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趣谈

下了一辈子棋，你可知中国象棋的内涵

下棋者执棋子“跳马”“拱卒”“当头
炮”……楚河、汉界上一番“厮杀”，好生热
闹；围观者虽说当观棋不语，但看得兴起，
却也技痒难耐出声支招，如此这般情形想
必是很多人儿时记忆中难忘的一幕。

如今，象棋运动的开展虽不似从前那
般红火，但仍不失一大群忠实的爱好者。
中国象棋，这一民族传统文化必将经久不
衰。

本期主题：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
为什么将帅不能照面

象棋文化策源于“楚汉中原逐鹿”。明代诗人
曾启的诗句“坐运神机决死生”，这句诗形象地概
括了两点：一是“坐运”，二是以“神机决死生”。因
而，表明了象棋这种运动的特性和内涵的核心，如
用一句精辟传神的话来说，即“斗智不斗力”。

而象棋中“将、帅”不能相见，原来与一个历史
故事有关。在象棋中，最重要的棋子莫过于“帅”和
“将”，这一点在行军打仗中也同样适用，它们的存
活直接决定了这场游戏的胜败。象棋的棋子分为
红、黑两种颜色，帅方为红，将方为黑，中间有楚河
相隔，先到敌方阵营则为赢。

象棋中曾有一条规矩：“将、帅”不能相见，其
实这与一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闻，项羽
喜欢黑色，刘邦喜欢红色，象棋的颜色也是由此划
分。据史书上记载，在楚汉大战中，双方都势均力
敌，僵持不下，于是项羽就心生一计，命人把刘邦
的父亲给绑了上来，并押到广武山上，隔着条小河
与刘邦喊道：“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我便将你的父
亲丢入大锅，加水煮熟。”没想到刘邦反而是笑着
回答：“你我二人早已结拜为兄弟，我父亲也就是
你的父亲，你如果真的这样做，就是不义不孝。”项
羽听后没有办法，只能作罢。

不久项羽便又生一计，写信给刘邦，想要双方
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打斗，谁赢了这天下也就归谁
所有，刘邦看完信后，没本不搭理项羽，气急败坏
的项羽再次见到刘邦，便破口大骂，并朝着刘邦所
在的位置射了一箭，没想到歪打正着，正好射中刘
邦，这一箭差点就要了刘邦的性命，于是刘邦立马
改变主意，进行和谈。最终以广武山下的小河为
线，以西为汉，以东为楚。

所以，在象棋中，将帅同在一条直线上，中间
不隔着任何棋子的情况下，就定为先走的一方胜
出，这就好比刘邦和项羽，先出手的一方把敌方将
帅用箭射中，那么必然军心不稳，从而有可能导致
战败。这也是将帅不能相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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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皇帝：
爱下象棋的唐肃宗

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个儿子。
在众多子嗣中，李亨算不上才华出众，他之所

以能继承皇位，主要在于他没有生活在京城，所以
当京城里几位兄弟互相残杀的时候，李亨作为一
名看客，躲过了这一波波劫难。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叛军攻入

长安。唐玄宗和官员们集体逃往四川，半路上在马
嵬坡遭遇兵变，贵妃杨玉环命丧此地。了解历史或
是看过电影《妖猫传》的朋友对这段故事应该不会
陌生。

而那时的李亨，则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负责带兵平叛。唐军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率领下，
经过几年时间，逐渐平定了安史之乱。

唐玄宗在逃到四川后，也许是无心朝政，也许
是失去了对朝廷的控制，总之，李亨在平叛时于甘
肃灵武登基称帝，并尊父皇李隆基为太上皇。

作为皇帝的李亨也像很多人一样，有着自己
的爱好。他的爱好就是象棋，并且深深沉迷其中。

在安史之乱尚未平定之时，李亨也有过西逃
的经历。据记载，当时只要有片刻休息，他就要与
爱妃张良娣下棋，对堆积如山的军情战报置之不
理，颇有谢安、诸葛亮那种帷幄之中下棋，千里之
外决胜的感觉。当时的丞相李泌用“马嵬坡”事件
进言劝说，李亨这才有所收敛，但下棋的兴趣仍末
减。李亨为了掩人耳目，还专门将金属做的棋子换
成了木质棋子，以免下棋时发出太大的声响，却由
此使得象棋更易普及……

公元762年，唐肃宗李亨病逝。 据百家号

荐书

本书面向的读者是初学
者，内容是从一步杀开始到三
步杀结束。在编写练习题时，作
者也照顾到一些水平不高但学
习时间已经很长的成年爱好
者，所以无论是一步杀还是两
步杀、三步杀都有一定数量的
缓杀练习，用以提高难度。

全书的内容分为四章!共计
"#$题%：第一章&$$道题 '第&!

&$$题(，为一步杀练习；第二章
&$$道题'第&$&!)$$题(，为两步
杀练习；第三章&$$道题'第)$&!

*$$题%，为三步杀练习；第四章
+$$道题'第*$&!"$$题%，为一步
杀至三步杀混杀题型。

《象棋杀法练习$%""题》

弈棋者往往在对局中追求
正确的着法，以达到求胜的目
的。尤其是面临杀局时，更对其
思考的精细度和准确度有了极
高的要求。此时弈棋者是否接
受过训练、训练的难易度如何，
便成了区分水平高低的关键。
专业棋手在“临门一脚”时所展
现的创造性思维和严谨的逻辑
往往让象棋爱好者惊叹不已，
其实只要经过必要的学习，普
通象棋爱好者也可以掌握一手
精彩的杀局技巧。本书就是为
了达到上述效果而编写的。

《象棋连将杀手册》

本书是围绕提高棋力这一
中心展开阐述的，旨在拓展读者
的思维能力，提高读者的思考能
力，进而整体提高棋力水平。本
书在讲述理论的同时附有针对
性的棋局习题，读者可通过练
习，纯熟技法、总结得失。

细化残局技巧。分类练习
困毙杀、连将杀、隔将杀，纯熟
))类各兵种组合杀法技巧，掌
握攸关胜和的定式要旨，是学
棋者提高攻杀力和残局控制力
的进步之阶。

强化中局战理。加强学习
中局博弈的攻守思想、棋谚、韬
略，是学棋者増长综合棋力水
平的动力之源。

深化布局研究。详细解拆
四大冷门布局与四大流行布局
攻守变化，是学棋者练就自身
“杀手锏”的必修之功。

《象棋棋力提高八章》

象棋残局是下好象棋的重
要基础，优势能不能赢？劣势是
否能守和？无论棋局如何变化，
从子力配置、棋子位置关系上，
一眼看去，就能知道大致的结
果。无需死记硬背，以不变应万
变，本书就告诉你怎样通过局
势分析，应胜不和，应和不败，
正确实现各种杀法。

这些书或可帮你练“杀招”

《象棋入门与提
高———象棋残局定式》

有一则谜语：吃饭不用嘴，走路不用腿，过河没有水，死了没有鬼（打一运
动项目）。谜底为：中国象棋。

中国象棋这种传统游戏如今被视为一种运动项目，棋手有时被称为运动
员，参加各种比赛。我是个象棋迷，从小到大有很多关于象棋的有趣经历。

小时候喜欢下象棋可能因为选择太少，那时娱乐活动不多，网络游戏、电
子游戏还没出现。

杨振华的相声《下棋》能够风靡全国，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小时候跟弟弟
初学下棋时，我们的规则很“灵活”，马不讲究别脚，卒子过河还能撤回来，幸亏
将帅不可以出城。

弟弟也是棋迷，研究了很多棋谱，有往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我们那时还经常玩一种走法：一方拿掉相士车马炮，只保留五个卒和将，

但一次走两步；另一方则将士相车马炮全有，每次走一步。这种玩法很有意思，
一般仍然是五卒方获胜，车马炮俱全一方想要获胜很困难，关键是要打破常
规，不惜任何代价取得胜利，对思维方式也是很好的锻炼。

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

观棋不语真君子。这个话说得容易，做起来却并不简单。上中学时跟表弟
下棋，他年龄小，棋艺还不成熟，于是让他半边棋，即自己的车马炮主动拿掉一
半，以达到公平。下得正开心时，他父亲进来了。

观棋不语是不可能的，大人的视角总是和孩子不同，虽然没说什么，但认
定了这是在欺负人家儿子，“猖狂到这个地步，竟然让了三个主力棋子，这是欺
我家无人啊！”这便是其潜台词。

于是接下来的棋也变得毫无生趣，有他父亲垂帘指挥，表弟下得也没什么
意思，形势变成了我以单车单马单炮同一个成年人的双车双马双炮开战，战局
可想而知。我那个亲戚还觉得不过瘾，赶走他儿子要与我单独较量，非要赢几
盘才觉得有面子一样。娱乐性一点都没有了。
有人问，不就下个棋吗？至于这么认真么？说对了，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

多这样的争强好胜的人，对娱乐游戏的输赢是无比在乎的。知道民国风云人物
胡汉民吧，就是因为下棋突发脑溢血死亡的，想一想真是得不偿失。有些人虚
荣心重，把棋桌当成了战场，把游戏的输赢当成了人生的输赢。

大多数人达不到酷爱的程度，连“马二进三、车九进一”具体是指什么，很
多民间爱好者都没弄明白过，达到《棋王》里王一生那样以下盲棋为乐的人少
之又少。

大学毕业后，心情苦闷时，我就在网上下棋，也算是个发泄的渠道吧。不光
是棋艺有了进步，通过下棋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

游戏大厅里),小时都有人在下棋，有时同时在线几百万人。坐下后就会有
人邀请你下，一般不愿同低级别的人下，因为赢了也赚不到几分，输了反倒丢
的分多。

但如果实在没等到合适的对手，有时同他们也下几盘。不出所料，级别越
低（如-级、"级、.级）越不遵守规则，看到自己快输了就会逃跑；还喜欢悔棋，厚
着脸皮请求你允许，差点叫爷爷了，心里很鄙视：不就下个棋么，至于这么低三
下四么，有时心软给他们个机会，这些人不会领情，快输时该跑还跑，假如你不
慎失误要求悔棋他是肯定不会同意的。试图揣摩他们的心理，这实际上就是一
种非常畸形的心理，反映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势时目中无人，趾高气扬；失势
时低声下气，立马装孙子。
阿城的小说《棋王》里说，棋品连着人品。说得很对。有几次遇到了几位高

人，级别都是一级、二级大师，有位大师不知哪来的兴致，同我连下二十几盘，
他只输了一盘，是布局的失误，我利用自始至终的布阵优势将其逼降，但十分
艰难。那一天的收获能赶上平时几年，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临下机时还没忘对
他说声谢谢。“下棋找高手”，一点都不假。

网上下棋经常能碰到些怪事

有一次，我和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找到一个对手就开始布阵了。没想到的
是，不知是电脑出了毛病还是网络故障，是中了毒还是对手使用了什么特殊软
件，反正每走一步棋子都留下痕迹，根本分不清棋子的真正位置。一开始还能
凭记忆和感觉同他下，不到两分钟就感到眼花缭乱。放眼望去，到处都是车马
喧嚣，到处是炮声隆隆，不知对手究竟在哪个方向进攻，我该在哪个地方防御，
结果我的将士被他肆无忌惮地杀掉。

等了几分钟，想看看网络或电脑会不会恢复正常，但没用，而对方可能以
为我被杀晕了，可能正洋洋得意自己的棋艺，或者在纳闷，怎么这盘棋下得这
样容易。

这盘棋十分蹊跷，但凡不太正常的事情往往都是值得人思考的。棋虽输
了，但我却有很多收获：表面公平的事情往往不一定公平，真相往往被掩盖了；
敌暗我明时难以防守，更不用谈进攻了；设身处地才能明白当事人的感觉，不
然只能空谈。

象棋里洋溢着一种神秘主义，让人觉得高深无比、神秘莫测。过去经常可
以看到街头摆摊的老棋手，地上是一副残局，与人赌输赢，靠的是祖传的棋谱，
有的是古代名家的著名残局，有的则是人工做成的残局。

它们共同点是看似简单，实际上棋局却是历经千锤百炼而成，如果轻敌的
话，贸然上去一试十有八九会输。这样的街头棋手现在越来越少了，一些城市
的繁华地段偶尔还可以见到，围观的人则以普通市民、退休人士、外地民工为
主。

中国象棋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古代时曾经比现在简单得多，但受很多因
素影响没有国际象棋那样普及，一些人呼吁改革使之走向世界，但终究受到很
多限制。很多东西没那么容易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早都习惯了。象棋超越
了智力游戏和运动项目的范畴，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载体。

象棋讲究计谋，能够锻炼人的思维，也能磨炼人的毅力，但同时也容易使
人过于沉溺于智谋。

张召忠曾说，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军事思想过于强调计谋，今天有很多
人相对忽略了武器重要性，因而大力主张发展高端武器，被人贬为“武器决
定论”。现代战争中，单靠精神的力量要吃亏，即便获胜恐怕也要付出更大的
代价。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据《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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