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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内容概要

什么是真正的厚势？什么是真正的实利？怎样才能叫做进攻？怎样才能叫做防守？如何看待优势和劣
势？实战技术与棋手风格的关系、局部与全局、读棋的质与量、形势判断的必要与否⋯⋯赵治勋以他
特有的柔软灵活的辩证思维方式，以自己的实战为例，对上述问题为我们做出了清晰明了的分析。相
信他对围棋的这种融会贯通、游刃有余的观念，无论对于专业棋手还是业余爱好者，都会提供有益的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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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作者简介

赵治勋，1956年出生于韩国釜山，父赵南锡，母金玉顺。1962年8月，赵治勋六岁时在叔父赵南哲带领
下赴日本，入木谷实九段门下学弈。1968年11岁时入段，同年升二段，1981年晋升为九段。是日本棋
院中晋升九段时年龄最小的棋手。赵治勋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围棋强国日本获得71次冠军，成为获日
本棋战头衔次数最多的棋手，同时还创造了多项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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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书籍目录

一 少年时代的包袱
二 劝君取地
三 表里一致的坚守
四 必然的读棋和偶然的读棋
五 不必判断形势
六 国际化时代与时间限制
七 现代强于过去
八 昭和、平成的大棋士
九 人生有救
赵治勋激战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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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精彩短评

1、这本书，我希望大家都能看看。特别是玩棋的人。神作。
2、比较好的下棋的人的自传。
3、斗魂
4、非常精彩的分析！
5、赵治勋的围棋观。确实是一种思想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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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精彩书评

1、很早就读过老赵的这本自传，大约是2003年开始学围棋的时候吧，书大概是在青岛台东的一家专卖
打折书的书店买的，记得当时买了几本关于围棋的书，有秀行的一本自传，曹薰铉的一套教授入门技
术的书，然后就是这本老赵的自传。秀行的书和老曹的书，看过都没什么印象了，只有老赵的这本一
直记得。后来去北京读书，这本老赵的书随身带着去了北京，看过好几遍。在北京读书的几年，心思
和时间大部都花在了围棋上，在学业上的投入实在少的可怜。人生不能如果，但是如果当时把心思多
花在学英语，或者专业上，现在我的工作应该是另外一番景象吧。毕业找工作，到上海来面试，老豆
说的英语基本上跟不上，水晶说老豆的英语是标准的英国英语，别提多狼狈了。回到学校，觉得这事
黄了，恼怒加上懊悔，在宿舍里把几年里买的围棋天地，围棋书，大部分都撕了。有几本死活词典什
么的，舍不得撕，都送给围棋社的人了。没料到的是，过了几天，意外收到二面的通知，然后再来上
海，连先生用汉语给聊了十分钟，然后就有offer了。但这本老赵的书，算是没有了。在上海这些年，
在围棋上没少花时间，还订过几年的围棋天地，现在家里还有一大摞，上厕所的时候经常看。直到12
年换到这份新的工作，在围棋上的热忱才慢慢消退了些。时常想，这10年把这么多精力，时间投入到
围棋里面，究竟有没有意义？如果这些精力，时间用到别的地方，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就像我叔说的
，大好青春去研究下棋，简直是浪费生命，但是，这些年，没有人知道围棋带给过我多少快乐。人生
的价值是什么？是钱？是职业上的成就？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快乐？我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困惑，
会偶尔后悔。闺女6岁了，我最近买了1米见方的磁铁围棋盘，大棋子，准备在家里教她围棋。我对她
有什么期望？都没有，就是希望她一生能快乐。这最重要了。老赵的自传，大部分是在喋喋不休他的
人生观：活棋最厚，然后对对手要从根上下手。这是一个下棋的人的人生观。我的人生观是另外一种
：能量守恒，但是熵只会增加，如果不想这样就最好少折腾，熵增加地会慢些。微博上那个姓但的大
忽悠的人生观是另一种：贵州茅台就是好。这个人生观就没有什么固定的说法，所谓棋即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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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章节试读

1、《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判断形势的人和不判断形势的人

        据说高川秀格老师（第二十二期本因坊）从年轻时代起就很周密地进行形势判断，在那个时代，
他是最早用计算的方法进行形势判断的棋手。

另一方面，坂田荣男老师（二十三期本因坊）可以说是完全不进行形势判断的棋手。

两位巨头在头衔战上对局十五回。令人惊讶的是，高川老师只赢了一回。居然输了十四回，“不共戴
天”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看到这个数字，上了岁数的、了解高川和坂田的围棋爱好者一定马上就想到了：“棋风温厚的高川肯
定搞不过剃刀坂田。”

可是仔细研究了这十五回头衔战的棋谱，就会发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确实有中盘就被杀得落花流水的情况，这种情况比较醒目，所以给人印象深刻。但是实际上，高川老
师发挥了才智与坂田老师互角的棋还是多数的。高川老师本来是力战棋。但是他并不锋芒毕露，而是
披上了均衡，或说全局观念的外衣，这就是所谓的平明高川流。

那么他为什么打败了呢？败在终盘。每次头衔战中处于转折点上的那一盘，大都是在终盘才败下阵来
。这是为什么呢？像形势判断一样，高川老师的收官也靠计算，而坂田老师虽然也计算，但实际上采
用的是手筋收官，他一直战斗，直到最后的最后。就是一目两目也绝不放过，这就是所谓贪得无厌的
手筋收官，老前辈强调说，高川败给坂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计算收官对抗不了手筋收官。

这样说来，就有比计算更为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也代表了我的意思，因为我也
不大喜欢计算。倒不是不会，而是除非必要的时候，我没心思去计算。

2、《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幼年的体验

        大概正是那个时候，记不清是《棋道》还是《围棋俱乐部》上有一篇报导。我学说日语进步较快
，汉字不久也习惯了，读杂志之类的没什么困难，那是一篇不长的报导，向著名棋士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小的时候，关于围棋，老师是怎么说的”记得回答问题的好像有三位。
高川格：“老师说，围棋是抢占实地的游戏，地盘大的胜。”
木谷实：“老师说，围棋是提掉对方棋子的游戏。⋯
岩本熏：“老师说，既不是抢占实地，也不是提掉对方棋子，而是做两个眼，求得生存的游戏。”
也许不是木谷老师，而是藤泽朋斋。总之，回答是三人三样，说出了围棋的不同侧面和自己的独特的
棋风，也说明了幼小时期所受的教育对以后的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木谷老师的逻辑是，学了一年就
能达到业余五段的水平，弱龄六岁进入道场，所以十岁也不能说是太早了。早不早我不知道，反正我
是被打击到了。

3、《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吴清源

        我是在十五岁左右，认真地摆过四卷本《吴清源全集》的棋谱。那时正是棋力大长，准备着初试
锋芒的时期。正巧在这一时期与《吴清源全集》相遇，真可以说是幸运。

有了时间，我就摆棋谱，记得摆完第三遍，收有吴老师全盛时期的棋谱的第三卷已经破破烂烂了，我
又买来了新的，开始了第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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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这是业余爱好者们也知道的，即吴老师那有名的速度感。他的每一盘棋都充满了速度感。在局部，除
了必要的着法以外，并不过分追究，飞快地抢占边上的大场，总是领先对手一步，不停地飞跑，所以
，看吴老师的棋就像看田径比赛或是足球赛。这种充满速度感的大棋士可谓前无古人，并且，他的脚
步那么轻快，一点儿没有滞重的感觉，更为新鲜的是，他远离肤浅的常识，就像外行一样，采用原始
的着法。

昭和八年（1933年），他和木谷老师一起公布了新布局。当时，木谷老师二十四岁，吴老师十九岁，
其年龄也令人吃惊。正是在这一时期，吴老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逐渐为世人所知。

比较木谷老师和吴老师的棋风，两者都是只用一手占角，而不再补一手守角。但是木谷老师在星位、
高目、五五落子，而吴老师在星位和三三落子。从布局整体看，木谷老师重视中央的势力，而吴老师
重视快速抢占边上的大场。

4、《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小林光一

        小林的围棋用一句话说，就是摧不垮。大概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经常研究秀策，受到了秀策的影
响吧。

他的基本思想是重视大场，这在对局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走了一个大场，接着瞄准下一个大场，就这
样，一个接一个地占领盘面上的好地方、大地方，这就是小林的棋风。就像将棋盘进行分区整理似的
，十分精确。这种思维方法，我完全没有，所以我和他迎然相异。

他一直认为“好的就是好的”。这是一种“只重视应该重视的东西”的感觉，这种干脆在这一点上，
坂田老师给了小林极高的评价。坂田围棋的基本思想也是“好的就是好的”，只要觉得好，就毫无顾
虑地一个接一个去抢占，并且最后总是胜利，和坂田老师棋风接近的不是我，应该说是小林。这两个
人的围棋基本精神非常接近。

重视应该重视的东西，所以，其他的一概不考虑，只要认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都毫不顾忌地扔
掉。许多人评论说，小林把没意思的都扔了，所以他的棋也没意思，确实，小林在某种意义上把他的
围棋弄得没意思了，但是这正是小林棋力高超的证明。

以前，森教练时代的西武棒球队很厉害，最后两局如果领先三分，就绝对不会让对手翻过身来，轮上
进攻，最初的击球手如果出了垒，第二名击球手肯定会给他创造抢垒的机会，这种扎实的功夫绝不会
失误。不能否认的是，全盛时期的小林就具有这样的胜负观念，并且这种胜负观念在他的全盛时期充
分发挥了作用。这是因为作为这种胜负观念的基础的分寸感十分精密、正确所致。

一步一步整顿棋形，即所谓小林流的“定形下法”，也是以正确的分寸感为基础的。这是一种能够判
断“这样走不坏，这样走稍好”的感觉。不过，定形下法在消灭对方的可能性的同时，也牺牲了自己
的各种手段。

“哎，真可惜！”这里，围棋观不同的人又该站出来说话了。

5、《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坂田荣男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棋并不像人们一般所说的那样。不管是准，被贴上了抢实地、善坚守的标签
，非歪着脑袋反驳不可，我也一样。看上去也许就靠那么两下子，可实际上流被人贴上了标签，自己
再默认：啊，我也许就是这样吧。结果，自己限制了自己，作为棋手的生命也就到头了。实地、厚势
、进攻、防守，这些只是围棋的某一方面，围棋有许多要素，必须能够把握所有这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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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雁金准一老师和吴老师进行过十番棋战，但是下到第五局就不得不认输了，据说那时他曾说：“吴先
生没有不知道的。”

是的，最重要的就是什么都知道。所以贴标签并不能充分说明棋手，而且有时候对棋手来说，也许是
非常失礼的行为。

我觉得头衔王坂田荣男和我一样，是幸运的成功者。也许是过于幸运的棋手、不过幸运这东西也要准
确地、贪婪地去捕捉。不在乎外表，而是竭尽全力去争取，作为狼似的赌徒，像坂田老师这样充满魄
力的棋手不是很少见吗？

6、《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人生论

        相信好的就是好的，向前迈进，绝不左顾右盼。大概是因为这种生存方式是严肃认真的，才受到
了大多数人的欢迎吧。没什么意思的东西趁早儿扔掉。这也是一般的，或说正确的行为。

这正是小林的风格，至少以前，他是这样的。不过，我有我的行为方式和生存方式，我和小林几乎完
全不同。

我有一种倾向，认为不仅好的，甚至坏的东西更好。至少在被认为是坏的的东西里，沉睡着好的东西
。下快棋的时候，多少有些勉强，但是在有时间考虑的时候，我就想发现这些沉睡着的东西。为此把
时间消耗余烬，结果却一无所获的情况也是常有的。

正因为这样，我才常常试用人们认为不可思议的着法，才遏制不住去追究那些被人们认为没什么意思
的地方。有时候，我甚至无视，或说考虑如何避开那些人们所谓值得重视的“要点”，这毛病还不轻
，也许是我故意要显示自己的怪癖，也许我真的偏离了围棋的大道。

对我来说，微不足道的东西比重要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在走大场的时候，突然看到刚刚告一段落的地
方还有几个牺牲了的棋子，别人会认为它们已没什么意义，可以放弃，但是我却觉得它们精神可嘉，
值得怜悯，就是早晚得放弃，在放弃以前也要让它们发光发热，让它们的生命再一次开花结果。这不
是人之常情吗？这样，与它们相应的、似乎毫无意义的构思就会浮现在脑海之中。正因为这样，我总
是不能理智地向前迈进。

珍重没什么意义的东西的这种感性，也许来自下围棋以前的我的经历。那是一种不想接触真实，而想
从虚假开始的心情。这也是一种愿望：尽管是恶手，也要想办法让它发挥作用，这不是佛教的名言吗
：

“善人尚有来世，况恶人乎。⋯“

从小时候我就一直这么觉得：什么人生的真谛呀，目的呀，什么人类的理想呀，这类拉大旗作虎皮的
观念总是有谎言在里边，可能的话就避开这类经过了艺术加工的词汇。相比之下，对我来说，那些被
人们看做毫无意义而抛弃的东西，那些因表面上并不华丽而被人们忽视的东西，它们的生命要重要得
多。这种感觉肯定会在围棋中反映出来。

总而言之，这些就是我的棋慢慢腾腾的原因。我不像小林那样干净利索。不过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说
我在双日制棋赛里胜率高的话，这是因为双日制棋赛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不是按计划就能走下去的
，围棋不是按照棋形抢大场就能赢的。

两天，一天八小时，除了正道，还可以发现很多岔道。在这些岔道之中，只要发现一块微不足道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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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实地与模样》

子，就会使棋盘上的世界变得混饨起来。就是说，围棋本来有很多岔道，而我们却过而不入，或者这
样说，虽然我们也知道岔道上一定会有宝贝，但是因为麻烦，因为繁忙的日常生活，我们却硬是元视
其存在，尽管硬是无视其存在的态度也许有其极为合理的一面⋯⋯

突然唠叨起日常生活来，真不好意思。不过，棋手也得生活。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不就意味着要抛
弃埋伏在岔道上的某种罗曼蒂克吗？

话题再回到小林：我们俩的对战成绩是他胜稍多，但是如果只看头衔战，我的胜率大大超过了他，光
看数字，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我是绝对优势。

不可思议的是，我从来没觉得我赢过他这么多。也许因为我总是临阵哺咕吧：这次要输，这次够呛了
。有这样的人，不管你赢了他多少次，但你总不觉得自己赢过他，对我来相反，也有这样的人，不管
你输给他多少次，但你从不觉得输给过他。其典型就是李昌镐。

我总说，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棋手，每下一盘棋，心里就反省：净是臭棋，或是感到绝望：真
是个不可救药的臭棋篓子。

尽管如此，我从不认为自己的棋力不如李昌镐。可是实际上，我却输给他了。如果输给曹熏铉，我觉
得很自然，可我看不出李昌镐哪点儿厉害，也完全有信心赢他。结果呢，令人丧气，我还是赢不了他
。我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可思议的是：找不到原因！

相对我给曹黛铉，小林以高度评价，给李昌镐的评价却很低，这当然是出于个人的判断，也许我没有
看到的地方，正是他厉害的地方。据说他读棋正确明了，官子也厉害。但是这点儿东西也不值得抬出
来那么吹捧啊。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并且，不管怎么说，李昌镐是幸运儿。

在人才稀少的年代，当上了曹熏铉的弟子，顺利地一口气登上了顶峰。而小林他们，因为是在日本棋
坛，到登上名人位为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尽了千辛万苦。

7、《超越实地与模样》的笔记-坚守的棋风

        用分类的方法来区别棋手，也许容易被爱好者和记者们理解，但是实际上，棋手的真实面貌并不
是这样。分类的方法表现了一种极为单纯的固定观念：即攻击和防守是互相对立的，就像白和黑一样
旗帜鲜明。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进攻和防守绝不像黑和白那样界限分明。在防守中有进攻，进攻又隐含着防守。
这就像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这两面是永远分不开的，走着下面（实地），想着上面（模样和厚势）
，同样，走着上面，想着下面，我总是这样不厌其烦地告诫自己。

虽然我不喜欢标签，不过被贴上了标签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棋手都是在向着与贴着的标签不同的世界
前进。棋手的目标和理想虽然不那么明确，虽然难以言表，但就我而言，可以暂且把它叫做超越实地
和模样的东西，超越进攻和防守的东西。

如果说我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了防守的色调，从人生观的角度来看，这大概是起源于幼年的体验。我选
择了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人生选择了我，童年的东西也许会是一生的东西，因而也许不像我想像的那
么容易改变吧。嗯，攻和受绝不是界限分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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