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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内容概要

韩国围棋国手曹薰铉几十年围棋生涯的总结之作，也可看成是他回顾和反思自己人生的半自传体回忆
录。虽然他在韩国甚至世界围棋史上创造了无比光辉的成绩，但却被以弟子李昌镐为首的后辈棋手们
的猛击挑战击倒，无数次的尝到败北的滋味。从这反复的巅峰到低谷的波澜万丈的人生当中，他领悟
到了“思考的力量”。在本书中，他以一位胜负高手的身份，不断复棋自己的人生，将只属于他的思
考方法整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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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作者简介

曹薰铉，唯独被称为韩国“国手”的棋手。李昌镐的老师，与吴清源师出同门，并且也是世界赢棋次
数最多，维持着世界最多大奖纪录的棋手。1989年在中日韩三国优秀棋手们都参加的应氏杯中，曹薰
铉赢得大赛首个冠军。也将韩国推到了围棋中心地带，并且获得“围棋皇帝”的称号。2016年参选韩
国国会议员，积极推动围棋推广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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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书籍目录

1段围棋高手所说的思考方式
1.1 进入思想境界
1.2 思想一定会找到答案
1.3 拥有新颖的思维
1.4思考，创造更强大的自我
1.5 解开疑惑，学会质疑
2段优秀的人总有优秀的思想
2.1 才能不能超越品德
2.2 人品是思想的基础
2.3 人品是教不会的
2.4 承受冠军的重量
2.5 思想是积极的
3段能赢的话一定去赢
3.1 不轻言放弃的人，带来反转
3.2 扩张我的领土
3.3 唯独不能输给你
3.4 用新的“流派”去决胜
3.5 对待战争的礼仪
3.6 不要对任何对手气馁
4段正确分析局势再行动
4.1忠实于现在这瞬间，忠实于现在这个地方
4.2观望棋局之外
4.3现实优先于梦想
4.4 认真听高手的话
4.5 该舍弃的东西就要毫无迷恋的舍弃
5段 想得更深远
5.1 思考得更深，更久
5.2欲望是最大的问题
5.3 为了信念，下恶手
5.4 利用只是看招数
5.5 专业的人赢得时间
6段如果痛苦，请复棋
6.1 瞪大庶安彦看待失败
6.2 学习敌人的想法
6.3高手每天都复棋
6.4 清楚失败的记忆
7段开放思维
7.1 分享和施舍的转换
7.2 为敌人的进步感到开心
7.3 欲生存，请开门
8段向他人学习
8.1 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
8.2 拥抱更多的人
9段寻找身心的平衡
9.1 勿让秽物入身心
9.2 年轻就是资本
10段创造思考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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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10.1 什么在妨碍我们思考
10.2 到孤独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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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精彩短评

1、本来是本好书，除了鸡汤味浓点，但是对于回忆部分还是很值得读。不过翻译实在太烂，感觉译
者基本上是对围棋一窍不通。我不知道韩文里面怎样书写，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至少应该用“快棋
”而不用“速棋”、用“复盘”而不用“复棋”，专业棋手的段位用汉字而不用阿拉伯数字，毕竟5
段、6段这种写法在中国是专门用于业余棋手的。译者把死活题翻译成生死问题，还自以为是地加个
译注：“指围棋的每一步都可能决定着棋手的生与死”，而译注对打劫的解释是：“对方吃掉了你的
棋子，但是你也可以在后面的出手机会吃掉对方的棋子，而吃掉的位置是公共的（同一个位置），即
打劫”，类似的东西太多了。想想以前《围棋天地》上连载的棋手自传，都是专业人士翻译，那就很
好。
2、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韩国著名的“围棋皇帝”曹薰铉在以围棋中的很多细节环节（诸如
：读秒、复盘等）讲述了他对于人生的思考。我本来想在读书的同时做些笔记和大家分享，但是其中
至少有一半的内容值得摘录下来，最后干脆不做笔记，推荐大家都去自习读读这本书，一起体会一下
曹薰铉在围棋中体会出的人生道理。
3、翻译大概是找的完全不懂围棋的翻译做的。无力吐槽。撇去其中大概鸡汤内容不谈，唯一可读之
处还是关于过去生活的些许回忆的细节片段。
4、不愧为战神，读后让人信心倍增，纸版留存
5、围棋圈子蛮有意思，都擅长赌博
6、无心
7、强大的是思想，不求生活，只求强大的自己！运动！奉献，分享。专注，思考的深度和长久！忘
记生活的打击，负面情绪，轻身上路！
8、如果翻译的好我一定给五星，奈何翻译太差，怀疑译者的围棋素养。《不得贪胜》我觉得是在可
接受范围的，毕竟中韩围棋环境的差异可能导致用语的差别，但是这本书的作者根本没有用心翻译。
书是看完的，为此问题再翻看几页：
1，P115，唐玄宗的棋待诏,注成和王下围棋的人。玄宗已经是皇帝，还能称王？一个王有权利设立棋
待诏？？
2，P89，应氏规则：只在应氏杯中应用的围棋规则。实际上采用这规则的有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
赛、世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世界大学生围棋锦标赛以及中国的倡棋杯等围棋比赛。这段中还出现1
又六分之五子领先，这说法是错误的，应氏规则是按照“点”来算结果的，不是用中国规则的子。
P137生死问题：围棋中每一步都能决定棋手的生与死。根据上下文显然是讲与其看电视剧新闻，不如
做死活题。
不够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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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精彩书评

1、     《无心》，曹薰铉著，陈辰、高连兴译，时代出版传媒，2016年7月第1版。夹叙夹议式的自传，
并非按时间线叙述，相对很简单。曹薰铉在棋上已经退出，他的弟子李昌镐也退出了，李昌镐的继任
者李世石也在退出。时间多残酷。其实，最想看的是结合棋局与经历的自传，如讲到哪一段经历时就
配上这一段最重要棋局关键处的自战解说。打个比方，把聂卫平在电视讲的“人生九局”变成书比较
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著名棋手类似的自传，很可惜。版本很差，错误多处，不知是翻译不懂
围棋的问题还是印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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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薰铉》

章节试读

1、《曹薰铉》的笔记-第150页

        150“曾经被更多的天才踩在脚下，无数次被踩在脚下之后，他们产生一个想法，自己不过是宇宙
无数个点当中的一个而已。就只是想着努力尽自己该尽的那一份力，不能抱有一点自己很了不起的想
法”“就算痛苦也要将事情看穿，不，越是痛苦就越应该仔细去看。失误不是偶然发生的，之所以失
误是因为自己还存在不足”161"有时候这种死的感觉在比赛结束很久之后也无法消除。这对于职业棋
手来说是非常不好的征兆。因为如果长时间沉浸在失败感之中，不仅会丧失自信，还会逐渐消沉下去
。因此我们不仅仅将复棋看作是复习与反省。复棋是克服和化解的仪式。今天的围棋输了又能怎么样
，已经下过的围棋又没办法后悔。比赛已经结束了，反省之后现在也应该将它忘掉了“202”在胜负的
世界，年龄和体力不能成为借口，在承认这一点的瞬间，你的人生就豁达了“222”学习围棋的过程是
孤独的，较量胜负的过程是孤独的，接受结果，自我克服的过程是孤独的，无处诉苦，无人倾诉。它
需要你自己承担并在其中得到慰藉。为了变得更强大，为了克服败北的痛苦，我们最终还是走进了那
个叫做孤独的漆黑洞穴。”“所谓强者，就是比普通人更能忍受孤独的人。。越孤独越自由，越孤独
越强大”(YU作为培养李昌镐的老师，我感到的是身为老师与学生较量时，学生赢了比赛后，对老师
的愧疚，老师的襟怀还是相当博大的，值得谨记。也许这就是近日来所宣扬的格局吧。或者说是全力
以赴的竞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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