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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围棋故事 本书以渡边英夫的《新坐隐谈丛》为骨干，并参阅和收集了渡部义通的《古代围棋的世
界》、
[木神]山润的《日中围棋兴衰史》、林裕的《围棋百科辞典》以及《今昔物语》等书的一些材料汇编
而成。
内容基本按年代顺序，从一世本因坊算砂开始，介绍到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逝世，其中包含了棋院四
家和
所有日本围棋史上的著名人物、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了增加本书的趣味性，力求生动活泼，作者在不
影响
历史人物和整个事件真实的前提下，对一些具体细节作了适当的虚构和润色，并选了少量的传说和野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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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看
2、不会围棋也可以看，看了准想学
3、另外一种历史。
4、非常喜欢这种棋类历史故事，日本围棋的历史波澜壮阔，精彩纷呈。通过电子版阅读本书，看过
好多遍，依然喜欢
5、小时候一位下围棋的大叔借我读的，现在也就记得“丈和三妙手”“因硕吐血之局”这几个名词
了- -
6、写得很演义的一本书，当小说看看挺不错。纸制的恐怕只能从图书馆里看到了，不过电子版似乎
到处都有。
7、最大的印象就是日本人为了当上棋所如何尔虞我诈。。
8、读完这书，重金买了套《坐隐谈丛》。
9、写得跟武侠小说似的
10、讲述过去日本弈坛的种种勾心斗角。话说回来，没有胜负心就没法下棋了。
11、很有意思的书
12、在我家的角落里翻出了这本书，然后花了三个晚上读完了。果然如同武侠小说的feel，每个大家棋
起棋落，犹如出了一个有一个大招，嘿，来看我的降龙十八摸（我在说什么对不起........0）
13、日本战国棋力最高的名人是本因坊算砂（日海），出家人都比较闲，整日跟公卿和大名们喝茶下
棋，实战经验丰富。武士则因公务较多，无暇下棋，大多棋力不高。德川家康是文化人相对好一些，
水平大概是被本因坊让三子。明智光秀才华出众，本因坊两子让不动。真田昌幸也以嗜棋著称，上田
城之战颇有谢安之风。另有逸话称太阁与昌幸弈棋，称昌幸棋风慎重酷似旧主信玄，于是昌幸故意装
作悲痛和生气的样子，演了一出日本版“煮酒论英雄”。
14、看的电子版，其中棋谱基本看不清楚
15、虽然时间段和《新布局史话》重合，但写作风格截然不同，侧重点也不同。这本更侧重一个人，
一件事的来龙去脉，而新布局史话一切皆是围绕着围棋的发展来写，这本写得也挺好的。
16、很有趣的书。从四大家族的兴起，讲到秀哉名人的隐退⋯⋯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下围棋真是
个危险的职业，动不动就吐血而亡。。。
17、家藏
18、道策，秀策，元丈等人都堪称国士无双，但最出彩的还是丈和啊，我发现我在自己喜爱领域中最
欣赏的几个人，如陈庆之，田承嗣，本因坊丈和几人都是无所不为的邪气之辈，我肯定也不是什么好
东西吧，哈，认为围棋是高雅恬和运动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啊，这些棋士的行为和风骨气度什么的压根
搭不上关系，但是绝妙名局令人心折，如独立寒田之鹤般的骄傲孤矜更是有种邪恶的魅力，我爱这项
运动，又及，发现孤身饮茶打谱之时所配音乐最适合的就是日本古典音乐，不知为何
19、也就是扩展一下知识面吧⋯⋯
20、论天才，还是本因坊道策以及吴清源。
21、居然不再版，太可惜了。
22、精彩生动，棋战史写作的典范。
23、书好看，不过听说很大部分抄袭台湾人的书
24、跟武侠小说似的
25、以前读中学的时候看《体坛周报》，除了NBA，最喜欢的版面就是围棋版的传奇故事
26、想了解围棋的历史，就要好好读这本书，因为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只有日本围棋有历史。而且这
本书应该也适合喜欢武侠的同学，武侠小说里的元素应有尽有，只不过把武功换成了棋道。
27、带棋谱。
28、很不错
29、前阵又读了一遍。
30、2016.4
31、很像武侠小说。
32、倪同学推荐。挺好玩的，围棋史和小段子又复习了一遍。这次记住了林元美，谁让他颜值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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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点错！）
33、学围棋中。围棋修仙传。买的kindle版本
34、这恐怕是我读过最难忘的"另类"书之一,差不多二十年了,至少念念不忘.我不懂围棋,竟被这本书迷
得如痴如醉,比武侠小说紧张刺激.

35、1429
36、想来，当年广播里石页就是拿着这本书做了那么多期节目的吧。因硕吐血局，岩崎的长考，把书
翻来倒又慢慢的记起了。不过全书也只是写到吴清源崭露头角和不败的名人，而后的原爆之局，竹林
时代还有赵治勋都未提及（当然这书是1988年出的），未免有些遗憾，不过作为一部了解战前日本围
棋史的读物已足够了，五星。
37、看完这本书，再看吴清源的自传，会有更好的效果
38、故事好精彩，日本围棋史读起来像武侠小说一样过瘾，不禁感慨万千啊
39、不败的秀策！
40、我读的电子版《日本围棋史话》似乎就是这一本。以棋秤为擂台，以棋子为兵器，以棋艺为武艺
，上演了一出江湖争霸武侠小说。我是围棋门外汉，所以看八卦故事更加入迷。 虽然以高雅技艺拼得
是名利，但是用心专一，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41、大赞，八卦史堪比武侠小说
42、日本围棋八卦史
43、说起来真如武侠小说般精彩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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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看的是电子书，有点乱，很多名字没怎么记住，但围棋的整个发展，脑子里算是有点眉目，希望
大陆以后能出版一本图文并茂、分析得当的好书来，得以收藏....
2、读的是电子版，文字不是很清楚。勉强看完了！！完全就是部日本围棋八卦史！！开头时，围棋
不是很受重视，所以历史上留名的围棋高手间的比赛感觉还是很纯粹的竞技较量~~~后来，狗血就一
盆一盆的泼出！！到底还是离不开“名利”二字。 自从有了棋所的称谓，争棋也就开始了。策道之前
，谁当棋所还是平实力说话，谁不服气，那就下个高低。但是人心难测，林元美之流在争夺之中又有
“三国”权谋之术。我看到这忍不住吐了口狗血，居然真有人按小说之流的情节走！！！太恶俗了！
！！！总体来说，这我不会围棋的人，看完这本书对日本围棋还是有了个初步了解。不得不说日本人
对围棋的崇敬远远甩我们几条大街。而且我也被日本人的个性弄得很不解。感觉里面的很多人是牛气
哄哄，自吹自擂，一旦遇到厉害的立马调转山头！！有拳头才是硬道理~这就是他教给我 的话
3、读过两遍，第一遍是电子版，第二遍还是电子版。窝在床上一点点拉完，兴奋得不能自己，算砂
，道策，秀策，丈和，幻庵因硕，井上算哲，秀和，秀甫，雁金准一，铃木为次郎，秀哉，濑越宪作
，吴清源，木谷实等等。遥想这些前辈高人，或独霸一时无人争锋，，或成一时瑜亮，不禁感慨自己
棋力太低微，对围棋的理解不足百之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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