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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棋力的好帮手－实用围棋参考书简介 

作者：神秘★骑士 

提高棋力的途径有很多，上课、下棋、复盘等等都是有效的好办

法。除此之外，孩子们自己在家做死活题、看围棋书、打谱，也是行

之有效的手段，除了能提高孩子的棋力之外，还能提高孩子的自主学

习能力，可谓一举两得。 

    现在外面的围棋书很多，如何选择呢？我邀请洪老师一起，综合

了网上资料（借用了飞扬网友旗鼓等的图书照片），根据实际应用情

况，向大家推荐一些实用的围棋书籍，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这些书

都是比较容易买到的，如果实在买不到实体书，可以从网上寻找电子

版本。 

    推荐的围棋书大致分死活、手筋、基本技术（定式、布局、中盘

技巧、官子、腾挪、骗着）、综合技术、打棋集等几类，将尽量给出

详细的信息，请感兴趣的朋友选择阅读。 

    在此感谢 njhq洪老师热心相助！！ 

 

一、 死活篇       

       学习围棋，首先要在死活问题上打下扎实的根基。围棋对弈中的

每一局棋，从始至终都与死活问题相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死活是

围棋对弈的基础，死活技巧是围棋最重要的基本功。(摘自《围棋阶

梯训练 1000题》) 

    提高死活能力的方法无他，坚持每天死活训练。建议每道题目不

超过 5分钟，做不出来直接看答案。做题时首先要分析双方的棋形（要

考虑己方有哪些绝先，对方有哪些绝先）,如何演变为基本死活形（这

点非常重要），解题时要考虑到对方的各种应手及其我方的应对方法。

看答案时不能只看正解，错解也非常重要，要注意错解中的应对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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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昌镐精讲围棋死活》及手筋系列，分 1～6 册，李昌镐，北

京体育大学，2001。印刷清晰是其优点，但比较浪费纸张；错误不少，

阅读时要注意。这套死活题书籍较为系统详细地把围棋常见的死活和

手筋摆了出来。估计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挂的大李的名字。1-3 册适

合初学～业余 2段，4-6册适合业余 3-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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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死活 1000题》王志鹏、贺君平编著，北京体育大学，2000。

很好的基础死活训练用书，适合初学～业余 2段。 

 

 
 

 

 

 

 

 

 

 

 

 

 



 4

《围棋死活大全》，赵治勋，蜀蓉棋艺，1988；共 520题。低段小

朋友学习此书，家长帮忙将图摆在棋盘上研究最佳。涵盖角上和边上

的基本死活，古典名著部分选自《玄玄棋经》、《官子谱》、《棋经众妙》。

是通往业余 5段的必由之路。适合 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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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死活大全，新老死活大全在基本死活方面是相同的，老版大

全分类更为合理一些。 

   《围棋技巧大全》（官子谱）。由江铸久、江鸣久兄弟于 1996年编

著，官子谱号称围棋圣经，实用性强，适合强 3或者 4段以上。2007

年陈志行教授出版《官子谱研究与扩展》对技巧大全中部分题目解答

遗漏或不当之处作了补充。《官子谱》中最好的版本为吴清源讲解的

台版，飞扬棋友会最近按照吴老的版本重新编纂翻印了梦幻般《官子

谱》，堪称死活技巧之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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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死活题集锦》－死活与手筋，日本关山利夫九段、关山利

一九段父子著，题目均为原创，系统性和实战性都较强强（很多围棋

老师推荐），分类合理。业余 4 段以下的最好死活书之一，关山父子

精华之作。非常实用，感觉实战中这样的型很容易出现，提高棋力的

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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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龙图》（台版书），上下册共 1000题，权甲龙道场死活训练

用书。4－5 段以上。有提示。难。实战性强！目前北京道场死活训

练必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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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围棋经典死活训练》李昂、李月编著，共 500题，其中相

当部分题目选自《天龙图》以及古代经典死活。强 4段以上适用。难

度随机，没有提示，接近实战。 这本书是性价比较高的书，可在书

店或者网络渠道买到。 

 

 
      

    

顺便说一下韩国死活和死活大全或者官子谱的区别：官子谱是单

元化的，也就是说，只要你一条思路连绵不断下去的训练。天龙图是

几条正确的思路汇集成为一道死活题的训练；一般死活等主要训练第

一感，而韩国死活则有时在盲点上出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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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家死活妙手》 关西棋院     116位关西棋手每人 1题，都选

择了自己的精妙作品，关西棋院 35 周年纪念作品。相对简单，2 段

左右。       

   《围棋实战妙手》黄永吉 ， 该书总共 220 个问题，均为黄老根

据实战例修改而来，实用性很强。3段以上可以看看此书。     

  《围棋死活之谜》吕国梁 ，国内出版的死活作品佳作，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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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死活 200题》曹大元，杨辉 ，国内出版的死活作品佳作，

常见棋形，要牢记。1－3段。 

 
 

 

 

 

 

 

 

 

 

 



 11 

  蜀蓉棋艺出版社出的邵震中的《围棋死活训练》初级篇、中级

篇和高级篇，难度不小，初级篇适合 3段及以下，中级篇适合 4段以

上，高级篇适合 5段以上。 此套书南京图书市场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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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阶梯训练 1000 题》（入门、初级、中级篇），原国少队教

练吴玉林主编  ，近年来国内围棋书中习题佳作，钟老师推荐，内容

不仅有死活还有手筋、布局等综合训练。题目较难，初级篇适合 3－

4段左右的小朋友 ，中级篇适合强 4以上。此套书南京图书市场有售。

补充一下：昨晚儿子告诉我，阶梯训练 1000 题中级本中，死活题很

多和韩国经典死活训练重复，全局要点和中盘战术部分很多是秀行大

局观等书中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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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死活辞典》，濑越宪作，安徽科技，1989；分类仔细，不

亚于《死活大全》；好书。 

  

《围棋发阳论新解》，程晓流，蜀蓉棋艺，很多次印刷。难，5

段看看吧。  死活这些题目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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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筋篇 

    所谓手筋，是指使棋子发挥出最大效率的手法。攻击的手筋有：

分断的手筋、压迫的手筋、封 锁的手筋、破坏棋形的手筋、试应手

的手筋、使对方棋子走重的手筋、制造对方弱点的手筋、瞄着两处的

手筋、搜根的手筋、以劫威胁的手筋等；防守的手筋有：护断的手筋、

出头的手筋、逃出的手筋、整形的手筋、争取先手的手筋、轻灵腾挪

的手筋、反击的手筋、兼顾两处的手筋、巩固根据地的手筋、渡的手

筋、以劫顽抗的手筋等。希望大家学习手筋时，一定要把攻击的手筋

和防守的手筋同时学习，如学习分断的手筋时要同时考虑一下对方本

该如何护断最佳。 

    手筋－局部棋形中效率最高的一手，许多看起来根本想不到有棋

的地方通过手筋的精彩表演神奇般的出棋了；手筋可使棋手对棋形、

子效方面的理解加深，对行棋中少俗手、重棋形、棋感以及定型等方

面都有好处。手筋是对杀中的利器！手筋，可杀人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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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基本手筋》，藤泽秀行，浙江人民，1987。基本手筋学习的

好书，都是实战中出现的基 本型。《手筋与妙手》，人民体育，2本

书内容一样，翻译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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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基本手筋》，坂田荣男，南开大学，1988。与上本书选题不

同，2位作者的构思大约一致 ，都是很好的讲解基本手筋的书。 

 

    《围棋实战手筋》，坂田荣男，实战中经常用的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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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筋的威力》，大竹英雄，北京科技，1987出版。是《围棋中

级指导丛书》中的一本，都是内容很不错的，看得出来大竹英雄编写

这套书花了不少功夫。适合业余 3-5段。 

 

  

   2本书内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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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筋大全》，大全中的一本，不得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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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力推荐 2本书，濑越和吴清源的《手筋辞典》（台版），比

一般的手筋书更全面、更细致、更系统，而且有手筋的串联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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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初段实战手筋》，曲励起九段,蜀蓉棋艺,1991。不要小看

初段 2字，能做出此书上的题目，基本上是强 3及 4段的水平。此书

经常会讲到把手筋放在在全局中来考虑。 

 

三、定式篇 

    （1）定式 

 古今中外的棋手，经过多次对奕实战，对于角上或边上的着子，

逐渐形成了一些被公认的比较妥善的程式，这就是所谓“定式”,定

式完成后，一般黑白双方会形成利益上的均势。 

    我理解定式，就是黑白双方在局部：角地（或者边地）的双方最

佳应对方法，是双方正确，它包含了死活、手筋、棋形、棋理例如对

实地和势力的理解和控制。死记定式不如理解定式，一旦你真正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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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定式，势必对局部的着手会有深刻的体会。我感觉这就是钟爷爷

重视讲解定式下法的原因，定式是死活、手筋、棋形，也是棋理。希

望小朋友们能重视定式的研究和理解，能还原定式或者在对方不按照

定式行棋时应能抓住对方的错漏予以惩罚。 

    当然，随着围棋技术的发展，一些老定式逐渐被淘汰，新定式不

断产生，这就需要我们继续跟踪、学习这些新定式，并能在实战中应

用。 

      《定式大全》，是学习定式的必备。老版大全和新版大全内容

相仿，新版大全是出版社在版权法实施后无奈的选择－改头换面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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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式举要》，作者是芮乃伟九段，主要内容是介绍主要定式的形

成、变化、要点，包括星位定式、小目定式（一间高低挂、二间高低

挂）、三三定式、高目定式、目外定式。值得一看。 

 

 

     强烈推荐 2套定式书：曹薰铉的《曹薰铉最新定式》和江铸久、

芮乃伟夫妇合著的 5本定式书。 

      随着 80年代后韩国流的崛起，定式的发展和创新也加快了，

韩国人对古老的、四平八稳的定式作了不少尝试，并在实战获得成功，

老曹将这些东西整理完善。“《曹薰铉最新定式》（1－5）一共 5本，

介绍了大量的常用定式的最新走法和变化，这些所谓的新定式都是最

近几年在实战中出现的，有很强的实用性。钟老师也讲过不少，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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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系统的学习一下，感觉很好。这套书的第五篇，主要介绍定式的选

择和活用定式的等微妙问题，也很有学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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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建议持有这套书！ 

 

       江芮合著的《21世纪围棋定式新走向》、《世界围棋新定式》

（Ⅰ、Ⅱ）、《世界最新流行布局－迷你中国流》、《21世纪的围

棋下法》共 5本书，“这些书主要是讲最新的流行定式布局，包括双

飞燕、星位一间低夹、小林流、迷你中国流、中国流、二连星、二间

高挂等，我都是我所熟悉的一些内容，非常实用。其中《21世纪的

围棋下法》几乎包括了各种布局方式，并延伸至序盘，讲述序盘的作

战构思，应该对我很有帮助。”后 2本应归于布局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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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本书没有一定的棋力是很难真正掌握的。 

 

 （2） 定式的选择： 

     围棋最难的是什么？我理解，应该是选择，判断后的选择。定

式的选择就是难点之一，如何选择定式，搭配定式，是个微妙的问题，

它涉及到对形势的理解和判断等高级技术。建议小朋友们在下棋选择

定式时多想几个方案，比较一下，久之，就会有良好的选择习惯和技

巧。 

   《曹薰铉最新定式》第五册，上面已经谈过，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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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择定式》，工藤纪夫九段，蜀蓉和国际文化都出版过此书。 

 

    《 定式活用》，沈老的书肯定是好书，内容精彩，不过语言稍

微繁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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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定式以后的下法 

     研究定式以后的下法，就是要掌握定式的特征和性质，思考怎

样将定式的结果活用于中盘。定式以后的下法很多与中盘的打入与攻

防有关。 

     在选择定式时，应该把定式以后的下法计算进去。一个定式完

成后，其后的定型有着不止一种的方法，定式以后的下法也存在选择

的问题，这要考虑到打入、做活、外势的发展等种种需要，不可千篇

一律。小朋友应该在一个定式完成后能立即判断出这里面有些什么棋

可走、存有什么手段、可向何方发展。定式以后的下法要牢记、活用！ 

     《围棋定式以后的下法》，大竹英雄，蜀蓉棋艺，1985，多次

印刷，印量很大。收集了 17 种定式棋型，以大量的实战例来分析和

说明定式以后的攻防，简洁明快，容易理解。 

 建议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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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棋定式以后》，沈果孙，蜀蓉棋艺，1991，多次印刷，印量

很大，沈老的代表作之一。比较细致！ 

  建议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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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式后的下法》，加纳嘉德，中国广播电视，1990。星基本

型 32个，小目基本型 28个，高目 基本型 7个，目外基本型 5个，

三三基本型 6个。 

 

 

     《定式以后》、《定式及其后》，藤泽秀行，2本书内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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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欺着、骗着 

    不是为了学习用欺着、骗着，而是学习实战中碰到欺着、骗着时，

如何去思考、去应对。围棋口诀“欺三骗四”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围棋骗着剖析》，坂田荣男，蜀蓉棋艺，1986。不错的书，值

得好好学习。《围棋变着定式 新解》内容同。 

 

 

40个骗着，经典，剖析到位，建议持有~~ 

   《围棋骗着入门》，坂田荣男，北京体育学院，1991。坂田荣男

的这 2本书需要好好学习，实战中出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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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着的攻与防》，韩国围棋书院，人民体育，1997。58 个实

例分析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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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布局篇 

    布局类的书太多太多了，这里只是介绍一点点。 

   （1）初级 

    《围棋布局浅解》，罗建文，人民体育，1984。非常好的围棋布局

基础书，训练好布局基础必备书。 

    《布局基础》，武宫正树，文化艺术，1989。这本书与众不同，以

帮忙读者学习棋理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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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法探究》和《围棋实战布局》，内容相同，日本九段加藤

正夫所著，把布局的类型讲得较透彻。 

 
   （2）中级 

    《实用布局常识》，大竹英雄，北京科技，1987。大竹的中级丛书

其中一本，前面已经提过，大竹英雄下了功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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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布局问答》，武宫正树、赵治勋、加藤正夫、石田芳夫合著，

蜀蓉棋艺，1988。几位超一流棋手出的布局题，书中有评分标准以及参

考段位。建议拿此书测试，以巩固学过的布局知识。做题时将选点写在

草稿纸上，不在书上标注，可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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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高级篇 

    《现代布局构思》，围棋大师吴清源名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布

局书看这一本足矣~~大师对布局的感觉无与伦比，本书内容较多，讲

述各类布局的构思、应对思想，需细细研读。 

本书较为难找，可寻找吴大师的黑的下

法、白的下法或者黑布局、白布局，这 2套书也相当出色，尽管出版

年限较早，引用棋局也稍老。 

    （4）其他：布局书很多，其他可以参考的书籍还有 

     《布局大全》，这书不用赘述了。 

     《曹薰铉布局技巧》（1－5），内容较新。 

     韩国最著名的研究会－冲岩研究会的作品、李昌镐的新手新型等。 

本来接下来的专题应该是“中盘”部分，中盘是围棋中最复杂，应

该包含序盘、作战的构思、对杀、攻与防、打入、治孤、腾挪、形势

判断与理解等部分，关于这方面的书也很多，所以准备把这些繁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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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放在最后总结。 

    废话少说，先介绍几套不错的丛书^_^ 

    蜀蓉出版社在 80年代出版了一套中级丛书，作者均为当时日本的

顶尖棋手，先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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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套中级丛书是提高综合棋力的好东东，作者均为当时日本的六

超或者顶尖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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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棋的手筋》和《角部的死活》内容稍简单，适合低段小朋友

掌握吃棋方法和角部的基本常见死活。其余 6本书则都是围棋中比较

微妙的内容，作者借用大量的实战例来阐明主题，既有正解、也有错

解的解释，风格明快，容易理解，很适合有一定棋力的小朋友阅读学

习。可以毫不含糊的说，这套书是棋力上台阶的好工具。 

    “棋若受攻，有劫则生；人之将死，却奈之何。”这是第一代本因坊

算砂的辞世之歌，它体现出了劫在棋局中的重要性。加藤正夫九段所

著的《打劫进步法》全面细致地介绍了那个奇妙的劫。“劫分为紧气

劫、缓一、二气劫、二手劫、三劫循环、无忧劫、天下劫。挑起劫争

需要注意自己的劫材数量，若自己的劫材多于对手，可直接开劫；若

自己的劫材较少，可以先制造劫材。 棋的妙处在于有劫，劫争可以

将局面导致复杂，引向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一般在打入求活、腾挪时

会经常用到劫争。在自己不利的局面下，可以尝试造劫搅乱局面。劫

争趣味无穷，但打劫时要注意不能找损劫。打劫时，劫材转换的所得

一般是此劫的三分之二，切记，这已经比较满意，可以消劫了。” 

        石田芳夫九段的《大场到急场》则详细阐述了大场和急场的关

系。“大场一般指拆边为多，也包括守角、挂角，也就是指棋盘上目

数价值比较大的地方。而急场是指棋盘上棋子增多、开始接触时的重

要之处，主要是指有关双方形势消长要点、有关双方的厚薄的要点以

及根据地的要点、攻守逆转的要点及攻防的要点、模样与中央的要

点。 一般来说，大场的目数价值很高。急场也许暂时体现不了目数

的价值，但是一旦抢占，对自己的根据地、厚薄、攻防的关系以及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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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都有帮助，它的价值会在以后的接触或者作战中体现出来。大场和

急场的优先关系也不是绝对的，特殊情况下大场优于急场。想要分辨

大场和急场并正确应用，那就要对全局的形势有很清楚的判断。下棋

时一定要冷静，正确选择和运用。”  

     大竹英雄的《简明形势判断》。“形势判断首先要有点目的功夫。

这本书的第一章主要介绍各种基本型的目数以及点目的基本方法；第

二章介绍了空的增减，也就是各种未定型、存在手段的形状、先后手

以及厚势等潜在目数变化的规律计算方法。第三章是这本书的重点，

作者用自己的九局实战谱介绍实战中形势判断的方法和要点。一般来

讲，实战中最重要的 2次形势判断分别是在序盘和中盘作战后，前者

是为了明确中盘（作战）的方向和强度，后者是为了决定自己是简明

收官或者放出胜负手。这些形势判断对行棋的方向和对全局的把握极

为重要。第四章形势判断的测试，也是对本书的一个总结”。 

    藤泽秀行《优势取胜法》教你在优势下如何控制局面进而把优势转

化为胜势最终获胜，《打入后的攻防》中，武宫正树九段教你在各种

棋形下打入的技巧和方法、打入后的应对，非常实用；《定式的选择》

（工藤纪夫九段）是个微妙的故事，这本书在定式这一节中已经介绍

过了^_^ 

     休息一会儿，再介绍一套比较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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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体出版了一套日本棋手的书，内容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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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治勋九段号称治孤高手，他是讲解治孤的最好人选。《治孤的真

髓》汇集了赵九段职业生涯中治孤的杰作，令人拍案叫绝。阅读此书

需要一定的棋力。 

     小林觉九段《序盘的大局观》，“通过大量实战例的讲解，揭示了

序盘的作战原理，非常有实用价值。序盘，是最难于把握的，有时感

觉无从下手，有时感觉可以入手的地方很多。其实只要完整地判断局

势，明了双方每一块棋的强弱、厚薄，可以清晰地找到入手的地方。

下棋要注意运用，注意构思。” 

     武宫正树《攻防的手筋》介绍大量的攻防接触战中的手筋，非常

实用，属于基本功。 

     小林觉九段《功逼的法则》，通过实战例揭示了攻击的方法、原则、

技巧，是学习攻击的好书。 

     《星的威力》，由武宫来散布，是最合适不过的了^_^其实这本书

是武宫的让子棋集锦，从让 5子到 3子，武宫详解了利用星的威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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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风格。 

再来一套书，八十年代在聂旋风刮起的擂台赛年代，激发了多

少人学习围棋的热情啊，可惜那时没这么好的师资条件，很多人都是

看着小人书《围棋教室》（坂田荣男）自学围棋的，“剃刀”坂田以自

己的棋为蓝本，一本书一局棋细讲一个主题，颇为生动，是自学围棋

的好书。近年，蜀蓉出版社将《围棋教室》增加了 3局棋，重新出版，

命名为《坂田荣男名局细解》（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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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教室》有 20多本，就不一一上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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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棋形篇 

       突然想起来，少了一个专题－“棋形”。上钟老师的课、听钟老

师的复盘，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他不停地强调“棋形”。棋形，可谓棋

之魂魄，棋形一散，魂飞魄散。 

 既然钟老师这么强调棋形，就先介绍老师编纂的一本教材《钟

强围棋教室内部教材－围棋常型百例》，本群的共享中有此书的电子

版，由热心群友“云子”录入。建议 1－3 段的同学逐遍研习，大有益

处。 
 

  
 

    

 经典围棋名著《围棋的筋和形》、《棋形的效率》，林海峰九段，

蜀蓉出版社。这 2本书是林九的经典之作，尤其是前一本，可以说是

围棋的必读书。“在看林海峰九段的《棋形的效率》之前，我顺便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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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了他的《围棋的筋和形》，感觉《棋形的效率》是后者的高级篇，

《围棋的筋和形》介绍棋形的基本知识，介绍了不少定式、死活、攻

防中的基本筋形。《棋形的效率》则主要介绍实战中常见棋形的应对

方法。 形是对局中最重要的一环，有时在对局中发不出力，或者对

杀中会被对手打崩，那是因为棋形不正或者空有一个漂亮的形状，但

是并非真正的棋形。棋形在实战中及其重要。 林海峰九段在这本书

中着重讲了如何补形、如何抓住对方棋形的缺陷，分析了各种棋形应

法的效率，指导我们从效率的角度出发分析棋形。 这本书让我受益

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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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藤正夫九段《围棋的正着和俗手》，日本围棋讲究棋形的艺

术，加藤的这本书是主要讲局部棋形的正着和俗手，可读性极高，是

打基础的绝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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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老也有一本同名书，讲解的比加滕的还详细，我这儿评论没

有加藤书的简洁。不过仍是一本好书。 

 

此书已再版，双色印刷的新版没找到图。 

     此外沈老和徐荣新合著的《围棋常型百例》虽然是好书，但市面

上已难寻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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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子篇 

     官子技术对小孩来说也是比较难掌握的，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官子太臭，收输掉了。”看老师复盘时，时常看到收官时少收 20 目

的情况。缺乏严格的官子训练的后果。 

如果您孩子官子很差，建议您督促他把下面的书看或者做 1－2 遍，

官子必定有质的飞跃。 

     石田芳夫所著《围棋官子基础》，确实是一本基础书，不难，易懂，

容易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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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镐官子技巧》（1－3），第一册介绍如何计算官子目数以及

常见官子目数大小，第二册是官子手筋和官子技巧题目，第卅册，全

局官子，这本书似乎是目前唯一的一本 19 路全局官子书，全局官子

的收法比较复杂，实战性非常强，要认真看、认真做。 

这套书一定要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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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妙收官》（台版），作者权甲龙，权甲龙道场训练用书，13路小

棋盘的全局收官训练，要想收对所有官子相当不易，题目基本上都是

半目胜负，要计算的相当精确。据徐戈说，此书也是葛道的训练用书。 

此书网上有复印本或者电子档下载。 

 

      此外，还可以看看《官子大全》以及其他官子书，这里就不再一

一罗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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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打谱用书 

      打谱是提高棋艺的方式之一，谱的来源现在很多，网络、杂志都

会及时地将棋界的最新棋战谱提供给大家。个人意见，小朋友学棋阶

段最好先打打日本棋手谱，学习日系棋手扎实的基本功，等有一定棋

力了，再打打当代中韩棋手的力战谱，一家之言啊，仅供参考。 

     打棋集给大家提供了系统学习、模仿某位特定棋手的机会。打棋

集分为简谱和细解两类。 

     武宫正树的《围棋实战研究》精彩之至，武宫职业路上的十八位

强敌赫然在列，桥本、岛村、吴清源，一直到小林、赵治勋，棋风各

不相同，十八盘精彩棋战均由武宫讲述，管中窥豹，您可以从武宫不

同时期的棋局看到宇宙流的发展历程。另外说句其外话，武宫的棋风

实际上是建立在强大计算力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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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一流棋手名局详解》，人体出版，其实应该算是小林光一对局集，

汇集了小林光一在日本各大头衔战中对垒其他超一流棋手的棋集，一

共 28 局，解说比较详细。钟老师认为小林的棋非常适合学棋的孩子

学习。 

 

       同时推荐另一本人体出版的小林光一棋集，也是人体出版的，解

说比较细致，适合打谱，可能目前网络和书店仍可以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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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光一围棋必胜讲座》（共三卷）第 1卷：掌握主动权之法（序

盘篇）  第 2卷：决策之研究（中盘篇）  第 3卷：赢棋之道（终盘篇）

小林流的精髓啊，这是小林的最好作品。里面所有的素材都取自小林

的对局。而且对于形成过程都有比较仔细的解说，不是片断图。 

      大竹英雄《现代围棋名局 31 例》（上、下），北体出版，大竹详

解了 23局，简评 8局，大竹号称是棋盘上的求道派，追求棋形优美，

这本自战解说比较精彩，遗憾的是字稍小，看得吃力些^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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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清源的名局细解，经典作品，非常非常的细解，和坂田的《围棋

教室》有一拼，人体出版了 1－4，网络上有翻印的台版的 5－8集。 

 

碍于篇幅，基本就不贴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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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卫平的棋也是被推荐给棋童打谱较多的，上一本人体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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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介绍聂卫平的一本经典《围棋八大课题》。这是老聂的名作，

近 700页。其中后面 300页是承志为聂卫平写的传记《志在高峰》。

前面 400页分为从 8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围棋思想。另外有 11局全局

棋谱详解。可以说这是国内综合类最好的棋书。确实是老聂自己的作

品，所有素材都来自他的实战。据我所知，有些学校 5段班老师上课

借用此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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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你血战谱》，超级好书啊，曾在央视播出，本书收集了几十局

手数在 100手之内的对局。这些很短的对局都很有趣，一般都是大龙

被杀，棋筋被吃之局。每盘棋都分 4到 5谱解说，变化图很丰富，是

手筋妙手、对杀的经典教材。高手对局，序盘一个漏洞，就被对手抓

住不放猛攻，愤死，棋终。 

 
 

      打谱的书很多，除了上述的图书之外，蜀蓉出版社出版的超一流

棋手丛书，有大竹、加藤、武宫、小林、赵治勋五人，去年补充了林

海峰，今年有陆续出版了古力、李世石全集，这些都可以作为打谱的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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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充一下：棋童打林海峰的棋应该很好，林的棋很工整，值得借

鉴，不过林海峰的棋谱书内地发行的较少，台版的倒有全套的《林海

峰名局细解》。 

 
 

这是已故的围棋理论家和著作家赵之云六段的著作，详细解说了

林海峰九段的一些重要对局，包括第 4期旧名人战首次挑战天下无敌

的坂田荣男九段的对局、第 8期旧名人战对高川秀格九段的对局和一

些重要的循环圈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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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综合棋力篇 

      围棋图书中，有一类书，很有意思，基本以习题为主，精选了大

量实战中容易碰到的局面或者妙手，让你尝试解决，题目类型很广，

几乎涉及到所有基本技术或者战术，你会在做题中不知不觉地提高棋

力，书中也有正解和错解的详细说明。 

     

这一类书几乎是藤泽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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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好，秀行请了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共同解题。 

      大剪刀刘骆生主编的三本书也很有意思。《九段的盲点与误区》，

《九段的感觉》、《九段的思想》。其中《九段的感觉》几乎就是林海

峰名著《围棋手法 ABC》的大陆山寨版，《九段的思想》许多题材也

取自日本顶尖棋手的著作，还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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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行的《我想这样下》（上下卷）（人体版）出版于 1987年 2月，

而蜀蓉于同年 10月也出了本《秀行棋道》，其实就是前者的上册。这

是解决棋局发展问题的专题，而秀行目光如炬，有哥伦布立蛋之技，

端的精彩非凡！由于作品是选自秀行在日本《周刊棋》上的专栏，因

而数量很多，近年同类作品又出了《秀行的创造》6 册，《秀行的世

界》6册，《秀行的感觉》3册，等等，多得看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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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方面还有一本好书，很薄，《围棋的宏大构思》，宇宙流的开

山鼻祖武宫九段有着出色的布局功夫，大局观一流，由他来教你如何

构思布局。我记得钟老师多次推荐过这本书。 

 

这本书网上很多，可以买到。 
 

九、中盘篇 

      中盘作战可能是围棋中最为复杂的技术，构思、攻击、做活、打

入、治孤、腾挪等，无所不用。在所发行的围棋书中，这方面的也很

多，准备分三个部分来介绍，基础篇。中高级篇和战略篇。 

      （1）基础篇 

      首推天煞星加藤正夫九段的薄本名著《围棋攻防技巧》，说是技

巧，其实是围棋中基本的常用攻防手段，攻防的意识、手段、急所，

加藤正夫以一个职业棋手和业余棋手的对话方式，深入浅出地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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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娓娓道来，清晰明了，更容易让业余棋手理解。此书低段必备，

学习攻击必备！ 

 

      《围棋中盘基础-初学常见错误分析》，邱百瑞，蜀蓉棋艺。邱老

师的佳作，详尽讲解了中盘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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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中盘技巧》，坂田荣男，蜀蓉棋艺。非常实用，书后收录了特色

的征子训练。 

 
 

《围棋怎样下好中盘》，邱鑫，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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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高级篇 

        首推棋院老院长王汝南八段的大作《中盘攻防指南》，凝聚了王

老的心血，是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中盘方面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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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与治孤-中盘胜负的秘诀》，坂田荣男，国际文化。比起坂

田攻击法和治孤法，这本薄薄书更容易理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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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田芳夫的《围棋形势判断基础》，4段以下的必读书，本书对各

种形势的分析、亩数的计算、各种未定型的计算讲得非常透彻、实用，

是此类书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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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天王曹薰铉号称疾风快抢，攻击手法一流。《围棋天地》首

席记者张大勇的作品《飓风之翼－曹薰铉中盘攻击法》详细剖析了曹

薰铉的攻击手法，值得学习。 

 
 
 

（3）战略篇： 

    《坂田围棋六卷集》是坂田非常杰出的作品，由于这书在国内出

版早，70 年代就开始翻译过来了，因而影响也特别深远，坂田流剃

刀般的手法曾经影响了一代中国业余棋手。六卷集分别是《攻逼法》、

《治孤法》、《布局法》、《作战法》、《弃子法》和《计算法（形势判断

和收官）》，国内只出版过攻逼、治孤和计算三册。前年，蜀蓉出版社

把坂田之棋和其他作品汇集整理后重新出版，定名为《坂田全集》。

遗憾的是几千册的发行量，至今仍在许多书店和网站折扣出售，可见



 72

围棋图书市场的虚热。《坂田全集》中许多册都是中盘战的内容，《攻

逼法》、《治孤法》、《作战法》、《弃子法》等作品，需要反复研读，常

读常新。 

坂田荣男九段，一代围棋大师，棋艺精湛，算度深透，着法犀利，

反应敏锐，善捕战机，实战中屡发妙手出奇制胜，素有“剃刀”、“快

刀”和“治孤能手”之称。坂田一生著述颇丰，本集各册则是其呕心沥

血的经典之作，，从中我们可以欣赏一代宗师巨匠的棋艺风采，也透

视出坂田从事围棋事业的一生更可以了解到世界围棋文化之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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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的构想力》 作者：（日）安倍吉辉八段 人民体育出版社 

 
 

 

    安倍吉辉八段作为职业棋手可能不是那么，可他的围棋著述还是

挺出色的。 

    此书以问答的形式，测试大家的构想力。按照安倍八段的说法，

下棋时，最重要的精神是“随即应变的态度”，最妥善的一手就是照顾

全局的下法。根据对局情况，不按定式或者不按常规的下法，可能也

是有道理的。判断哪一种下法才能和全局相适应，这种能力，就是构

想力。 

    本书的出场人物有 4人，根据问题，4人或者安倍八段都发表意见。

4人的构想都用图示表达出来，请你判断是错误的算路还是正确的构

想，共 43问。 

    读了此书，如果能改变你对棋的思考方法，那将是你产生新的飞

跃。本书适合少儿高段棋手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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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补充篇 

（1）布局篇 

      刘乾利、刘乾胜著《徐盘中的秘密武器》，该书收集了几十年来布

局方面的各种秘密武器，全书共 110多型，所有素材都是选自职业高

手实战，非常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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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充：棋力篇 

       赵治勋九段《围棋升段捷径》，书中收集大量的围棋中常见的问

题，详细解答，让你迅速走在“捷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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