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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城小說選》

精彩短评

1、还是挺热血的，也易读
2、就算是隔了十几年，当重看《树王》时，我还是眼湿湿的。
3、按课程要求，只读了棋王，棋王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老人说的重棋不重生，他倒是更高一筹，
棋生合一，重生亦重棋。重生是责任，担负了母亲的爱和期待；重棋是坚持，留守自己的一方精神世
界；重棋亦重生是品格，让自己的生命有格局有寄托，不断打磨精进。以棋会友，将心比心。
4、棋王树王孩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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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棋王》惊艳。《棋王》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小说。故事背景有时代性，人物个性鲜明，情节层层
递进，叙述练达大气，情绪恰到好处，节奏感极强。故事设定在文革初期，知青下乡，“我”在火车
上遇到“棋呆子”王一生。呆子痴于象棋，逢人便下。农场劳动期间结识象棋爱好者“脚卵”，后者
推荐王一生参加地区象棋比赛。王一生因错过报名，自己找比赛决出的高手下棋，最终与第一名打成
平手。故事中的人物设定是很有意思的。“我”是一个偏知识分子类的角色，有烦闷不屑，又兼具情
怀。“我”排斥过多叙述家庭的悲惨，却在火车开动哭声四起的时候内心动容。王一生不同于“我”
，简单，直接，深邃全在棋里。他纠结于吃，执迷于细节，不下棋的时候是个很接地气却又有一股呆
劲的人。“脚卵”又是另一类人。来自城里的知识分子，家境良好，举止中有一股文人的矫情作派，
连在农场劳动都“织尘不染，衣冠楚楚，真令人生疑”，了解其人本质之前令人生厌，在故事发展过
程中才逐渐发觉他“是个好人”。王一生与“我”是对比强烈的。两人的关注点不同，却又能互相理
解；王一生与脚卵也是对比强烈的。两人生活方式、为人处世、社交手段都大相径庭，却生出一种英
雄惜英雄之感。关于王一生的家庭叙述，小说中大致有两处。一是王一生去农场找“我”时，告诉“
我”其母临终前拿出一副自己打磨的无字象棋。小说对“我”的反应，只有几句叙述：“我鼻子有些
酸，就低了眼，叹道：‘唉，当母亲的。’王一生不再说话，只是抽烟。”另一处是结尾王一生和棋
之后：“王一生呆呆地盯着，似乎不认得，可喉咙里就有了响声，猛然‘哇’地一声儿吐出一些粘液
，呜呜地说：‘妈，儿今天⋯⋯妈——’大家都有些酸，扫了地下，打来水，劝了。”“劝了”收得
极好。情绪已到位，便不再赘述。不煽情，不滥情。好在节制。然而最惊艳的，是小说的“神”。《
棋王》写小事，写下象棋，却写得气势恢弘。我对《棋王》的界定是道禅相杂的武侠小说。棋之道《
棋王》中有一位不出世的高人——捡烂纸的老头儿。老头对王一生起了点化作用：下棋要有根，棋运
不可悖，局势自己造。“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
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下棋之所以大气，
或许是自己平添了一份纵横天下的想象。楚河汉界，排兵布阵，棋子尽收眼底，可以看出些道来。运
是阴阳变化之自然结果，不能违背，势却可通过一己之力去营造。有意思的是又扯到天下大势：“老
头儿说，棋就是这么几个子儿，棋盘就这么大，无非是道同势不同，可这子儿你全能看在眼底。天下
的事，不知道的太多。”前几天在知乎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说“为什么武侠小说里少林寺方丈
的武功常常很弱，武艺高深的通常是扫地僧之流？”王一生对此问题有解答：“怕江湖的不怕朝廷的
。”路数定死的容易被战胜。怕的是江湖的，隐匿的。一怕野路子，二怕有大智慧。老头儿对棋认识
之深，大概是后者。又说天下事。老头恐怕不是不知，是发觉根已断，运已乱，所以只求捡烂纸过简
朴生活，大隐隐于市，“为棋不为生”。他知道得很。入于禅定《棋王》中最经典的段落当属象棋冠
军亲赴赛场时，对王一生未从棋局中抽离的精神状态描写：“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
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椿，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
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
慢慢弥散开来，灼得人脸热。”这时的王一生，恐怕已达佛家所言的禅定状态。佛家之入定有四禅：
人于欲界中修习禅定时，忽觉身心凝然，遍身毛孔，气息徐徐出入，入无积聚，出无分散，是为初禅
天定；然此禅定中，尚有觉观之相，更摄心在定，觉观即灭，乃发静定之喜，是为二禅天定；然以喜
心涌动，定力尚不坚固，因摄心谛观，喜心即谢，于是泯然入定，绵绵之乐，从内以发，此为三禅天
定；然乐能扰心，犹未彻底清净，更加功不已，出入息断，绝诸妄想，正念坚固，此为四禅天定。入
定显然并非一刻达成。赛中“我”为王一生端水时，他还能够抽离：“他抖了一下，眼睛刀子似的看
了我一下，一会儿才认出是我，就干干地笑了一下。⋯⋯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
可怕，眼里有了泪花。他把碗递过来，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这两处
描写看似夸张、超现实，然有过聚精会神进入另一境界经历的人应该能够体会。不理解的人觉得“魔
怔”，实则“绵绵之乐，从内以发；绝诸妄想，正念坚固”。王一生的入定，是随比赛的白热化、体
力的消耗和精神的无限贯注达成的似俯瞰万物，又直观内心的忘我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此禅
，乃不执着外界纷扰之禅；此定，乃不惧怕狠招恶式之定。《棋王》的侠气凡用心着力做一件事，节
奏从序，一招一式必成气候。比如做菜。比如下棋。《棋王》中的最终棋局规模丝毫不亚于传统武侠
小说中的武林盛会。千人空巷，尘土飞扬，棋场如武场，众人围观、传送战况。下棋是要用力气的，
多一倍的马拉松，“始终是处在一种机敏的运动之中，兜捕对手，逼向死角，不能疏忽。”而高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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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必是由内发力，全神贯注，出入息断。还是喝水的细节：“正要喝，一个局号报了棋步。他把碗高
高地平端着，水纹丝儿不动。他看着碗边儿，回报了棋步，就把碗缓缓凑到嘴边儿。这时下一个局号
又报了棋步，他把嘴定在碗边儿，半晌，回报了棋步，才咽一口水下去，‘咕’的一声儿，声音大得
可怕，眼里有了泪花。他把碗递过来，眼睛望望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里面游动，嘴角儿缓缓流
下一滴水，把下巴和脖子上的土冲开一道沟儿。我又把碗递过去，他竖起手掌止住我，回到他的世界
里去了。”书中另有关于吃的详述：“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我
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
，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
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
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
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
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双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充满，先将上面一
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
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我在火车上一直看他下棋，发现他
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作者为什么要执迷于描写王一生吃饭的细节？我想是为了对
照。一个人可以对吃虔诚，也可以对棋虔诚。我发觉王一生身上有一种强烈的热爱生活的气息，不同
于杰克·伦敦高高在上的对饥饿的神经质描写，他实实在在地感受饥饿，将其转化为对生活认识中切
切实实的质感体验。真正的热爱生活，是有所信，有所痴。冷嘲热讽显得没有力度。更可叹的是，他
心上有更重要的东西——与棋相较，吃便不足为道了。“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平民化粗砺
的语言，却道出了“人生里面的真”。粮食是重要的，物质是重要的，精神同样是重要的。没有象棋
怎么办？王一生“挺奇怪地看着我说：‘不可能，那怎么可能？我能在心里下呀！’”下盲棋的情节
，说大了是道——棋自在心中；说小了其实就是我执，就是一份坚持，一份寄托，人生之福与幸。既
是坚持，又秉承“为棋不为生”的信条，因而自然不愿意通关系去参加名义上的象棋比赛。比棋无论
怎样都能比，江湖之士不在乎比赛形式的官方——自发的对抗才好。为尝对抗之快感甚至可以下盲棋
。最后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象棋？中国自古君子修身四艺中的“棋”是指围棋，象棋从来没有被呈
入大雅之堂。围棋是策略的，雅致的，庙堂之上的。我对象棋的解读却是：对抗，平易，大气，是处
于江湖的。日月星辰为象。街头巷尾的百姓都懂象棋，都能下象棋，享受运筹帷幄的快感。围棋只能
“弈”，象棋却能“斗”。正如王一生不习惯脚卵的礼节，却愿意与他相交——斗棋能斗出高手相惜
，进而交往体察出江湖义气——即使做人做事迥异，却珍惜同样的侠士情怀。所以棋王是侠。他下着
“道家的棋”，但不是高深的道学家；神入禅定，实则未弃“我执”——相反是因了“执”——不是
正规的禅弟子。是侠，有坚守，有义气，有所痴，有所念。身体只要质朴的一饭一汤，精神却识到人
生之真福幸。棋王的侠者之风，是即使囿于自己的果壳之中，仍为世界之王。“天下是你的。你的棋
是跟谁学的？”“跟天下人。”2014.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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