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序渐进学围棋——技术类棋书全攻略* 

卓然无双 

 

我是在儿子出世前后才开始收集围棋书籍的，目的在于让儿子走一条相对方便的道路成为一个围

棋高手，同时也能开发智力和培养坚韧的性格，与我有同样目的的棋友不在少数吧！现在儿子已经四

岁多，明年暑假就准备启动学围棋计划了！根据我自己的学棋经历和阅读经验，特作此文，与诸位棋

友共享！ 

说到学棋和涨棋，关于下棋（包括实战和复盘）和看书（包括死活和打谱）的关系需要预先声明：

(1) 下棋实战绝对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很多东西无法在书中学到，需要在实战中培养。正如聂卫平在

《我的围棋之路》中指出的那样，下棋实战和看书打谱的比例应为 7:3，甚至 8:2。而复盘也是很有用

的，和对手一起复盘固然好，能听听对手的意见。而自己一个人复盘研究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是自

己下的棋，和打谱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但复盘时要注意尽量避免意气之争，否则会变成“棋输了！

但复盘要赢！”的情况，呵呵！(2) 看书对于提高水平是有辅助作用的。只看书不下棋很可能成为所谓

的“书房棋”，而只下棋不看书，有可能成为“茶馆高手”，但进境绝对要比看书的棋手慢，而且也少

了很多阅读的乐趣！打个比方，A 和 B 两位资质相当的棋友为达到同样的水平，A 下了 500 盘棋，而

B 在看书学习的辅助下可能只需下 300 盘即可。所以我认为看书对于涨棋也是很重要的！ 

本文讨论不同水平棋友的读书攻略，将棋友水平粗略划分为五个级别：入门（业余 5 级以下，约

TOM5k 以下）、初级（业余 5 级至业余 1 段，约 TOM5k－2d）、中级（业余 2 段至业余 4 段，约 TOM3

－6d）、高级（业余 5 段和 6 段，约 TOM7d、8d 和弱 9d）和职业（全国业余顶尖和职业棋手，约 TOM

强 9d，即至少要能在 9d 站稳）。通俗点说，初级棋友要过业六的 9 子关，中级棋友要过业六的 4 子关，

高级棋友要达到业六让先的水平，职业棋友嘛…，大家都认识！对于技术指导类书籍，本文划分为六

大类：布局类（包括布局构思、序盘战法等）、定式类（包括定式及其活用、骗着怪招的攻防等）、战

术类（包括中盘攻防、打入技巧、棋理分析等）、手筋类、死活类和官子类（包括官子和形势判断等）。

当然，这些划分都是很模糊的。而对于棋谱赏析类书籍，由于大师们的棋只有风格区别而没有难易之

分，因此拟在另一帖统一讨论。我一向的观点是：“每本书都有它的实用价值（虽然价值大小不一样），

而没有一本书是必读或必备的！”。本文只讨论中文书籍，对于同种多版棋书只评价一个版本（请参阅

飞扬置顶贴《同种多版棋书》）。文中提到的书大都是我曾翻阅过并认为较好的，括弧中是我给的评分，

供大家参考！ 

下面让我们从入门阶段开始，再次畅游围棋世界！ 

                                                        
*本文是在原有文字版本的基础上经过少量增删并加了书影的图文修订版，此后本人不再修订此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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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入门到初级 

对于刚学棋的小朋友，最重要的是培养他对围棋的兴趣，而不是让他看一大堆的书。只要掌握了

围棋的基本规则，就让他快乐的下棋吧！兴趣培养出来了，后面一大堆书他才会主动去学习，学习效

果也最理想。我一位当围棋老师的棋友告诉我，如果你和自己刚学棋的小孩下棋，你要想尽办法让他

吃子，而不是想尽办法吃他的子，否则不如不下！在这个阶段，围棋的乐趣很大程度上来自吃子的乐

趣！有经验的老师会有很多方法来吸引小朋友学习围棋的兴趣，这也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教学方法。 

如果是成人初学者或者具备阅读能力的小朋友需要看点书来帮助学习，则可从下面几本书中选看

一两本。入门的书实在很难分辨哪本好哪本不好，现在也不会有心情再去阅读入门书籍，但下面几本

应该是不错的！首先，《学围棋(1、2)》（9 分，《学围棋》编写小组 编，人民体育出版社）是我看的第

一本围棋书，所以格外有感情，非常适合初次接触围棋的爱好者。想当初我老爸连“打二还一”的规

则都不懂就教我下棋，后来我还是从这本书中学到“打二还一”不需要找劫材，从而与他争执了半天！

较好的入门类书籍还有翟燕生、徐莹编著的《围棋入门》（9 分，金盾出版社）和日本棋院编的《围棋

入门教程》（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此外，杉内雅男的《围棋基本技术》（9.5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

是众所周知的入门宝典，从内容到讲解都是上上之选。阅读入门书籍要注意的是中日围棋规则的差异，

虽然这个差异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影响围棋的对抗性，但只要有差异，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统一围棋规

则的问题到现在仍未解决，实在是大大影响了围棋的普及和发展。 

 

入门之后也有几本书值得学习，首先推荐杜君果、杜维新编著的《围棋——初级读物合订本》（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这个合订本包含六册初级读物：《围棋入门知识》《围棋基本战术》《围棋实用

死活》《围棋定式浅说》《围棋官子初步》《围棋布局基础》。书中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囊括了围棋战

术的各个方面，从入门到初级水平皆可阅读，全面掌握该书内容应该能达到初级中上游的水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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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院编的《布局定式手筋和实战》（9 分，北京出版社）内容全面、讲解细腻，是日本棋院的一贯风格。

《围棋初级指导丛书》（8.5 分,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包括三本书：石田的《通向十级的捷径》、大竹

的《通向五级的捷径》和加藤的《通向初段的捷径》，分别阐述了从入门到初段的相关学习内容。但学

围棋是没有捷径的，感觉这套书虽然难度逐渐上升，而且均署名超一流棋手讲解，但内容稍稍显得不

够充实，所以只能是“指导”丛书。 

对于刚入门的棋友，我觉得这些书已经太多了，什么死活、棋谱的就免了吧！多多下棋，多多吃

子，养成良好的对弈习惯，培养对围棋的浓厚兴趣，也许漫画《棋魂》才是最应该看的书吧！ 

2 基本功的训练——从初级到中级 

进入初级水平，除了继续下“快乐围棋”之外，由于棋力有了提高，也掌握了基本的吃子和中盘

技巧，可阅读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个阶段需要在布局、中盘战术和死活等各个方面打下扎实的基

本功，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稳步迈向中级水平。 

2.1 初级套装书 

首先推荐几套丛书： 

《围棋入段丛书》（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共四册：大竹的《布局的方向》、石田的《手筋发现

法》、加藤的《中盘战略》和赵治勋的《官子知识》。这套丛书具备系统性和连续性，除死活和定式外

的围棋技术都提到了，且质量相当高，书不厚但内容充实，适合初级棋友阅读。 

   
日本棋院编的《围棋实战技巧手册》（10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是一套非常优秀的套装书，共包

含八册：《布局》、《星定式》、《分先定式》、《死活》、《官子》、《模样攻防》、《骗着 破骗着》和《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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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围棋技术的方方面面。如果要评选最佳初级教材，我一定选这套书！书中内容都是围棋技术的基

本功，直到中高级水平仍可阅读参考，而且印刷精美，错漏之处少，几乎无可挑剔！但是现在买齐一

套不容易了，价格要挑剔一下！ 

 

《武宫围棋世界》（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是武宫正树的经典之作，分为三册：《宇宙流的基

本知识》、《宇宙流的大作战》和《宇宙流的杰作选》。从这套书中可以读到武宫的浪漫主义围棋观和精

彩的宇宙流实战讲解，对于培养初级棋友对围棋的兴趣和提高棋力都很有益处，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好

书！ 

加藤正夫的《加藤围棋教室》（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含三册书：《序盘的构思》、《手筋和攻

防》、《官子、角的死活》。全书大部分内容选材于加藤自己的实战，讲述了序盘、中盘和官子的基本思

考方法，但感觉系统性稍欠。 

小林光一的《小林光一围棋必胜讲座》（9 分，团结出版社）分为序盘篇、中盘篇和终盘篇三册，

取材于小林从院生时代到棋圣的对局，讲解了对局中出现的好手、恶手和俗手，以及各个阶段的思考

方法。解说通俗易懂，对初中级棋友有较大的帮助。 

2.2 初级布局 

布局方面可读的书有很多，但我不建议初级棋友在研究布局上花费过多的时间，因为布局相对易

学而且对提高棋力不具有决定性作用，可以选读几本有代表性的书即可。首先，棋形漂亮、基本功扎

实的大竹所写的几本布局类书可以一看：《围棋布局技巧》（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书可以作为布

局入门书学习，而《布局心得》（8 分，华夏出版社）和《加强布局之道》（8 分，华夏出版社）介绍了

一些布局的基本原则，可以一看但不要被那些条条框框束缚；其次，学习三连星布局和大模样作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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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首选武宫的棋书：《围棋三连星制胜法》（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以武宫自己的实战为例，阐述了

从二连星到三连星的布局和作战要领，非常精彩。《围棋大模样作战》（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一书

讨论了大模样作战的策略和要领，可以参考阅读。而高川先生的《三连星的威力》（8.5 分，人民体育

出版社）一书介绍了三连星背景下的各种攻防变化，是一本内容翔实的好书，但读起来没有武宫的三

连星那么过瘾。中国流布局应该是初级棋友必须了解的布局，加藤的《中国流布局》（9 分，人民体育

出版社）和《中国流取胜之道》（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详细介绍了中国流布局的种种攻防变化，

对于了解中国流布局是足够了，灵活运用则需要在实战中不断学习。加藤的另一本书《围棋实战布局》

（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则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布局，值得仔细阅读，对于提高布局能力很有好处。 

 

此外，邵震中等著的《围棋序盘战术》（9 分，北京出版社）、赵治勋的《论布局与定式》（8.5 分，

华夏出版社）和武宫等著的《围棋布局问答》（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都是可选的初级布局读物。 

2.3 初级定式 

初级棋友学习定式，先后阅读“大竹定式系列”和“沈果孙定式三部曲”就足够了。所谓大竹定

式系列就是《围棋基本定式 100 型》（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围棋定式以后的下法》（9 分，蜀蓉

棋艺出版社），都写得相当不错！前者给出了最常用的 100 型基本定式，初级棋友可以结合实战常常温

习，随时查阅。而后者的难度稍高，但非常实用，也是一本对我影响很大的书！沈果孙定式三部曲包

含《围棋基本定式》（上、下）（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定式活用》（9.5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和

《围棋定式以后》（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书名与“大竹定式系列”类似，但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基

本定式本身当然是相同的，但解说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定式活用》一书。学定式最忌“死记硬背”，

吴清源和藤泽秀行两位大师似乎都说过“定式无用”之类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无招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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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的境界，而对于业余棋友来说学习一些基本定式是必须的，只不过一定要“活学活用”。此书中介

绍了很多围棋的思考方法和活用定式的实例，有些内容在别的书中不易找到，我认为是同类棋书的佼

佼者！我一向不推荐棋友买价格较贵的“稀罕”书籍，但这本书还是值得看看的，可以考虑阅读复印

本或打印本！沈老的大部分棋书都是面向初中级棋友，因为沈老教的都是“正着”而不是“变着”。而

没达到一定水平的棋友学习“正着”是增强基本功的好办法，就像丹阳子马钰在悬崖上教授郭靖的“金

雁功”，虽然一时体会不到，却是终生受益。虽然我个人在初级水平时并没有看过很多沈老的作品，但

我还是要向各位棋友大力推荐！ 

 

2.4 初级战术 

我认为基本的战术和棋理是初级棋友必须努力学习掌握的，否则难于达到中级水平，更不用说成

为业余高手。我尽量由浅入深的介绍一些战术类书籍，建议初级棋友在实战之余能选择几本认真研读，

一定能够提高棋力！首先，过老和沈老合著的《棋理与要诀》（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是一本很好的

书，书中先给出围棋谚语，再对每句谚语作出解释并给出例子，就像某个门派的武功口诀似的。我过

去记得很多口诀，现在口诀虽然不记得多少了，但过老和沈老指导我的棋理却肯定是会一直记得的。

另外，过老写的《围棋战理》（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为了阐明棋理找了很多实例进行讲解，沈老写

的《围棋棋理与妙手》（9 分，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则通过很多实战例讲解棋理，并穿插一些棋坛

轶事，两本书风格迥异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当作小说通读之。其次，雷贞倜的《围棋战术技巧

与思路》（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邱鑫的《围棋打入战术》（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虽然都是薄薄

的一本书，内容却相当丰富，不象现在有些棋书厚厚的一本，却没什么实际内容。这两本都是我曾阅

读过多次的书，非常实用且便于阅读（因为书薄）！此外，劫争和弃子都是围棋中的基本战术，几乎每

局棋都会碰到，但关于这两个方面的书却不是太多。石田的《围棋的劫争》（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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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相对容易，比较适合初级棋友学习打劫，建议阅读！从入门阶段的吃子到初级阶段的弃子，在思

路上要拐好几个弯，岩本薰的《弃子的魔术》（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和白江治彦的《围棋弃子技巧》

（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似乎是为数不多的关于弃子的棋书中较好的两本，也似乎是两位棋手仅有

的中文棋书！？特别是《弃子的魔术》一书，我曾读过多遍，至今记得的很多技巧形状都来源于该书，

不得不感叹年轻时代的记忆力就是好！ 

 

 
最后，推荐两本宝典级的关于围棋战术的作品：加藤的《围棋攻防技巧》（9.5 分，蜀蓉棋艺出版

社）和坂田的《围棋中盘技巧》（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如果棋友面对瓶颈无法突破，难于达到中

级水平，那么就研读这两本书吧，绝对不会令你失望！“天杀星”加藤来教攻击和防守实在是再合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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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而《围棋攻防技巧》一书中的两位主角 5 级和初段正代表了初级棋友的下游水平和上游水平，

在实战中所爱犯的毛病不尽相同但也具有共性，经过加藤的深入浅出的讲解，相信所有初级棋友都会

正视自己在对局中存在的问题，将棋力提升一个台阶！《围棋中盘技巧》一书是我过去研读过多遍的最

爱，书中坂田教你攻击、教你腾挪治孤、教你活用厚势、最后还有个征子特训讲座，包含了中盘战术

的方方面面，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吃透了本书后才迅速进入中级水平的！有些棋友认为坂田的棋不好学

而不读坂田的著作，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哪位超一流棋手的棋好学呢？你也许不能从高手的棋谱和

著作中学到他们技艺的精华，但一定能从中学会基本的手法并能逐步欣赏到高手下出的棋中所蕴含的

难以言传的美！ 

2.5 初级手筋 

 
手筋是必须掌握的技巧也是初中级棋友的快乐之源，在实战中依靠一招好手筋战胜对手的感觉就

一个字——爽！初级棋友学习手筋的首选当然是林海峰的《围棋的筋和形》（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

这本书很多棋友都读过，内容就不多说了，总之很多棋友都认为这本书是“必读”，那读不读您就自己

看着办吧！当然并非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好书了，老沈和徐荣新合著的《围棋常型百例》（9.5 分，河

北人民出版社）选择了实战中经常出现的 100 型实例，详解了多种手筋和手法，而这 100 型大都是需

要切实掌握的。天一选编的《围棋妙手百例》（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并不是原创，题目在别的书

中都找得到，但我觉得选题不错，而且我个人从此书中获益良多，故此我一般把它与《围棋常型百例》

一起视为一套“百例从书”（虽然出版社不同）。此外，老沈的《围棋正着与俗手》（8.5 分，蜀蓉棋艺

出版社）和加藤的《围棋的正着和俗手》（8.5 分，上海文化出版社）两本书名字类似，内容也类似，

都是指导初学者多下正着少下俗手的，内容虽简单但还是很有阅读价值的。影山利郎的《业余棋手的

十大恶手》（9 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指出了业余爱好者容易犯的错误并予以纠正，也是适合初级棋

 8



卓然无双：循序渐进学围棋——技术类棋书全攻略 

友学习的书籍。藤泽秀行先生的《手筋与妙手》（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急所•妙手•恶手》（9 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围棋妙手问答》（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围棋俗筋剖析》（9 分，蜀蓉棋艺

出版社）四本书中有的是手筋类的题目问答，有的分析了很多定式和实战中的变着和手筋，其中有些

招法我现在都还没完全搞清楚。这几本书都是很好的学习初级手筋的书籍。 

2.6 初级死活 

死活训练是围棋基本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做死活题能够锻炼计算能力，而解答出一道

死活难题时所获得的成就感也是令人迷恋死活的原因之一。但我认为初级棋友应尽量多做实用的围棋

死活题，而不是去啃一些死活难题，打击自信心且不说，对于提高水平帮助并不大。老沈最近的书《围

棋常见死活题》（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收录了最基本的常见死活题，初级棋友读之可以马上用于实

战，是围棋死活的基本教材；稍难一点，可以选择大平修三的《出奇制胜的妙手——围棋实战死活 192

题》（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更难一点，就读吴大师的《吴清源围棋死活题精选——初级篇》（9.5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和桥本的《妙手取胜 180 例》（9 分，华夏出版社）吧！而在这里我要向初级棋

友重点推荐一本具有系统性的死活巨作，由初级到中级皆可研习——濑越宪作的《围棋死活辞典》（9.5

分，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该书中的题目由浅入深分为初、中、高级，包含各种各样的实战手筋和死

活，真正做到“一书在手，死活无忧”！从初级到高级的阶段是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反复研读此书，并

配合大量实战，我觉得可以保送业三以上。而且因为打下了扎实的死活和手筋的基本功，业五并不是

难事（虽然我个人当年没有读过此书，引为憾事）！另外还有一本加藤的《围棋死活小辞典》（9 分，

河北人民出版社）也不错，收录了很多的实战常型，而每个型都有类似而又不同的死活构图，适合初

级棋友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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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初级官子 

官子类书籍是比较少的，好在初级棋友只需要掌握最基本的官子计算法和定形方法，建议阅读“电

子计算机”石田芳夫的两部著作——《围棋官子基础》（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围棋形势判断基

础》（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从中掌握官子和形势判断的基础知识，并最好能将这些知识在实战中

不断地尝试和应用。 

 

总之，初级棋友需要在各个技术门类上都下点功夫，才能顺利进入中级水平。但我认为重点应该

放在战术、手筋和死活三个方面，只有中盘力量过关了，综合棋力才会有质的提高。至于另外几个方

面简单了解、实战解决就行了。尽管如此，业六的四子关可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过的哦，呵呵！ 

3 探索围棋之美——从中级到高级 

中级棋友已具备相当高的水平，能够掌握基本手筋和死活、具备一定的战术构思能力和活用定式

能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欣赏学习高手的棋谱。基本上作为业余爱好达到这个水平也就足够了，

但我相信大多数中级棋友还是希望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为实力已经相当强，这个阶段能看的

书非常多，基本上所有的棋书都能看。但是从中级进入高级也是业余棋友最难过的关！想想吧，从让

四子进步到让先才能进入高级水平啊！因为起点已经较高，水平提高三个子谈何容易！ 

3.1 中级套装书 

还是从套装书开始，首先强力推荐两位大师的围棋全集：《吴清源围棋全集》（9.5 分，人民体育

出版社）和《坂田荣男围棋全集》（10 分，成都时代出版社）。《吴清源围棋全集》含 5 卷 6 本：第 1

卷《黑布局》和《白布局》；第 2 卷《定式要领》；第 3 卷《序盘战术和打入要点》；第 4 卷《中盘战术

死活和收官》；第 5 卷《星定式和对局精解》。这套书很早就出版了，现在已经印了好多次了，我最初

看的版本是我老爸买的了，后来记不清借给哪位棋友就消失了，再后来我给自己订了个规矩：“有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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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送，但是一本也不借！”，这些年拒绝棋友借书可有好几次了！2005 年我在三亚比赛时错过了买一

套新的《吴清源围棋全集》的机会，直到现在还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买一套品好的，有点遗憾！有

棋友挑剔这套书的棋谱是中文数字看不下去，我觉得只是个习惯问题。我当时看此书时好像还是中学

生吧，可能连初级水平都还没到，也没觉得看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三三•星•天元”之局，当

然对吴大师和秀哉的精妙招法是完全没法理解，但当我老爸带着疑惑的眼神问我“看得懂吗”的时候，

我居然大言不惭的说好看！也许这套书对初级棋友也很有用吧，但我还是建议到中级以后再仔细研读。 

 

《坂田荣男围棋全集》一套 12 本：前 9 本分别是围棋的《攻击法》、《治孤法》、《布局法》、《作

战法》、《弃子法》、《计算法》、《定型法》、《序盘法》、《中盘法》，后三本是胜负师系列的《怒涛时代》、

《称霸时代》和《光荣轨迹》。这是众所周知的经典指导书，包含围棋技术的方方面面，而且全部选材

自坂田的实战，无论是欣赏还是学习都是上上之选，这套书现在还没卖完我觉得很奇怪！当年求一本

《围棋治孤法》一看而不可得，现在有一套书放在书柜里却又没时间看，这也是个奇怪的矛盾啊！ 

山部俊郎的《围棋魔术丛书》（10 分，4 本一套，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日本棋手写的《围棋提

高丛书》（9 分，5 本一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国内棋手写的《围棋实战知识丛书》（9 分，6 本

一套，上海文化出版社）三套丛书内容都很好，但比较难找齐全，就不多说了。不过，还是建议打印

一套《魔术丛书》看看（我就是自己打印电子书看的），确实非常过瘾！大竹的《围棋中级指导丛书》

有很多版本，北京科技出版了 4 本一套，蜀蓉出版了 4 本一套，华夏出版了几本，北京出版社有几本。

去掉冗余，我把下面 9 本合在一起作为大竹的《中级指导系列》（9 分）——《实用布局常识》、《围棋

布局的创新》、《围棋大局观》、《如何选择定式》、《围棋定式的构想》、《攻防的急所》、《围棋攻防的感

觉》、《手筋的威力》和《围棋官子技巧》。这些书涉及除了死活之外的所有技术门类，我虽然没有全部

阅读，但感觉质量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手筋的威力》一书深受广大棋友的喜爱。此外，陈祖德主

编的《名家围棋丛书》（8.5 分，上海文化出版社）也值得一看，包括芮乃伟的《定式举要》、马晓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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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序盘》、曹大元夫妇的《中盘技巧》和杨晋华、王群的《收官指南》。优秀的套装书当然包括蜀

蓉的《围棋大全系列》（9.5 分，4 本一套）、《围棋中级丛书》（9 分，8 本一套）和《格子系列》（9 分，

5 本一套），但这些套装书因为作者不同而且没有很强的连贯性，所以将每本书都放在后面的技术分类

中分别讲评。 

 

 

3.2 中级布局 

布局类书籍没有必要研读，当小说看就好了！最完整的当属林海峰的《围棋布局大全》（9.5 分，

蜀蓉棋艺出版社）了，空闲时看看高手的布局，培养一下布局的感觉，是最惬意的事情！石田的《由

大场到急场》（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强调急场的优先权要高于大场，也就是说布局阶段也不是只需

要往空旷处下子就行的，需要发现急场、抢占急场，从而把握对局的主动权。《吴清源布局：黑、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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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法》（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现代布局构思》（9 分，湖北人民出版社）是吴清源布局的经典

之作，可读性和技术性都很好，前者的布局大部分来自实战谱，而后者的布局都是吴自己创造设计的，

充分体现了吴大师的才华。吴大师的布局类书还有不少，如《吴清源布局精选》（9 分，北京体育学院

出版社）、《布局与中盘攻防》（9 分，文化艺术出版社）和《布局·中盘的攻防》（9 分，贵州人民出版

社）等，但比较难找，除非棋友特别爱看吴清源布局，否则我觉得没必要看那么多布局类书吧！ 

 

3.3 中级定式 

中级棋友需要对基本定式有较深入的了解，且能灵活运用。喜欢阅读辞典的棋友可以开始阅读石

田的《围棋定式大全》（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了，该书不仅囊括了所有的基本定式，还有实战谱

配合解说，可说是学习定式的宝典。而不喜欢读辞典的棋友可以阅读赵治勋的“定式 90 型系列”（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即《围棋的星定式——对实战有用的 90 型》、《围棋小目定式 90 型》和《围棋

目外高目三三定式 90 型》，总共 270 型，对于中级棋友来说已经足够了！工藤纪夫的《定式的选择》

（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大竹的《如何选择定式》（9 分，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指导棋友在不同

的场合下选择什么定式合适，是活用定式的基本功。吴大师的《定式的运用》（9.5 分，人民体育出版

社）一书不仅谈了对基本定式的运用，也指出了若干定式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在定式中灵活变化的思

路。本书的内容蕴含了学习定式的思想方法，值得广大中级棋友借鉴。 

江铸久、芮乃伟编著的《21 世纪围棋定式新走向》（9 分，成都时代出版社）和《世界围棋新定

式（I、II）》（8.5 分，山西人民出版社）分别以星位一间夹和双飞燕等定式为主题，收集了若干最新的

布局套路进行讲解，适合棋友了解 21 世纪的较新的攻防变化，避免在布局阶段就中了对手的定式飞刀。

韩国金成来编著的《围棋新型》（9 分，书海出版社）一书是当前最新的定式工具书了，共收集了 31

个最新型进行详解，基本上囊括了前几年职业棋手的研究成果。但是，对于业余棋友来说，这么多新

型和新定式有没有可能和必要都记住呢？我觉得是很难全部记住的，也没有必要。即使记住以上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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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变化，面对当前职业棋手层出不穷的研究，有谁能保证自己跟得上呢？所以最关键的还是要自己

领悟定式的学习和思考方法，那么在实战中即使遇到难解场面也能通过自己的计算寻找损失最小的下

法。能做到这一点，离高级水平也就不会太远了。最后，坂田的《围棋骗着剖析》（9.5 分，蜀蓉棋艺

出版社）详解了很多定式中的变着和骗着，有些招法在当时是骗着，在今天已经成为定式飞刀，足可

见此书的价值，值得仔细研读。此书的台版（即《套手解套法》）封面是一个美女的背影，乍看之下不

知所云，仔细一想才明白其寓意：骗着就像美女一样具有诱人上当的魔力，而本书就是要揭示其奥秘，

让读者具备抵御诱惑的能力！不过读完此书也许可以抵抗骗着的诱惑，但美女的诱惑恐怕还是无法抵

挡的！呵呵！ 

 

3.4 中级战术 

中级战术类书籍非常多，好书也不少。王汝南的《中盘攻防指南》（10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是

涨棋宝典，该书取材自国内和国际的棋战，详细讨论了中盘攻防的种种战术和技巧，非常适合中级棋

友，我当年自感读完此书后棋力涨了一段（实际上当然不可能，但是应该说具备了涨一段的潜力）。本

书是王院长的经典之作，我认为是同类棋书的 No.1。老沈和邵震中合著的《围棋关键时刻一着棋》（9

分，宁夏人民出版社）以国内高手的实战例出题，深入浅出的讲解了作战的方向、如何放胜负手等重

要战术问题，编排类似《中盘攻防指南》，但选题和讲解比《中盘攻防指南》稍差，印刷更是糟糕，可

惜了一本好书。赵之云先生的《围棋实战指南》（9 分，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了发表在《围棋》月刊

上的 25 篇专题文字，有些专题非常精彩，对棋友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老聂的《围棋八大课题》（9.5

分，华夏出版社）以自己 80 年代的实战为例，详细讲解了围棋作战的 8 个大课题，是独一无二的好书。

而老聂最新的《揭秘围棋大局观》（9.5 分，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目前只出了两卷，重点在于研究棋

子的方向和行棋的效率，讲解和招法都是“聂氏”风格，非常有见地，但读此书能否提高棋力则完全

看各位棋友自己的领悟了。马晓春的《围棋与三十六计》（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为三十六计的每

 14



卓然无双：循序渐进学围棋——技术类棋书全攻略 

个计策找了个实战例，虽然有点牵强，但所选战例较精彩，还是值得一读的。此外，张大勇和王东亮

合著的《飓风之翼——曹薰铉中盘攻击法》（9.5 分，成都时代出版社）非常精彩，从中可以欣赏到老

曹鬼魅般的手段和燕子似的轻灵，但想从此书中涨棋则有点奢求了，毕竟与老曹相比差距太大，大家

以欣赏为主吧！ 

 

 
《鬼手•妙手•魔手》（10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是吴大师的经典之作，个人认为本书无论从可读

性还是技术性上说都不在《魔术丛书》之下，也比吴大师写的布局类图书实用好看。阅读此书可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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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验围棋之美，如同听一曲奔放优美的交响乐。最后一章的“鬼手三十题”难度相当高，我每次做

都会错几题！坂田荣男的战术类书籍主要有以下几本：《坂田荣男 64 冠的历程》（9 分，蜀蓉棋艺出版

社）、《进攻与治孤——中盘胜负的秘诀》（9.5 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奇制胜之着——围棋名家

经验之谈》（9.5 分，农村读物出版社）和《围棋战术问答》（9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全部都是优秀

的棋书，大都是以坂田的实战谱出题并讲解。坂田之棋的思考方法和奥妙就隐藏在这些书的背后，需

要各位棋友自己认真发掘！秀行的战术类书籍主要有：《秀行围棋大局观》（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

《我想这样下》（9.5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优势取胜法》（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棋力养成问题

集》（9.5 分，宝文堂书店）和《围棋棋力测验（1－3）》（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总体来看，这几本

书与坂田的几本书相比不相上下。但我以为秀行棋道比坂田之棋更难学（当然不是说秀行的棋艺更高），

坂田之棋满盘手筋，棋友可以“学其形”直接应用于实战，而学习秀行棋道需要“得其神”（简单地说

就是要学习秀行的思考方法而不是具体手段，虽然秀行先生的具体手段也很精彩）！或者可以这样说，

坂田之棋就像降龙十八掌，郭靖只需学会一招“亢龙有悔”就能应付梁子翁这个级别的“高手”了；

而秀行棋道则类似黯然销魂掌，没有杨过的心境，即使是周伯通这样的武学宗师也难领会其中的奥妙！

《我想这样下》这套书前后二十几年我看过有十几遍吧，但每次看我都觉得我还没学会，所以不停的

看，到今天我觉得能摸到秀行棋道的门把手了，但总感觉还是差一点才能充分领会先生的意思！记得

十几年前的某一期《围棋天地》上登了马晓春和某个业余高手的指导棋，对某个局部马晓春解说道，

“该棋手一定是看了秀行先生的《我想这样下》，所以才会这样下，但在这个场合这种下法并不合适…”

（大意）。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从此我明白了秀行先生的下法大都是分场合的，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的，当秀行先生说“只此一手”时，也许他只是想说“我想这样下”！要学习先生的神髓，我还需要不

断努力！ 

武宫的《打入后的攻防》（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介绍了多种布阵情形下的打入和防守手段，

可以作为打入类的标准教科书学习，但学习这类棋书需要能在实战中举一反三和灵活运用，而不是简

单的照搬。加藤的中级战术类书籍也有四本优秀的代表作：《围棋角部攻防 90 型》（9.5 分，蜀蓉棋艺

出版社）、《围棋进攻的基本方法》（9 分，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围棋攻击战略》（9 分，南开大学出

版社）、《打劫进步法》（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围棋角部攻防 90 型》与《打入后的攻防》类似，

只是这本书不是围绕布阵的攻防，而是围绕角部的攻防。我觉得这两本书是打入攻防类的绝代双娇，

没有其它同类书籍可以比肩！《围棋进攻的基本方法》和《围棋攻击战略》都是利用实战谱出题并讲解，

这类书最能体现一位棋手的个性，所以加藤的书连名字都是“攻击”或者“进攻”。棋友们不要看到“基

本方法”四个字就小看这些书，书的内容绝对“不基本”！《打劫进步法》是打劫类棋书的经典之作，

而学习打劫是中级棋友的必修课，本书对劫争的价值、如何做劫、如何找劫材等内容都有详细而精彩

的诠释。所谓“臭棋怕打劫”，过不了打劫这一关，棋力很难再涨上去！不过建议在读了石田的《围棋

的劫争》之后再读此书，效果应会更好！赵治勋的战术类书籍我也列举四本：《围棋的打入与应对》（8.5

分，北京出版社）、《不败的战术》（8.5 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围棋取胜技巧》（8.5 分，蜀蓉棋

艺出版社）和《围棋转败为胜法》（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其中《围棋转败为胜法》最为精彩，充

分体现了赵治勋的高超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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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中级手筋 

学习手筋最难的不是记住手筋，而是培养手筋的感觉。很多形状在书上做题时能做出来，而实战

时就完全不会去考虑，这就是对手筋的感觉不够敏锐导致的！首选的手筋类书当然是藤泽先生的《围

棋手筋大全》（10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书中包括各种各样的手筋，还有棋谱以供参考，建议中级棋

友熟读之，棋力必能上一台阶。其它优秀的手筋书籍包括大竹的《手筋的威力》（9.5 分，北京科学技

术出版社），小林的《吃棋的手筋》（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及《加藤正夫实战手筋》（9 分，人民体

育出版社）。这些书上的手筋难免重复，但正是需要这种重复来培养手筋的感觉，不要觉得某本书已经

看过就不再看了，看过一本书和吃透一本书完全是两回事！坂田的《围棋实战手筋》（9.5 分，蜀蓉棋

艺出版社）一书中大部分题目都出自自己的实战，所以给出的手筋也特别精妙，做不出此书上的题不

用难过，因为那都是坂田自己下出来的棋啊！实际上本书的一些内容已经超出了手筋的范畴，但书是

超级好书！安倍吉辉的《序盘•中盘的必胜手筋》（9 分，华夏出版社）一书也是取自职业棋手的实战，

内容也非常精彩，值得好好学习！ 

 
中国古代的经典棋书似乎更注重手段而不是死活，因此把以下这些书也作为手筋类棋书介绍。首

先，赵之云先生的《围棋古谱妙手选》（9 分，上海古籍出版社）题目选自多本中国古典名著，按照难

易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每道题都有一个古典又有诗意的名字，适合研究欣赏，而其内容也非

常精妙。王汝南的《玄玄棋经新解》（9.5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对古典名著《玄玄棋经》做了修订，

并用现代围棋的观点做了新的注解，建议阅读。江铸久等编著的《围棋技巧大全（官子谱）》（9.5 分，

蜀蓉棋艺出版社）中的题目选自古典名著《官子谱》并做了重新编排，虽然遭到很多书友的批评，但

我仍坚持认为这是非常实用的好书。第一版书中的第一题确实有错，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官子谱

的难度和价值，连江九段都没注意到这个小错误啊！而且棋友们做题的时候难道不能自己查错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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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对棋力的一种训练啊！做题之后拿陈志行的《官子谱的扩展和研究》（8.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

对照一下即可！2010 年书海出版社出了本书的修订版，对旧版中若干明显的错误做了修正。本书的收

藏价值也许并不大，但可以作为通往高级之路的阶梯！象《官子谱》这样的作品，只做一遍是不够的，

建议先做江版，再做世界文物版，最后做飞扬珍藏版，彻底地学习这本经典著作！  

3.6 中级死活 

中级棋友的基本死活必须过关，而且需要做一些较难的题来锻炼计算力。有时间的每天一题，没

时间的每周两题，应该都能达到训练效果。赵治勋的《围棋死活大全》（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实

际上从初级水平就可以开始做了，上册都是基础题，下册选自《玄玄棋经》、《官子谱》和《棋经众妙》

三部死活名著，有部分题稍难，但都是中级棋友应该掌握的。建议所有中级棋友都做一遍这本书，如

果这本书的题还没过关的话，不要去做其它的所谓“难题”！没学会走之前，不要跑！林元美的《围棋

棋经众妙》（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秀哉的《围棋死活妙机》（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都是死

活名著了，即使算不上“九阴真经”级别也是“神照经”级别的，非常实用且适合中级棋友，建议阅

读！《吴清源围棋高级死活集》（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这本书虽好，但太贵，实际上也不是非读不

可，没有这本书的棋友就不用读了，完全可以用别的死活书籍代替！例如，秀行的《围棋死活杰作集》

（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和关山父子的《围棋死活题集锦——死活与手筋》（9.5 分，人民体育出版

社）都是经典好书，难度也相当高，仔细研读这两本书肯定能提升计算力！此外，关西棋院各位棋手

的《百家死活妙手》（9 分，黄山书社）、高木祥一的《角部的死活》（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以及最

近出版的《张栩诘棋选》（9 分，书海出版社）和《昭和围棋死活集》（9 分，成都时代出版社）应该都

是适合中级棋友的死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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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级官子 

官子和形势判断是大部分业余棋友的弱项，既是中级棋友和高级棋友之间的一道鸿沟，也是业余

棋友和职业棋友之间的一道天堑。想步入高级水平，这道鸿沟必须迈过！然而，似乎并没有很多相应

的书来帮助棋友学好官子和形势判断，现有的官子类书籍我觉得大部分都偏浅（特别是形势判断方面）！

那么较好的方法就是实战和自己领悟了，我个人就是这样慢慢领悟学习的，甚至当我的棋力达到业三

时都还只是会简单的数目而不会综合判断，官子也相当粗糙。可推荐的书不多：大竹的《围棋官子技

巧》（9 分，北京出版社）和《简明形势判断》（9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对这两个方面做了较全面的论

述，都是不错的好书，但还是觉得偏浅。坂田的《围棋官子妙手》（9.5 分，蜀蓉棋艺出版社）难度是

够了，但重点只是学习官子手筋，官子计算和形势判断的篇幅极少。赵治勋的《快速形势判断法》（8.5

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可以一看，但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形势判断能力。可能比较理想的书只有

《坂田荣男围棋全集》中的《围棋计算法》、《坂田荣男名局细解》（10 分，成都时代出版社。此书不

是技术类书籍，在此仅给个评分）中每局棋的“终盘篇”和《李昌镐官子技巧》（9.5 分，人民体育出

版社）的第三卷吧！因为这些书中的实例不仅需要对当前形势进行判断和计算各个官子的价值，还需

要考虑收官的次序和定形方法。而实战中的官子并不是绝对的先手几目和后手几目，你考虑的定形方

法也很可能是一厢情愿，如何根据形势判断和官子价值的计算来找出当前最佳的着手和定形，对业余

棋友来说才是后盘收束的真正难题！当然，实际比赛中到收官阶段，一般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根本没

时间进行详细的判断和计算，这就需要在平时下棋中磨练出扎实的官子基本功，比赛时才能凭着感觉

找到较好的应手！在这里顺便发几句牢骚，我个人是强烈反对“用时包干制”的，这个制度表面上对

比赛双方是平等的，但劣势的一方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凭感觉下就行了，而优势的一方总是想花点时

间算清楚。而且经过专业训练的冲段少年们眼疾手快，提起十几颗子可能只需要 1 秒钟，而我个人提

五颗子可能就需要 3 秒！所以包干制对棋局劣势的一方和经过训练的小朋友有利（还有就是对裁判有

利），甚至还导致一些重要比赛中出现棋手“搅局”的情况！那下的还叫围棋吗！？虽然我只是个业余

棋手，但我也有着一颗求道之心，并不是只为胜负而下棋的！我有几盘在“用时包干制”下逼出来的

后半盘棋谱都不好意思记录！ 

 

综上所述，中级棋友想从围棋中寻找乐趣是完全没问题了，闲暇时打打谱、偶尔做两道死活题、

观摩一下中日韩高手的对局，根据自己的形势判断网上押分等等。而要涨棋就累了，从布局到官子，

一样都不能少，都要下功夫，花了一大堆时间（说不定连女朋友都吹了），最后终于达到高级水平，却

发现离职业水准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4 下出自己的风格——从高级到职业 

这一节本来不该我来说三道四的，虽说不是没赢过职业棋手，但恐怕今生都没有办法达到职业水

准了！但想到马克思也没见过共产主义社会，不也整出了一套社会发展理论吗？所以我充分发挥想象

力，斗胆在这里侃两句如何从高级走向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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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棋友在围棋技术的各个层面基本都已融会贯通，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不再拘泥

于一招一式！阅读任何一本棋书可能都会有收获，但基本上也不太会因为阅读棋书而涨棋了，可能只

有死活手筋类和棋谱类书籍才能有所帮助！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下自己的围棋，也就是不再

简单地模仿职业高手的棋路，而是要或多或少地形成自己的风格，下出自己所理解的围棋。在享受“快

乐围棋”的同时在实战中发扬自己的风格，从而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我认为高级以上的棋友完全具

有这个能力，关键是作为业余棋手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这个过程！在这里顺便谈一下老沈

的《围棋的道与魔》（9.5 分，飞扬围棋论坛），并不是说这本书只适合高级棋友，实际上此书的内容相

当通俗易懂，但是我觉得对棋友们下出自己的围棋风格很有帮助，是老沈的个性之作！论棋力，老沈

与当今国手们的差距恐怕不止一点点，但他敢于反对潮流，提出自己对棋的看法和理解，这是难能可

贵的，在国内似乎没有几个吧（老聂这方面也很强，但他的水平和地位都较高）！没必要过于苛求老沈

的观点和推崇的招法是否正确，我觉得看此书主要是要学习老沈的敢于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书中

屡屡提到希望棋友们学习掌握思考方法而进行独立思考，这个观点我举双手赞成，也是由高级通往职

业的必经之路，甚至也是由普通职业棋手升级为一流职业棋手的必经之路！棋友们看这本书时也不要

被老沈提出的招法限制住了哦！ 

  

谨慎地推荐几本自己正在阅读和计划要读的棋书。首先是崛田五番士编集、山部俊郎监修的《围

棋定式大辞典》（9.5 分，河北教育出版社），这个是前人智慧的结晶，我觉得有必要通读一遍，弥补一

下自己不知道的一些变化，也是对自己已掌握变化的一个再学习过程。据说理艺出版社的《定石大辞

典》变化更多，但此书太贵，我没有看过。程晓流先生讲解的《围棋发阳论新解》（10 分，蜀蓉棋艺

出版社）是职业和业余之间的计算力差距所在，而克服这个差距非常非常困难，好在做做死活题也不

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隔几天做一题也是调剂生活的乐事！《发阳论》在日本近代棋史上的地位就是武

林中人梦寐以求的九阴真经，好在现在基本可以人手一本不用争得头破血流。赵治勋曾说过做不出《发

阳论》的题是职业棋手的耻辱，那么要想达到职业水平就必须把这部“武林秘籍”做到滚瓜烂熟！2010

年又出版了程晓流先生的《围棋发阳论研究》（10 分，人民体育出版社），对《新解》中的印刷和讲解

错误做了较全面的修订，而且出的是精装本，适合收藏。但从技术的角度来说二者差别并不太大，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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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保证这本《研究》中没有重大失误呢？《发阳论》最大的价值在于题目本身而不在于解说，对于有

志研究《发阳论》的棋友来说，读哪一本都可以！此外，理艺出版社的《天龙图》（9.5 分）、《鬼手魔

手》（9.5 分）和《精妙收官》（9.5 分）是权甲龙道场编的最新死活名著，现在很多冲段少年都在修习

这几本书吧！我还没有仔细看过，所以无法给出具体评论，但仅从难度来看是非常高的。最后，世界

文物出版社的《玄玄棋经》（10 分）和《官子谱》（10 分）是中国古典死活巨著，分别由桥本宇太郎和

吴清源解说。其中《官子谱》这部书由飞扬围棋论坛作了修订，出了四本一套的飞扬珍藏版，更适合

阅读。这两套死活名著的内容对于实战都非常有帮助，我现在还没有时间仔细研读，也许研读之后就

会接近职业水平了呢！？ 

5 结束语 

本文前前后后谈到的书有一百多本（套）了吧！把这些书看完是一个大工程，如果仅仅为了涨棋，

是不需要读这么多书的，但大家学围棋的一个很大目的就是寻找乐趣，而阅读棋书也是乐趣之一吧！

对于爱读书的业余棋友，可以选择十几本（套）较好的书精读，其余的书找时间泛读，这样既能达到

涨棋的目的，又能享受读书的乐趣；而对于以成为职业棋手为目标的小朋友，就没时间也没必要读这

么多书了，因为入段的小朋友必须在十年左右完成从入门到职业的飞跃过程（天分、时间、金钱、机

遇几乎缺一不可）！在当前这么严酷的竞争环境下，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找一位好的老师或者进入某个道

场学习是最佳的选择。 

本意是想为小朋友学棋写个教案，给各位家长提供参考，后来写得有点走题，也希望能给所有的

棋友提供一个参考！如果棋友们能够通过阅读本文读到一本原来没读过的好书，我就很高兴了！如果

能够为各位棋友的小孩学棋起到积极的作用，那是我最大的心愿！希望下围棋的小朋友越来越多！当

然，不一定要成为职业棋手！业余棋手又能痛快下棋，又能通读天下棋书，享受围棋带来的乐趣，不

亦乐乎！ 

                                                               2009 年 12 月 8 日 初稿 

                                                               2010 年 8 月 21 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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