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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内容概要

本书刚刚退位的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先生的自传。陈先生是“中国流”的创始人，曾三次获得全国围
棋冠军，是我国战胜日本九段的第一人。本书生动地记叙了他的围棋生涯和征战历程。咫尺棋盘，跃
动金戈，把当年众多著名棋手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它是作者和癌症抗争的见证，在病床上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所以他能够在一个更超脱的立场上
更冷静地观照自我。他还发愿要为中国围棋的发展留下笔墨，本书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周恩来、
陈毅、邓小平、方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交往，揭示他们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呵护。
本书大量收录了作者的弥足珍贵的照片、棋谱，以及关于本书的一些评论文字，全方位地展现出一个
棋坛名宿的超越自我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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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作者简介

　　陈祖德，围棋运动员。上海人。生于1999年。少时从围棋前辈顾水如、刘棣怀学弈，后参加上海
体委及国家体委围棋集训班，成绩优异。棋风善于搏斗，灵活多变。1959年获上海市围棋赛冠军
。1969年、1966年、1959年三次获全国围棋锦标赛冠军。先后九次出访日本，与日本棋手对垒，胜多
负少。1966年、1965年两次战胜日本九段高手，是中国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1969年获五段称
号。1981年获九段称号。所创围棋新型布局，被誉为“中国流”，其优点为速度快，胜率高，已成为
国际最流行新型布局。1958年、1986年当选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获国家
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9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历任
国家体育总局棋类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棋院院长，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围棋年鉴
》编委会主任，是我国建国以来杰出教练员。1999年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　　陈祖
德作品：《超越自我——我的黑白世界》。该书饱含深情地回忆了自己和周恩来、陈毅、邓小平、方
毅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交往，揭示他们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呵护。还著有《当湖十局细解》、《无极谱》
等书。

Page 3



《超越自我》

书籍目录

探索人生真谛严文井
第一章　人生的阶梯
第二章　启蒙老师
第三章　陈毅和李立三
第四章　冠军的摇篮
第五章　初露头角
第六章　2.5比32.5
第七章　因为我年轻
第八章　国耻
第九章　初渡东瀛
第十章　合肥鏖战
第十一章　五战五胜
第十二章　苦斗(木尾)原
第十三章　动荡中的棋赛
第十四章　我多么希望
第十五章　恩人与恋人
第十六章　廖承志代表团
第十七章　喜事和丧事
第十八章　失败还是胜利
第十九章　北京――巴黎
第二十章　重新获得世界
后　记
20年后再写后记

附　录：
我这20年――陈祖德先生访谈
我很喜欢陈祖德这一家子 冰心
陈毅同志的女儿给陈祖德的一封信 丛军
一本书的启发 谢军
棋道与人道 陈祖芬
他，这样超越自我 张健
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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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章节摘录

　　1959年1 月的一个傍晚，我迈进了上海市体育宫的大门。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好大好大的看台。
我得走到这个看台的最高处，才能找到围棋集训队的那间屋。对于14岁的我来说，这个看台有着那么
一种了不起的、神秘的意味。我一级级地向上走着，好像总也走不到头似的。没有想到，从此我便在
人生的阶梯上开始了那没有尽头的攀登⋯⋯　　人的命运有时是那么多变，那么不可思议。在我进入
体育宫的前一天我还在一个造船厂劳动着，还幻想着高中毕业后能回到船厂当一名油漆工。没想到第
二天，生活的浪潮就把我抛进了围棋这个充满着搏击、充满着风浪、也充满着阳光的海洋里。　　很
少有人知道我的生平中曾有个志愿——当油漆工。　　那时我在上海位育中学( 以后改为51中学) 念书
。据说这个学校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学生比例很大，因此1958年我们高一班级全部搬进工厂半工半读。
我进入工厂时正值秋老虎季节，没过上几个月就是严寒的冬天了，尽管我在工厂的时间不到5 个月，
却犹如经过了一年四季。我们住的一个大房间少说也睡上50来人，都是双层床。这么多学生挤在一块
，热闹得简直像动物园里的猴山。半夜里一旦有人梦游或者有人从双层床上掉了下来，大家那个笑、
那个高兴呵！好像世上再也不会有比50人一间屋更好的住所了。记得一天晚上刮大风，把大屋顶刮去
了一半，我们几十人只好露天宿营。看着这间可怜的“秃了顶”的大屋，愈发感觉到它曾经给了我们
那么多的温暖和快活。　　我在工厂跟着两个油漆老师傅干活，一个三四十岁，另一个50来岁。在14
岁的我的眼里，他们的年龄是那么大，好像我自己怎么也不会长到那么大似的。他俩都勤勤恳恳的，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们了。工作是辛苦的，盛夏季节也得钻进难以翻身的管子里去刮锈；寒风呼啸，
却往往要在黄浦江畔露天站着或蹲上整整半天，给那些庞大的机械梳妆打扮。一次收工时我的一双脚
冻成冰棍了，一步也不能迈，两个老师傅架着我跑，才使我慢慢活动开。吃饭时食欲可好呢，半斤米
饭加上5 分钱菜，香喷喷的，真开胃。回想起来，那时的生活应当算是艰苦的。但那时的学生也不太
懂得艰苦，反而被多彩的生活吸引住了，感到乐趣无穷。即使那响得使人无法交谈的震耳的机器声，
也使我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和魅力。对于14岁的我，造船厂是一个何等宏大的世界。我以我能够
像一个大人一样地在厂里做工而得意得不得了！我去买了几本关于油漆的书，下决心要在造船厂当一
名油漆工。我还和同伴一起搞技术革新，我们看到工人师傅拿着刮刀在刮铁锈，感到效率太低，于是
设计了一个电动刮锈机，尽管相当幼稚，但却倾注了我对工厂的热爱。　　不幸的是，老跟油漆打交
道使我得了严重的皮肤过敏。后来在围棋比赛时老是发作，痒得让人难以忍受。吃点防过敏的药吧，
吃了就发困，而我们比赛时神经系统又必须处在最兴奋的状态，但不吃药也受不了。到了晚上，发作
得更厉害，经常是一夜一夜不能入睡，可第二天还得参加长达10来小时的比赛。不过，我从来没对人
说过我这个病是因为油漆引起的——我小心地保护着造船厂在我心中的美好的形象。　　在油漆工和
围棋手之间，似乎没什么必然的联系。我本来甚至还可能从事绘画或别的什么工作。我反正不是那种
从小就认定自己必须干某种工作的人。我也只是通过我这一生的实践，才真正认识我自己，才知道我
是走上了真正适合我的岗位——棋坛。我相信，所谓天才，比人们实际上看到的要多得多。不少人因
为始终也没了解自己的实际才能，始终也没从事最适合于自己的工作，所以就往往感叹别人的天才，
而永远也想不到自己也是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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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编辑推荐

　　《超越自我：我的黑白世界》是我国著名九段棋手陈祖德先生的自传。他是"中国流"布局的创始
人，曾三次获得全国围棋冠军，也是我国战胜日本九段的第一人。《超越自我:我的黑白世界》收录了
大量相关照片及棋谱，并附有冰心等名家对《超越自我:我的黑白世界》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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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精彩短评

1、还不错，一段历史的见证
2、这本书对我儿子学习围棋有所帮助，值得阅读。
3、采访过陈祖德先生，很谦虚儒雅，人不错。不过他的书写得一般。
4、孩子在学围棋，所以这本书是我和孩子一起读的。里面的前辈也是孩子以前听说过的，所以很感
兴趣。尤其是写到对局厮杀的场景时，就好像亲临其境。对孩子下棋的心态、布局把握都有好的提示
5、父母可以给你喜欢围棋的宝贝朗读，应该会让他们有毅力！就是有一点点长！
6、《中的精神》、《超越自我》、《聂卫平：围棋人生》三本自传讲述了三位大国手的人生，他们
处在不同时代，经历了各自的悲欢离合；共同的是，他们都有着对围棋、胜负超越常人的执着。吴清
源少时只身赴日，巅峰时期一人在最残酷的十番棋大战中击败所有当世高手，却因身份问题而只能成
为“无冕之王”；陈祖德是首位击败日本九段的中国棋手，在百废待兴中为振兴围棋做出卓越贡献；
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表现实在令人称道，他为人敢言敢为、无惧留言
的真性情更令人钦佩。黑白大道，棋如人生，吴清源悟出了中和之道，陈祖德实现了自我超越，聂卫
平走出了快意人生。
7、不错的一本书，文笔不错，能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8、陈祖德老师的《超越自我》，的确超越了一般“自传”的范畴，不夸张的讲，这就是一部中国围
棋复兴史。在陈老笔下，那动荡年代的人和事无不历历在目，就好像我们都是亲历者。陈老的境界实
在高，他不仅是个棋手，也是作家。我想这本书绝非只对棋迷有价值，年轻人都应该看一看，冷却一
下躁动的心，取而代之的是对生命的体味和对生活的热情。
9、上海人家的围棋故事～
10、以前听过联播，重新买书温习温习，希望找到以前的感觉。
11、小时候读过很多遍，复盘很多次的书。
12、2014.12
13、儿子喜欢围棋，所以也非常喜欢这本书。
14、很不错的书，大人孩子都爱读，受教育。
15、很不错的文笔，很真挚的感情，围棋，生命，价值观。
16、不是这本，是老版
17、以前看过的、也买过，现在新版，增加了访谈、来信等内容，值得收藏
18、一个棋手的人生路，一段历史的见证者
19、难得的好书,太好了,终于在当当网上得到了.
20、不错，不过像任务传记多些，要想围棋入门还是买别的书
21、在我刚对围棋感兴趣那会，就知道这本书了。但是一直没有买到。后来在专门的围棋书籍网站也
没有买到。现在终于在当当买到了。可能是因为这本书的名气太大了吧（起码对喜欢围棋的人来说）
，看了有就觉得一般吧。有一点小小的意见：陈的字写的鬼画符似的（他自己也这样认为，不管是不
是言不由衷），为什么要把他的某封信摆进去？难道真的是为了给读者自行验证一下？
22、读的是老版本
23、一部中国围棋发展史，觉得很赞。
24、陈祖德前半生成长史，中国围棋成长史
25、围棋十诀很好的解释。
26、曾获茅盾文学奖
27、挺励志的
28、“我认为无论一个围棋手，或任何一个运动员，要夺取桂冠就需要超
越自我。比赛时什么杂念都不能有；作为一个棋手，要不断提高，不断突
破，也必须超越自我；一个棋手在后起之秀要战胜自己时，同样需要超越
自我，才能大度地欢迎别人战胜自己；人的一生也正是在不断地发现自己。"

29、我很喜欢这本书，作者虽是围棋大师，但他也是从一个平凡的人走出来的，他在比才和生活中的
种种经历，让我知道人总是在受尽各种波折后才真正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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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

30、挺有文采，写的好，还能了解许多趣事
31、陈先生是大写的人。喜欢围棋的人对这本书有特殊的感情。
32、朴实
33、当我在当当网上看到有《超越自我》出售，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收藏，以后给我女儿读。这本书最
早的时候在我上初中时的语文课本上有过介绍。那时，我是不折不扣的围棋迷，整天抱着棋书打谱（
每当从县城的新华书店买到一本书，我都到宝贝一样包好书皮，小心阅读。）。陈祖德、聂卫平、大
竹英雄、武宫正树、加藤正夫、藤泽秀行、小林光一、马晓春、酒井蒙、吴清源、木谷实等等等等。
围棋界的华人我最佩服的是吴清源和陈祖德，这个俩人分别在日本和中国开创了现代围棋的时代。陈
祖德的《超越自我》可以说记录了新中国围棋的发展历史，书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那么鲜活，对于每
一个棋迷，书中的描写和叙述都是那么地吸引人，可谓爱不释手。这也是一本真正的励志书，“超越
自我”说明了一个普通的真理，世界上的所谓成功，从来就没有什么捷径，脚踏实地地做事是成功的
根本。
34、抢占先机，似做生意有了本钱
35、好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看了祖德先生写的这本《超越自我》，不知不觉就被他那朴实真挚的语
言所吸引，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文字，自然地向读者们传送者一份真挚动人的情感，期间还蕴含着另一
份坚定执着向上的精神！一面被感动着，一面被激励着⋯⋯
36、在上海书城请作者签了名。以前买过一本《超越自我》，我问陈先生，两本有区别吗？他回答说
，就是那一本。
37、大概是唯一一本让我读两遍以上的书 准确的说 我至少读了20遍
38、生死面前，诚恳、淡然的围棋名宿。参破了围棋，也感动了人生黑白。
39、帮朋友买来送给他得白血病的领导女儿，听起来有点纠结哈，希望对那位面也没见过的妹妹在思
想上有帮助！
40、跑了很多书店都没找到，终于在当当网上买到了，老公非常喜欢，他是个围棋迷！
41、就是书显旧了点儿，里边有错字，值得珍藏。
42、有积极的东西
43、85年学习围棋,这是之后看的书.还有吴清源的.励志书
44、第一位战胜日本九段的棋手。
45、扣掉的一星是因为一些片段过于谄媚，尽管能感觉到是出于和郭沫若类似的真心；另外轻视沈果
孙（荪？）执白胜坂田荣男也是一个污点吧。
46、我的理解：中国流的核心是快意人生，是厮杀，是战斗。陈祖德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之后的文字，
真诚感人，又栩栩如生。值得一看。
47、陈祖德的自传，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看一看。一个人只有超越自我，才能在事业和学业上达到超
越的境界。陈祖德的成长史和与病魔的搏斗、抗争，正说明只有超越自我，才能超越一切，包括疾病
。
48、小时候挺喜欢

Page 8



《超越自我》

精彩书评

1、清朝派出的留学生们回来把清朝给灭了，北洋派出的留学生们回来把北洋给灭了，当然历史可能
也不是这么档子事，为了严谨，不如这么说：清朝如果不让学生留学，就不会让留学这批人回来给灭
了；如果北洋政府象袁世凯在世的时候禁止各地学生留学法国，就不会让留学回来的这批人给灭了。
开始北洋派出去的这些学生们来自祖国各地是一拨人，回来的时候就成了两派，然后两派力量联合起
来北伐，完了北洋就完了。这说什么呢？好象跟这书没什么关系。在茫茫大海一条承载了中国学生远
渡重洋留法学习的轮船上，有两个小年轻在甲板上下起围棋，中途俩人棋下不定，吵了起来。年轻人
火气大，越吵越激烈，于是连棋子带棋盘全被扔进海里。没多久，二人如初要再下一盘的时候，才想
起来棋全都进了海里。这两个赴法留学的小青年一个叫陈毅，一个叫李立三2011。04。09路途中所读
小段随记其一
2、中间很多地方写到他对工人、农民的感情，对工人贫困生活的描写，浸透着深深的同情，我想几
十年下来，今天的陈祖德与当年的那个作者思想观和感情会有所变化的，但至少当时他是那么想的，
还是很朴实的。
3、顾水如只收过两个学生，一是吴清源，一是陈祖德。顾水如在吴清源9岁时下让5子局，吴清源输了
。而他在陈祖德7岁时与他下让7子局，时隔30年之后再次收下了这个徒弟。在陈祖德9岁时已经可以在
让5子局上战胜师傅，被称为吴清源第二。可见陈祖德资质极好，不下于吴清源。可一人东渡扶桑，
而另一人则在动乱中勉力维持。虽然陈祖德也是50-60年代中国棋届的顶梁柱，后来的中国棋届也极受
他荫庇，并创立了风行至今的“中国流”，可是于棋艺上终究还是难以超越吴清源。且不说吴清源了
，如果没有那是十年动乱，可以确定陈完全不逊于日本的任何一个超一流棋手，而与他同时代的“七
个小兄弟”如果得到充分训练，起码也不至于差日本的八九段高手太多。这样绝不至于被一个五段女
将全胜，也不至于到了80年代才在擂台赛上找回场子。至此不由感叹人的命运与家国命运如何息息相
关，而个人的选择亦决定个人成就的高低。可是看到人有才能却不能尽其才，实在让人心痛。所幸如
今的围棋界不说中国独大，至少也是中韩对决的形式。当年强大得让棋手们有心理阴影的日本高手，
如今我们随便拖出一个90后的小棋手也可以秒杀他们了，而幸运的是陈老也看到了这一天。最后，对
比起聂卫平的《我的围棋之路》，人之高下立分。
4、不怪金庸写的一手好武侠。民国时代以来的人物鲜活形态如今哪儿去了？到处是流水线上下来的
呆子气。开篇数章各样棋人跃然纸上，不下任一部江湖武林传奇，有头大如斗落子如华锦者、有负气
江湖多让一子又温宛者、有壶不离手酒如水饮不尽棋中酣畅淋漓者，多可爱的人物，他们都是真的曾
经存在过，这样的一个时代，却也不会再来⋯⋯再也没有人愿意让自己视世间繁华如浮云过眼不如一
盘棋中局痴迷就此畅然一生无怨无悔⋯⋯
5、在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将不久于人世之时，陈祖德行文简白浅淡。一般情况下，若非文字敏感度较
高，还有一种可能是对围棋的理解渗透在文中如棋行看似波澜不惊，内在气度决然不同。一如陈祖德
在读古代棋谱时所言古代棋手多为决杀之势，或者言及自己从小到大从来对胜负决无半点退让的强烈
渴望，无论孩提时代与陈毅下棋半点情面不留，无论自我反思每次比赛内心争胜的激烈。当中国棋手
因为与日本棋手悬殊的实力差距而商讨是否应该以少输为战略时，年纪最小的陈祖德强烈反对，言及
自己棋风就是以厮杀为上，必须完胜对手，即使大输大赢，无论对手多高，就是一个目的——赢。简
单文字与决绝锋芒融合的文本还是第一次看到，如一深不可测的高手随谈刀头往事淡然有趣。时代感
见，1962年中国围棋团首次访日，18岁的陈祖德惊讶于日本棋手吸烟几口就熄，认为日本富裕易浪费
。而中国当时“南刘北过”的过惕生老先生则是吸起烟来一根接一根从不停歇，没有烟头。日方烟缸
中插满烟杆，中方烟缸中全是烟灰。双方各有惊讶以为对方怪异。趣事第五场中国围棋代表团与日本
关西棋手对决，长考派棋手桥本昌二九段，虽然不到三十岁已然日本第一流棋手。平常憨笑可亲，唯
有棋局起始愁容满面，无论输、赢、优势、还是劣势，脸上就是愁，间或伴随“悲鸣”（原文）、摇
头、叹气，即使赢定了也是如此。而且长考派少有不数秒终局，甚至第一着就开始长考，让人匪夷所
思，但是一旦下快棋则是横扫无敌手数次获得日本快棋冠军。妙就妙在棋局终了，桥本昌二就又回复
可爱的笑容。若非传记，其中各色人物鲜活如武侠动漫，总之有趣，不下任何一部小传奇。疑问在陈
祖德癌症当时，如何写得这些文字的。难得。

Page 9



《超越自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