦关，原则上说是白棋不好，因为黑棋

的夹攻之子妨碍了白棋的拆。白3只好封锁黑夹攻之子，以下至黑

12跳出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28

图4-29的白1点“三·3”进角，黑棋上边有子的场合都是2位

方向挡，让白3渡过，黑4长是急所，白5立是本手，以下至黑6飞

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这种下法是黑夹击诱使白点“三．3”

进角，顺着步调围成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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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7.一间高夹

图4-30的黑1即是一间高夹。这是现代棋的思考，在古代对局

中从未见过。白2跳出为普通着想，白4、6两飞暂时忍耐，伺机而

动的态度，以下至黑7拆大场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7一带

若先有子，A位飞镇则成为好点。

图　4-30

图4-31的白1点“三·3”进角，黑2挡，以下至黑8粘止的变

化为定式之一。黑8粘时，使当场的夹攻之子变成长出一头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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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铜墙铁壁，即使A位没有子也是可行的。以后白可根据局势

选择A位或B位。

图　4-31

8.二间高夹

图4-32的黑1即是二间高夹。白2跳出，以下至白6大飞止的

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7拆是大场，若先有子，黑A位飞镇是好

点。

图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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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的白1点“三·3”进角，黑2挡，白3长，以下至白9跳

出止的变化为典型的星位基本定式之一。白棋这样的下法，一般

不会产生不利。黑10虎虽是本手，但有时也可以省略。

图　4-33

9.三间夹

图4-34的黑1即是三间夹。白2点“三·3”进角，以下至黑11

补止的变化为典型的星定式基本型。黑11扳是本手，三间夹时要

补。下得坚实后，将来才有A位跳封压迫白棋。三间夹，尤其是

在让子棋时，就不能不考虑到“双飞燕”。

图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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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双飞燕”

图4-35的白1即是“双飞燕”，还可以下在2位或3位，但白

1是最常见的。黑2的压，即有方向问题。“压强不压弱”是此时

的原则。白5长时，黑6挡是当然之着。黑8尖顶，白9扳，黑10挤

的次序值得注意，以下至黑16扳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16

扳，补一手很有必要，否则，就像下图。

图　4-35

图4-36的黑1关虽是好点，但白2夹，4、6渡过，角空被掏

尽。即使黑有A位断，但经白B位，黑C位，白D位舍弃三子，黑棋

也是得不偿失。

图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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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7

图4-37的白1点“三·3”也是一种下法，在分先棋中较为多

见。黑2虎挡正着，以下至黑4打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注意：图4-38的黑1尖出，也是一种下法，白2点“三·3”，

黑3挡在有子的方向，理所当然，白4渡，以下至黑5关止为基本定

式之一，黑1的位置虽略有不满，但是极其简明。

图　4-38

图4-39的白1在一间高夹的位置也很常见。黑2、4压长分断白

棋，以下至黑8扳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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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图4-40的黑1靠出是力量的体现，分先棋都会这样下的。白2

扳是一般分寸，黑3退时，白4点“三·3”，黑5挡、7扳、9虎整

形，以下至黑13关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黑13关是本手，如

其不补，白A位扳时很麻烦。“双飞燕”时，“三·3”经常是中

心点，为双方所必争，值得特别注意。

图4-41的白1立刻“三·3”进角也是有的，黑4是不可放过的

急所，以下至黑8关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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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以上只是针对星位常用的挂角定式，特定场合还有多种挂角

和侵分角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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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上的小目下子，应该说是自日本传来。尽管在我国古谱

中让子棋偶有为之，但并无研究。

小目的下法，看起来很安全，其实不然，它的变化实在太

多，也相当复杂。从对它的挂来说，有小飞挂、大飞挂、一间

挂、二间高挂等；守角也有小飞、大飞、一间、二间等不同守角

至于各种夹攻更是不胜枚举。由于篇幅所限，不能详尽所有定

式，只能将较典型的定式介绍给各位读者。

小目定式——小飞挂
小飞挂是对小目的最基本挂法，也是最有效的挂法，因为变

化无穷，历代棋手不断挖掘出新型定式，至今不穷。所以，小目

的小飞挂称为定式宝库，实不为过。

1.小尖

图4-42的黑1即为小尖，对白棋的小飞挂而言，黑l的小尖是

非常坚实的下法，但按现代围棋的理论来说，却嫌缓慢。白2小

飞后，黑3和白4都堂堂正正地各占大场，至此的变化为基本定式

之一。

第 31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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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2.小飞

图　4-43

图4-43的黑1是小飞，对白小飞挂应以小飞是稳健的招法，它

虽不如小尖坚实，但步伐较快，有弹性，变化也不太复杂。白2托

“三·3”是求安定的场合常用的手段，以下至黑7拆止是基本定

式之一。白2托“三·3”的下法，也适用于黑A位、B位、C位、D

位、E位的各种夹攻时；白6不立，脱先也可以，黑6位打时，白F

位作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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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间拆

图4-44的黑1即是二间拆，很明显，它不准备攻击白棋，而先

求自身安定，是消极之策。白2先点是次序，以下至白8立止的变

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44

4.一间夹

图　4-45

图4-45的黑1即是一间夹，它的特点是攻击性强，对手没有回

旋的余地。白2飞压时，黑3、5冲断，以下至白10止的变化为基本

定式之一。之后，A位成为双方势力扩张的必争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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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的白1关出，是轻松的着手，实战中出现得很多，黑2

飞，几乎是只此一手，白3肩冲，以下至黑14关止的变化为基本定

式之一。

图　4-46

图4-47的白1拦是现代围棋的感觉，待黑2压后，再顺调白3整

形，以下至黑12拆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47

5.二间夹

图4-48的黑1即是二间夹，曾经在一段时期内，所谓“夹”就



115

第／五／单／元／围／棋／的／常／用／定／式
D I W U D A N Y U A N  W E I Q I D E  C H A N G Y O N G  D I N G S H I

是指的二间夹，后来二间高夹占据了位置。

图　4-48

白2二间跳，黑3拆二是定形的下法，然后白4反夹黑1子，黑5

是急所，至此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4-49的白1反夹是与右下角相关连的，黑2尖出，白3拆，以

下至黑4封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49

若非与右下角相配合，怎能眼睁睁地让对方封死，好在以后

在A位还有可观的侵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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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0的白1叫做“象步”。黑A位穿象眼时，白B位飞，黑

棋正好中计。黑2压是急所，白3靠下，黑4虎，白5也虎，至此为

基本定式之一。

图　4-50

6.三间夹

图4-51的黑1即是三间夹，它的特点是在攻击白棋挂子的同

时，兼顾全局的平衡，左上角星位有白子时，这种夹法最多。黑

7若11位飞亦可。黑7拆二是常见的下法，白8、10压扳是今后的先

手权力，以下至黑11退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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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2的白1尖顶是大有好处，但不能不知道黑2长进的变

化，白3扳、黑4断当然的一手，黑8立是延气弃子的下法，以下至

白15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52

7.一间高夹

图4-53的黑1即是一间高夹，和一间低夹相比，它更紧迫，有现

代围棋严酷的感觉，它的目的在于不让对方脱先。白2跳出，黑3飞

都是一般分寸，白4夹普通，白6渡过，被黑7、9、11冲连，成为雄

厚外势，还保留A位扳的手段，至黑11粘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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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4的黑1挡，此着是重视实利之着，白2、4冲顶先手定

形，至6拆也是基本定式之一。

图4-55的白1拦，是力求上边调子的下法，黑2压，分断白棋

的联系，黑6尖出是形，以下至白7压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以后黑A位飞封、B位夹攻、C位跳都可适情而定。

图　4-54

图　4-55

8.压长定式

图4-56的黑1、3压长，在右边已有黑子的场合下为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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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6长是争先手的下法，黑7扳，以下至黑9补止的变化为定式之一。

图　4-56

小目定式——一间高挂

与小飞挂相比较，一间高挂的历史短得多，因其缺乏实利之

故，而不被重视。但是现代围棋相当关心速度与势力，一间高挂

的价值已被发现，所以又广泛地加以使用。

1.小飞

图　4-57

图4-57的白1一间高挂，黑2小飞应是稳健的下法，可保持全

局的平衡，变化也不多。白3、5托退，黑4、6扳虎，以下至白7拆

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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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间关

图　4-58

图4-58的黑1一间关是坚实的下法，白2、4托退，黑5长进角

当然，以下至白6拆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3.下托

图4-59的黑1下托是最体现小目重视实利的特点，为最正统的

手法。白2扳，黑3退，黑棋角地已可确保，白4虎，以下至白6拆

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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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0的白1粘是坚实下法，至白3拆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60

4.小雪崩型

图4-61的黑1下托时，白2顶、4扳，黑5若于9位扳则称作“小

雪崩型”。它是典型的现代化定式，黑5扳以下至白10止的变化为

基本定式之一。

图　4-61

图4-62的黑1扳头，才是真正的“小雪崩型”。白2断、4立是常

用手筋，以下几乎是双方必然，至白14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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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2

图　4-63

图4-63的黑1靠，强硬，是形的急所，白2只得长，黑3是先

手，黑5挡紧气必然，黑7、9吃角上白二子，以下至14止为定式之

一。这个结果是黑三子漂浮，白六子也不安，今后只有凭力量解

决问题，真可谓“力的定式”。

5.大雪崩型

图4-64的黑5退，白6压时，黑7扳即是“大雪崩”型，从白

8、10打立开始走上难解之路。限于篇幅关系，无法作详细解说，

只介绍两种最典型的定式。黑11外拐为旧型手法，但至今并未废

除，白12断，黑13上长，以下至黑23抱吃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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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后黑A位、B位各可封住白棋去路。

图　4-64

图　4-65

图4-65的黑1内拐，是吴清源九段所创的被称为“革命定式”

的一手，它使“大雪崩定式”完全改观。白2先断、再4拐、6立的

次序要特别注意，黑7、9挡吃住角上白三子，黑15跳后虽有种种

下法，但至白20跳止的变化为现代流行定式。

6.一间夹

图4-66的黑1即是一间夹，是积极的态度。白2托“三·3”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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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早些定形的下法，白6挖是这个定式的关键之着，黑7断打也是

正着，以下至黑15粘止的变化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66

图4-67的白1尖出防止黑棋渡过也是一法，黑2拆二亦很稳

健，白7打、9挖、11粘定形，白13碰是形，若A位挡则是俗手，

以下至白15扳是很舒适，为两分定式。

图　4-67

图4-68的白1飞、3挡，至黑4顶止为基本定式之一。然而，白

3挡若不能发挥作用，黑棋实地很大，白棋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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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8

小目定式——大飞挂
大飞挂的下法就局部而论，对小目的影响小，也损实地，可

以说不能单独使用。它在避免对方有势力的夹攻时，作为一种战

略目的，有时还是十分有力的。

1.小尖

图4-69的白1即是大飞挂，黑2的小尖是确保了角地，白3拆二

止为基本定式之一。白3也有A位拆的，大同小异。

图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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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关

图4-70的黑1单关是把着眼点放在右边，若白2挺起，黑3挡稳

健，至白4长出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70

3.脱先

图4-71的白1飞是重视实地的下法，黑2夹攻有力，以下至黑

24提止为流行的大型定式之一。

图　4-71 14=  18=9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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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间夹

图4-72的黑1一间夹是活用势力时常用力之法，白2托是为

尽快定形，黑3扳只此一手，白4断也必然，以下至黑11跳是新手

法，白12、14是正着，至黑15粘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72

5.二间高夹

图4-73的黑1二间高夹，以下至白10拐止与一间夹相同，黑11

是好手，顺调补13，至白16夹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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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如二间夹、三间夹、三间高夹等与此均大同小异，故不

再复述。

小目定式——二间高挂
二间高挂是一种轻快的挂角手法，但对角上的影响力很小。

图4-74的白1即是二间高挂，黑2小飞应简明，至黑4拆为定

式。

图　4-74

图4-75的黑1小飞是重视实地的下法，白2挡至4长止为基本定

式之一。

图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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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靠

图　4-76

图4-76的黑1上靠，白2退简明，可避开麻烦的变化，以下至

白6拐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图4-77的白1扳，黑2断当然，白3、5打长是常用的手筋，至

白子征吃是简明型的定式。但白棋使用此变化时，征子有利是先

决条件。

图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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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脱先

图　4-78

图4-78的白1托是黑棋脱先后的常用手法，黑4立、白5挡时，

黑6夹是手筋，白7、9拐打是弃角的下法，白13长，黑14立马上紧

气不得已，以下至黑18扑止为基本定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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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杀要点

本节精选几例死活手筋，是在各种不同局面下的常用手

筋。虽然种类有限，但愿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读者能

举一反三。

第1题，此局面白棋立后，黑如何杀白呢？请先在急所一击。

图1，黑1点角，正中要点，也是杀白的急所。有此手白便无

计可施。对此白2顶，手段也不错。黑3挡，意在形成倒扑，白4只

好粘。黑5挡，白棋亡。

第 1 题　（黑先） …… 图 1　正解 …… 图 2　失败

图2，黑如先走本图1位挡，等于允许白占2位急所做活。黑失

败。

第2题，角上被围的白棋，做眼实空较大，完全可活净。

第 32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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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黑先，黑如何攻白呢？只要先在急所一击，以后可迎

刃而解。

图1，黑于1位点，是“三目正中”，也是攻白的急所。对此

白2顶，是无可奈何的一手。黑3挡、白4扑，只好成劫，但是黑5

提后，此劫于白不利，白不行。

图2，黑1夹，失误。白2反夹，是严厉的反击，以下至白4打

吃，白棋活。

第 2 题　三目正中（黑先）
…………………………

图 1　正解

图 2　黑失误
…………………………

图 3　失败

图3，黑1挡，是不懂攻杀要领的下法，被白2占急所后，白活

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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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被围的黑棋形不佳，白如施

以妙手，可置黑于死地。但是黑如顽强抵

抗，以妙手应对，也可能避免一死。现在

白先，白应该从哪里下手攻黑呢？

图1，白1扳，先收黑外气，次序正

确。当黑2挡时，白3点角是破眼急所，也

是常用的杀棋手筋。以下白5立、7扑，黑

必死无疑。

图2，前图黑4如走本图4、6位冲断，是用强手段。即使如

此，黑棋前途也不乐观，以下至白9，角上的黑棋仍未脱险。黑应

开动脑筋，另辟蹊径。

图3，前图黑4如走本图4位虎，是此场合下的唯一反攻手筋。

当白5扳时，黑6打劫，此时黑A以下的劫材可发挥作用。白5如改

走B位尖顶，黑6可乘机扳出，白不佳。

图4，对黑4扳，白应走5位跳、7打吃，这样下虽然步调迟了

一些，但是接着走白9扑可成劫，也不失为一策。

图 1　正解
…………………………

图 2　不乐观

第 3 题　妙手争胜（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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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手筋
…………………………

图 4　劫

第4题，现在黑先，黑应该如何杀白呢？请找出杀白的急所。

图1，白△跳下，是构成劫活的一种手段，在黑不准备形成

劫活的情况下，此手作用不大。黑1扳，手段冷静有力。对此白2

夹，想在角上做眼，但是黑3点，却是破眼急所，手段正确。

图2，继之，白4扑时，黑5粘是漂亮的手段，接着黑7跳，白

无计可施。

图3，当黑1扳时，白如先占2位粘，下法欠妥，黑3粘，是杀

白的好手，白无良策，失败。

第 4 题　破眼急所（黑先）
…………………………

图 1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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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白不行
…………………………

图 3　一法

第5题，此局面黑外势厚壮，被围的白形有一定漏洞。现在黑

先，黑有何妙策杀白呢？请思考。

第 5 题　“聚三”（黑先）
…………………………

图 1　正解

图1，白做眼实空较大但有漏洞，黑应从内部下手。黑1点，

正中白棋做眼的要点，手段正确。对此白2拐，黑3夹，是攻杀白

棋的后续好手，也是锐利的手筋，此手十分重要。

图2，继之，当白4顽强抵抗时，黑5紧气后，再占7位打吃，

手段十分漂亮。白不行。

图3，对白8提吃，黑9粘后，并不是双活而是聚三，白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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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抵抗
…………………………

图 3　聚杀

第6题，在一路的白子位置虽低，但可利用边的优势构成眼

型，所以想轻易地杀白，并非易事。现在黑先，是否可利用弃子

或破眼的技法杀白呢？请思考。

第 6 题　杀棋技法（黑先）
…………………………

图 1　只此一手

图1，黑1夹是破白眼型的好手。此手看似俗手，其实这是杀

白的开始，也是此场合下的“只此一手”，十分巧妙。对黑1，白

如A位粘，则黑B可冲。

图2，继之，对黑1，白于2位挡，构成双形，手段坚实，但黑

3打吃白二子，也很严厉。白4提后，下一手虽可占A或B位做眼，

看似可活，但黑还有严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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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黑5扑，是杀白的要点，也是妙手，对此白无良策。因

为黑的下一手可占A位卡眼，也可占B位破眼，白必死无疑。另

外，黑5还有防白占C位做眼的效果。

图 2　挡
…………………………

图 3　要点

图4，黑如走1位拐，手段松懈，则白可乘机占2位做眼，白活

净。

图5，黑如走1位压，看似有力，实际上并没击中白棋要害。

白2扳，先在这里做成一眼，然后白4打吃，以下至白8，漂亮地活

净。黑失败。

图 4　失败（1）
…………………………

图 5　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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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题，此形是实战中常出现的形，很容易失误。现在黑先，

请慎重考虑杀白妙手。

图1，如果看清形势，黑果断地占l位立，是此场合下杀白的

手筋，白必死无疑。白如2位挡，则黑3扳后，由于白气紧，白不

能占A位，也无法构成二眼。

图2，对黑1，白如占2位挡，则黑3扳、5拐，可构成聚三，白

亡。

第 7 题　莫失误（黑先）
…………………………

图 1　正解

图 2　聚三
…………………………

图 3　白平安

图3，若白先，必须先走1位扳，固守角地。有此扳，白无危险。

第8题，双方在角上杀气，黑是四口气，白是五口气，白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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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现在黑先，黑如用一般手段应对，似难以取胜，但如能在急

所一击，杀气可逆转，请找出此急所。

图1，黑1拐，收白外气，但这里并不是急所，不佳。被白2、

4扳粘后，再占6位挡，黑负一气。

图2，黑1托，是攻白的准备工作，被白2、4平凡地应后，黑

并未得到宽气，反而使断点增多，难以收拾。

图3，回到原图。黑如1位立虽然是手筋，但被白2挡后，黑依

然是四口气。

第 8 题　杀气急所（黑先）
……

图 1　黑负
……

图 2　黑苦

图4，黑1、3扳粘，是此场合下攻白的急所。有此二手，白无

论如何走，都是四口气对四口气，而且黑还是先手，白不行。

图 3　欠妥

…………………………

图 4　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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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题，此局面并不难，但要在卡眼上下功夫，才能走得简

明。现在黑先，黑如何利用卡眼手筋杀白呢？

第 9 题　卡眼杀白（黑先）
…………………………

图 1　卡眼

图1，黑1挤是卡眼好手，也是典型的卡眼手筋，请牢记。

对此白只好占2位守，别无良策。当黑3扳时，右边白棋变成了假

眼，白不行。

图2，对黑1挤，白2如守右边，则黑3扑，这也是典型的卡眼

下法。黑1也可以走在3位。

图 2　一法
…………………………

图 3　失败

图3，黑如先走本图1位打吃，是大恶手。本来可杀白的棋，

现在却让白活净，贪小利吃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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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题，此局面白想在角上以劫顽强抵抗，乍一看似乎白不

论怎样走都可成劫。现在黑先，黑如进一步在角上动手，白将难

以应对，这无疑等于宣告白棋死刑。

第 10 题　死棋（黑先）
…………………………

图 1　正解

图1，黑1扳，是避开白棋构成劫争的第一步，也是杀白的“只

此一手”，十分巧妙。黑1如误走A或B位，白都可形成劫争。

图2，继之，白2打吃，顽强抵抗。黑3扳打，收白外气，十分

沉着。以下白即使在4位提，也难逃一死。

图3，继之，黑5是杀白的后续妙手，十分重要。此时由于白气

撞紧，不能在A位粘，因此给了黑棋卡眼的机会。白必死无疑。

图 2　断
…………………………

图 3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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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对黑1，白如2位立，黑3可粘。此时白仍是气撞紧之

形，从哪边也不能打吃。

图5，图的黑3如走本图3位夹，不佳。白4提可成劫，黑失

败。由此可见，图1至图3黑棋的次序，十分重要，一旦次序不

对，白便可成劫。

图 4　变化

…………………………
图 5　失败

第11题，被围的白六子，看似可以在角上构成二眼做活，但

是此时黑却有杀白手筋，此刻要认真思考。

图1，黑1尖，是压缩白空的正确手段。白如2位爬，则黑3

扳，再次压缩白空，以后白很难做活。

图2，继之，白4谋求做眼时，黑5从下边扳，是“扳中有杀”

的严厉手筋，白不行。

第 11 题　扳手（黑先）

…………………………

图 1　正解



143

第／五／单／元／围／棋／的／常／用／定／式
D I W U D A N Y U A N  W E I Q I D E  C H A N G Y O N G  D I N G S H I

图3，黑如先走1位靠，未占到杀白的要点。对此白可占2、4

位做活。黑失败。

图 2　扳杀
…………………………

图 3　失败

第12题，此局面白做眼实空较大，但

白形也存在着严重弱点。黑如能仔细观察

审视形势，发现白的弱点，便可利用手筋

杀白。

图1，黑如从两面下手，恐难以杀

白。现在黑1挖，是此时杀白的唯一手

筋，正中白要害。

继之，白2打吃，奋起抵抗，毫不示弱。黑3扳，又是一发炮

弹。此扳是要领，也是黑1的后续妙手。

图2，当白4提吃后，黑5挤、7卡眼，手段犀利，白难以做

活。黑7如改走A位破眼，也可置白死地。

图3，对黑3扳，白如占4位断，则黑5位打吃，势所必然。在

判断形势时，如能看出黑1的重要性，此题便可迎刃而解。

第 12 题　正中弱点（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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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解
…………………………

图 2　黑胜

图4，对黑1，白如2位打吃，则黑3接、5破眼，白难以完成二

眼，白棋亡。图1的黑1是“只此一手”，别无他途。有此手白形

便不周全了。在实战中此手很有价值。

图 3　变化（1）
…………………………

图 4　变化（2）

第13题，白在上边有活净的余地，但

也有致命的急所。现在黑先，黑如能找出

此急所，于急所一击，白必亡。反之，被

白活净，黑将变成送吃。提请认真思考。

图1，黑1扳，手段平庸，并非急所。

被白2占急所后，黑无后续手段。 第 13 题　找出急所（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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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黑1点，是破白眼型的妙手，也是在急所的一击。和白

2交换后，黑3扳构成梅花五的死形。黑3如走在A位扳，白也无回

天之术。

图3，在有黑△和白△交换的情况下，对黑3断打，白4立后，

可占6、8位聚杀，同时还瞄着黑外势的薄味。

图 1　失败
…………………………

图 2　“梅花五”

图4，继之，白1爬，想在角上做眼。被黑2破眼后，白3跳

出，以下至黑12爬，白无计可施。

图 3　聚杀
…………………………

图 4　白不行

第14题，本题虽然是局部死活题，但却有妙手筋，很值得一

学。猛一看被围的白棋眼型丰富，可在上边从容做活，但是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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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却有意外的手筋杀白，但黑应仔细判断三手后再动手，尤其是

第一手十分重要。

图1，黑1挖，击中要点。这是杀白的手筋，很有威力。白只

好占2位打吃，但是黑3挤吃，不仅可迫白占4位提，而且黑可从容

占5位断打、7立，白不行。

图2，对黑1挖，白如2位做眼，黑3可破眼，白不行。

图3，黑1挤，看似有力，但被白2粘后，白更加坚固了，黑反

而无后续手段，黑失败。

第 14 题　逼迫白棋（黑先）
………………………………………………………

图 1　正解

图 2　变化
………………………………………………………

图 3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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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要点
第1题，被围的黑棋，应该注意外

气，并考虑如何做活。

图1，此形虽简单，但却存在着做

活急所，但是要防止气撞紧。现在黑走

1位虎，是此场合下的做活急所。当白2

破眼时，黑于3位立，是后续好手，黑

可构成二眼活净。

图2，黑如走本图1位虎，看似形，实际方向不对。被白2占急

所点杀，黑难以做活。黑3、5即使挣扎，也毫无实际意义。白6挤

后，黑万事皆休。

图 1　要点 图 2　失败

第 33 课

第 1 题　抢占要点（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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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题，此局面比较典型，黑是否能够无条件杀白，假如不

可能，那么构成劫活也是成绩。

第 2 题　劫活（黑先）
………………………

图 1　正解

图1，此时先紧白气是关键。黑1点“一·2”位，是攻杀白

棋的手筋。对此白2压，顽强抵抗。黑3立，虽然是普通手段，

但也是此场合下攻杀白棋的有力手段。

图 2　劫活
………………………

图 3　破眼

图2，对此白只好走4位粘上，黑抓住机会于5位扑，成劫。这

是此场合下的最佳解法，黑不可能做到无条件杀白。

图3，初学者往往走本图1位破眼，此下法看似严厉，实际

上并不能无条件杀白。被白2扳、4立后，白仍然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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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题，被围的白棋形不佳，而且有被攻杀的急所，一旦被

黑占到，则白无生机。现在白先，白应该考虑抢占对方急所，

才有希望。

第 3 题　敌之急所（白先）
………………………

图 1　白失败

图1，白1挡，虽然是防黑A断的手筋，但被黑2抢占做眼要

点后，白必死无疑。另外，白B夹虽然也是手筋，但这是另外

一个问题。

图2，白应先抢占1位做眼急所，当黑2、4提吃时，白乘机

占5位做活。对黑6托，白7、9挖粘是先手，白棋可活。

图3，对白1，黑如改走2、4位抵抗时，白5挡，黑变成了送

吃。黑6立，意在构成“刀五”，但被白7挤后，黑气紧，白活净。

图 2　正解（1）

…………………………

图 3　正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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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题，被围之黑看似做眼实空不大，

但是黑还未山穷水尽。挽救危局，可以考虑

做活急所。

图1，黑1立，是利用“金角”做活，构

思正确。白2、4扳粘后，黑5抢占“一·2”

位，不仅是角上的要点，而且是此场合下的

做活急所。以下黑可活净。

图2，前图白2如走本图2位压，则黑3立，黑也可活，但不如

前图好。

图 1　正解
…………………………

图 2　变化

第5题，此型白有外气，现在黑先，黑如何可无条件攻白棋，

是关键。

第 4 题　利用“金角”
做活（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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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题　杀气劫活（黑先） ………………………… 图 1　急所

图1，由于白有外气，黑应该占1位点。正因为黑要从外边紧

气，所以此点是攻白的急所。对此白2拐，是当然的一手。当黑3

断时，白4只好粘，黑5成劫，这是正解。

图2，前图白4如走本图4位立，于事无补。被黑5、7应后，白

被吃。

图3，黑1夹，是经常出现的俗手。此手等于让白占2、4位做

活，黑失败。

图 2　变化
………………………

图 3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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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题，此局面很难杀白，所以黑应

慎重行棋，把白棋压缩到最小的限度就是

成功。

图1，黑1拐，手段欠佳。当白2挡

时，黑3虽可构成万年劫，但是白4扳却是

先手，白可无条件做活。

图2，黑1点角，手段欠妥。白2立是

先手。黑3、白4，以下至白8，白以先手成劫。

图3，黑1小飞是手筋。对白2、4，黑于5位点，白危险。所

以白6扳，夺取先手后，占8、10位做活。白10如改走A位提，黑

B可扳，白不行。这里可以比较一下黑棋的三种下法，究竟哪一

种最佳。

图4，所以在前图白4之后，黑应走本图5位点，成劫。此劫比

图2的劫有利，同时白也未在A位定形。

图 1　白棋活
…………………………

图 2　劫

第 6 题　慎重做活（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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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棋活
…………………………

图 4　成劫

第7题，角上的比气，黑负一气。现在黑先，黑如何巧施妙手

活净呢？黑应想办法和上边取得联络，避免走出紧自己外气的手

段，避免劫活。

第 7 题　谋求联络（黑先）
…………………………

图 1　正解

图1，黑1是利用黑在这里做活的妙手。此手看似远离角上黑

四子，但却是联络内外的最佳手段。

图2，继之，白2挡，双方交换后，黑3、5冲断，双方对杀，

黑胜。此时要认识到黑1、白2的交换，有利于黑，也是有惊无险

的妙手。如果没有此交换，黑先走3、5位杀气，绝没有先交换再

杀气的下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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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逆转
………………………

图 3　变化（1）

图3，前图白2如走本图2位粘，黑3可渡过。以下白如A位

挡，黑B可冲；白2如走B位粘，则黑A联络，黑可活净。

图4，对黑1，白如2位紧气时，黑3联络，手段正确。黑3如误

走A位挡，白3打，是严厉手段。请注意此点。

图5，黑1扳，虽然也可以，但白2挡后可进一步占4位，以劫

顽强争胜。此法不如正解下法好。

图 4　变化（2）
………………………

图 5　失败

第8题，上边黑六子被分断，而且只有三口气，似乎无可救

药。但是仔细审视形势，发现白棋也有重大缺陷。黑如能正确攻

白，可使形势逆转。现在黑先，提请黑以妙手攻白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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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黑1断，十分正确。此手不仅可收白外气，而且也是

此场合下的“只此一手”。黑如先占A位破眼，虽可吃住右侧

白四子，但并不是正解。

第 8 题　把握时机（黑先）
…………………………

图 1　正解

图2，对黑1，白2打吃，态度强硬。但是黑3弃子，是有名的

“石塔兜吃”手筋，十分关键。以下至白6是必然的次序。另外，

白6如改走A位提，则是倒扑。

图 2　兜吃
………………………

图 3　要点

图3，继之，黑7扑，手段正确，也很关键。白不得不在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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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黑9吃白四子，次序绝好。杀气黑大获全胜。

图4、5，对黑1，白2打吃，态度强硬。黑3扑，白4乘机先提

黑一子，对黑5提白6粘、黑7扳，以下至白8挤，比气黑负。所以

本题的次序，必须正确才能杀白。

图 4　失败
…………………………………

图 5　失败

第9题，现在黑棋只有一眼，而且白

可轻易的在A或B位分断。从两块黑棋来

看，要想成功联络并不容易。现在黑先，

黑是否有治孤手段是非常重要的。从白棋

形势来看，白△的余味不佳，形薄。这里

似乎是关键所在。

图1，黑1挤，手段巧妙。此手不仅可

吞噬白△，而且具有向外逃的意图。黑内外配合，从两边进攻的

下法正确。

第 9 题　巧妙治孤（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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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正解

…………………………………
图 2　变化

对此白2打吃，在黑预料之中。黑3断打、5粘，联络成功。黑

的进攻构思和次序都很漂亮。

图2，对黑1，白2如顶，似乎可避免黑从两边下手，但是

此手是无理手。对此黑3粘，以下至黑7可先提白二子，黑从容

而活。

图3，黑如走1位挤，次序不对。白不失时机地占2、4位，黑

作战落空，失败。

图 3　失败（1）

…………………………………
图 4　失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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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黑第一手如先占1位夹，也难

逃失败的命运。对此白2贴，黑无后续手

段，失败。黑如A位挤，则白B可粘，黑

仍不行。

第10题，角上黑形有缺陷，如果是白

先，白肯定会占要点杀黑。所以黑要利用

先手之机巧妙做活。

图 1　要点
……………………………………

图 2　粘

图1，黑如走本图1位立，占到做眼要点，手段巧妙。此场

合下的“二·1”位，正是做活要点。对此白2破眼，虽然也是

正确手段，但并不是杀黑的急所。白2似应走在A位更为迫切。

图2，对白△黑于3位粘，堵住了白棋攻杀手段。棋至此黑

棋活净。

第11题，角上黑形不佳，可被攻击。在这种情况下，黑应该

从整形入手，有取有舍，才会奏效。

图1，黑1扳，意在弃子做活，这是此场合下的做活手筋，十

第 10 题　巧占要点（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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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巧妙。对此白2提吃，态度强硬。黑3收气，手段严厉。白4顶，

连续攻黑。双方互不示弱，但是黑棋的意图，不在于攻，而在于

做活。

第 11 题　弃子做活（黑先）
………………

图 1　扳
………………

图 2　弃子做活

图2，继之，黑5断打时，白6只好粘上。黑7团，是做眼好

手，至白8，黑弃子做活获得成功。

图 3　黑活净

………………

图 4　变化（1）

………………

图 5　变化（2）

图3，对白△打吃，黑9反打白二子，十分重要，这是做活的

保障。至黑11巧妙构成二眼，黑活净。

图4，回到原图。黑如先走本图1位扳，也是一手棋。对此白2

粘，意在分断攻杀。黑3顶，构成双形，也可保障形成二眼活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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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回到原图。黑如先走本图1位扳，白2顶，似有贪心不足

之嫌。对此黑3打吃，白被动。

第12题，黑封锁了角上白棋，白似难以逃出。现在白先，白

只有在角上力争做成二眼，才可活净。白棋应注重前三手占在哪

里，并且要考虑次序。

第 12 题　力争二眼（白先）
………

图 1　抢占要点
…………

图 2　正确一击

图1，白1立，抢占做眼要点，这是此时白棋做活的关键一

手。对此黑2爬，追击白棋，看似严厉，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

下法。

图2，对黑△，白3挡，不仅阻止了

黑棋的纠缠，而且可从容构成二眼。右下

虽然黑断入了一手，但白可提掉，威胁不

大。白活净。

第13题，白围成一定实空，黑也构成

了势力，不过黑形有漏洞，给白提供了机

会。现在白先，白可利用以攻为守的对策

做成二眼。

第 13 题　以攻为守（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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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白1断，胆大心细，手段正确，不仅突破了黑包围，而

且是弃子做活的手筋。对此黑2扳打，也是严厉好手。白3贴，符

合“长成二子”再弃的原则。黑4打吃，正随白心愿。

图2，对黑△，白5断，时机极好，堪称妙手。此手不仅是要

点，而且还控制了角上做眼的主动权。当黑6提时，白7立，达到

了弃子做活的第一步。

图 1　断
………………

图 2　妙手
………………

图 3　扳

图3，继之，当黑8粘时，白回到9位立，堵住漏洞，黑无可

奈何只好走10位破眼。白11打吃，黑12粘后，白13打吃，白活

净。

第14题，被围的黑棋想做活，似无

优势可言，但是仔细判断形势，发现黑

有简明下法可活净。此处提请多看几步

方可下手。

图1，黑1跳下，是此场合下做活的

最佳手段，既可攻白又可构成二眼。白2 第 14 题　简明做活（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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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吃，不甘示弱，同时白下一手还瞄着A位提，夺黑棋眼位，严

厉。继之，黑3扳，是围杀白二子，做眼求活的急所。白二者不

能兼顾，无后续手段，黑棋活。

图2，回到原图。对黑1，白如2位打吃，黑3可确保眼位，也

可简明做活。

图 1　跳下

…………………………………
图 2　变化

第15题，角上白空虽大，但漏洞多，相比之下黑外势强一

些，但是白仍可做活，此争夺次序较长，且不可出错，否则难以

活净。请思考。

第 15 题　争夺（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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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此局面做眼要点有几处，现在白1尖，是要点也很必

要。对此黑2占角上要点，奋力抵抗。白3压，态度强硬。双方手

段都不错。对黑4粘，白5打吃，也是有力手段。

图2，对黑6打吃，白7提黑一子时，黑8反提白二子，直接威

胁到白眼型。

图3，对黑，白9反提黑一子后，白在角上的形势明朗了，白

棋活净。本题次序较长，不能有误，请牢记。

图 1　扳
……………

图 2　提吃
……………

图 3　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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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三原则
布局三原则是重要的布局法则。所谓布局三原则，就是：

1.占空角；

2.缔角或挂角；

3.在边上拆（或展开）。

第1、2条，是说明在围空目数相等的条件下，可利用角、

边的特点，用较少的子来完成。即利用角、边可充分发挥子

效。第3条“在边上展开”是三原则中的主导性原则。现在来看

实战布局。

第 34 课

第六单元／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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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实战中的三原则

此布局既遵循了布局的原则，又做到了根据情况因势利导。

黑19之后，将挑起战斗。左上定式所发生的变化，是由于黑7夹引

起的，如图3-1。

对白△高挂，黑于l位夹时，白2如脱先，黑3托是好点，手段

严厉，白△顿时变成了浮棋。此时在此局面下，白还没发现和黑3

有同等价值的好点，所以白2不能脱先，如图3-2。



166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图　3-2　白不能脱先

对黑△夹，白于1位尖，手段不错。黑2拆二后，白3飞攻，态

度强硬，以下至黑6告一段落。黑6是轻灵好手，对此白如7位挡，

黑8可顺势跳起，然后走黑10拆，在右边展开，两手都占到了要

点，黑主动，如图3-3。

从整体来看，白虽然吃住了黑△一子，但是黑却在上边、右

边一带占到了要点，而且可随时和左上黑棋联络，所以说黑棋姿

态比白棋好，如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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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黑的期望

图　3-4　分析

拆，是利用边的特点，达到构筑实空，建立根据地的一种

手段。布局之初利用拆，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施有效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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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打入之后，可利用拆寻求安定。

如图3-5中的开拆手段，目的各不相同。例如白10拆，目

的是展开并攻黑；黑17拆二，目的是谋求安定。请体会其构思

和意图。

图　3-5　开拆

图　3-6　实战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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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6，黑15和白16的拆，都占到了大场，并可进一

步展开，夺取主动权。黑15还和黑1、3有密切的联系。这

种拆的价值很大，尤其是黑15，不仅占到了大场，而且是急

所，很好。

如图3-7，白12的拆，是此场合下最重要的大场。黑如占到此

点，对白相当不利。退一步讲，即使黑13占到A或B位拆，其价值

也比不上白12价值大。

图　3-7　实战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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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理想的结构

如图3-8，黑1小飞，在这里构成“无忧角”，十分坚实。黑3

拆边是大场，黑在右边构成理想的展开。

如图3-9，黑1之后，如占3位拆，不仅位置低，而且缺乏立体

感。黑棋拆的方向不对，子效低，不佳。黑3应以“无忧角”为依

托，拆在A或B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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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方向错误

图　3-10　二间拆

另外，拆的常用手段有二间拆和三间拆等。二间拆，是强有

力的拆。如图3-10，黑5二间拆，目的是就地安根并构筑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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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防御性的拆，也是用得十分广泛的手段。此时白很难在A

或B位置打入。

如图3-11，的黑1、3，是由三路和四路组成的拆（大飞或小

飞），看似弱，但联络好，对方很难找到进攻点。

图　3-11　大飞

图　3-12　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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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12，当白1打入时，黑2、4可连压，当白5扳渡，企图

联络时，黑6位长，白未能实现联络，白失败。

三间拆，多用于有厚势为背景的条件下。单就三间拆而言，

由于形薄，易被对方占A位打入，一般还需在B位补棋，所以与其

补一手，还不如走二间拆，如图3-13。

图　3-13　三间拆

上述的布局三原则，说起来虽然不难，但在实战中能恰到好

处地运用却不容易，所以需要认真研究，勤于实践。



174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舍小就大
在布局时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抢占急所、抢占大场。当

盘面上同时存在几处大场时，应该抢占最大的大场；当盘面上

同时存在大场和急所时，应该按照“先急所后大场”的原则来

处理。

如图3-14，此局面双方各占到两个角，是对角型布局。现在

黑先，在盘面上的A、B、C、D等位都是大场，黑棋应该考虑如何

占据大场。

图　3-14　布局次序

第 35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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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先占急所

如图3-15，黑首先应当考虑右边。由于此局面是“左右同

型”，中央必然是双方的必争点，所以黑应先占1位拆。对此白

2拆，也占到了好点，下边的大场虽然不如1位重要，但也是次好

点。以下黑3、白4分别占大场。本图的黑1位是布局时的关键位

置。布局时要先抢占急所，抢占大场，而后再分别依次占其他要

点，切不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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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平衡
布局时要时刻注意保持平衡：要和对方取得平衡；要保持全

局的平衡；要在势力上取得平衡；要注意子的高低位平衡，这样

在顺利时才能掌握主动权，在逆境时才不会被击垮。

1.和对方保持平衡

如图3-16，当白l小飞挂角时，黑2尖顶是有力手段。对白3

长，黑4位守时，白5乘机抢占大场。双方棋形都不错，可以说平

分秋色。

图　3-16　保持平衡

第 36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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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持全局性的平衡

如图3-17，黑1小飞挂角、3拆回，目的是构筑模样，黑棋的

布局构思不错。

图　3-17　全局的平衡

如图3-18，白如先占1位分投，意在阻止黑构筑模样。白棋的

布局构思有明显而又强烈的目的性，也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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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变化

如图3-19，白如先占l、3位，虽然在左下构成大块实空，但

是黑2、4却不失时机地占到两个大场，白失去了全局性的平衡，

白不佳。

图　3-19　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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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势力上的平衡

图　3-20　势力上的平衡

这是实战例。如图3-20，白l拆补，十分重要，不仅是取得势

力上的平衡手段，而且也扩大了白势力，手段巧妙。白1如改走A

位拆，虽然是坚实手段，但不充分。现在白1宽拆后，黑如果敢于

打入，白有严厉手段回敬。

4.保持子的高低平衡

如图3-21，白1拆，是很好的平衡手段。白如占A位拆，也是

取得平衡的好手；白如占B位拆，失去了子的平衡，不佳。子过

低，缺乏发展性；子过高，漏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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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势力上的平衡

如图3-22，白1拆，是取得平衡的好手。白如占B位拆，虽然

坚实，但有些低，而且所构成的势力缺乏立体感，欠佳。

在布局时，占三、四路展开，可获得平衡，这是常识。三

路，注重实利，属于稳重手段。四路，便于展开，态度积极。到

底占哪路好，要因局面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保持平衡是关系到局部和全局的布局合理性；关系到子的高

低搭配；子的步调；互相间的呼应和支援；关系到以后的攻防作

战，也是棋手综合棋力的具体体现，切不可轻视。

图　3-22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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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要走厚
厚味是“储蓄”，是“投资”，走成厚棋，必有回报。厚

味，是布局时十分重要的一环。即使厚味在当前暂时还没有获得

实际利益，但将来肯定会得到效益的。厚味就是扎实的活棋和强

大的外势。活棋可不必担心被攻击，作战时无后顾之忧；外势强

大，不仅可扩展成模样，而且可处处得手。布局时头脑中要时刻

想到这两点。

图　3-23　根据地

如图3-23，黑1大飞，是有关根据地的一手。有此手可使左上

黑棋获得安定，这是坚实的厚手。

第 37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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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4　当务之急

如图3-24，左上三个黑子立足未稳，黑1大飞，是关系到建立

根据地的重要一手。即使有其他大场，这里也是当务之急，必先

抢占。

图　3-25　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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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图3-25，黑1如脱先，白占1位刺，相当严厉。当黑2粘时，

白3挡后，可进一步走白A扳，黑难受。即使黑走B、A位扳粘，黑

也不是活形。

图　3-26　立

如图3-26，黑l、3是定式下法，也是关系到建立根据地的重

要手段，先考虑在这里安根，要比抢占10目实空还重要。

如图3-27，黑在左上已构成根据地，是安定状态，此时应该

走黑1宽拆，扩大势力范围，是厚实手段。如果此时占A位窄拆，

则有凝聚之嫌，不佳。

图　3-27　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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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28，此局面黑1是求谨慎的拆，为了配合上边黑三

子构成根据地，这是非常必要的一手。此时若用宽拆，则有过

分之嫌。

图　3-28　窄拆

如图3-29，左上有强大的黑势力时，黑应该走1位拆兼逼。

当白2一间守时，黑3位补棋，姿态相当不错。如果把黑1走在A位

拆，就是缓手了。

图　3-29　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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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自相矛盾
每走一手棋，都应充分发挥其子效，无作用的废子将会给自

己带来不利因素。为什么会出现废子呢？其主要原因就是走法自

相矛盾。

如图3-30，在右下角的黑地中，有白△一子，现在白先，白

应该如何走呢？

图　3-30　白苦

第 38 课



186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图　3-31　自相矛盾

如图3-31，白走1、3位连压，是初学者经常使用的手段。但

是此下法正是自相矛盾的一手。结果白1、3，使下边的白△变成

了废子。

如图3-32，当白1压时，黑2冲，白为了避免造成废子走

白3长，但是黑不失时机地走4、6位攻白，白变成两面作战，

白苦战。

图　3-32　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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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白尚可

如图3-33，那么白应该如何走呢？白走1位点角比较好。继而

弃白△一子，当黑2压时，白3爬，以下至白9拆回，在下边构成实

空，此下法还可以。

如图3-34，白△如果想逃，可走l位尖。当黑2压时，白也占3

位压，以牙还牙。黑4、白5分别长，此下法也可行。

图　3-34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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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随手
对局时要争先手，获先手者有主动权，子效也高；而后手

者，往往就不得不随对方行棋，十分被动，所以要开动脑筋，想

尽办法不走随手棋。

如图3-35，右上的黑棋将被白A位封锁。对此，黑要想出妙

策变被动为主动。

图　3-35　黑先

第 39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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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36，黑1、3位连压，看似主动，实际是随白行棋。白

2、4连长，可顺势得到扩展。像这种随手棋要尽量避免。

图　3-36　随手

如图3-37，在此局面下黑应走1位尖出。对此白不得不占

2位守右边，白形也不像前图那样坚固了。黑变被动为主动，

黑好。

图　3-37　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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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强自保
如图3-38，面对对方的厚势，在落子时如果走在对方的强

所，不仅对方可以脱先，而且也给自己制造了缺陷，暴露出自己

的弱点。此时就应该按“彼强自保”来处理。

此局面白△想展开，面对左下的黑厚外势，白应该如何走

呢？请考虑白△和黑厚势的关系。

图　3-38　白先

如图3-39，白于1位宽拆，看似好手，实际上并不好，过于贪

心。黑2轻松打入后，于4位跳出，白形顿时变薄，其原因就是白

第 40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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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靠近黑强所了，没做到“自保”。

图　3-39　白形薄

如图3-40，白1如窄一路拆，幅度仍然宽，被黑2打入后，白3

虽可飞攻，但至黑6，白1、5很苦，不佳。

图　3-40　拆的过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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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1　妒人成空

如图3-41，白l如走三间拆，幅度仍然宽，这是“妒人成

空”的走法。白棋的意图是：让黑占A位拦，尔后白占B位小

飞，在左上构筑势力。实际上黑不会这样走，黑可占2位打入，

白只好在3位一间守，黑4跳起后，白如C位拆，仍然靠近了黑强

所，白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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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42，白l大飞，拆的幅度恰到好处，这是白不靠近黑强

所，做到了“彼强自保”的下法，十分稳健。对此黑于2位拦，白

3压，以下至白7，让黑在左边成空。此下法黑棋看似不错，但从

黑下边有强大厚势来看，黑并不充分。

图　3-42　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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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敌靠近厚势
强大的厚势也可以叫做“铁壁”。运用厚势，是提高棋力

的一大课题，也是一种技巧，十分重要。厚势又好比商业投资，

在一定时间之后，肯定会得到回报。“迫敌靠近厚势”和布局时

“不靠近对方强所”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意思相同，但所指

的对象不同。

如图3-43，黑在右上得到展开，在右下构成厚势，姿态不

错。现在黑想攻右边白一子，应该如何下手呢？

图　3-43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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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4　不佳

如图3-44，右下有强大黑厚势，黑走1位拆，虽然可在右下一

带成空，但方向却不对。此攻击没做到“迫敌靠近厚势”，反而

使白远离了黑厚势力，与本题要求相反。对此白2位逼攻，十分有

力。黑3尖顶、5守虽然可以，但效果也不会很好。白4长，在黑势

力圈中构成好形。黑失败。

黑应该走l位拦，迫白占2位拆，这是利用黑厚势力，攻击

对方的下法。由于右下黑坚固，白棋拆二虽可安根，但形薄也

无大发展。黑3小飞攻，态度严厉。白4靠，想谋求出头，但当

黑5扳时，白6只好退，白被限制在右边，黑利用厚势力攻白，

顺势在右上一带构筑模样，黑的投资此刻得到了回报，如图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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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迫敌就范

图　3-46　方向不对

如图3-46，前图黑3如走本图1位飞攻，白2可跳出，黑进攻效

果不如前图好。因为黑选择攻击的方向不对，结果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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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不压弱
压对方的目的是强化自己。但是正是由于压，也可使对方得

到强化。所以在攻击对方时，尽可能不给对方可乘之机。

如图3-47，右下白1构成双挂角，此形也叫做“双飞燕”，手

段严厉。现在黑先，黑想利用右上黑势力攻白一子。那么黑棋应

该在A、B位中选择正确攻击手段。

图　3-47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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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3-48，黑如1位压，方向不对，正好压在对方的弱处，可

使对方顺势得到强化，不佳。白2扳，以下至白6虎，白得到了强

化，并在这里安根，白好。

图　3-48　方向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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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界宜缓
常有这种情况，自己的棋形本来就薄弱，却盲目打入敌阵，

结果陷于苦战之中或被吞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入界宜

缓”的策略来处理。

图　3-49　打入过深

如图3-49，右上的黑模样已初具规模，白对此耿耿于怀，此

时白如何应对呢？

如图3-50，白断然于1位打入，看似可夹击，实际上此打入

过深，苦战必至。黑2镇，十分凌厉，白难以做活。即使白勉强做

活，黑也可借劲构成强大外势，白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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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不充分

图　3-51　正确手段

如图3-51，白于1位侵消，是万全之策，符合“入界宜缓”的

原则。黑2位应后，黑实空虽未被破，但也只能到此为止了。白3

逃，姿态轻灵，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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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正确手段

图　3-52　白好

如图3-52，对白1，黑如2位跳，看似强手，实际上却不妥。

因为此时白占3位的时机已成熟，白3之后，可走A位渡、B位逃、

C位安根等，黑不可能做到简单杀白。



202

少 / 儿 / 围 / 棋 / 入 / 门
S H A O E R  W E I Q I  R U M E N

不得贪胜
贪功求胜是兵家大忌。下围棋也是一样，在一般情况下，发

动一次进攻，达到了预期目标，就应该暂时住手，在观察全局形

势之后，再决定下一步是继续进攻，还是走在其他急所，绝不应

该过分。

图　3-53　恶手

如图3-53，黑占小目后，被白△小飞挂时，黑于1位拆，意

在构筑黑地域，这是恶手。黑应占A位尖，是坚实的下法，既可

攻又可守，是当然的一手。另外也可以占B位夹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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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4　凝型

如图3-54，对黑1位拆，白2乘机飞攻，姿态舒展。当黑3爬

时，白4长，以下至白8拆，白形理想，黑却形成了凝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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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彼顾我
当你进攻时，要做到攻守兼备，稳妥地巩固自己的根据地，

切不可只顾进攻，忘记防守。尤其是在序盘中，在自己力量弱的

情况下，不可贸然进攻。

如图3-55，布局刚开始，白△小飞挂角，对此黑应该如何应

对呢？

图　3-55　黑先

如图3-56，黑如走1位小飞守，防守无力，胆怯有余，不佳。

对此白2不失时机地托，边攻黑边进角，手段有力。黑3扳后，白4

虎、6立，白在角上顺利安根，黑不佳。

如图3-57，对白△，黑于1位尖顶，手段不错。但是当白2长

时，黑3拆二，缺乏攻击力度。此手应走在A位飞攻，才是最有力

的进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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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6　黑不充分

图　3-57　攻击力不足

图　3-58　攻守兼备

如图3-58，对白△，黑1尖顶，态度强硬，不允许白棋在

角上安根，手段有力。当白2长时，黑3小飞攻，是有力的后续

进攻手段。黑既进攻了白棋，又在右边巩固了黑空，是攻守兼

备的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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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计算
棋子围出地域的交叉点叫做“目”，目的多少叫做“目数”。

图6-1：黑方所围出的地域（空）共有15个交叉点，计作15目。

图　6-1

图6-2：黑方所围的地域（空）内有14目。

图　6-2

第 46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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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对局时常常有提子的问题出现，这提子的交叉点如

何计算目数呢？提掉对方一子，对方棋子所占领的交叉点就少了

一个，而我方则多了一个。因此，每提掉对方一子或对方有一死

子时，就应加算1目，也就是说，等于2目。

图6-3：黑1提掉白一子后，这一块棋共有13个交叉点，再加

上提掉白一子的1目，共计14目。

图　6-3

图6-4：黑1提掉白三子，这一小块棋共有3个交叉点，但提白

三子要加3目，共计6目。

图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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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黑空之中有三个白死子，是6目，再加上6个交叉点的

目数，共计12目。

图　6-5

当我们初步认识了目和目数后，便能以此来衡量官子的大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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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官子的种类及大小，必须区分官子的先手和后手。先

手官子即是除去了本身这手棋的利益之外，对方若不应时，它兼

有下一着能取得更大利益的手段，所以对方不得不应。后手官子

即是除去本身这手棋的利益之外，对方即使不应，它也没有下一

着的第二利益，所以对方可以不应而它投。

官子的种类
我们衡量官子的大小了，必须区分官子的先手和后手。根据

官子的先手和后手，我们把官子分为三种类型：

1.双方后手

双方后手：无论哪方下都是后手。后手官子即是除去本身

这手棋的利益之外，对方即使不应，它也没有下一着的第二利

益，所以对方可以不应而它投。这是三类官子中价值最低的一

种。

图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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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黑1、3扳粘后，白棋可以不应，黑方是后手官子。

图6-7：白1、3扳粘后，黑棋可以不应，白方是后手官子。

图　6-7

双方谁下都是后手官子，即双方后手官子。图6—6、图6—7

的官子价值是后手2目。价值很小，一般都在官子的最后阶段才会

去占这种官子。

图6-8和图6-9：黑1提和白1提都是后手官子，其价值是后手6

目。

图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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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对于双方后手官子的原则应该说最简单，也最容易理解，即

是从大到小。

2.双方先手

双方先手：无论哪方下都是先手。先手官子即是除去了本身

这手棋的利益之外，对方若不应时，它兼有下一着能取得更大利

益的手段，所以对方不得不应。这个是官子种类中价值最高的一

种。因此，在收官阶段时要优先争占此类官子。

图6-10：黑1、3扳粘后，白4粘，必须补一手，这是黑方的先

手官子。白4若不补：

图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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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1：黑1打后，白棋左边一块棋即已净死。同样：

图　6-11

图6-12：白l、3扳粘后，黑4粘，亦必须补一手，这就成为白

方的先手官子了。黑4若不补则。

图6-13：白1打后，黑角已被净杀。

图　6-12

图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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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示，无论黑白双方哪方抢到先手，哪方就得到4目的便

宜，所以叫做双方先手官子。

不要说是关系到双方的死活，即使图6-14：黑1尖时，白不能

不应，否则黑于6位跳入，白棋也难以接受。同样，图6-15白1尖

时，黑也不得不应，否则白于6位跳入，黑角也将被搜刮得体无完

肤。在双方先手官子中有一个问题很值得注意，即是“见合”在

官子中的应用。

图6-16：白1尖是双方先手6目的官子，价值很大，此时如黑

2挡，白3尖，仍是先手6目，那么，以下至黑12补止，等于被白方

共计占得先手12目的官子，黑方这种下法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图　6-14

图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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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6

图6-17：白1尖时，黑2亦应尖，这样，白1尖占得一先手6目

官子，而黑2尖亦争占得一个先手6目官子；白若2位尖，则黑1位

尖，正所谓是“见合”收法。当然，这种官子较之双方后手官子

两处“见合”的情况要难得多。然而，一旦掌握之后，对于棋艺

水平的提高将大有裨益。

图　6-17

3.单方先手和逆先手

单方先手：一方下是先手官子，而另一方下则是后手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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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前者来说是单方先手官子，对后者来说就是逆先手官子。

图6-18：黑1、3冲，白2、4挡时，黑方的两冲是先手官子。

图　6-18

图6-19白1挡虽是后手，却避免了黑方的先手冲，即为逆先手官

子。无论是单方先手还是逆先手，只有先后手差别，目数都相同。

图6-20：黑l、3扳、5粘，白6虎，不得不补，黑方即为先手

官子，价值为7目。图6-21白1曲，防止黑方的先手扳粘，为逆先

手官子，其目数也是7目。

不考虑棋局的发展，过早地将先手全部下完，就会失去“味

道”。为了保留劫材和余味，往往不愿将先手占尽，这时就会产

生逆先手官子。

图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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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

图　6-21

图6-22：黑1、3、5扳都是先手，是黑方先手9目的官子。在

某种特定的场合下，虽是先手，却需要保留，这里包含着很深奥

的道理。

图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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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3：黑1、3扳不仅是先手官子，同时还是劫材，所以有

时就有保留的必要。这样就产生了图6-23：白1渡过的逆官子机

会，其目数为逆收9目。

图　6-23

图6-24：黑1、3扳长、5粘，是先手5目的官子。

图　6-24

图6-25黑方有A位的逼，以下又有B位和C位的点入，故而要

保留前图的先手扳粘，因此才会给白方逆收1、3扳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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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逆收官子虽然是后手，但其价值比起同类的双方后手官子无

疑要大。作为先手考虑，当然应尽量避免对方有利的逆收。由此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对于先手方来说，掌握好收官时机乃是

重要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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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子的大小
官子的计算方法，一般都被采用“出入计算法”，它不仅易

懂，而且简单易行，在实战中运用得较多，是计算官子的主要手

段。出入计算法是从目数的损得进行计算。对于同一个官子，首

先设想黑白双方正确应对后的局面，然后根据这个设想的结果进

行比较，双方增减之和就是这个官子的目数。

1.单方目数增减的计算

单方目数增减的计算比较简单，但它却是出入计算法的基

础，目数的得失和棋子的取舍都是根据它的方法来计算的。

图6-26：黑1长，可以破掉白棋挡时做成的1目，而黑方本身

的目数并无增减的变化。

图6-27：白1挡，可以得1目，并不影响黑方。所以，这只是

白棋单方目数的增减问题。

图　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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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7

这个官子的价值是1目，双方谁下都是后手，通常称这个官子

后手1目。

图6-28：白1扳，黑2退是为了避免劫争，以下至黑6粘止，是

白方先手官子。

图6-29：黑1立，对白棋来说，目数并无增减，但对黑棋来

说，是增加了4目。

图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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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9

因此这个官子的价值是4目，只不过对白方是先手4目，对黑

方是逆先手4目而已。

图6-30：黑1扑是先手吃掉白二子，白2作眼，不得不补，否

则黑A位双吃，白棋全部被杀。黑1吃白二子是4目，加上×是2

目，共得6目。

图6-31：白1粘，接回二子，但本身的目数并没有增减，以后

A位仍需补一手。其价值黑先手6目或白逆先手6目。

图　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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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1

图　6-32

图6-32：黑1提白三子是先手，白2作眼，只得补，否则黑A

位打，白棋全部净死。

图6-33：白1接回三子，黑2接也必需补，否则白2位打，黑棋

全部净死。

图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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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图白棋的目数没有变化，以后白A位仍要补一手，但

图6-32的黑1提可以增加7目，而且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先手官子，

这个官子的价值为双方先手7目。计算的基础在于要首先设想黑先

和白先之后所形成的局面，然后再将双方增减之差相加。

2.双方数目增减的计算

进行出入计算时，最重要的是正确设想双方的应对。

图6-34：黑1、3扳粘，是后手官子。

图6-35：白1、3扳粘也是后手官子。

图　6-34

图　6-35

图6-34：的黑方在X得1目。

图6-35：的白方在X得1目，二者在得1目的同时，都使对方

的1目减去，所以，把其增减的价值相加，即为现在的价值，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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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个官子为后手2目。

图　6-36

图6-36：黑1提白二子，后手得4目。

图6-37：白1提黑一子，后手得2目。把二者的增减相加即为4

目+2目=6目，也就是说这个官子的价值为后手6目。

图　6-37

图6-38：黑1、3扳粘是后手官子。

图6-39：白1、3扳粘也是后手官子。双方扳粘后，都按A位

与B位立交换后计算。

图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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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9

图6-38的黑方在x增加了3目。

图6-39的白方也是在x增加了3目，故其增减为6目。这个官子

的价值为后手6目。

图6-40：黑1扳是先手权利，白2退，避免劫争，以下至白6粘

止，黑在x得1目。

图　6-40

图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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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1：白1、3扳粘是后手，在x得4目。这个官子按增减的

出入计算应为5目，对黑方而言叫做先手5目，对白方而言叫做逆

先手5目。

图　6-42

图6-42：黑1、3扳粘为先手收官，白4作眼，不得不补，黑5

打、7冲都是先手收官。

图　6-43

图6-43：白1接后再3、5扳粘是好次序，以下至白7挡止，白

方是后手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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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4

图　6-45

图6-44：白棋角内得5目，比黑方先手收官时增加3目，黑棋

左边原为7目，现为4目，减少3目，下边原为4目，现为2目。减少

2目，故这个官子的价值为3目，3目+3目+2目=8目。黑方是先手8

目：白方是逆先手8目。

图6-45：黑1、3扳粘是后手收官。

图6-46：白1、3扳粘也是先手收官。就此两图而言，图6—45

的黑棋增加了X位2目，图6-46的白棋增加了X位2目，其增减值为

4目，故这个官子为双手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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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6

图6-47：黑1尖，白2挡，黑3、5扳粘，白6粘。黑方是先手收

官。

图　6-47

图　6-48

图6-48：白1尖至黑6粘止，白方是先手收官。在这两个图中的

A位都是先手，B位只得补，黑方得X位3目，白方得X位3目，双方

的增减之和为6目，故这个官子为双方先手6目。双方先手的官子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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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其次是单方先手或逆先手，最后才会轮到双方后手，一般都是

按这个顺序收官的。

3.同类型官子次序

在同类型官子次序中，其原则应为从大至小，依次收取。

图6-49：这时共有A、B、C、D、E、F、G、H八个官子，如黑

先下，应该怎样收官才是正确次序呢？

图　6-49

图　6-50

图6-50：黑1先从小的地方冲，白2挡在大的地方，以下至黑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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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止，白棋共得30目。

图6-51：黑1先从大的地方冲，白2挡，以下至黑15冲止，白

棋共得28目。初看黑方每冲一步都可破白方1目棋，冲在哪里都一

样，其实不然，因为有的仅有第一、二利益，而有的却还有第三、

第四……利益，因此应从大到小才是正确次序。

图　6-51

这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它充分说明了在收官时的同类型官子，

广的地方比狭的地方要大。当然，若不能认识广和狭就无法正确判

断官子价值的大小。要确定收官次序，分别准确计算出每个官子的

目数是重要环节，然后按照目数大小，依次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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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筋”是指在围棋的局部战斗中，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棋

子效率的技术，因而有“围棋之花”的美誉。如果不能正确掌握

围棋手筋这一技术，根本无法与对方进行复杂的战斗。下面介绍

一些常型中的官子常用手筋。

第一型　黑先（下同）
在实战中，一些细小的地方都应该精心计算，否则就容易

吃亏。在图6-52中，白在▲位扳，提请认清黑的官子手筋是什

么。

图　6-52

第 49 课

第八单元／官子常用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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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图：

图　6-53

正解图：

图　6-54

在实战中，白扳的时候，许多人都会下在黑B这里，结果如图

6-53所示。但是这与正确的下法相比较，黑损失2目。

黑1是最好的手段，以后白a、黑b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

c、d都是黑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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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
本型中黑有常用手筋，白如果先下，a、b都是先手扳接。那么

黑先下，有什么手段呢？如图6-55。

图　6-55

正解图：

图　6-56

黑1断问白的应手是正确的下法。黑3先手打，消除了白在这边

的先手扳接。如果黑没有其他的官子了，在5、7收官，如图局面可

第 50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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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成白a、黑b，白角是5目，如图6-56。

失败图：

图　6-57

黑1、3扳接不对。白4、6先手扳接后，与图6-52比较，白角上

是7目，黑边上少了2目，黑在这里损失了4目，如图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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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型
本型实际上不是手筋的问题。本型虽然很简单，但是在实战中

经常容易下错，黑最好的定型方法是什么呢？如图6-58。

图　6-58

第 51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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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图：

黑1是初学者容易犯的错误。白2好手，黑3提，白4反提，这个

结果黑比正解图要损3目，如图6-59。

正解图：

如图6-60，黑1跳是官子的手筋。以后大概按照白a、黑b、白c

来进行。

图　6-59

图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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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型
如图6-61，右下角的棋型是由左下的棋型演变而来。对于左下

的棋型，黑在c接是手筋，对此，白在d接就形成了右下的棋型，白

如果在e接，黑d长，白角上就出问题了。

图　6-61

第 52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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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6-62，现在来看右下的棋型，黑如果简单的黑a、白b交换

当然不行了。黑应该如何下呢？

如果白2提，那么黑是先手获利，可以满足。

到这里，与基本图中简单的黑a、白b相比较，差5目，如图

6-63。

图　6-62

图　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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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型
如图6-64，黑如果简单的a冲、白b挡，这样的官子水平实在是

太“初级”了。黑应该考虑更高效率的下法。

正解图：

如图6-65，黑1，白2如果挡。黑开劫，可以讲是黑的无忧劫。

黑1这样富有渗透力的下法才可以讲是收官。

图　6-64

图　6-65

第 53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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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图6-66：这种棋型下，黑1跳是收官的手筋。白如果a位

应，则黑b、白c、黑d就打劫了。白最好的就是不应。

图　6-66

其次，如果黑在b挤，那么白在l位应是好手。“敌之要点即我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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