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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前言

我与吴清源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长，但敬慕他却很久了；自小我就爱下围棋，凡是与围棋相关的人与
事，我都怀着很深的兴趣和感情。想要学棋学艺，我就特别想得到一本关于吴清源先生的书，读他怎
么谈棋论棋。但我最终也没能得到先生的书。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父亲王震担任中日友好
协会会长时，吴先生到中国来，或父亲到日本去，他们几乎每次都要见面，交往甚多。父亲多次提到
棋艺高妙、经历富传奇性的吴清源先生，这样说来，与吴清源先生我也算是间接地相识了吧。直到前
两年，我才真正地认识了先生本人，与他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又因为中信文化要拍吴清源的自传电
影，中信出版社要出版先生的自传，亲近的感觉更加深了一层。听著名导演田壮壮告诉我，吴清源先
生也对与我结识深感愉悦，还特别说到“王先生是懂棋的”，“我希望今后王先生到日本来，能够和
他下一盘棋，即使我不能下完，可以让我的助手接着帮我下完”。作为一个年已90高寿的前辈，他说
这样的话实在是对我莫大的鼓舞和激励，令我感动不已。根据吴清源先生的想法，支持中国的围棋事
业，弘扬围棋的精神，当是我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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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内容概要

《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内容简介：金庸谈吴清源：古今中外，我最佩服的人是准？古人是范蠡，今
人是吴清源。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
的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日本围棋名家桥本
宇太郎：吴先生是这样一种人，与他那文静的外表迥然不同，在他的内心深处，蕴藏着一团永不熄灭
的热情之火。更有趣的是，对吴先生在信仰中养成的清廉洁白的人品，无论是谁，都可能将他误认为
禅房里修行多年的高僧！中国棋院院长陈祖德：吴老先生在许多人追逐名利时始终能出淤泥而不染，
是非常了不起的，什么时候都会有世界冠军产生，可能是“刘清源”，也可能是“张清源”，但作为
一代宗师，吴清源却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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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作者简介

吴清源（1914年6月12日－2014年11月30日），现代围棋名家，日本退休职业棋士，又号“昭和棋圣”
。出生于中国福建，七岁开始学棋，数年后已难逢敌手，有“天少神童”之称。后来被旅华日本棋手
井上孝平五段赏识，引荐给日本围棋长老濑越宪作七段。其后远赴日本，称雄日本棋坛数十年，开创
新布局，被棋 坛誉为“现代围棋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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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书籍目录

王军序
陈平原序：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
林海峰序：五十年前恩师与我
王立诚序
芮乃伟序：说说吴清源老师
牛力力序：否认天才的天才
《中的精神》中文版自序
第壹章　中和
第贰章　出生在中国
第叁章　来日初期
第肆章　新布局的研究
第伍章　从疗养到镰仓十番棋
第陆章　结婚和信仰
第柒章　不败的十番棋
第捌章　交通事故
第玖章　令人怀念的人们
第拾章　21世纪的围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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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一个长期征战的职业棋手，应该说，吴清源得以从容读书的时间并不多。这从其回忆录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但读书不多。并不妨碍其平日里的沉潜把玩，以及关键时刻的豁然开朗。这里所
说的“通灵”，不仅仅是红十字会那样的宗教信仰，更包括“用中”的文化启悟——后者既落实在围
棋技艺，又体现在立身处世，可内可外，可圣可俗。至此，所谓的“文武之道”，不再是一张一弛，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承认，这种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修炼的结果。没有早年的
殊死搏斗，固然“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晚年的咀嚼提升，作为技艺的棋战，也不可能通“天”达
“道”。在这个意义上，十几年前的《以文会友》（《天外有天》），以及眼前的这册《中的精神》
，对于吴清源的围棋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金庸所说的“极高的人生境界”，以及沈君
山所说的“一着而为天下法”，只有放在这个层次，才能领悟。这一点，对比同是“棋圣”的藤泽秀
行的自传《棋魔》（庄玮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可以看得很清楚。要说戏剧性，
藤泽那“长年像是走在钢丝绳上似的，充满了不安定因素”的生活与棋艺（35页），还有如何与“负
债和酗酒”搏斗（59页），或许更能吸引一般读者。这位“天生的赌徒”，明显是以“才情”而非“
修养”取胜。读其自传，看他如何计算每次比赛的收入，以及如何惨淡经营其人生道路，你感觉很亲
近，也很有趣。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你很难从中获得启悟与提升。作为后辈，藤泽秀行在自传《棋
魔》里，多处提到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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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后记

这次的回忆录是在《中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报上的连载。报纸连载是从2001年7月上旬开始至10月
中旬结束，共计连载了90回。出版成书的时候，书名定为《中的精神》。在中国的思想里，“中”这
个字有着很深刻的含义，它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已经在文章里提过了，“中”是中国古
籍里提倡的一种思想。神创造了宇宙。但是神的样子谁都无法看见。只有彻悟的圣人才能告诉我们神
的作用。“中”就是用做说明神的作用的。“中”这个字，是中央有一根棒子穿出的形状，棒子将其
分割为左右两个部分，表示着阴和阳。总之，中是取得阴阳平衡的一点，是最佳的意思。古代中国认
为，神创造的宇宙就像是纯粹的光球。这光球就是“阳”，它每次运动都会生产阴。从数字上说，生
成了“一”，然后分成“二”，不断的分裂增加最后产生了万物。科技发达的现代，使用显微镜就可
以观察到那样的分裂。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然后是四个，八个⋯⋯不断地分裂倍增。由于细胞的
分裂。创造出动植物新的生命。天、地、人、物都是遵循这样的法则在运动，所以阴阳的和是最值得
推崇的。阴和阳，哪一个过强，或是哪一个过弱，都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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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的理想是“中和”。所谓“中”，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的
“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
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　
　——吴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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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编辑推荐

《中的精神:吴清源自传》是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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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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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精彩书评

1、可能有些人看过田壮壮的，就是这部书的作者吴清源的同名传记电影。我也是从那部电影中知道
吴清源这个人。我不会下围棋，所以也从来不知道这个人。那电影是有点闷的文艺片，有点日本风物
片的感觉。我以前好像也在豆瓣写过这个电影。其实也是部值得一看的片子。吴清源这个人，虽然是
个围棋天才。但是并不是那种美式的天才，美式描绘的天才往往都是既聪明绝顶又擅长心机博弈和人
性阴暗，从美国的电影和美剧中可以看出了，几乎个个天才都是人精。在很多美国电影里面的天才几
乎都是能够猜透人家的心思最后搞点阴谋或破坏阴谋。反正天才总是会个阴谋论在一起。或许因为阴
谋论很神秘又显得高智商。这些天才几乎都是在形而下学的地方很天才，物理化学数学，然后或许有
点神经病，自负。《雨人》，《美丽心灵》，《生活大爆炸》都是如此。这些天才几乎很少会谈论哲
学的问题，更多的兴趣在物理化学数学。在东方，更崇尚“智者”而非“天才”。东方推崇形而上的
哲学智慧，对于物质的智慧几乎不关心。有人说吴清源，相貌清癯，耳高过眉、低垂过颈，神态宁静
淡泊，吴清源给人的第一印象宛如禅房修炼多年的高僧。的确是这样的，看那个样子真是像是个修行
的人尤其是看那两对耳朵。吴清源是东方文明哲学下出来的人，他本身也是个宗教教徒。这本书无不
散发着东方文明的味道，谦虚，中庸，雍和。这本书的名字明显带着东方，或者说中国哲学：中的精
神。围棋这项运动也是带着哲学味道十足的运动。 围棋的起源与道家很有关，它也带着很多中国古代
哲学的味道。同样是博弈，在西方里面更多的跟阴谋，利益扯在一起，而东方的博弈围棋象棋则讲究
思想，围棋在古代被称为手谈，弈棋的双方，以平淡的落子交流对棋道、对人生的理解。围棋的好，
在于它的简单和包容。小小纹枰，方寸之地，布局、征战、防守都在上面进行，有因伐而失，有因弃
而获，谋略智慧均在此方寸，人生的大智慧，都在这里。讲究心境，心静，少些冲动和戾气。这是吴
先生所强调的“用中”精神的根本。《礼记·中庸》中有段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同样说围棋的话，西方的天才更喜欢讲博弈论，而
东方则喜欢讲“精神”。围棋讲胜负，但不只是胜负。吴清源：“围棋就是‘用中’，中庸调和，不
偏不倚，不冷不热。”《艺经?棋品》说:“夫围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
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
2、《中的精神》，吴清源著，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第2版。金庸说最佩服两个人：古人范蠡，今人
吴清源。当然，这两人及这两人与他人间不具可比性。但套用一句公文中常用的话，吴清源至少是值
得佩服的人之一。以一人之力，将所有日本高手打得降级。特别是联系到日本，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武
士决斗，将对手一个个打下擂台。这也是聂卫平为何三届中日擂台赛后便被授予棋圣的原因吧。围棋
至简至博，黑白二色便演绎出无数变化，其间当真有仙佛魔鬼。其中既争胜负，又要平常心，非绝顶
高手不可为。想想与武学类似了。作为自传，本书似太单薄了些。蜻蜓点水，如十番棋也不过一两句
带过。但想想吴清源近九旬回望，一切繁华皆如过眼云烟，再辉煌也自平淡了。这不是中的精神所在
么？年初和子夫人去世，吴老已算是百岁老人了。当得上世纪传奇了吧。
3、先提意见，中信出的这本书，错误实在太多。第一页是中信前董事长写的序，就出现排版错误；
内文很多地方都有没删的空格，错别字也有；后记更是离谱，201页文末还有多个空格就换页了，202
页却没接上，最要命的是把201页除了“后记”两个字之外的全部内容，又都重排一遍！我断定自己买
的不是盗版书，只能批评编辑和校对太不负责，出版社更不负责。 好了，言归正传。说说我的读后感
。 吴清源以围棋扬名，不过很多人对他的评价都不是围棋，而把他过分神化。这本《中的精神》也不
例外，出版方网罗名人，盛赞吴的人品、修为、信仰、追求等等围棋以外的东西。不过我还是以为，
绝对不该仅仅用“中的精神”去解释并让读者这么简单地去理解吴清源的全部（可惜出版方恰恰是这
么做的，大有误导读者的嫌疑）。 吴清源在后记里说，这本回忆录其实是他于2001年7月上旬至10月
中旬，在《中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报上的90期连载整理而成。之所以把书名定为《中的精神》，
是因为“在中国的思想里，‘中’这个字有这很深刻的含义，它对于我的人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已
经在文章里提过了，‘中’是中国古籍里提倡的一种思想。” 在后记里，吴清源还说，“从2002年开
始，准备致力于‘21世纪的围棋'的集大成工作。”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对“中”的追求，是吴清源在
晚年坚持的想法。至于他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想法，又为什么最终坚持这个想法，不妨带着一点疑问
，听听吴清源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书里，他这样写（p4-5）： “中”这个字，中间的一竖将口字分成
左右两部分，这左右两部分分别代表着阴和阳。而阴阳平衡的那一点正好是“中”。在围棋上，我经
常说，要思考“中”的那一点。中和了棋盘上各个子的作用的那一点，就是正着。 所以从拿起棋子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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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始的80年来，我从来不把围棋当做胜负来考虑。无论输赢，只要下出了最善的一手，那就是成功的一
局。日本的围棋规则是比较双方围地的大小，而中国的规则却有所不同，在棋盘上活着的棋子多的一
方是取胜的一方。我认为比起胜负来说，那是生存权的象征。 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
。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信仰。从5岁（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
庸》等四书五经，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究《易经》。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读出： 1、吴认为，“
中”是围棋的关键。 2、吴说，“从拿起棋子的80年来，我从来不把围棋当做胜负来考虑。”这个我
不太信。试想一个小孩，跟父亲和哥哥下棋，从来没惦记胜负？还有，他在日本下十番棋，算是性命
相博，如果失败，会面临怎样境遇？即使当时，他也从没考虑过胜负？ 我找到两段话，支持自己的怀
疑： p29“围棋启蒙”里提到：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因为进步得比
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乐的事。 p89“升降十番棋”里回忆：看现在的情况，很
难推想出以前那种激烈残酷的程度。“即使流放也没有这么苦”——指的就是那种拼了命的胜负。 3
、吴说，“我一直很重视信仰”，这个我信，但他说，重视信仰是为了达到“中”的境界，我很怀疑
，拿“玺光尊”为例，吴跟“玺光尊”纠葛长达四年，很难让人信服，他是为了追求“中和”才有那
段经历的，倒不如说，更多还是他对信仰本身的重视，更容易让人理解。 此外，吴还说，“从5岁（
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我以为，也跟信仰关系不大。p26“围棋
启蒙”中提到：“《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
种教育持续到我8岁。”也印证了我的疑问。 仅以上述举例，关于“中的精神”是否为吴清源自始至
终的追求？以及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计较胜负？其实我在整本书里，最终都没能找出答案。 在一段关
于木谷实的回忆中，吴清源写道：“他是那种对围棋专心致志的人。每逢遇到问题，他会从很多方面
去研究，直至自己能够理解，弄清楚其中的道理为止。这样的研究精神在现在的棋手中越来越少见了
。” 我猜，吴清源也属于这样的人吧？“中的精神”是他晚年确信自己理解并弄懂了的、也是愿意信
奉并追求的。至于他是从何时开始，深刻体悟出“中的精神”？又是如何在围棋和人生中不断思考的
？我在书里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不过回过头来，重读陈平原的序，茅塞顿开。附1：关于“中”的
精神，吴清源的主要观点2：《陈平原序：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摘] 在本书里，吴清源对“中”
的精神，以及“21世纪的围棋”（也称“六合之棋”）的主要观点：1、我研究的“21世纪的围棋”，
简而言之就是“从棋盘的整体去考虑”。围棋一般是分序盘、中盘、官子几个阶段来进行思考的，但
我认为，应该从整体上去思考。p1882、中国的古籍《易经》里有这么一段话：“一阳来复，复旦天心
。”所谓“一阳来复”用的是阴阳的思考方法，意思是达到了阴之极后马上又会生变出阳。所以在中
国，有一点叫“冬至”，是冬天结束开始向春天过渡的一天，那一天是节日，大家都祈祷庆祝，希望
一阳来复。p1953、所谓“六合”，在古文里是宇宙的意思，表示东西南北的四方和上下的天地。也就
是说，为期的目标不是局限于边角，而是应该很好地保持全体的平衡，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待
。p1964、据说围棋史产生于古代中国尧舜时期，有着大约5000年的历史。我认为在古代，围棋是研究
天文或是年历的道具。棋盘是由横纵19条线组成，以天元为中心共有361个交叉点。我认为古代是用这
个表示方向、角度或是四季。p1965、中国古代认为，在空无一物的宇宙里，“一阳”是产生生命的根
源。从“一阳”分成阴和阳，然后形成万物。围棋有黑白棋子，所以这一定也是来自阴阳思想。说不
定也是占卜凶吉的工具吧。总而言之，棋盘即是宇宙。p1966、棋盘的中心“天元”，在中国被称为“
太极”。用《易经》里的话说，就是从无生有的最原始的一点。p1967、围棋和《易经》以及天文有着
很深的关联。我从没有把围棋当成胜负去看待。当然，围棋是争胜负的竞技项目，但我觉得不能忘记
围棋最开始是来自阴阳思想的。p1978、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
是中和。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
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p1979、我的理想是“中和”。在古代的中国，
中和也是最得到提倡的一个理念。中国字是“中和”。所谓“中”，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
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所谓“道”，这也是法
则，是无形的。成形时候的表现形式就是“德”。p19810、另一方面，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要变化的
。但是圣人说过话是不变的。孔子还有释迦牟尼的教诲是不变的。所以世界上总是有变化和不变的两
个方面。在物质方面，也就是科学在不断进步。不得不进步。另一方面，在精神方面是永久不变的。
所以，科学和哲学的中和是最重要的。p198-19911、我认为，在围棋上中和棋盘上棋子的效率的一手
即为最佳着手。围棋的理想也是中和。另一方面，即使人生，也要考虑技术和哲学的中和，追求“21
世纪的围棋”就是为了推动围棋的进步。但是，创造围棋进步的是安定的精神动力。我自己，是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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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古籍支持着。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p19912、神创造了宇宙
。但是神的样子谁都无法看见。只有彻悟的圣人才能告诉我们神的作用。“中”就是用做说明神的作
用的。p201[转] 陈平原序：从文武双全到中和之道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具体到本
书，倾听一代棋圣吴清源自述生平，这里的“门道”，似乎属于“围棋”，“热闹”则是“追忆”。
而像我这样的围棋盲，即便费尽心力，也只是雾里看花，实在不好意思佛头着粪。可如果换个角度，
从“文类”立论，“故事”反倒成了“热闹”，“叙述”方才是“门道”。这么一来，我的出场，也
就不算太离谱了。作为文类的自传（或者回忆录），并非某一生命形态的自然呈现，而是刻意经营的
成果。一个精彩绝伦的“人生”，不见得就一定能够转化成为同样异彩纷呈的“文本”。所有的自传
，都是对于已经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生命”的追忆。无论是谁，一旦拿起笔来细说平生，原初的生
命必然有所变形，或删繁就简，或洗尽铅华，或飞扬跋扈，或夸饰放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叙述者的
立场、心态、趣味、记忆等，都在发生变化，人们无法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
自传都是一种“再创造”。写在纸面上的自传或回忆录，不等于真实的人生；有所修饰，有所隐瞒，
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不是无中生有，或颠倒黑白，都在可以谅解的范围内。当初卢梭撰《忏悔录》，
以“说真话”名扬天下；后世学者却发现，卢梭的自述与忏悔，“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罢了”。不
见的是叙述者有意作假，或刻意隐瞒不利于自己的事实，而是在长期的岁月中，当事人选择性地遗忘
了某些场面，而凸显了另外一些。对于自传或回忆录的作者来说，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诗与真的选择
，自我与世界的互动，还有遗忘与创造之间的平衡。回到眼前这册《中的精神》，我的关注点，不在
吴清源如何“征战”，而在于其如何“追忆”。除了闭着眼睛也能想到的“扬长避短”——任何一个
围棋迷都比我更了解吴清源——外，更重要的是，这并非吴先生头一回自述生平。70岁那年，也就
是1984年，吴清源辞别现役棋士生涯；同年，白水出版社出版了其回忆录《以文会友》。四年后，台
湾独家出版社推出该书的中译本，改题《天外有天》。1990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吴清源回忆录
》，署吴清源著，李中南译；1996年燕山出版社的《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只提作者，
未见译者，但书前的金庸、沈君山、桥本宇太郎三序以及《吴清源谈围棋规则》、《荣誉文学博士吴
清源先生赞词》，明显透出此书与台版的联系。2002年，已达米寿的吴清源再次披挂上阵，笑谈几十
年间亲历的围棋风云。这些分90期连载于《东京新闻》和《中日新闻》的专栏“我走的路”上的文章
，结集为这么一本“记录我周围以及国际棋坛所发生的显著变化的一本最新回忆录”（参见吴清源《
〈中的精神〉中文版序言》）。18年间，两度自述，比起早年的《以文会友》来，《中的精神》到底
给我们什么新的启示，这或许是所有“吴清源迷”所急于了解的。对于围棋爱好者来说，吴清源的大
名及其业绩，必定如雷贯耳。早年以“围棋神童”出入段祺瑞府邸以及来今雨轩棋席，14岁东渡扶桑
，开始其职业棋手生涯。1933年，年仅19岁的吴清源运用自创的“新布局”，与本因坊秀哉名人等对
弈，开创了围棋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此后二十几年，吴氏横扫千军，超越前贤，雄踞“天下第一”的
无冕王位；尤其是那些被誉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的“升降十番棋”，更是充分展示其过人的意志
与才华。1961年，吴清源不幸遭遇车祸，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从此战绩欠佳。到了古稀之年，日本棋
院等为其在大仓酒店举行了盛大的引退仪式。晚年的吴清源，着力于围棋的国际化，尤其关注中国的
围棋事业，企盼其提倡的“21世纪六合之棋”能为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尽“绵薄之力”。对
于如此精彩人生，怎样准确评价，非我能力所及。与其不懂装懂，还不如堂堂正正，当一回“文钞公
”。著名小说家金庸是有名的围棋迷，曾自称古今中外最佩服的，“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吴清源”，
其为《天外有天》所撰序言，题为《崇高的人生境界》，其中提到：围棋是中国发明的，近数百年来
盛于日本。但在两千年的中日围棋史上，恐怕没有第二位棋士足与吴清源先生并肩。这不但由于他的
天才，更由于他将这门以争胜负为唯一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同样是超级围棋迷的
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其为《天外有天》所撰序言，题目竟模仿苏东坡为韩文公庙立碑：《“
匹夫而为异国师，一着而为天下法”》，其妙语如下：对吴先生而言，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
理，反复争棋的最后目的，是从中领悟建立圆满调和的道。吴先生髫龄渡日，纵横棋坛四十年，所创
布局定式，不知凡几，这些新布局新定式，对当时的胜负未必有助，但却为后来者开辟一片新天地。
此所以吴先生卓立于群彦之上，而为围棋史上划时代的人物。1986年，由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的积
极推荐，香港中文大学决定授予吴清源“荣誉文学博士”称号。在典礼上宣读的《荣誉文学博士吴清
源先生赞词》中，有这么一段：为了获得生命上的调剂与平衡，吴清源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向往灵境，
从信仰寻求滋润与宁静，有数年甚至曾经因为宗教热诚而舍弃围棋，全心追求另外一个世界，对他来
说，棋是“武”的胜负世界，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虽以棋名，以棋尊，在宗教的追寻上则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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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过痛苦和失败，但对两者无分轩轻，同样是贯注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
倘若说对一个人生目标诚执信守，一往无前是大和魂的体现，那么他能够文武双修，在内心同时涵蓄
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截然相反的境界，并且取得两者的平衡，正好显示他始终还是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
响的中国人。所谓“围棋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哲理”、追求“文武双修”、将原本“争胜负为唯一
目标的艺术，提高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都既是对于吴清源一生的精彩概括，也是对于《天外有天
》一书的准确表述。《天外有天－－一代棋圣吴清源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共八章，第八
章“以文会友”，最后一节题为“文武双全”，以凸显作者“在棋中悟‘道’，在宗教中达‘理’”
的平生追求：我始终不渝地将围棋和宗教信仰作为生命的两大支柱，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风雨兼程地
走了过来。因此，我一方面作为棋士，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另一方面，吸收了红会的宗教
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并将其作为人生的指南而自我培育出丰富的精神世界。我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披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文武双全的道路。因此，对我来说，胜负与信仰，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
缺一都不可。（258－259页）历经一生磨练，修成文武双全的人格，而不满足于成为一代“战神”或
“棋圣”，在我看来，这正是吴清源不可及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文武双全”出发，吴清
源还能走到哪里？拜读这册《中的精神》，你不难发现，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中和之道”。
围棋讲胜负，但不只是胜负，更有高深的哲理在。最近几年，吴清源再三论证，21世纪的围棋应该是
“六合之棋”。构成其“六合之棋”理论基石的，是古老的中国文化。这一点，读过《中的精神》最
后一章的，大概都不会有异议：阴阳思想的最高境界是阴和阳的中和，所以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
。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那就是中和的意思。每一手必须是考虑
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这就是“六合之棋”。P197这里说的，当然不只是围棋，更包括人生。所以
，全书的结语，竟是如此充满诗意与哲理：87岁的我所走过的道路，应该可以说是追求中和的人生吧
。（217页）过去的读书人，没有人不记得《礼记．中庸》中的这段话：“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
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如此和谐的境界，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说，虽
不能至，心向往之。当然，要达到“中”的境界，并非易事。这需要精神上的修养。所以，我一直很
重视信仰。从5岁（虚岁）开始，我就学习《大学》、《中庸》等四书五经，至今我仍然坚持每天研
究《易经》。（30页）全书首尾呼应，强调围棋背后的人生阅历与文化修养，凸显自家的中国文化背
景，颇有落叶归根的意味。这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中日友好”，更包含着某种文化上的融合与思想
上的皈依－－所谓“中和”，更像是东方哲学的精髓，而不仅仅局限于《大学》或《中庸》。作为一
个长期征战的职业棋手，应该说，吴清源得以从容读书的时间并不多。这从其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
清楚。但读书不多，并不妨碍其平日里的沉潜把玩，以及关键时刻的豁然开朗。这里所说的“痛灵”
，不仅仅是红卍会那样的宗教信仰，更包括“用中”的文化启悟－－后者既落实在围棋技艺，又体现
在立身处世，可内可外，可圣可俗。至此，所谓的“文武之道”，不再是一张一弛，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应该承认，这种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长期修炼的结果。没有早年的殊死搏斗，固然
“纸上得来终觉浅”；没有晚年的咀嚼提升，作为技艺的棋战，也不可能通“天”达“道”。在这个
意义上，十几年前的《以文会友》（《天外有天》），以及眼前的这册《中的精神》，对于吴清源的
围棋生涯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点睛之笔。金庸所说的“极高的人生境界”，以及沈君山所说的“一着
而为天下先”，只有放在这个层次，才能领悟。这一点，对比同是“棋圣”的藤泽秀行的自传《棋魔
》（庄玮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可以看得很清楚。要说戏剧性，藤泽那“常年像
是走在钢丝绳上似的，充满了不安定因素”的生活与棋艺（35页），还有如何与“负债与酗酒”搏斗
（59页），或许更能吸引一般读者。这位“天生的赌徒”，明显是以“才情”而非“修养”取胜。读
其自传，看他如何计算每次比赛的收入，以及如何惨淡经营其人生道路，你感觉很亲近，也很有趣。
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你很难从中获得启悟与提升。作为后辈，藤泽秀行在自传《棋魔》中，多处提
到吴清源。比如，少时如何将吴清源作为人生楷模（89页）；“为了推翻吴先生的霸主地位”，如何
废寝忘食地努力（177页）；还有，当初木谷实和吴清源发明新布局法，尤其是挑战本因坊秀哉名人时
，吴之特立独行，用三三、星、天元等布局法参战，又如何“引起举世瞩目”（117页）。说到1933
年10月开始的那场“恶斗”，在吴清源的整个围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也最常被人提及。因事关
本因坊乃至日本棋坛的名誉，在新旧门派之争外，又添上中日恩怨，难怪其备受关注。偏偏关键性的
第160着，出于弟子前田陈尔的“救驾”，秀哉名人可谓胜之不武。自1948年濑越宪作披露此事内幕，
一直议论纷纭。已故围棋史学家徐润周的《围棋记事诗》（长沙：岳麓书社，1998）中，有这么一首
：　　　　吴郎清气正朝暾，百战威声一老尊。　　　　齐集门生参帷算，前田妙策报师恩。（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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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庸的《历史性的一局棋》（见《三剑侠随笔》），更是说得活灵活现：许多年后，曾有人问
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
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
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当初到底是意识到赢棋危险而故意放水呢，还是措手不及，回天乏力？我相
信是后者。《中的精神》固然只提及“这第160手的妙着，后来听说是名人的弟子前田陈尔五段发现的
”（87页），不作进一步的发挥：早年的《天外有天》，也只是使用虚拟语态：“现在我常想，在当
时那种险恶的气氛中，若是我胜了这盘棋，弄不好会吃大苦头呢。”（63页）日后可以“输了棋，处
境反倒好多了”自我解嘲，当初不可能如此深谋远虑。对现实政治缺乏了解，对世态人情不太关心，
沉湎于围棋世界的吴清源，不可能因计较得失而故意放弃。从儿时的痴迷围棋，到老来的谈玄说道，
吴先生性格中，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一面。德国思想家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
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人的思想有三种变形，由忍辱负重的骆驼，到英勇搏击的雄狮，再到天真游戏的
儿童。后者最为难得，其天真烂漫地去开始一切、创造一切，往往可以实现雄狮所无法完成的事业。
日本著名学者梅原猛曾在其自传《学海觅途》（张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中借用此说，将自
家生命划分为三阶段：20至35岁是骆驼时代，35至45岁是雄狮时代，45至54岁是儿童时代（57页）。
我的感觉是，梅原猛先生说早了些－－过分理性化的叙述，本身就不是儿童的特点。学者读书博杂，
其“妙语”与“启悟”，多来自书本知识，而非生活体验。如此一来，进入天真无邪的儿童状态，难
度更大。要说“颇具童心”，一代棋圣吴清源庶几近之。尤其是晚年的悠闲自在，以平常心看待世事
沧桑，更是令人感动。仔细比勘《中的精神》和早年的《天外有天》，你会发现，除了增补部分，事
情大体上还是那些事情，只是叙述的语调及心态变了，变得更加通达、恬淡、休畅。早年的很多不愉
快，渐渐远去，转而怀念起那些曾帮助过自己的师友，其谈论犬养毅、西园寺公毅、濑越宪作、木谷
实、川端康成等章节，很是温馨；讲述追随玺光尊的故事，也不再刻意张扬“毫无后悔之心，还为能
获得难得的生活体验而庆幸”（《天外有天》179页），而是很有节制：“如今想起来，那四年就算是
一种修行吧”（《中的精神》138页）。对于名人自传来说，最大的陷阱在于，一是过分自怜，无限夸
大个人业绩；而是缺乏反省意识，不断为自己曾经有过的过失辩解。《中的精神》基本上没有这种毛
病，以感恩与怀旧为基调，平和之中，蕴涵着力量。如此“谢幕”，焉能不博得满场掌声？陈平
原2003年7月26日于京北西三旗
4、这书是从淘宝上淘来的，装帧应刷都不错的，只前面的序言里有一些错字。其实我觉得吴大概是
那种最纯粹的人，近乎完人的人。一个人能在一个领域取得卓尔不群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情，而支撑着这个故事的，是那些关于才华，求学，生存，战争和国家的情节。故事的诉述都来得很
平淡，但批注一定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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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精神》

章节试读

1、《中的精神》的笔记-第2页

        王军序：围棋在古代被称为手谈，弈棋的双方，以平淡的落子交流对棋道、对人生的理解。围旗
的好，在于它的简单和包容。小小纹枰，方寸之地，布局丶征战丶防守都在上面进行,有因伐而失，有
因弃而获，人生的大智慧，都在这里。一个人多研究围棋是有好处的，可以多些大局观，少些冲动和
戾气。这是吴先生所强调的“用中＂精神的根本。
更重要的启示是，无论从事的什么职业，棋无止境，艺无止境，学无止境，各行各业追求的精神是相
通的，达到这样一个境界的人，专注修为，一定会有所成就。

2、《中的精神》的笔记-不值得购买。只是某些唯利是图的小人促成的一本书。

        两周前在亚马逊上够得此书，读后颇后悔。吴清源先生围棋造诣举世瞩目。但此书确实有更多的
商业方面的牵强附会。甚至都怀疑此书的出版都不是吴先生的本意。只是某些唯利是图的小人促成的
。

3、《中的精神》的笔记-第25页

        甲寅、庚午丶己巳丶辛未

4、《中的精神》的笔记-无形的“中”

        我的理想是“中和“。 所谓“中“， 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 无
形的“中”。 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 围棋的目标也应该是中和。 只有发挥出棋盘上所
有棋子的效率那一手才是最佳的一手。 每一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 ――这就是“六合之
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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