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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据我所知，不少人感到攻击是对局中的难点，同时都希望增强攻

击力。确实，攻击与布局、定式、手筋、官子等不同，缺乏有效的提

高方法。学习、模仿专业棋手的棋，对于提高布局水平，是一条捷径。

对定式和手筋，只要看看棋书，就能得到提高。然后，令人遗憾的是， 

攻击没有那么简单。 

攻击与定式、手筋不同，没有固定的顺序，只能在不同的局面下，

依靠自己的力量作出决断，解决问题。这一点，正是攻击的艰难所在。

反之，也是攻击的乐趣。 

本书专为那些想增强攻击力的读者而作。这本书里编撰了很多内

容。因为本人十分自信：要想增强攻击力，只要熟读这本书，就足够

了。我尝试着把不易系统化的种种攻击方法，整理成不同的类型，使

之系统化了。希望各位反复阅读此书，直到能熟练地掌握为止。实战

中，若能随时联想到本书中学过的棋形，就差不多了。应当怎样攻击，

会在无形中学会的。到那时，你也会成为一名优秀的“杀星”。 

喜欢攻击又有点莽撞的“初段”和不擅长攻击的“五级”，将在

本书中和大家一块儿学习。读者若能结合自己的思考方法阅读此书，

也许会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加藤正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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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攻击的意识 

第一节攻击的乐趣 

五级：“攻击真难啊！拼命追击吧，到头来，对方一旦脱身，自己的空

就明显不够，反而受损。所以，我干脆不攻击。” 

加藤：“什么？完全不攻击？” 

五级：“是啊，麻烦的事情一概避免。简简单单地以空取胜。” 

初段：“他的棋就是那样，看着就使人着急。这样下很有趣吧？” 

五级：“随你怎么讽刺，我也不在乎。只要能赢棋就行。” 

加藤：“不过，即便是五级这样的水平，恐怕也不可能完全不攻击吧。

如果自己的空被对方打入，无论多么老实，也会理直气壮地去围攻对方。” 

五级：“这种情况，我再想想。。。。。。” 

初段：“我最喜欢攻击。只要能攻击，就像赢了棋一样舒服。猛攻之后，

吃掉大块棋的舒畅感，真没法形容。” 

加藤：“我知道二位的棋风了。尽管程度不

同，业余棋手的棋都分成五级那样的‘保守

派’和初段那样的“好战派”。读者属于哪一

派？下面，做个简单的测验。 

1 图 让子棋中常见的形。白 1点三三。黑应

在 a位压，还是在 b位立，你们选择哪一点？” 

五级：“a位压。” 

初段：“绝对应该 b位立。” 

加藤：“你们的回答全在我的预料之中。正

解是：两点都可以。” 

初段：“真不负责任！” 

加藤：“先来看看五级所说的 a位。 

A 1

B

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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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 黑若走 1位，白就 2位扳，以下至黑 7

是定式。” 

五级：“这样，确保了角上和上边的空，真是

太好了！” 

初段：“是这样吗？白棋先手拔一子，棋形厚

实，黑难以忍受。而且，这样一来，还失去了对

白的攻击手段。” 

五级：“这样好。攻击，我根本没考虑。” 

加藤：“再看看初段的答案 

 

3图 黑1立，白2到8的应对是常规的走法。” 

五级：“空被白棋掏空，太可怕了！” 

初段：“不，角上的空，太小，太小！攻击白三子才有魅力。以后，黑

有 a位的镇和 b位的飞攻，可以充分挽回角上的损失。” 

加藤：“二位说的都对。2图确保了空，结实；

3图白 8之后，黑 b的飞攻严厉。但是，象五级

那样，什么时候都采用 2图的走法，我不赞成。

应当学习以积极的攻击来取胜的方法。五级上下

的水平，若不养成敢于攻击的棋风，棋艺水平不

可能提高。” 

初段：“是的。围棋，攻击第一。他那种棋

风不好。” 

加藤：“你好像很喜欢攻击。不过要注意，

并非任何情况下攻击都有利。我希望通过此书，

让初段掌握牢牢站稳脚跟的攻击，使五级懂得攻

击的乐趣。” 

五级、初段：“明白了。请老师多多指导。” 

1

6

7

4

5

3

2

7 4

5

6

2

3

A
B

8

1

2 图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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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攻击的目标 

加藤：“能吃掉的棋子，依次消灭当然很好。但是，棋是两个人下的，

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吃掉对方。再说，用不着吃的子，还一个劲儿地去吃，

那简直是愚蠢透顶。因此，分清该吃的棋和可以不吃的棋很重要。” 

五级：“区分这两种棋真困难。”  

加藤：“试试五级的棋力。 

1 图 白先。白被▲二子分断。

两个▲似乎差不多，实际上有很大

的差别。吃哪个▲好呢？” 

五级：“真是突如其来的难题。 

2 图 白应该在 1 位双吃吧？” 

加藤：“黑当然 2 位逃。恐怕不

会有人在 3 位逃吧。由此可见，▲

是棋筋。由于黑 2、 4 逃出，右边

的白棋陷入困境。” 

初段：“这是因为白吃掉的是废

子。 

3 图 白在这边 1 位打怎么

样？ 

加藤：“黑 2 粘，白没有办

法。白 3 封后，黑连打，可

以逃出。 

3

1

2

4

6

5

1

4

3

2

1 图 

2 图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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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吃掉棋筋▲的漂亮

手段。” 

初段：“我来试试， 

4 图 白 1 封，怎

样？” 

加藤：“太漂亮了！这

样好，可以吃掉棋筋。 ▲也许可以逃，但这对白无关痛痒。黑 2、

白 3，黑成愚形，怎么也不能逃出。” 

五级：“好厉害的手

段！ 

5 图 对付白 1，黑若走 

2 位，白就走 3、 5 位。

也能吃掉棋筋，是好的手

段。” 

加藤：“刚才的例子有点难。总之，希

望你们明白：吃废子没味道，吃棋筋很重

要。再举两个例子。 

6 图 这种场合的▲二子，完全是废子。

无论吃或逃都没意思。” 

五级：“这一点，我明白。 ▲二子，没

有什么作用。” 

加藤：“改变一下棋形。 

 

7 图 “▲三子必须重视，懂吗？” 

初段：“是的。逃出▲ ，就可以攻击白

四子。” 

3

1

2

9 6

5

8

2

1

4

7 3

7 图 

6 图 

5 图 

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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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攻击大棋 

加藤：“能吃掉的棋子，依次消灭当然很

好。但是，棋是两个人下的，不可能轻而易举

地吃掉对方。再说，用不着吃的子，还一个劲

儿地去吃，那简直是愚蠢透顶。因此，分清该

吃的棋和可疑不吃的棋很重要。” 

加藤：“攻击与吃子是不同的概念，这一点以

后要学。无论攻击或吃子，都是越大越有乐趣。” 

初段：“是啊，让对方走重了再吃，正是围

棋的妙趣。” 

加藤：“专业棋手一般以谨慎、稳当来取胜。

很少有大块棋被吃、活吃掉大块棋的事情。” 

初段：“围棋的乐趣就在于吃一大块，可是

你......唉，专业棋手真可怜！” 

加藤：“是这样的。希望大家经常把‘攻

击大棋’这个原理记在心上。 

1 图 这样的例子如何处理？现在黑被△

打吃，黑该怎么办？” 

五级：“黑六子和一子被打吃。 

2 图 黑当然走 1 位救大棋。因为，从‘攻

击大棋’的道理来理解，反过来说，就应当救

大块的棋。” 

加藤：“有点道理。不过，被白 2 拔掉一

子，也不能忍受啊！” 

初段：“要是我的话， 

3 图 走 1 位，救黑一子。” 

五级：“白 2 吃六子也没关系吗？” 

2

1

1 图 

2 图 



第 一 章 攻 击 的 意 识  

6 

 

初段：“你好好看看！右边白九子自然消灭了。” 

五级：“ ▲是棋筋吗？” 

加藤：“是棋筋。 2 图的黑棋为眼前的利益

所驱使，丢掉了一顿美餐。吃黑六子、或救黑六

子，都只不过是官子。 3 图的黑 1，不仅救出

了一子，而且还瞄着白的大块棋。‘攻击大棋’

的原理用在这儿也合适。” 

初段：“人们说的‘重棋’、‘轻棋’是怎

么一回事？” 

加藤：“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被攻击的一方

来说，所谓重棋，正如字面意思那样，可以理解

为负担很重的棋。既不能弃，又不能转换的棋就是重棋。与此相反，轻棋，

就是对方要吃，弃掉也可以的棋。弃掉之后，可以在别处得到补偿，负担

很轻。” 

初段：“就是说，只有攻击重棋，效果才显著，是吗？” 

加藤：“是的。重棋子数多。轻棋子数少，一般为一子。 

4 图 有的人下棋， △和▲交换

后，白棋就脱先了。这种下法，重。

既然走了△ ，下一手就必须开拆。 

△和 ▲交换之后，白变重了。” 

初段：“黑 1 攻击走重了的白棋，

当然是有效之着。” 

加藤：“白欲弃不能。白如果走 2 位，黑 3 继续攻击。” 

1

2

3 图 

4 图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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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5 图 这种场合，黑

在 1 位或 a 位夹攻怎么样？这

一手想必很好。” 

加藤：“好手。不过，白只有一

子，是轻棋。攻击效果不如 4 图。 

6 图 一旦时机成熟，白 1 以

下，可以向角上转换。另外， 

7 图 白 1 碰，可以简单地做成

活形。看来，不仅要攻击重棋，还

要积极想办法，使轻棋变重来攻

击，这一点也很重要。明白吗？” 

初段：“明白了。 

8 图 黑 1 尖顶，白走重后，

黑 3 再夹。这一定是正确的攻击

方法吧。” 

加藤：“是的，可以打满分。一

子可以弃掉，两子就难弃了。白不

能再向角上转换。黑 3 还可以选

A、B、C 任意一点。” 

1 A

4

6

3

2

5

1

7

5

1

3

2

4

B
C

3

A 2

1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第 一 章 攻 击 的 意 识  

8 

 

加藤：“有时出于不得已，没走完

定式就脱先。这种情况，一般都要

走成重棋。例如： 

9 图 按照定式，白应在 a 位

飞。白省略了这一手，黑该怎么

办？” 

初段：“怎样攻击呢？黑走 1、 3，

对吗？” 

加藤：“好，好！白棋变重，连

做活都困难。 

10 图 小目的托退定式。白 a

位的拆省略以后，怎么应？” 

五级：“黑在 1 位一带夹，对吗？”  

加藤：“对。黑在 1 位活 b 位

夹都是正解。另外， 

11 图 白若省略 a 位的拆，黑

马上在 1 位夹，严厉。白 2、黑 

3，黑继续攻击。 

12 图 这种局面，白 a 位飞和

黑 1 位尖顶，是左右一局形势的要

点。省略定式时，必须充分意识到

这样的攻击。请再看一例： 

A
3

1 2

A B
1

A
1

2

3

1

A

9 图 

10图 

11图 

12图 



第 一 章 攻 击 的 意 识  

9 

 

13 图 让子棋中出现的形。

白本应在上边补一手。但由于是

让子棋，没有办法。现在轮到黑，

应该怎样走，请考虑一下。” 

五级：“黑在 a 位一带打入，

怎么样？” 

初段：“ b 位才是攻击白的急所。先在这里一击，然后......” 

加藤：“二位的思路都对。

黑 a 可以给百分制的九十分，

黑 b 接近正确。” 

五级：“九十分？还有十分

差在哪儿啊？” 

加藤：“你攻哪一块白棋？在 a 位下子，对左右都不痛不痒。 

14 图 黑 1 给白 2 留下了余地。这以后呢？” 

五级：“大概该在 3 位跳吧。” 

加藤：“白 4 位碰。假定以下走至白 8，白两边腾挪成功。黑 1 

在严厉这一点上，是不够味的。” 

初段：“ 15 图 黑 1 不是很严厉吗？白若 2 位应，黑便有 3 至 7 

的手段。”  

五级：“黑 5？好点！” 

初段：“好像在书上见过。” 

加藤：“这样的话，黑好。

黑 7 也有下在 a 位的。这样一

来，白苦于两块弱棋，任何时候都很伤脑筋。不过， 

B
A

2 1

3

8

4

6

5

7

6

2

3

5

4

1 A
7

15图 

14图 

1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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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图 黑 1 时，白在 2 位应

哪？” 

五级 ：“似乎不好对付。” 

初段：“连白 2 都怕，就不要下

棋。严厉到底，黑 3 靠。” 

加藤：“白 4 扳出？” 

初段：“黑 5 至 9，干干净净地吃掉。” 

五级：“不愧为 初段，真漂亮！” 

加藤：“什么？这样黑好？这是错觉！黑的实利确实很大。但是，让白 

8 开一朵花，和△的配合恰到好处。

并不是什么情况下吃子都好。” 

初段：“那么，正解呢？” 

加藤：“ 17 图 黑 1 低位逼。 16 

图的黑 1 位置高，在一定的 

情况下，容易让白在 2 位扎根。本图位置低， 

白不得不逃出。白若走 

2 位，黑 3 跳，好。不让对方轻易舍弃，可以说是攻击的方针。” 

初段：“不能舍弃的话， 

18 图 黑 1 以后，白就只好走 2 

位。” 

加藤：“这时，黑 3、 5、 7 攻

击。白棋越来越重。黑 9 肩冲，同 

时盯着左边的白棋，充分。” 

初段：“这就是逼它走重再攻击”。 

9

7 2

5

1

8

3

4

6

1

3

2

6

2

3

5 1

4

8

7 9

16图 

17图 

1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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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 19 图 黑 1 时，

白 2 也可以考虑尖出。在这种

情况下，黑有漂亮的对策，你

们知道吗？” 

初段：“什么？” 

加藤：“黑 3 位靠，白 4 位应后，黑走 5 位同黑 3 连成一根棒。” 

初段：“ A 位有断点。 B 位也可以断。” 

加藤：“为了同时防住两个断点，白只好走 6 位。逼白走出这样的愚

形，也就相当于攻击成功了。黑 7、 9 扳、压，充分。好了，下边谈第二

个问题。怎样攻击右上方的白

子？” 

五级：“看来可以利用厚味，

强硬地攻击。 

20 图 黑 1 紧夹。” 

加藤：“左上的攻击已经成功。所以，黑 1 也可以。但是，前面讲过， 

△一子比较轻，白有 2 位转换的余地。作为攻击，还有一个手段。” 

初段：“ 21 图 黑 1 尖顶，白 2 走重后，黑 3 夹击？” 

加藤：“嗯，黑 1 还不错。 

3 位太狭窄，与左边厚味重复。

还让白 4、 6 逃出。这个图并

不比 20 图好”。 

A

6 2

B

1

5

3

4

8

10

7

9

1

5

9

7

4

3

8

2

6

10

5 3

4

6

2

1

19图 

20图 

21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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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3

1

22 图 黑 1 尖顶、黑 3 挡住去路，

才是正确的攻击方法。” 

初段：“白一旦在 4 位拆开，黑

的厚势不是减弱了吗？” 

加藤：“没有。这以后，还有种

种攻击手段。 

23 图 黑即使坚实地在 1 位

虎，白也是苦形。因为，为了求活，

白只好委屈地下在 2 位。虽然白 4、 

6 尽了最大努力寻求安定，但黑的攻

击效果已经充分显示出来。” 

初段：“原来是这样。” 

加藤：“此外，黑还留有 a 位点的余味。更厉害的是， 3 位有了子，

就产生了 7 位的断。” 

初段：“呵，真是！我忘掉了这个断点。” 

加藤：“攻击，不像 初段那样，任何时候都吃子。有时，不知不觉中，

就能得到黑 7 这样的收获。这才是真正的攻击。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上边学过的东西。 

一、首先， 攻击目标要明确。 花力气去吃废子、轻棋没有意思。要以

重棋---对方不能舍弃的棋为攻击目标。 

二、 目标一旦确定，就应大攻。 攻击要严厉，不让对方扎根，也不给

对方以转换的余地。 

只要严格遵守这些基本原理，即使吃不掉所攻的大棋，也能收到攻击的

效果。” 

初段：“这是指 23 图黑 7 那样的例子吧。我总是因为攻击太急而失

败。” 

五级：“你真是不吃子不甘心的人。” 

22图 

23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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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攻击与吃子的区别 

加藤：“很多人经常将‘攻’和‘吃’混淆起来 。下面再讲讲二者的

区别。对 初段那种善于攻杀的人来说，吃子是件愉快的事。” 

初段：“吃掉对方一大块，从棋盘上全部提光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

容。” 

加藤：“确实，能吃的棋，吃掉当然好。因为提过子的空和围空不同，

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但是，棋是两

个人交替着下的。如果一味吃子，

就会造成无可挽回的败势。 

1 图 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一味

吃子带来的后果多糟糕。白 1 打

入，黑 2 位应，白 3 顶。下一手，

黑怎么走？” 

五级：“ 2 图 我只会黑 1 压、 

3 接这样的应法。黑 5 守角，可

以放心。如果黑 3 在 4 位顶，白

a、黑 b 的话，会被别人嘲笑。” 

加藤：“五级的棋就是这种味

道，坚实。”  

初段：“让白渡过，太不应该。

要是我的话， 

3 图 黑 1 长，坚决抵抗。”  

加藤：“白 4、 6 扳、粘后，

再在 8 位断呢？” 

3 1

2

B

A
4

2

3 1

5

5

7

9

4

1

8

10

6

2

3

11

1 图 

2 图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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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黑 9 位先手打，

然后 11 位吃。” 

加藤：“渐渐落入圈套了。

（笑）接下去， 

4 图 白 1、 3、 5 先手得

利，然后 7 位封。”  

初段：“被封得紧紧的。不过，就这样，也吃了白五子，没关系。” 

加藤：“白五子是被吃了。

但是， 

5 图 白 1、 3 当然。假定

白占到 a 位的官子，黑所得的

实利只有 20 目。费那么大的劲

去吃，你不觉得不合算吗？白虽

然失掉了五子，其补偿却是一道铜墙铁壁。” 

初段：“那么，我错在哪儿

呢？” 

加藤：“你一心想吃，才造

成这样的结果。不光要吃，没有

攻击的意识可不行。 3 图的黑

11 不好， 

6 图 黑 1 长、 3 虎是正着。这样就不会被封死。” 

五级：“白 4 飞呢？” 

加藤：“黑 5 出头，是容易掌握的方法。即使让白占到 6 位，黑 7 下

立后，形反而更结实。白△变弱，左边也存在着攻击白的乐趣。” 

3

5

7

4

6

1

2

3

1

2

4

1

2

3

5

4

6

7

4 图 

5 图 

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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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攻击从断开始 

加藤：“被切断而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将对方的棋切断，是攻击

的第一步。就算断这一手本身没有什么直接得到什么，但由此展开的攻击，

却包含着极大的收获的可能性。 

1 图 这种局面，任何人执

黑都会在 1、 3 位断。” 

初段：“当然喽。巴不得断！” 

五级：“左上还留有一手大棋。

不过，黑走 1、 3 位，是希望作

战。” 

 

加藤：“黑在 a 位吃一子，充其量 10目。黑 1、 3 冲断带来的利益， 

却难以估量。被分断的白，

要在两边处理得当，几乎是绝望。

然而， 

2 图 黑如果只顾眼前的利

益，在 1 位吃，我不赞成。” 

初段：“白 2 位补。好不容

易到手的猎物逃掉了。” 

 

加藤：“切断对方的棋，最

佳效果是：被分断的任何一方都

没有根据地。 

3 图 若一方已经安定，切断

的价值便减小。本图的上策是，

黑 a 位吃一子，或黑 1 逼，让

白在 2 位或 b 位补。” 

1

2

A

B 2

1

1 图 

2 图 

3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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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7

3

11

9

1

2

5

4

6

五级：“这是因为，断也不会

出多少血吧？” 

加藤：“是的。切断不能攻击

的棋没意思，可能出棋的断点才大，

才有攻击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

不要光等着断点送上门来，还要积

极想法去切断对方。 

4 图 目外高挂之后，黑 1 位

应，白 4 位长的定式知道吗？” 

初段：“知道。白 4 之后，

黑 a 位尖，白 b 位拆。” 

加藤：“是这样。但是，根据

周围的情况，黑也有 5 位夹的可能,

这是积极的切断作战法。”。 

初段：“白 6 靠呢？” 

加藤：“ 5 图 黑 1、 3 切

断。怎么样？有力吧？充分利用了▲，准备吃任何一块白棋。”  

初段：“白走 4、 6 呢？” 

加藤：“黑 7、 9 沉着地扳、粘，重要。” 

初段：“白若走 10 位，黑在 11 位长。确实，白苦。这一手行得通！” 

五级：“如果不断， 

6 图 黑 1 位应，软弱无力

吗？” 

加藤：“黑 1 不行。白 2、 4

安顿。 ▲失掉了夹的作用。这样，

还不如 4 图的黑 5在 A位应。” 

B
5

2

4

1

3

A 6

2

4

3

1

4 图 

5 图 

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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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攻击的急所 

加藤：“棋的强弱，由棋形决定，与棋子的

多少无关。有时，大棋反而弱；相反，寥寥数

子，却可能是不怕攻击的强棋。所谓弱棋，就

是有缺陷的棋。攻击中，抓住缺陷，瞄准急所

是重要的一环。 

1 图 攻击这块白棋的急所，该知道了吧。” 

五级：“黑 1”。 

加藤：“一眼就能看出来。 

2 图 这个形，白若想做眼， a、 b、 c 三

点是必要的，一旦被黑占去 c 位，白就没眼位

了。因此， 1 图的黑 1 是点方（破眼）的要

点，点方的手段，在攻击的急所中，也是具有

代表性的。 

3 图 攻这块白棋的急所在哪儿？” 

五级：“棋形比刚才大一点。 

4 图 黑 1 仍然是急所。” 

初段：“这也是点方的要点。白不愿意在 2 

位接。” 

五级：“对白来说，黑 1 这一点也是急所

吧。黑 1 以后，白怎样应才好呢？” 

初段：“ 5 图 白 2？不行！黑 3 一拐，

白成愚形，不好。” 

加藤：“是啊，黑 3 是好手。” 

 

1

C
B
A

1

2

1 图 

2 图 

3 图 

4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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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6 图 如果白 2 位靠，黑怎么

应呢？” 

初段：“好像有点麻烦。不，黑 3 位挖

还不错。白 4 的话，黑 5 反打，黑 7 封头。” 

五级：“白 6 若在 7 位长，黑 a 位断，

成倒扑。黑 7 之后，白连打劫都困难。” 

加藤：“总之，黑 1 这一点，是攻击的急

所。白的棋子再多，也只是一块浮棋。下面，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7 图 攻击右上方黑棋的急所在哪儿？” 

初段：“这也简单。 

8 图 白 1 位点方。” 

加藤：“对。白 1 一击，

黑形便崩溃。这就是所谓三

子正中的急所。三子的正

中，实际上就是点方的要

点。相反，此点若被黑占据，

黑在这里，就有了充分的眼

位，白却成了不堪一击的薄

形。一局棋中，有不少这样

的急所出现。希望你们千万

不要错过一切良机。 

攻击的急所，除了点方

的手段，还有很多。下一章，

将逐个介绍。” 

3 2

1

B
A

1

5 图 

6 图 

7 图 

8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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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攻杀拾零-吃掉了大棋 

初段：“吃子最多的数谁？” 

五级：“还用问吗？当然是加藤喽。他真是个‘杀星’。” 

加藤：“哪里。藤泽朋斋九段、大平九段的棋都比我杀得厉害。梶原九段

的杀力也不弱。” 

初段：“不断吃子的棋手才有魅力！围棋，就是要斗。” 

加藤：“专业棋手的棋与你们不同，不是能够轻易吃或被吃的。专业棋手

特别忌讳被对方攻击。极个别的时候，也能吃掉大块棋，但那是对方自己

来送死。” 

五级：“送死？” 

加藤：“是的。按正常的下法空不够时，便不顾薄棋、弱棋而脱先，试图

争得空的平衡。所以才有可能吃掉对方脱先的那块棋。” 

初段：“是这样。您吃子最多

的是哪一局棋？” 

加藤：“大概是向武宫本因坊

（当时）挑战的那局棋吧。这

是否就是吃子最多的一局棋，

我也不太清楚。总之，黑走▲

位后，白便顿时死亡。” 

五级：“能吃掉吗？哦，原来

是两个后手眼，死棋。吃掉了

好大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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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攻击的手段 

第一节 飞（1） 

加藤：“特定的情况下，有特定

的攻击手段。只要掌握了这些方

法攻击力就会大大增强。你们知

道‘追击用飞’的格言吗？”，

攻击力就会大大增强。你们知道

‘追击用飞’的格言吗？” 

五级：“知道。” 

加藤：“飞，是攻击的基本手筋。 

【第 1型】 请考虑一下，怎样攻

击△ ？” 

五级：“要是我来走， 

1 图 黑 1 逼，夺白的根据地。” 

初段：“黑 1 怎么能叫攻击！白 

2 跳出，不是很好吗？” 

加藤：“是啊，黑 1 有点缓。” 

初段：“ 2 图 黑 1 不是急所

吗？做出一副大攻的架势吓唬

他。” 

加藤：“不，白不怕。白 2 尖出。用镇来攻击有时也可使用，但是，这种

局面下，黑 1 有问题。白 2 出来以后，再没有有效的攻击手段了。” 

1

2

1

2

2 图 

第 1 型 

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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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我知道了。 

3 图 黑 1 飞，对吧？” 

加藤：“对，只能用飞。因为是强大

的厚势，要把白推向那里--这就是基

本的思考方法。所以，黑只有 1 位

飞这一着。要充分利用厚势来攻击。” 

五级：“ 4 图 黑 1 以后，白 2 靠

呢？” 

初段：“黑 3 扳、 5 压。白难受。” 

加藤：“白生死未卜。即使活了，

白也不好。” 

五级：“ 5 图 白没有 2、 4 冲出 

的手段吗？” 

初段：“大俗手！即使按白的思路

走，黑也合算。” 

加藤：“确实。黑 9 之后，白若走 

a 位，则黑在 b 位一带走棋，攻击

的效果充分显示出来。还有，6 图 

黑 1 位跳，太缓。白从 2 位跳出。” 

1

4

5

2

3

1

A
8

4

5

9

2

1

6

3

7

B

2 1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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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飞（2） 

加藤：“飞，是攻击的重要手段。

一旦决定了攻击的目标，先飞

攻，一般不会出错。” 

五级：“攻击要用飞。” 

加藤：“实战中常见的形， 

【第 2 型】 怎样攻击白二子？ 

1 图 对白 1 的二间高夹，黑 4 

反夹、发起攻势。黑 6 以下是定

式。” 

初段：“ 2 图 想在上边 1 位攻

击，不过......” 

加藤：“白 2 整形后，攻击失去

威胁力。黑 1 也是好点。但是还 

有比黑 1 好、比黑 1 干脆的急

所。” 

五级：“ 3 图 黑 1 吗？” 

加藤：“正解。击中了要害。” 

初段：“你的棋长了！” 

加藤：“黑 1 一飞，使白进退两

难。当然，在 a 位挣扎也许能

活，但未免太委屈。若不就地求

活，就只有逃出这一手了。” 

13

9

10

7

8

11

3

6

12

15

2

14

5

1 4

1

2

2 图 

1 图 

第 2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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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4 图 若要逃出，白1 跳

可以吧？” 

加藤：“黑 2 位靠，白就糟了。” 

初段：“真的，那么，白没有办

法了吗？” 

加藤：“接下去，白 a、黑 b、

白 c、黑 d 切断，黑充分。为了 

防止被断， 

5 图 白只好 1 顶、 3 跳。黑 4 

以下，连压数着，好。” 

初段：“我懂了。黑 8 之后，再

转向 10 位封，这样不错。” 

五级：“太好了！吃掉了！” 

加藤：“白差不多绝望了。实际

上，白也会意识到这一点。白 9

也许要改在 10 位尖，逃出。但

是，黑趁势在 9 位扳，提高了攻

击效果。 

如同第 1 型和第 2 型的

图例所示，飞攻有两个要素：一、

把对方推向自己的厚势；二、背

后有成空的希望。如果自己的厚

势有缺陷，或者背后根本没有成空的希望的话，就应另做打算，不要用飞

攻。另外，不要再犯初段刚才的错误，要清楚地区分用镇的手段攻击的场

合和用压的手段攻击的场合。” 

C 2

D
1

A
B

5

7

9

4

6

8

3

1

10

2

5 图 

4 图 

3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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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飞（3） 

加藤：“飞攻，是具有柔软性

的攻击方法，时严、时松。即使让

对方跑掉，能从另一方面得到补偿

也不坏。 

【第 3 型】 这里，黑可以考

虑 A、 B、 C 三点，......” 

初段：“ A 位太松吧？” 

加藤：“这是扩大右上模样的

好手，但略嫌松弛， B 是正解。 

1 图 黑 1 之后，白若在 2 

位靠，黑便 3 位扳，好。白 4 长，

黑5 结实地粘。白 6 逃回，黑 7 尖

补，效果显著。这就是掌握住了要

领的优秀攻击法。 

2 图 初段，你考虑过黑在 1

位镇吧。” 

初段：“是的。” 

加藤：“这一着确实厉害，但

是恐怕过于严厉。白 2 尖出、黑 3 

再飞攻。结果，把白 4 追进黑空，

黑变弱。若能吃掉白当然好，但不

一定有把握。黑 3 改在 a 位飞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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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飞（4） 

加藤：“再举一个飞攻的例子。 

【第 4 型】 在什么地方、怎样

飞，已经知道了吧？” 

五级：“我也有了一点飞攻的感

觉。 

1 图 黑 1 飞。” 

加藤：“正解。白若在 2 位逃，

黑既可在 a 位飞，继续追击，

也可保留 a 位，在 3 位压。这

种攻击能够马上感觉出来，就算

得上优秀的有段者了。” 

五级：“我也离 初段不远

了？” 

加藤：“不过，攻击方向稍一差 

错，就会铸成大错。 

2 图 例如，黑 1 镇，看起来很

强，但是，却被白在 2 位压脱

出，调子很好。这不能构成攻

击。以后黑只好走 3、 5 位夺

白的根据地，但白在 6 位双，

反而伤了 1 位镇的黑棋。” 

初段：“我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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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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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镇（1） 

加藤：“与飞一样，镇也是攻击

的重要手段。镇，既是消模样的

常用手段，又是制止对方出头的

攻击要领。” 

初段：“镇，可以挡住对方的去

路。” 

加藤：“攻击手段中，最严厉的

要数镇。但也不能任何情况下都

用镇。 

【第 5 型】 怎样攻击上面△一

子？” 

五级：“我知道应该用镇来攻

击，但在实战中却没有勇气。 

1 图 所以干脆在 1 位跳，以求

平稳。” 

加藤：“黑 1 虽不是坏棋，但从

攻击的角度来看，味道还不够。 

白 2 就轻而易举地逃之夭夭

了。” 

五级：“ 2 图 黑 1 飞怎么样？” 

加藤：“方向完全错了。白就可以在 2、 4 逃出。而且，不能指望黑 1 飞

带来强化右上模样的攻击利益。” 

2 1

4 2

3

1

第 5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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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只有镇这一手吧。 

3 图 有了这一手，在感觉上，已

经和吃掉白棋差不多了。” 

加藤：“先镇再说，这种精神状态

很重要。” 

五级：“白还有 a、 b 两手，黑

不好办。” 

加藤：“只要有放手攻击的意识，

就没有担心 a、 b 两点的必要。 

4 图 白 1 以后，黑甚至可以脱

先。白若走 3 位，黑便 4 位跳， 

攻击仍然生效。” 

五级：“还可以脱先？” 

初段：“ 5 图 白 1 之后，黑 2 

继续攻击怎么样？” 

加藤：“这样当然更好。黑 4、 6 

后，角自然巩固。 

6 图 白若走 7 位，对不起，黑 8、 

10 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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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镇（2） 

加藤：“【第 6 型】这是关于镇的

简单例子，该怎么走？” 

五级：“ 1 图 先挡住白的去

路......” 

加藤：“好步调，非镇不可。” 

初段：“镇了之后，白怎么逃呢？

白 2 尖......” 

加藤：“应手有很多。黑 3靠、 5 

飞攻，如何？如果说黑 1 的镇是第

一次攻击的话，黑 3、 5 就是第二

次攻击。” 

初段：“白 2 如果走 A 位呢？” 

加藤：“黑 B 扳，白 C靠的话， 

黑就 2 位断。白 A、黑 B 交换 

后，白决不能走 2 位。” 

初段：“ 2 图 黑 1 镇，白 2 往

这边跑。这时的第二次攻击点在 

哪里呢？” 

加藤：“不要攻得太急，黑可从容 

地下在 3 位。这样，黑 1位的封锁 

和 B 位的靠，两处必得其一。” 

初段：“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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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镇，在实战中经常出现。请

看下面的例子。 

3 图 这是高段棋手的实战局面。白 

1 是典型的镇。” 

五级：“什么？还有在中腹镇的？” 

加藤：“这是黑三子无法忍受的好

点。这样一来，黑马上感到局促、难

受。镇不仅用于五、六线，用于任何

地方都有力。 

4 图 这是我的实战例。对付白 1 的

消，黑 2 位镇。” 

五级：“好厉害的手段！不过，要是

应得不好的话，苦心经营的左边的黑

空，就会变成空架子。黑不在 2 位

镇而在 a 位应，怎么样？不是太委

屈？” 

加藤：“黑过于顾及空而走 a位的

话，白 b、黑 c、白 d，白舒畅。由

于四周全是黑棋，黑不弱，所以才下

决心在 2 位攻。黑镇之后，白走 b 

位的话，黑 e 位追击，白是相当苦

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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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镇（3） 

加藤：“下面出道难题。但愿能

对你们有所帮助。” 

初段：“我正想拼杀。” 

加藤：“让子棋中出现的形。 

【第 7 型】 怎样攻击上边白三

子？” 

五级：“哎呀，在哪儿镇呢？ 

1 图 黑 1？” 

初段：“那不是镇，是飞。” 

加藤：“没有必要争论术语。黑 

1 接近正解。但白 2 靠、 4 

长，黑难于应付。只要黑有 a 位

的断点，就不可能对白进行严厉

的攻击。 

2 图 黑 1 是正解。你们不觉得

这是急所吗？” 

初段：“您说出之后，有所感

觉。可是，左右都有出路。” 

五级：“白即使从 2 位出来，

我都不知该怎样攻击。” 

加藤：“白 2 是愚形，味道不

正。黑可以 3 位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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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白 2 靠呢？” 

加藤：“马上 3 位断，真便宜。黑 

1 一子，正断在要害上。这以后，

白难保性命。 

4 图 一般来说，黑 1 之后，白在 2 

位逃。于是黑立即进行第二次攻

击。黑 3 压、 5 断，是严厉的手

筋。” 

初段：“好架势。” 

五级：“我不敢这样走......” 

加藤：“千万要记住。这是攻击的

常用手段。 

5 图 以后，白大概 1 位尖。黑 2、 4 长......” 

初段：“白 5 的话，黑当然走 6 

位。这样白苦。” 

加藤：“学习后面的第 8 型，就知

道这是间接作战法的要领。 

6 图 白如果用 1 到 5 的下法，求

得安全。那么到黑 6 为止，黑得到

了很坚实的空，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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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间接作战法（1） 

加藤：“死揪住一块棋不放，不

一定能收到很好的攻击效果。攻

击过头，反而受损。毫无损失的

攻击方法，只有间接作战法。直

接攻击不行时，采用间接攻击的

方法就好。 

【第 8型】 先从简单例子入手......” 

五级：“ 1 图 黑 1 肯定不

行。” 

加藤：“这一手不算错，只是不

够严厉。加入白 a 位跳，或者 b

位挂，黑就失去了机会。” 

初段：“ 2 图 在 a 位直接攻击

吧，好像又有点过分。黑 1 肩冲怎样？” 

加藤：“对，这就是间接作战法。

瞄着白棋四子，先在这边下手是

要领。黑 1 之后，白若胆小在 a

位逃跑的话，黑便 b 位或 c 位

压，黑明显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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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问题是， 

3 图 黑 1 之后，白 2 长呢？黑 

3 再长吗？” 

加藤：“对。这一手看起来不怎

么样。其实，黑 3 对白的大棋施

加了压力，非常严厉。白只好在 4

位赶快逃跑，黑就得到了在 5 位下立的机会。” 

五级：“ 3 图比 1 图好得多。” 

初段：“白二子碰在黑墙上了。

走成这样，当然不错。可是， 

4 图 如果上图白 4 在本土 1 位

拐，破坏黑的意图呢？” 

加藤：“黑走 2、 4，毫不放松。

白很难处理。间接作战法似乎很难掌握。实际上，

（对五级说）你也无意识地使用这个方法。例如： 

5 图 白双飞燕时，黑 1、 3 压、长。这时，黑

要攻击的是△，但黑却不采取直接攻击的方法，

而是从另一方面开始行动。‘声东击西’，这就

是间接作战法。 

6 图 黑 1 在这边压，方向错误，强化了攻击目

标。从另外一方，即从对方强子的方向着手，这

是间接作战法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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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间接作战法（2） 

加藤：“【第 9 型】 你们熟悉

左上方的定式吗？” 

初段：“这是一度很流行的定

式。” 

加藤：“▲一子是早有的，现在

该黑走。怎样有效地攻击△一

子？” 

初段：“黑 A 位跳，对吗？” 

加藤：“虽是好手，但威力不够。 

1 图 黑 1 肩冲严厉。白若走 2 

位，黑便 3 位扳住。” 

初段：“白 4 位曲，还是 a 位

扳？白若 a 位扳，黑便 4 位切断。” 

加藤：“切断之后，吃掉白二

子很大。不过，这个型的重点

是，对付白 4 的曲，黑的下一

手在哪里？用间接作战法的

话......” 

初段：“ 2 图 黑 5 碰？” 

加藤：“正解。这样白不好受。黑 a、 b 两点必得其一。白 a 位 

长，不能忍受黑 b 位封； b 位逃，又受不了黑 a 的下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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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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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间接作战法（3） 

加藤：“间接作战法的要领基本掌

握了吧？下面进行【第 10 型】” 

五级：“攻哪块棋？” 

初段：“当然是上边，黑 A 位

靠？” 

加藤：“黑 A 不成其为攻击。 

1 图 黑 1 碰，是间接攻击。白 2 长，黑 3 阻止白联络，充分。白在 a 位

飞虽能求活，但黑能在 b位下立，

好。” 

五级：“ 2 图 黑 1 碰，白 2 扳

呢？” 

初段：“黑 3 连扳吗？” 

加藤：“对。白 4 断，黑 5 长，白 

6 粘。黑 7、 9 提一子，是黑 

充分的局面。虽说让白渡过了，但

黑还留有 a 位扳下的手段。” 

五级：“黑 5 改在 7 位打，不行

吗？” 

加藤：“不能让白在 5 位开花。因

为上边的白棋还没被完全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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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间接作战法（4） 

加藤：“【第 11 型】 这个棋能

一眼看出来的话，就有上段的水平

了。” 

五级：“上边没有什么可攻之处，

应当瞄着右边的白棋。 

1 图 黑 1？” 

初段：“哪有这种蠢棋！白 2 跳，

不是跑掉了吗？” 

加藤：“是啊。白 2 也有下在a 位

的。黑 1 方向错误，称不上攻击。” 

初段：“ 2 图 只有黑 1 压这一

着吧！白 2 退，黑 3 大封。” 

五级：“真不愧为初段。” 

加藤：“黑 3 是好手。黑 1 压不

太好。白 2 长，黑损。右边白还

留有 a 位碰的手段。 

3 图 黑 1 夹，才是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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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这一手，没见过。” 

加藤：“ 4 图 白大概会在 2 位应，

黑趁机 3 位封。 4 图的结果 

比 2 图好。白 4 粘，黑 5 大包围。

这样，黑可以满足。” 

初段：“ 5 图 我担心的是，黑 1 

夹，白 2 挺出怎么办？” 

加藤：“这种场合，黑不动声色地

在 3 位挺。这样，上边与右 

边，总能攻击一方。就是说，白如

果在 4 位补，黑便 5 位封锁，严 

厉。”  

初段：“确实。那么， 

6 图 上图白 4，在本图 1 位补的

话......” 

加藤：“黑走 2、 4，受不了吧。

白七零八落。黑缠绕着三块棋。关

于缠绕战术，下面就要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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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缠绕战术（1） 

加藤：“只要有一块弱棋，就难以

招架对方的攻击。若是有两块弱

棋，则更难处理。盯着两块或两块

以上的棋攻击，就是缠绕战术。 

【第 12 型】 怎样攻击左右的白

棋？不让被攻的两块棋取得联系，

是缠绕战术的要领。” 

五级：“ 1 图 黑 1 刺、黑 3 分

断。” 

加藤：“好，好！白 4 跳，黑 5 也

跳，相当严厉。” 

初段：“ 2 图 黑 1 怎么样？” 

加藤：“这一着，有味道。真是严

厉的攻击！白若走 2 位，黑便顺

调在 3 位跳。白 4 之后，黑 5

虎。以后， a 位扳和 b 位封锁，

必得其一。” 

3

5

1 2

4

1

2 5

B

3 4

A

第12型 黑先 

2 图 

1 图 



第 二 章 攻 击 的 手 段  

39 

 

五级：“ 1 图和 2 图，哪个

好？” 

加藤：“给我出难题了。嗯，

就算都可以吧。不让弱棋取得

联系，就一定能够收到攻击的

效果。 

3 图 这是缠绕战术的有名的

一例。秀策执黑，太田雄藏执

白。黑 1 碰是典型的缠绕攻击

法。苦于应手的白棋只好下在 

2 位。这时，黑 3 长，白被分

成两块。处理好两块白棋不容

易。” 

初段：“还有这种断法。缠绕

战术真厉害！ 

4 图 黑 1 之后，白 2 扳

呢？”  

加藤：“黑 3 连扳，正好。以

下至黑 9 是当然的应对。白 2 

若走 5 位，黑便 2 位退， a、 

b 两点，一定能占到一点。 

总之，分断的意识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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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缠绕战术（2） 

加藤：“再讲一例简单的缠绕战

术。 

【第 13 型】 白呈现出薄形。从

何处着手攻击？” 

五级：“当然是缠绕攻击啰。要

缠绕，就要先断其联络...... 

1 图 黑 1 如何？” 

初段：“什么？真没出息！白要

在 2 位取得联络呢？” 

五级：“黑 3、 5 断掉。” 

加藤：“干劲可嘉，但这不是攻

击。因为白有 a 位的先手， 6、 

8 可以封住黑棋。这样，黑棋筋

被吃。白 8 以后的变化，一目了然。” 

初段：“ 2 图 如果黑走 1 位，

白不容易联络上。” 

加藤：“你初步掌握了缠绕战术

的要领。黑将目光集中在这一

带，可以说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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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白大约会在 2 位应。” 

初段：“黑 3、 5 扳、长后，上

边的白棋不好处理。” 

加藤：“确实。即使勉强处理好这

块白棋，白形也会变得无味。 

3 图 黑 1 刺，也是坚实的攻击。” 

初段：“白只好在 2 位接。” 

加藤：“黑走 3 位，分断白棋。” 

初段：“看来，这一着最严厉。 

4 图 接上图。白 1 跳时，黑 2 位

接。” 

加藤：“白无法取得联络。而且，

就是上边，也不可能单独做活。” 

初段：“ 5 图 白若 1 位冲，黑

便 2 位退，对吗？” 

加藤：“对。白走 3 位，仍然被

动。黑 4 挡，严实。白若在上边

挣扎，黑 a 位的攻击将发生效力，

黑是压倒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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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缠绕战术（3） 

加藤：“下面出道难题。如能答对，

缠绕攻击就毕业了。 

【第 14 型】 怎样攻击右上两块白

棋？” 

五级：“不让它们联络，那么， 

1 图 黑 1 位或 a 位跳，对吗？” 

初段：“答得好。我的第一感也是

这两点。” 

加藤：“可以称之为攻击了。白 2 

补，怎么办？以后，攻击右边的大

棋比较困难。” 

初段：“ 2 图 黑 1 镇似乎不错。

白无法轻易取得联络。白若走 2 位，

黑便走 3、 5 位，上边的白棋受

伤。” 

五级：“厉害！真不愧为初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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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这样的话，黑太好了。

白 2 是黑单方面的希望。 

3 图 黑 1、白 2，让白跑掉一

块，太没劲了。当然，黑在 3 位

一带的攻击也可能得到一些利

益。但是，一旦白处理好，就

什么也没留下。这样，就不是缠绕战术了。 

4 图 黑 1 的攻击最强，是夺

白眼形的急所。白 2 应后，黑 

3 跳。” 

初段：“黑 1 也是破眼的要

点。黑 3 之后，白怎么办？很

难联络上......” 

加藤：“如果联络困难， 

5 图 白干脆走 4 位，只处理上边。黑 5 虽然显得俗气，却是当然之着。

然后，黑在 7 位双。白大概只好 8、 10 逃出。” 

初段：“上边已经捉不住了。” 

加藤：“怎么？忘了吗？上边

是捉不住了，但黑 11 将两块

棋分开，右边的大棋非常危险。 

A、 b 两点，必得其一。” 

初段：“真厉害，缠绕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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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攻击拆形（1） 

加藤：“三线上拆二比较安定，

这是常识。但是，周围对方的棋

子一旦厚实起来，就会产生种种

攻击手段。 

【第 15 型】 这是实战中常见的

形。如何攻击白的拆二？这是攻击 

拆形的基本型。下面将作详细介绍。” 

五级：“拆二，没那么可怕。 

1 图 黑 1 跳，守住自己的空。” 

初段：“你还是那样胆小。黑 1 太

软、太软！” 

加藤：“不，黑 1 也不是那所说

的那么糟。这一手安全、厚实。黑 

1 可以得九十分。” 

初段：“什么？好高的分！我来走的话， 

2 图 黑 1 镇。” 

五级：“白 2 尖出怎么办？” 

1 2

第15型 黑先 

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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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黑 3 点。怎么样？服

了吧？” 

五级：“厉害、厉害。真是异

想天开。” 

加藤：“抓住了白的要害，是

正解之一。黑镇，白当然出来。

黑 3 点是急所。” 

五级：“ 3 图 白 1 立呢？” 

初段：“黑 2 至 8，切断。” 

加藤：“黑一旦在 a 位尖，白

缺乏眼形，整块棋都危险，进退两难。” 

初段：“ 4 图 白在 1 位应，

也难办。黑 2、 4 冲断后，再

走 6 位 

渡。” 

加藤：“是啊，断点也不好补。

所以，白 3 只能在 4 位粘或 6 位立。无论怎么应，这种攻击都很强烈。 

5 图 干脆，黑现在 1 位点。

这是攻击要点，很有力。记住，

这一手不会吃亏。白若 2 位

应， 

黑 3、 5 渡，全面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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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6 图 黑 1 在这边点，

行吗？” 

加藤：“这也是正解。白若 2位

压，黑 3、 5 冲， 7 渡是要领。

白 2 若走 7 位，以下的应对是黑 

5、白 6、黑 4.选择 2 图还是 5 

图、 6 图， 

相机而动最为重要。一旦走错，就

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7 图 黑 1 飞是安全可靠的攻

击。布局阶段，这样下，一般不会

错。” 

五级：“白 2、 4 补强。” 

加藤：“黑能走到 3、 5 位，应

当感谢白棋。如果 a 位一带有黑 

子的话，更值得感谢。白 2 使黑

加固，是不得已的着法。” 

初段：“ 8 图 那么，白 2 飞

呢？” 

加藤：“白 2 飞后，还留有黑在 a 

位穿象眼的手段，白形不好。 

黑 3 再飞，大攻白棋。另外， 

9 图 黑 1 马上点也成立。” 

初段：“哎呀！白不好应付。不，白 2 位顶好像有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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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当然，这是为了摆脱困境，

但是，让黑 3 位长出，你不觉得难

受吗？而且，在一定的情况下，黑 3 

还可以在 4 位立。要防守的话， 

10 图 白 2 是要点。”  

初段：“的确。黑 1 位穿象眼，白 

b 位应，没棋。” 

加藤：“白 2 后，黑 3 位就成了

急所。” 

五级：“下一手，黑在打 a 位的主意。” 

加藤：“是的。因此， 

11 图 白 1、 3 非补不可。黑虽是

后手，但角得以巩固，没有不满之

处。 

12 图 白走 1 位时，黑 2 位扳也

行。至黑 10 为止，白形依然不安。 

这种走法，是你（对初段）所偏爱的。 

13 图 黑 1 之后，白若 2 位应，

黑便走 3、 5、 7，顺调攻击。对

拆二，有种种攻击方法。根据不同

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方法最为关键。 

在各种攻击手段中，飞攻的缺点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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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攻击拆形（2） 

加藤：“【第 16型】 这也是拆

二。 A 位没有黑子，似乎没有什

么严厉的攻击手段。但是，如果

让▲充分发挥作用，就能走出使

白战栗的漂亮手筋。明白了吗？” 

初段：“什么？从哪儿入手，怎样

攻击才好呢？......” 

加藤：“不知道就不可能答对。这

是特殊的攻击法。 

1 图 黑 1，在这儿碰，严厉。一

般来说，这一着是恶手。但与▲

相呼应，却成了漂亮的攻击手筋。 

2 图 黑 1 之后，白若 2 位扳，

黑便 3 位连扳。” 

初段：“白只好 4 位断，黑 5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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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这样，白就陷入了困境。 

3 图 白在 1 位粘的话，黑就 2 位

长。白成了七零八落的形。” 

五级：“的确，▲充分发挥了作用。” 

初段：“ 4 图 白 1 在这边吃，黑

便 2、 4 征。” 

加藤：“就算不被吃掉，到处理好

这块白棋为止，也要花很大的代

价。” 

五级：“ 5 图 黑 1 碰，白 2 在上边应呢？” 

加藤：“ 3 图、 4 图的结果太糟，

白只好这样下。但是，黑 3、 5 

渡过，黑无不满之处。黑实利不小，

而且还有攻击白棋的余地。” 

五级：“感谢您教了我们碰的好手。

从今以后，就可以在实践中运用

了。” 

加藤：“一旦放过对这种拆二的攻

击， 

6 图 白就 1 位尖，先手补棋。因此，在白先手缓和攻击之前，黑必须抓

紧时机断然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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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攻击拆形（3） 

加藤：“这也是实战中几乎每

局都可能出现的形。 

【第 17 型】 与其从上边缓攻，

不如严厉地夺白眼位。请考虑一

下攻击手筋。” 

五级：“这是星定式加上 的形。 

1 图 我想不出其他的手段，只会 1 位夹，吃白一子。这样走，恐怕不行

吧？” 

初段：“不行、不行！黑 1 只

不过是官子。” 

加藤：“确实。下面，白 2 位

立，或者白 a、黑 b 交换之后

再在 2 位打。这还叫什么攻击？”  

初段：“ 2 图 我在书上见过

黑 1 碰这种手段。白走 2 位

的话，黑 3 扭断......” 

加藤：“的确是有力的手筋。

不过，让白 4、 6 开花，怎么

样呢？黑 5、 7 的收获不小，但从攻击的角度看，还应再考虑一个更好的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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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图 黑在 1 位碰严厉。白走 2 

位的话，黑 3 位长，好。白 4 位

应，黑 5 再长，攻击整块白棋。” 

五级：“走成这样，白受不了。” 

加藤：“ 4 图 因此，白只能 2 扳、 

4 补。以后，黑还可以继续攻击，

是黑充分的局面。 

5 图 最严厉的手段是，黑 1点。” 

初段：“点，任何时候都有力。” 

加藤：“白若走 2 位，黑便 3

位长，总有一边能渡过。先在 3 

位点也差不多。”  

初段：“ 6 图 白若 2 位立，黑

便 3、 5 渡过。” 

加藤：“黑 7 之后，白若走 a

位，黑便 b 位渡过；白若走 b 

位，黑就 a 位断，气长可以杀

白。黑一边占空一边攻击，白难

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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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攻击拆形（4） 

加藤：“【第 18型】 这是两个拆

二相连的形。这个形也同样存在，

只要周围的黑棋增强，就有相当严

厉的攻击手段。” 

五级：“看起来，有 10 来目的空，

可是......” 

加藤：“趁白还没有在 A 位、B 位

走棋，要抓紧时机。” 

初段：“左右同形走中间。 

1 图 黑 1 碰？”  

加藤：“对。这是关键的一手。别

说 10 目的白空没有了，就连整块

白棋的形，都因黑 1 一子，变得难看、乏味了。 

2 图 白若 2 位应，黑便下在 3、 5、 

7 位，死死地扭住白棋，夺去白的

眼位，使之漂浮起来。” 

五级：“真的。 10 目白空，顷刻

之间，化为乌有。白 2 若在 3 位

退，由于是左右同形，黑在 2 位应

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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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黑 1 碰时，白 2 

位扳，行吗？” 

加藤：“白若 2 位扳，黑千万不

要慌张。黑在 3 位退，稳当。不

给对方利用的机会，就是很好的

攻击方法。白 4 压，黑 5 再长。” 

初段：“白 6 位下立的话，黑便 

7 位冲， 9 位断。 

4 图 白在这边 2 位扳也一样。” 

加藤：“黑得以渡过，毫无不满

之处。实战中，白 4 或白 6 一

般在 a 位虎，缓和黑的攻击。即

使这样，黑能渡过，仍然充分。”  

初段：“ 5 图 白 2 扳时，黑 3 

位上扳，行吗？我觉得这样不

错。” 

加藤：“以下的应对，白 4 到黑 

7，黑的收获虽大，但从攻击的意

义上说，还略嫌不足。 

6 图 黑下在 3 位也同样。白 4 

也可在 a 位打，以下的应对是：

白 6、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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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攻击拆形（5） 

加藤：“【第 19 型】 上边的白三

子，似乎在夸耀自己的形好。但是，

只要周围的黑棋厚实到现在这种程

度，白就相当危险。从哪儿着手

呢？” 

五级：“这样的棋也能攻击吗？仔

细一看，这也是左右同形。 

1 图 黑 1 点，试白应手。” 

初段：“对你来说，这可真是难得

的严厉啊！我的第一感也是黑 1。” 

加藤：“第一感就走出这样的棋来，

真不简单！ 

2 图 左右仍然同形，白一般在 2 

位顶。这时，黑 3、 5 长是强手。

黑 3 不能走 4 位，这是胆小怕事

的下法。被白 3 位挖后，黑再不能

指望大攻白棋。” 

五级：“但是，白 4、 6 下立，黑

没问题吗？好像要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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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没问题，没问题。 

3 图 黑 1、 3 切断。对杀，黑

不怕。白若走 4、 6，黑 7 再

封。” 

加藤：“什么？！白 8、 10 征

吃黑棋了！即使征子对黑有利， 

4 图 上图白 6 改在本图 1 位

粘，黑也难办。对攻中，白轻易

取胜。” 

初段：“哦，断的方向错了。 

5 图 黑 1、 3 冲断，能行。”  

五级：“到黑 7 为止，三气对四

气。” 

加藤：“今后，千万不要在关键

的地方出错。 

6 图 黑 1 点后，白 2 寻求变化

的话，黑 3 位退就可以了。白 4、

黑 5、 7。黑 3 若在 a 位扳，

白 4、黑 b，黑顽强作战，也很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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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攻击拆形（6） 

加藤：“【第 20型】 这也是实战

中常见的形。攻击白的拆形的急所

在哪儿？” 

五级：“我知道。 

1 图 黑打入，对吧？白 2 位应，

黑 3、 5 渡，搜白的根。” 

加藤：“对，是正解。” 

初段：“白 4 压当然好。不过， 

2 图 上图白 4 假如在本图 1位长

呢？” 

五级：“这一着，真可怕！” 

加藤：“在多数场合，白 1 无理。

黑 2 冲， 4、 6 扳粘，好。黑 8 

飞，轻而易举地渡过。如果白硬要在 9 位无理阻渡，黑就 10、 12 

断。”  

初段：“对杀，白气不够。 

3 图 黑 1 点，白 2 尖封也比较厉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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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黑的思考方法应和上图相

同。黑 3 飞，白 4 阻渡的话，黑 5、 

7 断。这也是白难以忍受的形。 

4 图 黑 1 点后，白 2 立怎么

办？” 

五级：“黑在 a 位长不太好吧。” 

初段：“被白 b 扳住二子头，不能

忍受。黑 3 顶才是手筋。” 

五级：“白 4 长，黑没问题吗？”  

初段：“没关系，没关系。黑 5 扳， 

5 图 7 跳出。白 8、 10 断，以下

应对至黑 13，白三子被吃。” 

加藤：“这种手筋，千万要记住。” 

初段：“ 6 图 黑 1 碰也见过。” 

加藤：“这一着确实是手筋，但作 

为攻击，还嫌不足。假定白在 2 位

尖顶，黑就显得不太充分。”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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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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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挖断（1） 

加藤：“下面讲点特殊的攻击方法。 

【第 21 型】 当然要攻击黑棋，但

是，吃掉整块棋是不可能的。怎样

才能断吃半截黑棋呢？” 

初段：“这种棋，没见过。有厉害

的手段吗？” 

加藤：“这种手段不容易注意到，

但一定要记住。 

1 图 白 1 刺、 3 挖。” 

初段：“好厉害的手段！黑 4位

打，白 5 位退。这以后， a、 b 两

个断点必得其一。” 

五级：“ 2 图 黑 1 从这边打， a、 b 两点，白也必得其一。” 

加藤：“千万别忘记 1 图中白 1、

黑 2 的交换。一间跳也有可能被切

断，注意这一点很重要。还有，为

了使挖成立，必须等到周围的条件

成熟后再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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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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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挖了以后，如果能挫伤对方

的锐气，心里真痛快。” 

加藤：“ 3 图 这是我的实战例，△

跳时，黑 1 挖是分断白棋的强手。” 

初段：“这一手好。 

4 图 白只有 1 打、 3 粘。” 

加藤：“黑 4 断，断下白一子，好。

白 5、 7 后，眼形仍然不好。” 

初段：“ 5 图 白从这边下子， 1 

打、 3 粘的话，黑便 4 位断，对

吧？” 

加藤：“对。白一般在 5、 7 位求

活。这样，黑就在 8 位打，好。” 

初段：“对挖的手段注意与否，是胜

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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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节 挖断（2） 

加藤：“【第 22 型】 现在，黑

▲跳。中腹的连跳，是相当薄的

形。切断的手段是什么？” 

初段：“有这样的手段吗？这题太

难，我答不上来。” 

加藤：“泄气可不行。 

1 图 白 1 刺，怎么样？” 

初段：“黑当然 2 位粘。” 

加藤：“这样，白马上 3 位挖。

刺、挖是相关联的手筋。” 

初段：“真的。黑 4 打吃的话，

白就 5 位断。” 

五级：“ a 位断和 b 位长出，二

者必得其一。” 

加藤：“黑 4 若在 b 位打，白便 

4 位长。黑没有同时防止 c、 d  

两个断点的手段。” 

初段：“解决得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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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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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节 挖断（3） 

加藤：“【第 23型】 虽然棋子错

综复杂，但也很简单。请考虑如何

切断上边的黑棋。白棋 A 位接太无

理，立即在 B 位挖断也不成立。那

么......” 

初段：“ 1 图 白 1 可以吧？这

样，接出三子白棋和 3 位的挖断，

必得其一。黑若 2 位应，则白 3 成

立，真是意外简单。” 

加藤：“对。 1 图是正解。你回

答得很好。” 

五级：“ 2 图 黑 1 好像有点味

道。” 

初段：“ 非常遗憾，白 2依然存

在，a、b两点总可断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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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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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节 攻杀拾零-大棋，被吃掉了！  

五级：“加藤先生，经常见到您吃别人的棋，您自己的棋不会被吃吧。” 

加藤：“哪里。有时我也被吃得很惨，虽然最近这种情况不多。一味吃别

人时，总会走出一些无理之着。因此，到头来，往往反被别人吃掉。” 

初段：“输一目棋也好，被吃掉一大块也好，同样都是输，心情是一样的。

但是，只胜一目时，却和吃一大片取胜时的心情不同，总觉得不过瘾。” 

五级：“ 初段的老毛病又犯了。 加藤先生，您也是这样吗？” 

加藤：“我并不这样认为。只是，吃一大块或被吃一大块的棋，印象极深，

不能忘记。例如第 2 期棋圣战时，我向藤泽先生挑战的一局棋，想忘也忘

不了。下图黑▲之后，右边的白棋全部被吃。” 

初段：“我并不觉得这一着怎么样......” 

加藤：“右下一带二十多子的白棋没有两个眼，这一点看清楚了吧，问题

是右上的十一子。这一块白棋由

于气不够，无法和上下任何一块

黑棋对攻。这一局棋，藤泽先生

采取了激烈的手段来猛烈进攻。

战斗从△刺黑一间缔开始。按正

常情况这块棋布应该死，但后来

渐渐走重，终于被吃掉了。这样

输棋，反而输得痛快。优势棋被

紧紧追逼，最后以半目负告终，

这样输棋，最令人难受。” 

【第 2 期棋圣战挑战赛第 5局 藤泽棋圣（黑）对加藤本因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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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攻击的急所 

第一节 急所 

加藤：“前一章我们学习了种种攻击手段。这些手段，集中了起码的攻击常识。只要能

完全掌握这些知识，连五级也可以成为出色的‘杀星’。” 

五级：“先生这么一说，我也有了自信心。” 

加藤：“前一章已经讲过，攻击，要攻急所。而有的急所是凭第一感就应该抓住的。在

本章里我们要探讨一下这些急所。” 

初段：“凭直觉发现急所太困难。” 

加藤：“攻击的急所分为三类。 

一、夺眼形的急所。 

二、不让对方整形的急所。 

三、攻击薄形的急所。 

夺眼形的急所用不着我再讲解。” 

初段：“夺眼形的急所，也包括第 1 章所学的点方的

要点吧？” 

加藤：“是的。夺对方的根据地有些什么样的急所呢？

下面我们来系统地学习。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1 图 黑 1 尖，正好是要点。” 

初段：“如此厉害的急所，绝对不能放过。” 

五级：“厉害的急所？ 

2 图 白 2 位吃，黑根本跑不掉。” 

初段：“吃掉一子没什么关系。黑 3 退，先手夺白眼形，简直太好了。” 

加藤：“ 初段说得对。白后手失去了一只眼，难受。 1 图的黑 1一击，白便崩溃。” 

初段：“黑走 a 位好像也差不多。”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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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不，差别打多了。黑 a、白 b、

黑 1，白在 c 位拔一子，黑成了后手。” 

初段：“ 2 图的白 2 如果在 3 位靠就是

先手。但是，让黑拔掉一子，太损。” 

五级：“防止对方整形的急所是指什么

呢？” 

加藤：“ 3 图 黑 1 就是好例。这样稳重

地并，白根本不可能再得到眼形。这是严

厉攻击的有代表性的例子。” 

初段：“ 4 图 相反，这点若被白 1 靠，

白就得到了整形的机会。” 

加藤：“人们常说，‘整形要靠’，就是

这个意思。 3 图的黑 1 防止了白的整形。

白棋慢了一步。对白来说，这一着好比匕

首插在喉头上，真是实实在在的急所。” 

初段：“的确是这样。那么，再讲一个攻

击薄形的急所吧。” 

加藤：“这道题有点难。 

5 图 黑 1 怎么样？能够感觉到这是急所

吧。白 a 位跳的话，黑便在 b 位切断。

因此，白只好走 c 位，和黑 d 交换后，

白再在 a 位跑。如果这样，这种交换黑合

算。” 

初段：“那么，如果白先走， 1 位也是急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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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定式之后 

加藤：“刚才我们集中介绍了各种攻击的急所。在实战中，认真考虑、分析眼前的局面，

是应该夺对方的眼位，还是不让对方整

形，或是攻击薄形，也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之一。 

【第 1 型】 这是二间高夹的定式增加了

▲一子的形。这种形，白绝对不能脱先。 

1 图 白 1、 3、 5 非补不可。” 

初段：“不得已只好这样走，可是这个形

实在使人难受。” 

五级：“您是问怎样攻击，是吧？ 

2 图 黑 1 靠，怎么样？带着空攻击，我

认为这一着不错。” 

加藤：“有一定的分量。但是白 2、 4 后有了眼形。黑 5 退，白走 6 位或 a 位靠，

对这块棋已经没什么攻击价值了。当然，由于黑地得到了巩固，也收到了一定的攻击效

果，但威力还不够。 

3 图 黑 1 并，是攻击的急所。黑 1 既是夺眼形的急所，又是防止对方整形的急所。

白一般在 2 位立。于是，黑 3 位尖，夺白的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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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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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黑 1 这样的急所，以前没见过。 

4 图 黑 1 之后，如果白 2 尖，到白 4 便成活形。” 

加藤：“不，黑不在 3 位应， 

5 图 黑 1 位托，成立。” 

 

 

初段：“对，黑 1、 3 之后，再在 5 位挡，白做不成两个眼。 

6 图 黑 1 时，白若 2 位扳，黑便 3、 5 先手断，这样黑好。” 

加藤：“是的。 3 图、 5 图、 6 图的攻击效果都很充分。” 

初段：“请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7 图 黑马上在 1 位托不成立吗？白 2 扳时，黑以 3、 5、 7 应对，好。白 2 若走 4 

位，黑便 2 位退，夺白眼形。” 

加藤：“你说黑 1 好？但是，白不会在 4 位打吃， 

8 图 1 位尖顶成立。黑只好走 2、 4 吃一子。白 5 位扳，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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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骗着 

加藤：“【第 2型】现在，白△跳。” 

五级：“黑攻白吗？黑棋反而象被攻的

形。” 

初段：“确实，如果说白攻黑还好理解，

可是，要攻击白棋......” 

加藤：“要抓住△这一骗着，有攻防兼备

的好手。 

1 图 黑 1 是急所。仅此一击，白便崩溃。” 

初段：“和黑 1 相似的棋，前面讲过。” 

加藤：“ 2 图 黑 1 之后，白若 2 位扳出，黑 3 以下， 5、 7 先手断，黑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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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型 黑先 

1 图 2 图 

2

3

6

1

5

4

7



第 三 章 攻 击 的 急 所  

68 

 

五级：“白被分断，太糟糕了。那么， 

3 图 对付黑 1，白只有在 2 位应啰。” 

加藤：“这样，白就顺手在 3 位觑，待

白 4 位应后，再在 5 位退，夺白眼形。” 

初段：“我明白了。当白眼形不完善时，

黑不可能被攻。” 

加藤：“第 2 型的△ ，看起来是形，实

际上不是形，这时， 

4 图 白 1 尖，才是正确的形。这样，不

仅黑 a 的托不成立，黑还会遭到攻击。 

再介绍一个与此相似的手筋。 

5 图 黑先。怎样夺白的眼位？” 

五级：“黑若 a 位尖，白应了之后，黑没

有后续手段。” 

初段：“ 6 图 我知道了。黑 1 托，白 2、黑 3 后，白怎么

也做不成两个眼。” 

加藤：“对。黑 1 是夺眼形的急所。这时常用手筋，千万要

记住。” 

五级：“白 2 假若在 3 位扳呢？” 

初段：“黑就 2 位长， a、 b 两点必得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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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联络的缺陷 

加藤：“【第 3型】 这也是定式变化后

的形。白棋舒展，但却是薄形，我提出的

问题是，如何攻击白的薄形。这种形，让

子棋中经常出现，但是，会应付的人反而

不多。” 

初段：“ 1 图 这是白在两翼挂，黑 1 

尖，白 2 三三点入形成的定式。” 

五级：“我也知道这个定式，但以

后该怎么应付呢......” 

初段：“这也不会？这是常识。 

2 图 黑 1 托。” 

五级：“真厉害！” 

加藤：“这种手段，只要见一次，

绝对不会忘记。” 

初段：“黑 1 托，白 2 扳，黑 3 跳。这个局部的战斗就以白棋的失败而告终。” 

五级：“真的。角上四子没救了。” 

初段：“所以， 

3 图 黑 1 托，白只好在 2 位内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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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3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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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这时，黑 3 冲是次序，待白 4 应后，黑再 5 位退。” 

五级：“这是常规的应对吧。黑先手得到了大官子。” 

加藤：“不仅是官子，甚至还留有余味。 

4 图 这余味是指黑 1 位的点。” 

初段：“我还不知道有这一手，白 2、黑 3 就成劫了。” 

加藤：“当然，现在马上走是无理的。但外面的黑棋一旦增强，这一着就很有意思了。” 

初段：“ 5 图 白 2 时，黑 3 断成立吗？” 

五级：“厉害呀！白 4 吃怎么办？” 

初段：“黑 5 打劫。” 

加藤：“这也是有力的一手。这个劫，黑一旦打输，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如果黑棋劫

材丰富，白就敌不过黑。要避免打劫的话， 

6 图 黑 1 托，白只能在 2 位退。黑 

3、白 4 交换后，白还没有活净。 

7 图 黑 1 尖顶，虽然有点俗，却很

严厉。白 2 扳、黑 3 断，结果和 5 图

相同。” 

五级：“白 4、黑 5 成劫。” 

加藤：“尖顶不如下托。下托才是真正的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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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耳朵 

初段：“【第 4型】是雪崩定式。” 

加藤：“这时，定式应在 A 位跳或 B 位

跳。现在，假定黑脱先，白应怎样攻击

呢？” 

初段：“攻击方法似乎有很多种。不过，

对方的急所就是我的急所， 

1 图 白 1 从这边来？” 

五级：“嗯，好像是急所。” 

加藤：“正好击中要害。这是特急的急

所。这种夹逼的形，已故木谷实先生称之

为‘耳朵’，” 

初段：“耳朵？确实象耳朵。” 

加藤：“黑很难应付。 A 位跳吧， b 位

要被白切断；不跳吧，应手难寻。如果黑

在 c 位顶，勉强应付，白 d 之后，黑也

只好 a 位跳。能逼黑走出这种勉强应付

的棋，攻击的效果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因为，1位，对黑来说也是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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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型 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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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点的急所 

加藤：“【第 5型】 这是由定式变化而

来的形。攻击上边白棋的急所在哪儿？” 

初段：“ 1 图 第一感，黑 1。” 

加藤：“正解。” 

五级：“白 2 立呢？” 

初段：“黑 3、 5 断，大吃。” 

加藤：“这样白受不了。实战中， 

2 图 黑 1 点，白在 2 位应。黑 3、 5 渡

是先手，白同样难以忍受。黑 1 点，既

是攻击的急所，又是收官的手筋，还是夺

眼形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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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紧气的手筋 

加藤：“【第 6 型】 这道题稍微有点偏

离攻击的主题。但是作为常识， 五级你

是应当掌握的。▲飞，白脱先。黑应怎样

行动？” 

五级：“不能吃白。那么， 

1 图 黑 1 尖。我只能想到这一步。” 

初段：“黑 1？白 2 一应，就成了毫无

味道的官子。这种棋，不会下棋的人也走

得出来。” 

加藤：“是的。这一次，你没考及格。 

2 图 如果白先，白当然要在 1 位立。 1 

图的黑 1 帮白走棋，实在不应该。” 

 

2 1

1

第 6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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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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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这很简单。 

3 图 黑在 1 位扳。这一点，是黑白双方

共同的急所。” 

五级：“我见过这样的走法。” 

初段：“ 4 图 白若走 2 位，黑 3 断，

至黑 5 舍弃二子是手筋。” 

加藤：“对。尤其是黑 5，这是基本的手

筋。切忌单在 7 位打，让白 5 拔。到 9 

为止，黑如此严厉，白难以忍受。” 

初段：“这一点，我很明白。但是， 

5 图 黑 1 扳时，白不能考虑 2 位提吗？

这样的话，就不会被黑紧气了。” 

加藤：“怎么说呢？黑 3 位退后， a 位

仍然是黑的先手，不能认为白好。而且， 

6 图 上图的黑 3，还可以在本图的 1 位

立。不得已，白 2、 4 只好去吃，黑当然

还是走 5、 7 位。在形成这种局面之前，

白就应当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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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让子棋 

加藤：“【第 7型】 这是让子棋的局面。

▲压，白脱先。问题虽简单，但在实战

中能正确应对的人却极少。” 

五级：“ 1 图 黑 1 跳，或 a 位长。” 

初段：“黑 1 也好，黑 a 也好，白 2 一

应，就显得太软。攻击，必须更深入一

步。” 

五级：“ 2 图 黑 a？” 

初段：“ a 位好像还是软。要是我的

话，就走 1 位。” 

加藤：“对。黑 1，只此一手。此处不

仅是形的急所，也是缠绕攻击左右白棋

的急所。” 

初段：“白怎么应呢？” 

2

1 A

1

A

第 7 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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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真不好应。 

3 图 白一般会在 2 位压，寻求出路。但

是，黑 3 一扳，白 2 便失去了作用。白 

4 之后，黑 5 顺畅地走出，然后，黑 7  

封锁。缠绕攻击成功。” 

初段：“黑 3 不扳， 

4 图 1 位挖，不行吗？” 

加藤：“白 2、 4、 6 渡过。本来有眼

力的攻击手段，这样走就太松。” 

五级：“ 5 图 黑 1 打入时，白走 2 位

应呢？” 

加藤：“白 2 是愚形。白不会走出这样

的愚形来。对白 2，黑 3 尖、 5 跳就可

以了。” 

初段：“下一手，黑 a 位扳或 b 位封锁，

两点必得其一。” 

加藤：“对。这和 3 图很相似。 

6 图 黑 1 打入时，白如果脱先，黑 3 位

扳是手筋。这种手段，前型学过，白 4、 

6 应时，黑 7 弃二子是要领。如果白 6 

走 9 位，黑就走 a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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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不能脱先 

加藤：“【第 8型】 右上的形是怎么形

成的，你们知道吗？” 

初段：“好像见过，可是......” 

加藤：“ 1 图 这是黑二间高夹，白 1 肩

冲后变化出的定式。” 

五级：“真是难解的定式！” 

加藤：“黑 10 之后，白在 a 位长，定式

才算完成。但是，白却大胆地脱先了。” 

五级：“ 2 图 黑 1、 3，不行吗？别的

走法，我想不出来。” 

加藤：“这样走的话，白倒很乐意。黑将

变化走尽，此外什么也没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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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黑只能在下边的 1 位

打。白 2 退，黑 3 粘，白 4 之后，黑 5、 

7 渡，攻击整块白棋。” 

加藤：“攻这块白棋？开玩笑吧。你初段

再强，也攻不了这块白棋。 

4 图 正解是黑 1 打、 3 立、 5 尖。这样，白就垮了。” 

初段：“黑 5？没想到。其实这是常用的

手筋。” 

五级：“ 5 图 白若 1 位立，黑便 2 位

断。白如果 2 位粘，黑便 1 位渡。” 

初段：“确实，白垮掉了。那么，白怎么

办呢？” 

加藤：“形如此糟糕，白只有绝望了。 

6 图：“白 1 如果在这边打，黑便 2 位

粘。要想处理好被分断的两块白棋，几乎

是绝望的。白如果在 2 位打，黑就走 a 

位。只要棋筋▲不被吃，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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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意外的急所 

加藤：“【第 9型】 怎样攻击白二子？如

何攻击的问题，算得上一道难题。” 

五级：“难题...... 

1 图 黑 1，行吗？” 

加藤：“白 2 一跳，究竟是谁攻谁，还不

太清楚。” 

初段：“ 2 图 黑 1 压，可以吗？” 

加藤：“白 2 位应。” 

初段：“黑在 3 位按住白头。” 

加藤：“攻击的感觉好。但是，白 4 跳后，

恐怕不能继续攻击吧。因为白还有 a、 b 靠

的整形手段。而且，白 4 还可以马上在 a 

位或 b 位靠，整形。 

3 图 正解是黑 1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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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什么？在这里碰，太意外了。不是

有一种说法是，‘不要往攻击目标上碰’

吗？” 

加藤：“这种场合，是为攻击而碰。就是说，

碰的地方，正好是阻止对方整形的急所。 

4 图 白大约在 2 位退。这样，黑便 3、 5 

扳、粘，不让白棋整形。” 

初段：“白 6 以后，黑 7 位攻。” 

加藤：“对，这样，白苦。黑 a、白 b、黑 

c 扳粘后，黑随时可在 e 位渡，同时还留

有黑 d 位扳的余味。这是黑乐观的战

斗。” 

初段：“ 5 图 白 2 位顶的话，黑 3 位

立就可以了。白若走 4 位，黑就 5 位断。” 

五级：“ 6 图 白 2 扳呢？” 

加藤：“黑 3、 5 得实利，好。 A 位的

断点依然存在。黑 3 也可以在 a 位扳

出。” 

3 图 

4 图 

5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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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攻击的次序 

加藤：“【第 10 型】 这是让子棋中白两

翼挂后形成的形。白△肩冲想逃跑，黑怎

么办？” 

五级：“实战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棋。” 

初段：“是在三线长，还是在四线挺？” 

加藤：“这可是大问题。” 

初段：“我判断不清楚该走哪一点。 

1 图 假定黑在 1 位长吧。” 

加藤：“白 2 位长。下一手，黑只能在 3 

位曲。以后，白 4、黑 5、白 6 的变化，

在预料之中。怎么样？白不是完全脱出了

吗？” 

五级：“确实，黑不好攻击。” 

初段：“ 2 图 那么，黑现在 1 位挺呢？

白大约会在 2 位长，这样，黑就走 3、 5 

位。” 

加藤：“黑可以在 7 位严厉攻击。和 1 

图相比，差别很大吧。先长还是先挺，其

结果是大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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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确实。 2 图之后的变化会怎么

样呢？” 

加藤：“ 3 图 白 1 之后， 3 位靠，但

是被黑 4 位挖，麻烦。黑 10 位封锁，黑

不坏。” 

五级：“ 4 图 白在 1 位尖呢？” 

加藤：“黑 2 位压。白可能会在 3 位

长。白形不舒畅。下一手，无论黑在 4 位

大攻，还是在 a 位飞攻，白都难受。 

5 图 现在回到最初的形。黑 1、 3 后，

白 4 靠是形。白一旦争到 a 位，就有了

眼形。即使黑在 a 位长，白 b 位先手刺

后再逃，也不坏。黑只要占到 c 位，便没

有什么不满了。” 

五级：“ 6 图 黑 1 后，白 2 下立怎么

办？” 

加藤：“没必要担心。因为，到最后，白

不得已会走出 a 位这样的损棋。” 

2
6

1
4
3

5

8

9
7

10

4
A

3 1
2

5 4

1
3

6
2

A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第 三 章 攻 击 的 急 所  

83 

 

第十二节 从急所到急所 

加藤：“【第 11 型】 白△靠。现在如何

攻击白三子？下面展示一下这个形的变

化过程： 

1 图 这是高目脱先定式。黑 1 之后，白

走 2 位，然后 4 位长、 6 位靠。白 6 过

于强硬。在 a 位开拆，才是常规的下法。” 

五级：“逢碰便扳。 

2 图： 黑 1 扳，可以吗？” 

加藤：“俗手。白 2、 4 之后，黑失去

了严厉攻击的手段。以后，黑若走 a 位，

白便在 b 位从容做活。” 

初段：“我也知道黑 1 不太好。不过，

白 4 之后， 

3 图 黑下在 1 位点白急所，不能考虑

吗？” 

1

5
4
3

2

6
A

3
2

1

B

4
A

第10型 黑先 

1 图 

2 图 



第 三 章 攻 击 的 急 所  

84 

 

加藤：“注意到这一点，很好。你基本掌握

了攻击要领。但是在这种场合，白 2、 4 位

应后，黑显得有些无理。黑 5 断，白走 6、 

8 位，黑没有后续手段。黑应当走于自己无

损的攻击急所。” 

初段：“ 4 图 黑 1 是正解吗？” 

加藤：“对，是急所。仅此一击，白便摇摇

欲坠。” 

五级：“ 5 图 白 2 位长呢？” 

加藤：“黑 3 是非常厉害的急所。白走 4、 

6 位联络的话，黑 3 正好是卡眼的要点。

接着，黑马上在 7 位下立。这样，上边的

空全部收归黑有。而且，白失去了眼形，只 

好逃出。 

6 图 白 4 虽是双方的急所，但黑 5 的靠

严实。白 6 位挖，也没得到任何好处。到

黑 9 为止，上边的黑空得以确定，白只能

勉强做活，黑形势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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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随手 

加藤：“【第 12 型】 这是实战中常见的

形。现在，▲压，△扳，下一手，黑切忌

在 A 位随手扳，让白在 B 位长。” 

初段：“不能在 A 位扳......我明白了。 

1 图 黑 1 夹。” 

加藤：“这题太简单了。白若走 2 位（ 4 

位也同样），黑便 3 位挡、 5 位封锁，

让白在里面做活也没关系。” 

五级：“ 2 图 黑 1 夹后，白 2 位挺出

的话，黑便 3、 5 下立，分断白棋。” 

初段：“这种棋，作为问题提出来，还能

答对。但在实战中，能否正确应对，就很

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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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急所一击 

加藤：“【第 13 型】 这是继 12 型后出

现的局面。只要在急所一击，眼形丰富的

白棋就会立即成为无根之草。” 

五级：“那么，要在什么地方点，夺白的

眼形。” 

初段：“ 1 图 黑 1，白 2 阻渡的话......

黑 3 夹。以后，白若走 a 位，黑便 b 位

断，吃白三子；白 b 位粘，黑便 a 位渡。

不管呗怎样挣扎，下边也只能做成一个

眼。” 

五级：“ 2 图 白若走 2 位，黑便 3 位

渡，白受不了。” 

加藤：“这个问题真简单，根本用不着我

多言。只是，点的位置千万别错。” 3 1 2

第13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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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不要错过机会 

加藤：“【第 14 型】 这个形，只消看一

眼，就应当马上把棋子投向急所。” 

初段：“这个急所太明显了。” 

加藤：“ 1 图 黑小飞缔角再加两翼展

开。白在 1 位镇，消黑模样，以下至 11 为

止。黑 8 不提子而在 9 位粘也行。” 

五级：“这道题，连我都答得上来。 

2 图 黑 1.这是前面讲过的点方的要

点。” 

加藤：“对。黑 a 的断虽然也是好手，但

白一旦在 1 位补，就完全安定了。这样急

的急所并不多。” 

初段：“黑 1 点后，白怎么办呢？ 

3 图 白 2 顶吗？” 

11

4
3

8
5

7
1

6
9

2

10 = 5

1
A

第14型 黑先 

1 图 

2 图 



第 三 章 攻 击 的 急 所  

88 

 

加藤：“黑便 3 位长。白 4、黑 5，白

没有眼形只好逃出。白 2 若走 a 位，黑

当然走 b 位。” 

初段：“ 4 图 黑 1 点，白 2位靠呢？” 

加藤：“黑 3 位扳，只此一手。白 4 长，

黑 5 粘，充分。这样，白很难应付。 

5 图 白走 6 位拐出吧，黑便立即在 7 

位的急所点。这样的急所，一个接一个，

白不好受。白若在 a 位连接，黑便趁势 b 

位扳。如果白 6 改走 c 位，黑仍然走 7 

位。D 位的断点，没有必要马上切断。” 

初段：“白 6 若在 7 位补，黑便 6 位

封锁。” 

加藤：“对。正常的应对应当是， 

6 图 白 2 压、 4 靠。黑 5 之后， 7 粘、 

9 飞，仍是黑充分的图形。让白走出 2 位

这样的不得已的棋来，也就收到了攻击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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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节 只要能吃 

加藤：“【第 15 型】 这是从压长

定式演变而来的形。怎样攻击碰在黑

壁上的白三子？要严厉地攻击，只要

能吃就吃掉它。” 

初段：“ 1 图 你（指五级）该不会

在 1 位扳吧。” 

五级：“我水平再差，也不会走出这

样糟糕的棋来。白 2、 4 长，不是

活了吗？ 

2 图 我要在 1 位逼。” 

加藤：“恐怕不会有人走出 1 图那样

的棋来。 2 图的黑 1，可以及格，

但还不够严厉。而且，到一定的时

候，白有 2 位顶后，在 4、 6 位最

低限度做活的手段。当然，这 

样做活的话，对黑来说，非常充分。

但是，还有更严厉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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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黑 1?” 

加藤：“白 2 压、 4 粘。黑 5 之

后，白 6 跳，仍然容易逃出。 

4 图 黑 1 夹是最佳、最强的攻

击。这样，白怎么走都不行。” 

初段：“这一手并不特别难。” 

加藤：“ 5 图 白 2 长，似乎可以

逃出。但是黑 3 先手立，然后走 5、 

7 位，白出不去。” 

五级：“真厉害！这么容易就吃掉

了。” 

加藤：“ 6 图 白若走 2 位扳，黑 

3 顺手先打，已经满足。况且，黑

还可以走 5、 7 位吃，白不能忍

受。如果白在 a 位断要引起其它麻

烦的话，黑 7 改在 a 位长也很充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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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节 综合运用 

加藤：“【第 16 型】 这也是让子

棋中经常出现的形。 ▲在 A 位也同

样。怎样攻击白二子？” 

五级：“ 1 图 黑 1、 3 断......”  

初段：“ 1、 3？简直是俗手！白 4、 

6 应，白棋非常舒畅，黑毫无 

办法。” 

加藤：“黑 1、 3 断，确实是俗手。

但是， 4、 6 算什么棋？像初 

段的水平吗？同样是俗手！白 4 应

当， 

2 图 单在 1 位靠。黑 2、白 3、 5，

顺调。这就是所谓出头的手 

筋。以下至白 11 止，黑的攻击完

全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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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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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黑走 1 位作断的准

备。” 

加藤：“对。综合运用了前面讲的。

这里是最急的急所。 ▲在 a 位也同

样。白 2 连接，黑 3 从容地长。这

样大规模的攻击，白不好应付。 

4 图 白若走 a 位，黑就 b 位断（以

下白 c、黑 d），因此，白只好在 4 位

跳，往中腹逃。” 

初段：“那么，黑就 5 位压。” 

加藤：“由于有 e 位的挖，黑 5 也充

分。但真正的手筋是， 

5 图 1 位的夹。” 

初段：“这确实是好手。”  

加藤：“白走 2 位的话，黑当然走 3、 

5 位。黑 9 粘后， a、 b 两 

点的冲出，必得其一，黑大攻白。走

成这种结果，白棋糟糕透了。 

6 图 黑 1 后，白若在 2 位连接，黑

可在 a 位下立，也可更加严厉地在 3 

位跳。白 4 位跳时，黑 5 位夹，仍然

可使白棋为难。” 

A
1
3

2

A
1

3

2

4
5

A 9
7
B

2
8 1

3
4

5
6

3 图 

4 图 

5 图 

6 图 

A D B
C

E
4 5

6



第 三 章 攻 击 的 急 所  

93 

 

第十八节 根据周围的情况 

加藤：“【第 17型】 怎样攻击白

三子？正解不止一个，根据周围的

情况，可以考虑种种攻击点。” 

初段：“ 1 图 黑 1 镇，怎么

样？” 

五级：“白 2 尖出呢？” 

加藤：“确实，从感觉上来说，镇

是好手，但却要担心白在 2 位尖出。 

2 图 不过，在右边白的逃跑方向一

带，黑有如此的厚味，黑在 3 位飞

攻，白就非常难受。” 

初段：“就是说，镇是否正解，要 

视周围的情况而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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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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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3 图 黑 1 飞，怎么样

呢？” 

加藤：“让白占据了 2 位形的要

点。由于白棋得以安定，黑稍有不

满。但是，如▲的配置那样，右边

有黑模样时，黑 1 也有力，可以说

是一个正解。” 

初段：“ 4 图 黑 1 点的手筋也成

立吧。” 

五级：“真厉害！” 

加藤：“严是严厉，但被白在 2 位

立是疑问。白轻易弃掉二子，然后

再在 6 位飞，不是很舒畅吗？ 

5 图 必须掌握黑 1、 3 的攻击。” 

五级：“看起来形不太好。” 

加藤：“不，这种手段很严厉，特

别是在有▲的场合。因为黑还可以

顺手在 5位刺。” 

五级：“ 6 图 白只好 6 位粘。” 

加藤：“那么，黑在 7 位跳，顺调

攻击。 

白 8 跳时，黑 9 占据急所继续攻

击。白要处理好这块棋，得花费相

当大的精力。这种攻击的好处在

于，无论周围情况如何，都有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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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节 复习 

加藤：“【第 18型】 请思考攻白五

子的手段。在第二章中，我们学过的

攻击拆形的方法。现在再来复习一下。

虽然这道题比较复杂，但思考方法完

全相同。”  

五级：“ 1 图 急所是黑 1 的长吗？

这一点若被白扳住，白棋的眼形就丰

富了。”  

初段：“黑 1 显得太软。假定白在 2 

位应，黑也没办法。黑若走 

a 位，白便在 b 位粘，根本没棋......” 

加藤：“ 2 图 黑应当走 1 位。前面

不是学过怎样攻击拆二吗？” 

B
2
A 1

1

第18型 黑先 

1 图 

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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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点？确实学过。 

3 图 白在 2 位立的话，黑走 3 位

就可以了。” 

加藤：“这样，白三子几乎不能再

动了。 

4 图 上图黑 3 若走本图 1 位是

俗手。白 2 之后，黑反而被吃。黑 

1 若在 2 位刺，白便走 1 位，干

净。因此，不注意可不行。” 

五级：“请稍等一下。您不是说 3  

图黑 3 之后白三子几乎不能再动吗？接下去， 

5 图 白走 4、 6，可以渡过。” 

加藤：“是可以渡过。不过，接回几

个废子没有一点价值。即使渡过，也

没眼形。黑 7 位虎，大攻白棋，黑

好。” 

初段：“确实。白棋无眼，太惨了。 

6 图 黑 1 点时，白若 2 位压，黑

便 3 位渡。” 

加藤：“这样，白还是没有眼位。

黑 1、 3 搜了白根，白难以忍受。黑  

1 这样的急所，应当一眼就看出来。”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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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节 攻杀拾零-珍谱:三劫无胜负 

加藤：“很久以前的一盘棋中，出

现了一个奇怪的形。参考图（第 14 

期十段战、黑-加藤、白-赵）中， 

▲提劫，白△也提劫。以后会成什

么样的结果，知道吗？” 

五级：“角上的黑棋和上边的白棋

对杀、打劫。哎呀，真复杂！” 

初段：“我来试试。黑在 a 位

提？” 

加藤：“那么，白在 b 位提。” 

初段：“黑又在 c位提，这以后呢？” 

加藤：“白在 a 的右边回提，黑在▲位回提，白在△位回提。” 

五级：“啊？回到原来的形了！” 

加藤：“是的，就这样循环往复，永无终结。因为谁也不想让，这局棋就

无法分出胜负来。” 

初段：“这就是所谓‘三劫无胜负’吧。” 

五级：“本能寺之变的前夜，初代本因坊算砂也曾走出过三劫的棋来。后

来，三劫被看作不吉祥的前兆......” 

加藤：“棋，不可能主凶吉。不过，这种棋实在少见。一个人一生中也不

容易碰到一局。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赵治勋先生竟下出过三回三劫无胜

负的棋。”〔第 14期十段战 加藤八段（黑）对赵治勋六段（均为当时段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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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战死活二十型 

第一节 多做死活练习 

加藤：“常常有人问专业棋手：怎样才能增强实力？对这一类问题，我们

感到很难回答。” 

五级：“这也是我最想知道的问题。” 

加藤：“怎么说呢？要有增强实力的方法的话，我也想知道。有人说：多

做死活练习，就是增强实力的最好方法。” 

五级：“死活练习？看着就头痛！” 

加藤：“怕做死活练习的人很多，但是，这种练习既可训练自己发现手筋

和急所，又可养成默看、默算的习惯，确实是提高棋艺水平的最好方法。

我的棋也是靠做死活题提高的。在我当已故木谷实先生的学生时，先生几

乎每天都要给我们出死活题。我们把答案拿给先生看时，如果先生一句话

也不说就退还我们的话，就是答错了。这样要反复若干次。如果是正解，

就马上进行下一道题。” 

初段：“得不到正解就不前进？” 

加藤：“确实很严厉。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收获是很大的。” 

初段：“其实，我也知道死活练习的重要性，经常练习，有些围棋杂志上

不是常有‘ 5 分钟·初段’这样的测验题吗？可是，我一次也没答对

过。” 

五级：“是那样。‘正解 · 五级’一类的试题，难度很大。” 

加藤：“那种题，不必相信。‘ 5 分钟·初段’那样的试题，有时连五段

的棋手也答不上来。重要的是，要从简单、基本的问题入手，扎扎实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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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好基本功，然后再循序渐进地提高问题的难度。” 

五级：“木谷教室说：答不出，别前进。可我呢，稍微考虑一会儿，只要

不会，就要马上看答案。” 

初段：“不能看答案。那样，学不到东西。” 

加藤：“不，不一定。看答案，也是很好的学习。” 

五级：“真的？可以看答案就简单了。” 

加藤：“这里收集了 20 型，全是实战中经常出现的。这些题，最好全部

背熟，当然也可用作默看练习。只要掌握了这些死活，实战中，心里就踏

实了。” 

五级：“自己解答太麻烦，干脆我全部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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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型 

加藤：“先出一道简单的题，你们要动动脑筋。” 

初段：“这种题，一眼就能看出来，是给他出的题

吧。” 

五级：“这题，连我都会。 

1 图 黑 1 夹，可以吧。白走 2 位的话，黑当然走 

3 位，然后 5 位粘。哎呀，糟了？白 6 立 

就活了。” 

初段：“错了！” 

加藤：“黑 5 若在 6 位扳，那么，白 5、黑 a，成劫。仍然失败。” 

初段：“ 2 图 黑应在 3 位退，这样，白就死了。” 

 

 

五级：“白 4 位立呢？” 

初段：“ 3 图 黑 5 扳，简单。白 6 挡，黑 7 点。” 

五级：“哦，下面白若走 a 位，黑就走 b 位，白成假眼。以后我一定要

记住，不能在 1 图的 3 位打，要在 5 位退。” 

加藤：“对，应当掌握一点常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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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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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型 

加藤：“这道题本来很简单，但有些棋力相当强的人

也答不上来。 初段，你来试试。” 

初段：“这题并不难。太容易了！ 

1 图 黑 1 靠，对吧？” 

五级：“白在 2 位退， a、 b 两点必得其一，白棋

活了。” 

初段：“真奇怪！” 

加藤：“被考住了吧。在有段位的人中间，犯这种错误的人还不少。” 

初段：“单靠不行。 

2 图 应当先在 1 位跨，然后 3 位夹。” 

五级：“的确，黑 1 是急所。” 

加藤：“你们没判断错吗？ 

 

 

 

 

 

 

3 图 白 4 打吃，怎么办？” 

初段：“哎呀，还是死不了吗？什么地方错了呢？” 

五级：“那么，不跨也不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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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黑 1 尖，怎么样？” 

初段：“如果尖能杀死白棋的话，就太简单了。” 

加藤：“黑 1 是正解。果真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 

5 图 黑 1 尖、白 2 长，怎么办？” 

初段：“黑 3 扳。” 

加藤：“那么，白 4 尖呢？先在如果能杀死这块白棋，这个问题就算毕业

了。” 

五级：“怎么看也像是活形。” 

初段：“不。哪能杀不死呢？ 

6 图 黑先在 5 位跨，否则就没办法了。待白 6 应后，再在7 位断......” 

加藤：“白 8 位立。” 

初段：“糟糕！ a、 b 必得其一，白活了。错在什么地方呢？” 

五级：“没错吧。 

 

 

 

 

 

 

 

7 图 黑可以在 9 位立。白 10 位做眼后，黑 11 位紧气，白没有应手。” 

初段：“什么？ 五级来教我，真难为情。” 

加藤：“确实。这种死活都不懂的话，实战中就难办了。下面，将第 2 型

的由来展示一下： 

8 图 是这样的。白 1 打入后，应对如图所示至黑 12。白 a、黑 b 交换

后，白脱先。白显然无理。如果让这块白棋做活的话，就太没出息了。” 

初段：“我已经会应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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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型 

加藤：“这道题，只要懂得形就很简单，并不需要复

杂的计算。当然，要无条件地吃。” 

五级：“ 1 图 黑 1 飞是形。白 2 应......，黑走 a 

位。” 

初段：“黑应该马上在 3 位扳。 A 位不走也没关系，

白不会去走 a 位的。” 

五级：“白 4 立......” 

初段：“黑 5 扳，杀白。白走 6 位的话，黑 7 点，简单。” 

加藤：“对。不过， 

 

 

 

 

 

 

 

2 图 前图白 4，走本图 1 位呢？” 

五级：“是打劫？” 

初段：“黑 2 位点，无条件杀白。白若 3 位应，黑便走 4、 6，这个形

不是双活。” 

加藤：“对。答得好！” 

五级：“再回到前面， 

3 图 黑 1 飞，白 2 位立呢？” 

初段：“黑 3 大飞。只要 3 位这一子不被吃，白就做不成两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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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型 

加藤：“这是常见的形。杀不死这块黑棋，就没有资

格当 初段。这个形， 五级也必须掌握。” 

五级：“这没什么了不起，我会。 

1 图 一扳即死，对吧。白 1 扳，黑 2 位应，白 3 位

点。” 

初段：“答得真好。接下去， 

2 图 黑走 4 位......” 

五级：“白 5 立。黑 6、白 7。” 

 

 

 

 

 

 

 

初段：“对，是正解。” 

加藤：“对五级来说是正解。但 初段这样的水平，当然应该有另外的答

案。” 

初段：“还有另外的答案？我以为只有 2 图一种......” 

加藤：“也许有点刁难。 

3 图 2 图的黑 4，可以在本图的 1 位扳。白如果走 4 位，黑就 2 位断，

打劫。白如果在 2位退，黑 3、 5 应，白走 6、 8，仍然成劫。” 

初段：“黑 1 真是强硬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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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型 

加藤：“这道题，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黑的手

段只有一个，白的应手却有几种。要是能对付白的所

有应手，就完全有资格得到段位。” 

五级：“黑的手段只有一个...... 

1 图 黑 1、 3 扳粘，行吗？” 

初段：“不行，不行！白在 4 位立，好像黑棋故意让白做活。” 

 

 

 

 

 

 

五级：“黑 5 扳，白 6 粘。的确活了。” 

初段：“很简单。 

2 图 黑 1 立。白 2 挡，黑 3 扳。这种形，前面已经学过。” 

五级：“和第 4 型一样，白 4 虎， 

3 图 黑 5 扳、 7 点。这个形，很简单，应对至黑 11 为止，怎么样？” 

加藤：“是正解。只是，白的应手，并不止限于 2 图的 2 位挡，例如： 

4 图 白 2 尖呢？” 

初段：“还有这一手？哦，没什么， 

5 图 黑在 3 位扳。白 4 粘，黑 5 点，白死。” 

五级：“这样，我也会。但是，白 4 不粘， 

3 1
4
2

6

5

1 2

4

3

第五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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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 而在本图的 1 位虎，怎么办？” 

初段：“虎？不好应付。黑 2 很像要点，但白走 3 位却活了。怎么办呢？

白 1 虎，就活了吗？” 

加藤：“不，死了。你忽略了这一点： 

 

 

 

 

 

 

 

7 图 白 1 虎，黑在 2 位老老实实地粘上就可以了。” 

初段：“粘？真没注意到。白若在 3 位扩大眼位，黑就走 4、 6，还是刚

才的手筋。” 

加藤：“还有一种应手， 

8 图 黑 1 立，白在 2 位虎。这种情况下的对策，也必须考虑。” 

五级：“黑走 3 位......” 

初段：“白 4 冲、 6 扑，死不了啦。白 8 位做成一个眼，以后， a、 b 

两点必得其一。 

9 图 前图黑 3 在本图 1 位点成立。白若走 2 位，黑 3 位扳，白便死

了。” 

加藤：“黑 1 是防白反抗的急所。以上的变化都能掌握的话，就差不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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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型 

加藤：“这个型，和前型很相似，如果能马上得到正

解。就有上段的水平了。” 

初段：“看起来很简单，却不容易找到急所。” 

五级：“ 1 图 黑 1 是急所吗？白要是补在 

这儿的话，眼形就充分了。” 

初段：“虽说对方的急所就是我的急所，但白  

2、 4 可以轻易做活。黑 1 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所。” 

五级：“ 2 图 黑 1、 3 扳粘，白 2、 4 得到眼位，仍然活得轻松。” 

 

 

 

 

 

 

 

初段：“照前型的思考方法，不是很好吗？ 

3 图 黑 1 立，白便死了。” 

五级：“这么容易就死了，那当然好。白在 2 位挡呢？” 

初段：“怎么走，都是死。比如黑 3 位点，白 4 做眼，黑 5 立。” 

五级：“的确，这么说，立是正解？” 

初段：“我想是这样。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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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图 黑 1 立，白 2 位做眼，怎么办？” 

五级：“黑 3 飞。白 4 时......” 

初段：“黑有 5 位扳的手段。白当然在 6 位扳，黑 7 断，白 8 提，成

劫。” 

加藤：“白 4 走 6 位，也同样是劫。 

5 图 上图黑 3 走本图 1 位，仍然是劫。” 

五级：“劫，是正解吗？” 

加藤：“不，应当无条件杀白。 3 图、 4 图的立，是败着。 

6 图 要想不打劫的话，只有黑 1 的跳。” 

 

 

 

 

 

 

初段：“跳？没想到。白在 2 位做眼的话，黑 3 再跳。” 

五级：“ 7 图 白在 2 位扩大眼位呢？” 

初段：“这很简单，黑在 3 位的急所点。” 

加藤：“ 8 图 黑 1 跳，白 2 也跳，怎么办？” 

初段：“黑先在 3 位先手虎，然后 5 位打。不！这样又成劫，不行吗？” 

加藤：“对，打劫不行。 

9 图 黑应当在 3 位点。这里一直是急所。白 4 挣扎也没用。黑 5 长，

白做不成两个眼。黑 1 跳的手筋，千万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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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型 

加藤：“这是分先棋、让子棋中经常出现的形。黑

先，怎么走？能正确应对的人，少得出奇。让我们

先来看看这个形的构成。” 

加藤：“ 1 图 对星位大飞的黑阵，白在 1 位碰，

即成第 7 型。黑 2 外扳之后，黑 4 牢牢地粘是正

着。黑 10 虎也是正着。” 

五级：“我碰到过十几次这样的形，却不知道以后的应对。” 

加藤：“ 2 图 黑 1 立，行吗？” 

五级：“不行。变化走尽了。” 

加藤：“绝对不能让白在 2 位做活。” 

初段：“ 3 图 黑 1 点，结果怎样？听说要成劫......” 

加藤：“白一般在 2 位顶。黑也在 3 位顶，白 4 扳，黑 5 立是绝对的

应对。接下去， 

4 图 白只好在 6 位粘。黑 7 扳，成劫形。白 12 提，是这种局面下白的

最好结果。劫，是正解。但是，这种劫黑轻白重，对黑来说，是官子劫。

和 2 图乏味的立相比，此图强多了。” 

初段：“请等等， 

5 图 上图的白 6，在本图的 1 位立，不好吗？” 

加藤：“不行，黑可在 2 位扳。吃掉三子，白也活不了。” 

初段：“对， a、 b 两点必得其一。还有一个问题， 

6 图 黑 1、 3 时，白不能在 4 位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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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黑 5 立，白难办。白走 6 位，指望双活。但是，7 图 黑 7、 9 

以后，白却没有眼，白被吃。” 

五级：“ 3 图、 4 图的变化最好能背下来。” 

 

 

 

 

 

 

加藤：“对，这和定式差不多。” 

初段：“ 8 图 黑 1 点，白 2 在这边顶，结果怎样？” 

加藤：“和前面讲的差不多。黑 3 顶，只此一着。白 4、黑 5 也是必然

的应对。接下去， 

9 图 黑走 7、 9 之后，仍然成劫。对白来说，劫，是最好的结果。由于

是黑的官子劫，黑应计算一下劫材，没有必要马上打。但是，这个劫，确

实是黑的一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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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型 

加藤：“这种形，只要碰到一次就不会忘记，但想不到

不会应对的人也很多......” 

五级：“好像有几种攻击的方法。最简单的是...... 

1 图 黑 1 曲，怎么样？” 

初段：“白当然 2 位挡。然后，黑 3 夹、 5 长......” 

加藤：“出现了一个有味的形。白 6 扳、 8 立，成劫。

白 8 如果走 a 位，就是一般的劫，但这个劫却和普 

通的劫不一样。 

 

 

 

 

 

 

2 图 白 8 之后，黑 9、白 10.这个形叫做万年劫。黑要想打劫的话，得

先在 a 位紧气、 b位提，然后再在 c 位打，才能开始打劫。由于白气太

长，基本上可以说是活棋。” 

五级：“那么， 1 图的黑 1 不行。” 

初段：“ 3 图 黑 1 大飞，怎么样？白 2 跨......这个形，怎么看也是

劫。” 

加藤：“劫不是正解。要无条件地杀白。” 

五级：“ 4 图 黑 1 小飞？” 

初段：“白 2 靠后，黑在 3 位不动声色地退。” 

加藤：“对，这才是正解。黑 3 之后，不管白怎样挣扎，都不能活， 

5 图 假设白走 1 位......” 

五级：“黑 2 扳、 4 点，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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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对。那么， 

6 图 白 1 跳呢？” 

 

 

 

 

 

初段：“想迷惑我吗？黑 2 点，不是很简单吗？白若 3 位应，黑就走 4 

位。” 

加藤：“骗不了你。那么， 

7 图 白走 1 位呢？这有点麻烦。” 

 

 

 

 

 

 

五级：“黑 2 夹，白 3 反击，等于帮助白棋做活。 

8 图 黑 2 扳，可以吧。白 3 位应，黑 4 位点。” 

初段：“不行，不行！白 5 可以做活。 

9 图 黑在 2 位点，对吗？” 

加藤：“对，是正解。这不愧为初段！白若走 3 位，黑走 4、 6 是好手

段，白马上就死了。这是实战中很容易出现的形，千万要记住！” 

五级：“小飞之后，要点是 9 图的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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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型 

加藤：“这也是从星位开始变化而来的形。第一着，只

要懂得一点围棋的人都会走。但以后的变化却容易被忽

略。” 

初段：“太简单了。 

1 图 黑 1 跳，白就没办法了。” 

五级：“白当然走 2 位，黑 3、 5 扳粘，大功告成。” 

初段：“对。这题过于简单。” 

加藤：“能这么说吗？” 

初段：“嗯。啊？！ 

2 图 黑 3 扳后，白还有 4 位扑的手段。黑 5 提，白 6 打，黑不能粘，

成劫。” 

 

 

 

 

 

 

 

五级：“这个问题，容易忽略。劫，是正解吗？” 

加藤：“不，要无条件地吃。” 

初段：“无条件？怎么走呢？” 

加藤：“ 3 图 黑 1 跳入后，在 3 位点就行了。白 4 位应的话，黑 5 

扳......” 

初段：“哦，知道了。白 6 冲之后， a 位的扑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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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型 

加藤：“△在角上扳。能杀死这块白棋吗？ 五级，你

来回答。” 

五级：“黑在 A 位救一子的话，白 B 位做活。黑走 B 

的话，角上一子又要被吃。那么， 

1 图 黑 1 点，试一试。” 

初段：“急所。这样白就死了。白 2 之后，黑 3 立， 

白全部被吃。” 

五级：“黑 3 如果在 a 位断，只能吃一半。黑 3 之后， 

2 图 白只有 4 位粘。” 

初段：“黑 5 再送一子，让白在 6 位提。然后， 

 

 

 

 

 

 

3 图 黑 7 扑、 9 破眼。无论白怎么走，也只能做一个眼。” 

五级：“全死了。” 

加藤：“到黑 9 为止，基本及格，但还有不够之处。白 8 还可以在 9 位

作最后的挣扎。” 

初段：“打劫？” 

加藤：“是黑的‘无忧劫’，成劫也算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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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型 

加藤：“实战中，尤其是让子棋，几乎每局都要出现这

样的形。” 

加藤：“ 1 图 白 1 点三三，白 7 飞，黑 8 挡，白 9、

黑 10 之后，白脱先。然后黑在 a 位接，便是第 11 

型。” 

五级：“是常见的形。白是死、是活，我算不清。因此，

经常放着不动它。” 

加藤：“放着不动的话，高手就会瞧不起你。不要光说不会。来，实际杀

杀看。” 

五级：“ 2 图 黑 1 冲、 3 扳？” 

 

 

 

 

 

 

 

加藤：“攻击点不好，吃不死。白 4 之后， 

3 图 黑 5 点、 7 粘，乍一看是要点。但白走 8、 10 完全做活。黑提白

三子之后，白还可以回提。白 8 是好手。” 

初段：“白 8 若在 9 位做眼，黑 a 成劫？” 

加藤：“对。刚才说过， 2 图的攻击点不好，但在一定的情况下，却很有

力。例如： 

4 图 如图所示， △和白 2 四子是棋筋时，黑可走 1、 3 位。白 8、黑 9 

成劫，基本成功。白 8 若走 a 位，黑 8、白 b 交换后，黑在 c 位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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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掉棋筋，没有不满。不过，还有更好的攻击方法。” 

初段：“ 5 图 黑 1、 3 两边扳。” 

加藤：“对。这样就能无条件地吃白。” 

五级：“ 6 图 白若走 4 位，黑 5 点后，再走 7 位，白做不成两个眼。” 

加藤：“ 7 图 黑 1 扳时，白在 2 位跳，怎么办？” 

初段：“黑仍在 3 位扳，不行吗？” 

 

 

 

 

 

 

 

加藤：“白走 4 位呢？” 

初段：“有这种手段？哦， 

8 图 黑在 5 位点。我险些受骗。” 

加藤：“以上是扳杀的基本功。必须注意的是， 

9 图 黑 1 如在上边先扳，就不能无条件地杀白。白 2 接后，黑 3 点，

白 4 扳......” 

初段：“白 8 立，就成了刚才讲过的万年劫。” 

加藤：“懂得这一点，已经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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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型 

加藤：“白棋和前型完全一样，只是 A 位多一口气。

因此，白可以作进一步的挣扎，黑的攻击也就更困

难。” 

初段：“从什么地方入手呢？和前型一样， 

1 图 黑 1 扳，试试看。”  

加藤：“对，还是扳好。但是白这次要走 2 位，争取

一线希望，如果白走 a 位或 b 位，黑不让白利用松一口气的有利条件，

马上在 c 位扳，白便死了。这种走法，请参考一下前型。白 2 之后， 

2 图 黑 3 点，白 4 位接，黑 5 位粘。好好记住这个次序！” 

 

 

 

 

 

 

 

 

初段：“打劫？白 6 做眼，黑 7 打。” 

加藤：“是劫。当然，这种劫也可以。不过， 

3 图 上图白 8 若在本图 1 位立，劫胜之后，更为合算。黑在 2 位，以

下的次序是，白 3、黑 4、白 5。” 

五级：“是劫吗？  

4 图 3 图白 5 在本图 1 位粘，不行吗？” 

初段：“黑会在 2 位尖。白只好 3 位打。这时，黑 4 从外面紧气。白提

黑二子，黑还可以回提。这个形‘盘角曲四’，是死棋。” 

五级：“这么说，只好打劫啰。再回到前面看看， 

5 图 黑 1、白 2 时，避免一切麻烦，黑马上 3 位断，怎么样？很明显，

这样也是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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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黑 5 提，白 6、黑 7，是劫。白 6 如果在 8 位打，黑 6 位长，

仍然是劫。” 

加藤：“注意到这个问题，很好。同样是劫，但考虑到劫打败以后的情况， 

2 图、 3 图就要好一些。 5 图那样的劫，如果被白在 a 位提，就太损了。 

再讲一点，供你们参考： 

 

 

 

 

 

 

6 图 1 至 5，看起来好像很有力，但白 6 应后，便不可能杀白。接下去， 

7 图 黑 1 绝对。白 2 扑，是好手。黑 3、白 4 后，黑只好 5 位提劫。 

8 图 白 6、 8 连提两子，黑无法避免成‘胀牯牛’之形。假设黑在 a 位

粘，白提黑， 

9 图 黑走 1 位，白便在 2、 4 位吃‘胀牯牛’。结局是，白无条件地做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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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型 

加藤：“相似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头脑里有些混乱

吧。现在，出一道和前边的型面貌全非的题。有将

松散的白三子一网打尽的可靠手段吗？” 

初段：“确实，白棋很松散。从什么地方入手呢？” 

五级：“ 1 图 黑 1 冲、 3 断，不行吧。” 

初段：“白断吃一方。这样不行，要一网打尽。 

2 图 黑 1 下立，白 2、 4 扳粘，至白 6 为止，角上也活了。” 

加藤：“这种棋，连五级都会。必须再进一步。” 

 

 

初段：“ 3 图 黑 1 冲、 3 刺，怎么样？” 

加藤：“比 2 图进了一步。但白 4、 6 应，活了。这样，仍然不及格。

似乎还有黑 5 不在此处接的攻击法，但棋味不正，可以说是无理之着。 

4 图 黑 1 位，白 2 位应时，黑有 3 位点的手段。这才是可靠的方法。” 

五级：“好厉害的手段！白接哪边呢？” 

初段：“ 5 图 不在 4 位接，就更没办法了。黑当然 5 位断。白 6 退，

黑 7 爬，结果怎样呢？白 a、黑 8 的话，白气不够。因此，白只好在 8 位

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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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不，没关系。 

6 图 黑有 9 位断的手

筋” 

五级：“白 10 打呢？” 

 

初段：“黑 11 弃二子是手筋。白走 12 位的话，黑便在 13 位紧气， 

7 图 黑 15 扑，至黑 17 吃。” 

五级：“没有一点回旋余地。好手段！” 

加藤：“回答的很好。这种紧气法，叫做‘大头鬼’，是有名的手筋。你

们一定要掌握。” 

初段：“请稍等等。 

8 图 黑 1 之后，白 2 下立，成立吗？” 

加藤：“黑 3 下立，白便没手段了。白若走 4 位，黑 5 扳，好。这种棋，

连五级都会杀。 

星定式演变出来的死活题到此结束。如果能完全掌握以上的十三个型，

在实战中，战斗力就会大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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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型 

加藤：“高目内托定式以后再加▲形成的形。现在△

扳，求活。能够无条件地吃掉这块白棋吗？” 

五级：“ 1 图 黑 1 位立，好像杀不死。” 

初段：“白 2 虎，至少可以成劫。黑 3 打，白 4 做

劫。” 

五级：“打劫不行。我原以为黑 1 之后，白在 a 位

粘或在 3 位立。要这样的话，就可杀白。可是......” 

初段：“ 2 位好像是急所。那么， 

2 图 黑 1 点。” 

 

 

五级：“白若走 2 位，黑 3 下立，好。黑 5 长，白做不成两个眼。” 

加藤：“ 3 图 黑 1 时，白 2 长，怎么办？” 

初段：“黑当然在 3 位挡。白大约在 4 位粘，黑 5 位破眼。白 6 之后，

黑 7 扳。” 

五级：“这种形，叫什么？” 

初段：“这就是常见的‘盘角曲四’，劫尽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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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型 

加藤：“△夹，能吃掉这个白棋吗？如果没有自信心，

就只好让白渡过去。” 

初段：“让白渡过，太没出息！ 

1 图 黑 1 立。关键在于白走 2、 4 以后的应手。” 

五级：“黑只好在 5 位退，白 6、 8 活角。白很容

易就做活了。是黑 1 的立无理？”  

初段：“黑 5 的退，太软。 

2 图 可以在 1 位扳。” 

五级：“有这样走的么？白 2 断......”  

 

初段：“黑 3、 5 包打，然后 7 位粘，白便上天堂了。” 

五级：“死得如此迅速。” 

加藤：“ 3 图 黑 1、 3 之后，白 4 长，怎么办？” 

初段：“黑在 5 位虎，白便逃不掉。白大约在 6位提一子，黑就在 7 位

枷。” 

加藤：“对。白遭到黑的反击，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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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型 

加藤：“▲一间缔， △从里面刺，黑接，白长。” 

初段：“这是常见的形。 

1 图 黑 1 挡，白 2、4扳虎，白 6做劫。我指向的

出来这些应手。” 

加藤：“一般是成劫。但是当周围的黑坚实后，特别

是有▲时，黑就有更好的手段。” 

初段：“什么样的手段呢？黑在 2 位下立，好像也杀不死白......” 

加藤：“ 2 图黑走 1位。白 2、4 后，黑 5 点，是破眼的急所。有点难吧。” 

 

初段：“白 5 下立，黑便在 7 位粘。果真不错。” 

五级：“如果白在 a 位扳，黑 b 位立就行了。” 

加藤：“白 6 若在 7 位断吃，黑 c、白 d 交换之后，黑在 6 位退回，

也没问题。只是， 

3 图 白 2 扳、 4 虎，有点麻烦。黑走 5 位后，从局部来说，白棋是死

了。但是，这种手段，只有在周围的黑棋很强时，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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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型 

加藤：“这是常识问题。”  

加藤：“ 初段是会的。 五级，你先回答。 

1 图 此形是这样来的：黑一间缔，白 1 三三碰，

以下应对至白 7。这个形本来是活形， 

白却贪图官子，作了白 a、黑 b、白 c、黑 d 的

交换。角上也因此而产生了攻白的手段。” 

初段：“我也有过这样的教训，由于在 a 位走了棋，便吃了大亏。” 

五级：“从外面攻是不行的，干脆从里面攻。 

2 图 黑 1 点？”  

 

加藤：“对，是正解。白只好 2 位应。” 

五级：“黑 3 立，黑 4 粘，黑 5 扑，成劫。” 

加藤：“对，答得好。 

3 图 2 图的白 4 也有在本图 1 位扑的......” 

五级：“黑 2 吃，白 3 粘后，黑 4 提，仍然是劫。只要白不能在 a 位

打，就不可能无条件地活。” 

加藤：“白不能吃‘胀牯牛’。可见，△和▲的交换是大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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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型 

加藤：“这个型和前型很相似，但攻击点完全不同。

难度是很大，如果能一眼看出来的话，就有业余高

段的实力了。”  

五级：“看来，我是不可能会的。” 

加藤：“不要这么说，想想看。 

1 图 这是白 1 碰后，应对至黑 8，白脱先形成的

形。” 

五级：“实战中， 

2 图 黑 1 立，先手得利。”  

初段：“对，实战中，黑好像可以在 1 位立。然后，白在 2 位曲，求活。” 

 

五级：“黑 a 位点的话，白 b 位应，是活棋。” 

加藤：“我来打岔一下， 

3 图 黑 1 立，白 2 跳，怎么办？ 五级，你说。” 

五级：“这么说，是可以杀白啰。我来试试。黑在 3 位点。白 4 立，黑 5 

扳，白做不成两个眼。黑 3 先在 5 位扳，也行。” 

加藤：“对不起，打搅了。你们继续刚才的讨论吧。” 

初段：“立不成立。那么 

4 图 黑 1 扳，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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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白当然 2 位虎。” 

初段：“好像黑有 3 位点的手筋。白 4 应后， 

5 图 黑 5 粘。” 

五级：“白 6 扑。黑 7 吃，白 8 提......” 

初段：“怎么搞的？！不是劫。提掉白二子，白还可以回提， a 位有一个

眼。”  

 

五级：“立也不行，扳也不行，那就到里面去想想办法。 

6 图 黑 1......” 

初段：“白走 2、 4，活得很轻松。 a 位有一个眼，白 b、黑 c、白 d 还

有一个眼。这两个眼，当必得其一。” 

加藤：“正解是， 

 

7 图 黑 1 点，虽然这一点有点怪。白 2 粘，黑 3 长，便成了‘盘角曲

四’。因此， 8 图 黑 1 点，白只好走 2 位。” 

初段：“黑 3 打，是劫形。白在 a 位打，还是劫。” 

加藤：“白从 4 位打好一些。以下， 

9 图 白 6 扑至黑 11。在这种情况下，对白最有利的结果，就是成为黑的

官子劫。实战中，经常碰到这种场面。只要掌握了 8 图中黑 1 点的手筋，

就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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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型 

加藤：“黑先，是无条件地杀白，还是劫？这也是很

麻烦的问题。这种杀棋技巧，只要见一次，就不会忘

记。” 

加藤：“ 1 图 黑 1 夹到黑 9 为止的定式，你们知

道吧？以后，增加了黑 a、白 b，又强化了外面的黑

棋，便形成了第 19 型。能否夺去角上白的眼形？” 

五级：“从哪儿入手呢？ 

2 图 黑 1、 3 扳粘能杀死白棋就简单了。可是......” 

加藤： “白 4 立，黑不可能继续攻击。黑 1、 3，还不够深入。” 

 

初段：“请等一下。 

3 图 2 图的白 4 不能走本图的 1、 3 位吗？” 

加藤：“问得好。黑有 4 位夹的手段。白 5 之后，黑走 6、 8 位，白 9 打劫。本

来可以净活，打劫当然不行。黑 4 若在 5 位扳，白走 4 位，便成梳形活棋。千万

要注意。” 

初段：“ 4 图 扳粘还不如在 1 位立。白如果 2 位立，黑走 3、 5 便轻而易举地杀

白。” 

五级：“不是很简单么？” 

加藤：“但是，白棋不会按 4 图的变化进行。 

5 图 黑 1 立时，白 2 尖，是很好的应手。这样，用普通的办法无法应付。黑 3 跳，

是最强的攻击手段，以下至白 8 成劫。这些应对，每一手都是绝对之着，务必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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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但是，打劫不行。要无条件地杀白。” 

初段：“ 6 图 黑 1、 3 扳粘的话，白走 4 位便可以做活......。我真

笨。” 

 

加藤：“不行了吧。正解是， 

7 图 黑 1 扳，黑 3 点。” 

初段：“ 8 图 白当然在 4 位立。然后，黑在 5 位粘。黑 7 之后， a 位

的渡和 b 位防白做眼，二者必得其一。这种攻杀法，好像在哪儿见过。” 

五级：“ 9 图 为什么黑先在 1 位点不行？” 

加藤：“这个问题也问得好，黑 3 扳时，白有 4、 6 的变着。 A 位断和 

b 位做眼，两点必得其一，白棋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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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型 

加藤：“将前型稍微变了一下。这个形，白的结局怎

样？” 

五级：“不知为什么，思维很混乱。又要用奇特的手

段杀白吗？” 

初段：“不，这回是普通的攻杀法。 

1 图 黑 1、 3 连扳。白 4、黑 5，打劫。” 

加藤：“的确是普通的攻击法。但打劫不行，要全部歼灭。” 

五级：“什么？正面交锋不行吗？” 

加藤：“ 2 图 黑 1是正解。” 

 

初段：“好厉害的手段！这叫‘长伸腿’么，跑得真远。不会被切断吧？” 

加藤：“这个形好像很危险，其实可以渡过。 

3 图 白如果在 2 位扳，黑 3 是好点。白 4、黑 5，左右的断点，黑必得

其一。” 

初段：“这种手段，不懂得就不敢用。” 

加藤：“好好记在心里，实战中定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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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攻防技巧测验二十五题 

解 题 之 前 

加藤：“希望你们综合至今为止的学习内容，回答问题。” 

初段：“我的手都痒了。” 

加藤：“问题是以我的实战例为中心收集的，并增加了古谱、让子棋和 

创作问题。” 

初段：“专业棋手的实战棋真难。对我来说，尤其是这样......” 

加藤：“放心吧。我没出特别难解的题，复杂的场面都已经简单化了。 

作为大致的标准，我将问题分为三类： 

☆ ——让初段解答的问题。 

☆☆ ——初段水平。 

☆☆☆ ——初段以上的水平。 

当然， 初段你也应该认真思考☆☆和☆☆☆的问题。多数问题只需要一手 

来表示，也许是意想不到的简单。” 

初段：“我希望全部回答正确。” 

五级：“我以一半正解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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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题       过分      黑先    ☆ 

加藤：“先从简单的为题入手。现在，白 1 尖顶、 3 跳。” 

五级：“常见这种棋。” 

加藤：“但是，这种场合下，白 1、 3 走得太过分。白棋应该单在 3 位

一间跳。黑怎样利用这一点来攻击？” 

五级：“黑 A 肩冲，能跑得掉吗？” 

初段：“真胆小！黑当然在 B 位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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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 1 肩冲怎么样？” 

加藤：“原来你是想跑黑二子。黑

走 1、3 后，确实没有被攻击的危险。

但是，至白 8为止，白棋也轻松地

逃脱。” 

初段：“不要考虑逃跑，应当攻击

白棋。 

2 图 黑必须再 1 位镇。” 

加藤：“对，无论怎样，都应走这

一着。白如果在 2 位尖出，黑就走 

3 位。以后， 

3 图 白 4、6，黑 5、7，白 8 靠，

黑 9 扳，是白相当苦的形。” 

初段：“白好像要被吃。” 

加藤：“就算吃不掉白，黑棋也该

理所当然地攻击。” 

五级：“白象 2 图那样逃跑当然好

办。但是， 

4 图 黑 1 镇，白走 2 位呢？” 

加藤：“这个问题问得好。黑应该怎样应，请看下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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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题    意识到危险    黑先    ☆☆☆ 

初段：“三颗星？一定是道难题。” 

加藤：“危险已逼向黑二子，可不能随便应对。” 

五级：“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黑在 A 位逃外，我想不出一着棋。” 

初段：“ A 位？就没有更严厉的手段了吗？” 

加藤：“实战中，出现这种形的可能性很大，一定要在充分意识到危险的

基础上，断然封锁白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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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 1 图 黑 1 跳，白也在 2 

位跳，这样不成其为攻击。黑 3 跳，

白 4 又跳，这种局面对白有利。” 

初段：“黑只能得到一根棍。 

2 图 黑 1 压，封锁白棋。好像有

些无理。” 

加藤：“确实。白 2 扳出。黑 3 断

后，白 4 立。只要白 2 一子不被

吃，黑就有危险。 

3 图 正解是黑 1 尖。虽然看起来

有危险，但这才是最强、最佳的手

段。” 

初段：“白走 2、 4 位，怎么应？” 

加藤：“黑 5 切断。如果黑 5在 A 

位退，白便 5 位粘，黑失掉良机。

黑 5 之后， 

4 图 白走 1、 3 的话，黑 4 靠是

急所。这种对攻，黑有利。白 5、黑 

6，以下着数虽多，但几乎是必然的

应对，最后成劫。由于是外面紧气

的，这是对黑有利的劫，所以可以

说黑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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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题    不要客气    黑先    ☆ 

加藤：“这是让四子的棋。怎样处理右下△一子？” 

五级：“这个问题看来比较简单，大概是给我出的。” 

加藤：“因为这是让子棋，黑怎么走都不会失去优势。因此，正解也不止

一个。不过，请你把这局棋当做分先棋来考虑，要大吃白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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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在 1 位一带封

锁。” 

初段：“白 2 点三三，转换，不是

太软弱吗？” 

加藤：“到白 10 为止，黑是有点

软。另外，白 2 也有在 3 位靠的。 

这样，黑就在 2 位扳，白 8 位扳，

腾挪。” 

初段：“以前，这种棋的攻击手段， 

2 图 只有黑 1 的尖顶。让白走重，

再来攻击。” 

加藤：“对，白 2 长，黑 3 按预定

计划攻击。这样，白不敢乱动。” 

初段：“只要白不能走 2 位，就没

什么可怕的。” 

加藤：“ 3 图 黑 1 是分先棋的感

觉，也可以说是正解。黑 1 的基本

出发点是，考虑到吃掉白一子以后，

可以得到比黑走 A 位更大的空。白 

2 跳后，黑 3 至 7 使白走重再攻是

要领。如果是让子棋， 1 图和 2 图

的解答，就已经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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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题    目标在右边    黑先    ☆☆ 

五级：“还有不少大场。” 

加藤：“是的。不过，还是应该考虑攻击。” 

初段：“攻哪块棋？只有右边的白四子可以攻。这样的棋能攻吗？” 

加藤：“先攻击再说。即使现在没棋，攻击中也可以限制白在各处的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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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简直不知道该从何处下

手。 

1 图 干脆，黑 1 镇。” 

五级：“好感觉！我双手赞成。”  

加藤：“镇，虽是好攻势，但白

并不怕。白 2 靠后，便没什么

问题。黑 3、白 4 交换后，黑

没有好点继续攻击。” 

初段：“黑 3 如果在 A 位扳，

白仍然 4 位长，没什么棋。”  

加藤：“我本以为 初段能答上来，

可是...... 

2 图 正解是黑 1 刺。待白 2 位

接后，黑再走 3 位。” 

初段：“确实，这种攻击方法，

形好。我本来应该会的......” 

加藤：“当然，并不一定能吃掉

白棋。但攻击却能加固上边和左 

边。这就是攻击的价值。” 

1

4 2
A 3

3
2
1

1 图 

2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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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题    不提示    白先    ☆ 

五级：“只有一颗星，是给我出的题。您要是问攻击哪块黑棋吧？” 

加藤：“问题很简单，我就不提示了。” 

初段：“我知道了。” 

五级：“攻击上面的黑棋？攻下面的黑一子也有魅力......右下的黑棋，

好像没有攻击点。” 

初段：“你还是糊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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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那就攻下面的黑一子吧。 

1 图 白 1 尖。白 3 是先手，然后 5 

位镇，吃黑一子。” 

初段：“没味道。黑还有 A 位的

渡。” 

五级：“那么，白 5 阻渡？” 

初段：“怎么都不好。要攻击的话，

只有右下的黑棋。 

2 图 白 1 刺。不， A 位的刺也成

立。” 

加藤：“对，不能失掉这样的急所。 

1 位和 A 位都差不多。 

3 图 黑 2 接，白 3 刺、 5 渡。黑

没眼形，只好外逃。” 

初段：“▲一子，自然被消灭掉。” 

五级：“的确是这样。但是， 

4 图 白 1 刺，黑 2 立，怎么办？” 

初段：“无理，无理！白 3、5 之后，

黑到处都是断点，摇摇欲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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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题    缓攻    黑先    ☆ 

加藤：“能够攻击的只有右边。” 

五级：“您是问怎样攻击白的拆二吧。但是似乎没有什么恨严厉的攻击点。

还不如重视上边的模样，在 A 位飞，逐渐扩展。” 

初段：“ A 位的感觉，可以打八十分。不过，好像还有更厉害的攻击点。”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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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我想在 1 位镇。” 

加藤：“手段很严厉，不过，这种场合下，怎么样？

白 2、 4 先手出来，黑模样受损，被压缩。白 6 之

后，虽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攻击白棋，但却不能说

是正解。” 

五级：“ 2 图 刚才 初段给了八十分的黑 1 怎么

样？” 

加藤：“我给一百分。以上边的模样为重，同时缓

攻白棋，才是要领。白若走 2、 4 等俗手强化自

己，黑模样便因此而越来越结实。这就是攻击的效果。白 2 也有在 A 位

托来腾挪的，但这仍然会加固黑模样。 

3 图 黑 1、白 2 是常

规的走法。下一手，白

在 A 位补是好形。但

黑不给白机会，马上采

用常用手段，在 3、5 

位攻。黑 7 以下是必

然的应对，然后转向 

13 位。怎么样？” 

初段：“封锁了。白确

实糟糕了。” 

加藤：“白只是做活倒很简单。但活棋的同时，无论如何也要使黑棋加固，

并且还使白在上边的打入受到牵制。” 

3

1

6

4
2

5

5
3

1
2
4

A

12

11

10 9
8

7

13

1

A

2

3
5
6

4

1 图 

2 图 3 图 



第 五 章 攻 防 技 巧 测 验 二 十 五 题  

143 

 

 

第 7 题    位置变了    黑先    ☆☆☆ 

初段：“黑先。要是白先的话，我想攻击左下方的黑棋。” 

加藤：“左下方的黑棋，攻击价值并不是很大。” 

五级：“攻的话，应该攻右边的白二子。这道题和前题不同吗？” 

加藤：“虽然都是拆二的形，但位置变了，攻击方法当然也要相应地改变。

可以不考虑从下面攻击。怎样从上面攻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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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还是在 1 位

镇。” 

加藤：“相当严厉的攻击！差不

多及格了。只是， A 位还漏着

风。而且，白 2 一跳，似乎还差

一手棋。上边的模样不是很大，

所以黑 B 位飞的价值也比前题

小多了。 

2 图 黑 1、3 是强烈的攻击。有

点难吧。” 

初段：“第一次见这种走法。黑 3 

以后， 

 3 图 白 1挺，怎么办？” 

加藤：“黑 2 冲断。这一着，很

容易被忽略。至黑 8 为止，白二

子浮了起来。而且，黑在 A 位立，

还有攻击的余味，黑是绝对优势。 

4 图 白 1 曲、 3 跳是正常的应

对。即使这样，白也没有完全安

定。而且还有黑在 A 位的冲出，

是黑充分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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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题    反扭对方胳膊    黑先    ☆☆ 

加藤：“白 1 肩冲，怎么应？” 

初段：“白棋嫉妒黑空啦。” 

加藤：“你是说白棋是消空的吗？不，是试探应手。白棋想根据黑的应手，

决定自己的态度。这种时候，正是机会。请考虑一个抓住白试应手的棋子，

反扭对方胳膊的攻击方法。” 

五级：“好像没几个选择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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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我只能想出黑 1 挺

这样的棋。” 

初段：“普通的应手。白 2 跳后，

黑在 3 位夹，可以渡过。” 

五级：“黑 3 是好手。这样，基本上能渡过。” 

加藤：“回答得不错，但有点倾向保守。白 2 先手扩张了右边的 

模样，而且还有 A 位的下立。这种步调，白无不满。总之，一定不要 

忘记攻击。” 

初段：“必须攻击...... 

2 图 干脆，黑走 1 位。” 

五级：“真厉害！再过一百年，我

也看不到这样的手段。” 

加藤：“斗志，可以打满分。但是

白 2 尖出，以后的变化难以预

测。” 

初段：“ 3 图 黑 1 好。让白走 2 

位，反正上边成不了空。” 

加藤：“对，这才是决定性的一

着。使白走重，然后攻击。上边的

空，本来不大，即使失掉也没什么了不起。 

黑 5 压，仍然在为攻击着想。这种态度很重要。白三子要处理好不容易。 

另外，黑还有黑 a、白 b、黑 c的手段，攻击左上的白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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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题    攻击的常识    黑先    ☆ 

初段：“当然是攻击右边的白二子。” 

加藤：“对 初段来说，这只不过是常识。” 

初段：“确实，非常简单。只要有我这种水平......” 

五级：“别那么得意，小心出丑。” 

初段：“没问题，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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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 1 跳，行

吗？” 

初段：“白 2 跳出后，不知道

谁攻谁。” 

五级：“是这样。那么，用你最

拿手的手段， 

2 图 黑 1 镇，试试看。” 

初段：“白 2 尖出，黑 3 压，

是间接攻击的步调。” 

加藤：“用不着我插嘴了。下面， 

3 图 白 4 之后，黑 5 扳，紧

凑。黑 7、 9 应，黑形势大好。” 

初段：“白 4 如果走 A 位，黑

就走 B 位。白 C 位逃的话，黑

便 A 位扳，白受不了。” 

五级：“ 4 图 黑 1 镇。白 2 

靠怎么办？” 

加藤：“黑 3、 5 之后， 7 位

粘是手筋。到 11 为止，吃掉白

二子，黑非常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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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题    看清    黑先    ☆☆ 

加藤：“上边的白二子是无依无靠的形。在让子棋中，这种时候正是决策

的时机。” 

五级：“要能封锁就好了。” 

初段：“假若封锁之后又活了，那才倒霉。” 

加藤：“确实。能否封锁，是第一点；封锁之后，白有无做活的可能，是

第二点。希望你们看清这两点。这个问题虽然有两颗星，但五级这样的水

平也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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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 1 刺？” 

初段：“白只有在 2 位接。” 

五级：“然后，黑 3 封。” 

加藤：“对。黑刺是次序。黑 

单在 3 位封，白有 A 位的靠。” 

初段：“这以后有问题。 

2 图 白 1 开始行动， 7、 9 的 

托退是先手。 11、 13 之后，黑 14 

位挡......” 

五级：“这里面，怎么走也活 

不了。” 

加藤：“是做不活。即使白 11 

走 A 位，待黑 12 位应后，白在 B 

位做劫来挣扎，黑在 11 位打后，白 

仍然不能活。有点麻烦的是， 

3 图 2 图白 9 的退，改在本 

图 1 位立。” 

初段：“黑在这边 2 位应。” 

加藤：“白 3 之后， 5 位打， 

成劫。 

4 图 白 1 立时，黑 2 位粘，好。

虽然白有 3 位刺的手段，但黑 4、 6 

应后，白没有做活的余地。白若走 9 

位，黑没有必要粘， 10 位应最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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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题    谁吃谁    白先    ☆☆ 

加藤：“▲跳入。黑吃白，还是白吃黑？这是难解的场面。” 

五级：“是难解。白六子怎么看也没救了。” 

初段：“不一定。只要击中急所，或许有棋。算清以后的变化很困难。” 

加藤：“是的。对杀的变化一定要完全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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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总之，白 1 

托是急所。第二章里学过。” 

加藤：“黑 2 位顶呢？” 

初段：“白 3 退，如何？黑 

当然 4 位粘。然后白 5 位

尖...... 

怎么？活不了？” 

加藤：“哪里，没问题。 

白 7 位立后， A 位做活和 

B 位渡是必得其一。这样，白成功。由于右上的黑

还没活，白是先手。 

2 图 需要注意的是，白 1 

托后，黑在 2 位扳出。” 

初段：“白当然走 3、 5 位，先手断。” 

五级：“拼气。白有五口气。黑气是几口？” 

初段：“一口气也不能松， 

3 图 白当然在 1 位紧气。除此之外。无法取胜。

黑 2 冲，白 3 扳......黑 4 扳，白 5 长，好像

白棋气长。” 

加藤：“对。黑 6 位粘的话，白 7 位接。黑有四口气， 

白多一气。” 

五级：“黑 4 如果在 A 位打呢？” 

初段：“和刚才一样。白 B 位提，黑出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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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题    攻哪边    黑先    ☆☆ 

初段：“左边的白三子弱，从右边向中腹延伸的白棋也不稳定。” 

五级：“攻击哪边呢？” 

加藤：“绝对不允许半途而废的攻击，也不能让其联络。问题在于怎

样分开两块白棋。想想间接攻击法和缠绕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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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不能让白联络的话，

黑就走 1 位分断。” 

加藤：“黑 1 虽然有攻击意识，

但对两边白棋都没有威力。白 2 

至 8，黑反而遭到白的袭击。因此，

黑 1 不是攻击点。” 

初段：“ 2 图 黑 1 位碰......” 

加藤：“对。这才是正解。这是典

型的缠绕战术。白如果 2 位扳，

黑便在 3 位紧盯不放。白 4 打，

黑 5 长，白棋很弱。总有一边要

被吃。黑 5 不能在 A 位打，让白

5 位提。” 

初段：“白 2 如果在 5 位扳，黑

同样在 B 位反扳。” 

加藤：“对。实战中， 

3 图 黑 1 碰，为了避免黑棋接触

右边的大棋，白在 2 位腾挪。黑 

3、 5 缓攻。黑 7 之后，两块白

棋中，总有一块会发生大危机。” 

初段：“白棋陷入困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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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题    猛攻    黑先    ☆ 

加藤：“黑不断地猛攻时，白在 1 位靠。不要迟疑，要一锤定音。” 

初段：“不要让大块白棋和上边一子取得联络。这不是很难。” 

五级：“只有一颗星，是给我出的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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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 1 图 恐怕不会有

人在 1 位扳吧。黑 1 扳，

正好让白取得联络，由于白 

A 是先手，白 2 跳后，黑的

攻击已经不起作用了。黑如

果在 B 位打，白可在 C 位

反打。”  

五级：“ 2 图 黑 1 肩冲怎

么样？” 

 

初段：“对你来说，这真是难得的漂亮答案，这是正解吧？” 

加藤：“这也是典型的间接作战法。白 A 位应的话，黑走 B 位。白

若 C 位应，黑就走 D 位，白的大棋眼看就要与黑子相碰。 

3 图 黑 1 肩冲，白如果走 2 

位或 A 位，黑 3 位下立，

充分。即使白的大棋得到安

定，黑在上边也能得到更大

的利益。” 

初段：“ 4 图 如果白 2 从

这边出来，黑 3 位压，好。

上边的白棋仍然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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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题    飞跃    黑先    ☆☆☆ 

五级：“是攻击右上的白二子？” 

初段：“也许是。不过，攻击，不是一下子就能见效。” 

加藤：“不见得。还是有很严厉的攻击方法。只是，为了得到正解，

必须使自己的思考方法产生一次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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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我只会 1 

位逼。” 

初段：“真遗憾，我

也......” 

加藤：“还差一点。白 2 活

得很舒畅。” 

初段：“ 2 图 那么，黑

走 1 位？” 

加藤：“白 2 位应时，黑 

3 不能省。白 4 位尖，和 1 图差不多。 

3 图 黑 1 是正解。这一

点，不太容易注意到。白

在 A 位穿象眼，黑既可走 

B 位的俗手，也可在 C 位

飞。对白 2 的尖，黑有 3 

位跨的手筋。”  

初段：“确实。白走 D 位，

黑 E 位断；白走 E 位，

黑 D 位渡过。” 

加藤：“ 4 图 白如果在 2 

位尖顶，黑 3、 5 两边靠，白 

形相当危险。因为白 A 位扳，黑可在 B 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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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题    一刀两断    黑先    ☆☆ 

加藤：“左边的黑棋连跳单关，是薄形。希望出色地攻击这几个黑子。” 

初段：“形相当薄。好像有棋，但是......” 

五级：“这种时候，用得上你的拿手好戏。用镇攻击......” 

初段：“还是要用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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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仍然在 1 位镇？” 

五级：“对，当然镇。”  

加藤：“能够熟练运用这种手段，

攻击也就提高、成熟了。这种镇，

无恶手。” 

初段：“是正解吗？” 

加藤：“对，可以说是正解。只

是，黑还有 A、 B 位逃跑的余地，

黑要腾挪也不是很困难。这种场

合，还有更严厉的袭击手段。 

2 图 你们没注意到白 1 的挖

吗？” 

初段：“嗯，我是觉得这里薄。” 

五级：“真的。一刀两断。黑如

果在 2 位打，白 3 位接后， 4、 

5 

两点必得其一。” 

加藤：“光处理被断掉的左边就

已很困难，何况中腹还留有两个

黑子，真是苦战。” 

五级：“黑 2 如果在 3 位打，白 2 长，黑同样被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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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题    喉头上的尖刀    黑先    ☆☆ 

加藤：“这道题是受了高段实战的启发后出的。黑 1 尖是急所，就像

插向白棋喉头的一把尖刀。白为了防止 A 位的断，在 2 位防守。但

是，这块白棋还存在着很大的弱点。” 

初段：“好像是黑棋危险，您却说......” 

五级：“我也会先考虑黑的逃跑。” 

加藤：“白棋没有薄的地方吗？好好看看！” 

2

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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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我知道了。 

1 图 黑 1 挖。” 

五级：“你看到了厉害的手段。” 

初段：“和上题一样，只要认真

思考，不可能不会。” 

五级：“ 2 图 白 2 在右边打，

黑就 3 位接。白即使在 4 位

粘，也会被黑 5 断。的确活不

了。白 4 如果在 5 位粘，结果

也一样。” 

加藤：“关键在于能否看出挖的

手段。现在你们该明白▲是多急

的急所了吧？” 

五级：“ 3 图 对黑 1 的挖，白 

2 在右边打也一样。白 4 粘，黑 

5 断，白仍然无法腾挪。” 

加藤：“只要碰到一间跳的形，

就要先想想有没有挖的手段。如

果看不到挖的话， 

4 图 黑只好 1 位飞，坐失良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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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题    一步一步    黑先    ☆☆ 

加藤：“攻击目标是上边的白棋。” 

初段：“要和左上的白棋相缠绕吗？ A 位的立，如果对左上没有影

响，不能得到先手的话，就困难了。” 

加藤：“也许不要想得太复杂还要好些。一步、一步地从外面逼，总

会有棋。”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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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 1 冲......黑

不能从 4 位断。” 

初段：“因此，黑只好 3 位打。

然后，黑有 5、 7 的手筋。” 

加藤：“本想夸你答得好。但遗憾

的是，白 6 若在 A 位应，黑 5、 

7 就不成其为手筋。 

2 图 正解是黑 1 的点。” 

初段：“怎么搞的？！连这么简单

的手段都没有看到。” 

加藤：“白 2 或白 4 如果在 A

位尖，可以做活，但单存做活太没

意思。黑 3、 5 是攻击的常用手

段，一定要记住。” 

初段：“没眼？...... 

3 图 2 图的白 4，如果在本图的 

1 位顶呢？” 

加藤：“黑正好趁势 2 位立。白 3 

冲出，也无济于事。黑 4 至 8，

顺调夺白眼位，白苦。 

4 图 黑如果弃之不理，白在 1 位

立，黑受不了。一旦白在 A 位跳

入，黑便会遭受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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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题    最强的攻击手筋    黑先    ☆☆ 

加藤：“白在△位靠。” 

初段：“这是常用的手段。” 

加藤：“是的。但在这种场合，却有些过分。黑要抓住机会反击。说

不定， 五级反而能很容易地得到正解。哪儿是最强的攻击手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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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一般黑在 1 位

扳。但这样不好。” 

加藤：“是的。白 2 断后，至 8 

为止，用常用的手筋整形。” 

初段：“ 2 图 黑 1 扳出，黑 3 

打怎么样？我认为这是最强的攻击手筋。” 

加藤：“你是想白 5 位立，黑 4 

位退，对吧？但白要在 4 位打，

6、 8 转向黑角。黑 1、 3 虽是

好点，但还不够强。请再考虑个

方案。” 

五级：“ 3 图 黑 1 顶、 3

断？” 

初段：“这样的手段，味道不

好。” 

加藤：“不！在这种场合，是最

强的手筋。白 4 长的话，黑 5 也

长，白被分为两块。白走 6、 8 位， 

黑在 9 位应，冷静。黑 11 封，

吃白三子，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白 10 若在 11 位逃，黑占到 A 

位，白也难受。 

4 图 如果白 2 让步，黑 3、 5

占大便宜，没有不满。强攻时，

也许不讲究姿态和形反而更好。” 

6

8

1

7

2

4

3

5

7 =A

10 A

5

8

2

3

11

6

1

4

7

9

5

4

3

2

1

4 图 

3 图 

2 图 

1 图 



第 五 章 攻 防 技 巧 测 验 二 十 五 题  

167 

 

 

第 19 题    一鼓作气    白先    ☆ 

加藤：“不断给你们出难解的题，头脑要发涩。下面，出一道简单的

送分题。这是我的实战，只是稍稍改变了一下形态。” 

五级：“是攻击左边的黑棋。” 

加藤：“用一手表示就可以了。没有多余的时间，最好一鼓作气。” 

初段：“这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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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攻击的效果怎

样，暂且不管，先在 1 位镇。” 

初段：“只有 1 位镇这一手。” 

加藤：“对。黑 2 尖怎么办？五

级，你说。” 

五级：“白将在 3 位飞？” 

加藤：“好感觉。不断用飞来追

击，是攻击的理想姿态。黑如果

走 4 位，白就 5 位防守。这并

非单纯的防守，而是瞄着 A 位的断点。 

黑 6 位补时，白又在 7 位

飞......” 

五级：“好厉害的气势！” 

加藤：“黑 8 至 14 以后，黑即

使做活，外面也全是白势。白再

在 15 位一带展开，这盘棋可以

说已经定局。” 

初段：“省掉黑 10，还是可以活

吧？” 

加藤：“ 2 图 你是想黑抢先占 

1 位。但是，黑受不了 2、 4 的攻 

击。白一飞再飞，使黑遭受这样的猛攻，可以说黑已经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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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题   避免双活    白先    ☆☆☆ 

加藤：“能否吃掉左边的一团黑棋？这决定着白胜，还是黑胜。” 

初段：“好厉害的棋！从右下到中腹，白被吃掉了。” 

加藤：“不吃掉左边不行。注意不要走成双活，要彻底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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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看不清

楚。白 1 点，试试看。好

像是急所。” 

加藤：“黑 2 位立呢？” 

初段：“白当然 3 位尖。

黑 4 以后......只能成

双活吗？” 

五级：“ A、 B 是必得其

一。” 

初段：“ 2 图 一般说，缩小眼位 

常用扳。那么，白 1 先扳，怎样？” 

加藤：“黑走 2 位，仍是双活。白是后手双活，有什么意思？ 

3 图 白 1 的点，是抗拒双活的急

所。黑如果在 2 位立，白便走 3、 

5 位。这种形，是黑死。” 

初段：“黑 2 若在 4 位立呢？” 

加藤：“白走 5 位救可以了。这

次，不会成双活。” 

五级：“即使里面没有两个眼，黑

还可以在 6 位粘，怎么办？” 

加藤：“没关系。白 7 以下，直

接追击，黑的大棋马上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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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题   初级死活    白先    ☆ 

加藤：“左上的黑棋生死不明。” 

初段：“这是给五级出的题。” 

五级：“这种程度，我可能答得上。” 

加藤：“因为这是初级死活，作为问题提出来， 五级也应当会解。但在实

战中，有些上了段的棋手也可能会放过这样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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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太简单了。 

1 图 白 1 点，黑 2、白 3 不是很好吗？不，错

了！黑走 4 位就活了。” 

初段：“错得厉害。 

2 图 白 1 点，黑 2 位立也能活。白 5 如扑，

黑便走 6 位。” 

五级：“我原以为很简单。” 

加藤：“再好好想想。正解只有一个。你把每一

点的变化都想一下，就会明白的。” 

五级：“剩下的急所， 

3 图 只有白 1 的点。这一点能行。黑 2 时，白

走 3 位。刚才是次序错误。” 

初段：“终于答出来了。因为白 3 厉害，所以黑

不会走 2 位。 

4 图 黑当然在 2 位扩大眼位。” 

五级：“怎么？还是不死吗？白 3 扑、 5 

打......对，黑走 6 位，成劫。” 

加藤：“劫是正解。” 

初段：“白 3 可以在 6 位长吗？” 

五级：“黑 A 位挡。” 

初段：“这样的话，白 3 位扑，黑便死了。白 3 

若走 6 位，黑在 5 位扩大眼形，就活了，白 1、 

3 是绝对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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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题   需要技巧    黑先  ☆☆ 

加藤：“白△飞。” 

五级：“这是让子棋中常见的形。” 

加藤：“一旦迟疑不决，黑就要受攻。这种场面需要技巧，不要去想攻击

的手筋。第一感必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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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段：“ 1 图 黑走 1 

位，白怎么办？” 

加藤：“当然走 2 位，不

能退让。” 

初段：“那么，黑用 3、 

5、7、 9 的手段，可以破

白上边。” 

加藤：“白 10 位尖，黑

形危险。 

2 图 黑 1、 3 先手得

利，然后 5 位靠，是常用

的手筋。需要具备这样的

第一感。这也是一种间接

作战法。 

3 图 白若在 1 位或 A 

位应，黑便走 2、 4、 6.

最后，黑 8 尖，收获甚

大。” 

五级：“确实。那么， 

4 图 白在 1 位应呢？” 

加藤：“是啊。不过，黑 2扳下，好。黑在上边损失不大，却在右边造成

了压倒攻势。” 

9

5

7

3

6

8

4 2

1 10 3

4

5

2

1

6

2

4 3

5 7

1 A

8

1

2

4 图 3 图 

1 图 2 图 



第 五 章 攻 防 技 巧 测 验 二 十 五 题  

175 

 

 

第 23 题   时机尚早    黑先  ☆ 

加藤：“右上是白在黑的小飞缔角下托后形成的形。是轻率，还是时机尚

早？总之，白△的出动，明显过分。” 

初段：“攻击，简直太容易了。要把白棋吃掉。这是我的拿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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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黑走上边

的 1 位能吃掉白棋就好

了。白走 2、 4，轻易做

活，黑 1 不成立。那么， 

2 图 黑 1 行吗？” 

初段：“好像不易吃住。

白 2 位顶。为了夺白眼

位，黑必须在 3 位下立。

白然后在 4 位跳，黑的攻

击困难。” 

加藤：“是的。在这种场

合，黑 1 是让白出走的

形。” 

初段：“ 3 图 黑 1 位

夹。” 

加藤：“对。只此一手。

这是实战中常见的形，一

定要记住。因为黑不怕白

在下边的 A 位应， 

4 图 所以，白只好在 2

位长。黑 3 当然。黑 5 位镇后，白便不能动弹。” 

初段：“白若走 6 位，黑便走 7 位。白棋差不多上天堂啰。” 

五级：“真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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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题   先发制人    白先  ☆ 

加藤：“先发制人的机会到了。我不提示，你们自己答。” 

五级：“要攻击的话，当然是左边的黑二子。占地的同时攻击，行吗？” 

初段：“我知道了。要占据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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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 1 图 我只想得出白 1 

尖顶这样的手段。” 

加藤：“无论黑在 A 位长，还是

在 2、 4 位扳粘，白都错过了

先发制人 

的良机。” 

初段：“ 2 图 干脆，白先在 1 

位打入。” 

加藤：“对。这是严厉的急所。 

3 图 黑大约在 2 位压，白便 3、 5 渡过，带着空攻击。黑若在 6 位 

补，虽然没有强攻的手段，白 7 位的守，也还留有以后攻击的余味。” 

初段：“黑 4 如果在 A 位扳出，

白便 B 位应，也没什么棋。” 

加藤：“ 4 图 黑 2 位挣扎时，白

走 3、 5 位，黑形便崩溃。黑 6

扳，白 7 粘。黑不好补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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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题   认输    白先  ☆ 

加藤：“最后，出一道有点怪的题。激烈的对杀中，▲扳，白怎么办？” 

初段：“真是复杂的对杀。” 

加藤：“白的应手，请用一着来表示。这一着，会使黑认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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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级：“不能让黑渡过，1 图 白

只有走 1 位。” 

加藤：“但是，黑 2 从这边渡

过，还成什么对杀？” 

五级：“要彻底歼灭白棋？” 

初段：“ 2 图 白在 1 位立，不

是好手段吗？让黑 2 位粘，然后

白再在 3 位拐出。” 

加藤：“对。实战中，白只要在 1 

位一走，黑就会认输。吃掉了黑

的棋筋，白胜得痛快。” 

五级：“但是，这以后， 

3 图 黑 1 之后， 3、 5 冲出，

不是还能出头求活吗？” 

加藤：“活是能活。但▲几个子

自然消灭，双方所得的空差别太

大。” 

五级：“是啊。 2 图的白 1，真

是关键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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