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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自序
只要有攻逼存在，围棋就不会失去其魅力。迂回曲折地追赶

对方的大龙，最后将其斩于马下，这是何等痛快的事。相信棋迷
们都曾有过这种体验。 但并不是非得吃棋才攻得过瘾。与其那
样，还不如逼对方的大块苦活，借此得空或成势，好好享受一下
攻逼的余韵。这种优雅的攻逼更有味道。 我认为掌握"为得利而
攻逼"的方法，是您进步的捷径。

那么如何去领会攻逼的奥秘呢?本书试将攻逼的内涵按以下
五个法则进行分类蚋

1. 捜根攻逼
2. 借攻逼扩张模样
3. 纠缠战术
4. 攻逼的方向
5. 有力量和攻逼

围棋千变万化，故随着棋形的不同而改变下法也是当然的，
但只要系统地学会这五个法则，就一定能在实战中融会贯通。 今
后诸位在对局过程中，最好思考一下上述法则哪个适用。本书的
内容完全取材于实战，为使读者能学以致用，准备对每局棋关键
之处的诸多变化， 攻逼的思考方法以及心理战做些解释。

从"为吃棋而攻逼"迈向"为得利而攻逼"。须知就攻逼而言后
者更令人愉悦。相信您一定会喜欢如前所述的这种"攻逼法"。



序章 攻逼之目的
1. 为吃棋而攻逼
2. 为得利而攻逼

攻逼之目的不外乎以上两点。

先来谈谈"吃棋"。如能吃掉对方进而结束战斗，自然天下太
平。业余棋手们都觉得能吃掉对方才是最过瘾的事。的确，
杀"大龙"时的那种征服感实在是太诱人了。但棋是两个人的游
戏，尤其是在高手之间的较量中，想吃棋就更加困难了。

常听人说蚋吃不掉对方，重新打鼓另开张不就行了吗?但世
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攻逼的一方为图顺手，往往要付出相应的
代价，即将实地让给对方，也就是说，先投资了。等到吃不掉对
方时，才发现实空大差，果真这样，就太惨了。

有投入没产出，决非一流的经营者。不得不靠吃棋来求得回
报是最苦的事，逼对方做活，借攻而得利方为上策，学会这一
着，你一定能够在对局中感受到一种与以往完全不同的全新的乐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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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先小试牛
刀。如何对付白1的
侵入呢?现在正是攻
逼的好时机。

 

图2 对有段者来
说，黑1尖顶是常
识，让白2长，将其
走重，再以3、5两
手进行攻逼，黑1、
5夺掉白棋根据的下
法值 得注意。这是
为得利而攻逼的典
型范例之一。可称
作"搜根攻逼"(第一
章)。接下来白如在a
位逃出，黑可趁势
在b位围地，十分理
想。此外，下边c位
一带有黑子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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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借攻而得势"(第2章)。

 

图3 搜根攻逼等
于起到了限制对方
应手的效果。例如
白a进角，黑就可很
痛快地在b位将其分
断。虽然白可设法
上下求活，但将不
可避免地陷入受攻
的窘境。破黑角地
的那点便宜，马上
就灰飞烟灭了。

另外，白1的打
入黑也非常欢迎。
黑甚至用不着下什
么别出心裁的妙手，只要在2、4平淡地应就满好了。白棋妒嫉黑
阵势的结果是自己背上了两块孤棋的包袱。而黑则形成了对白采
用"纠缠战术"的好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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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对付白三角
的拆一，黑1飞攻也
是有趣的一手。白
2，4托退求活，黑5
接不单棋形结实，
如能再以此为背景
占得a位的话，下边
也可形成很好的模
样。此外，由于白
尚未完全安定，所
以白b进角则嫌过
分，被黑c分断，白
无法两全。总之，
白在这一带的应手
大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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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并非任何场
合黑5尖都是好棋。
例如当下边是白的
势力范围时，黑5小
尖就显 得有点不知
深浅了。搞的不
好，自己反而会受
攻。这种情况下，
大概黑a是一般分寸
吧。

 

图6 进一步追溯
一下的话，白三角
挂角时，黑于1位应
才是正着。准确地
把握敌我之间力置
的对比是最重要
的。



1

E
6 5
7

D 4
3 2
1

 

图7 白1打入是
让子棋对局中经常
使用的骗着，此际
恰是"为得利而攻
逼"的好时机。

 

图8 黑1先尖再
于3位扳，白4愚形
出头。问题的关键
就在这里。认为"已
经无法吃掉白棋
了"那就不会有成功
的希望。将你的思
路变换为"有没有即
使让白棋逃脱了，
也能借攻而得利的
下法呢?"

那样的话，黑
5、7是不难发现
的。以下白如a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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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黑就b位断，右边黑地被破的损失即可很简单地获得补偿。

 

图9 黑1托或a位
盖之类的下法就太
缺乏魄力了。黑3、
5仅满足于保住角
地。这么下的话，
大概永远也成不了
攻逼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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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选自我执
黑的实战对局。白1
挂角时，黑2、4是
进攻的常套手
段，"借攻而得利"的
战略思想是从下一
手开始实施的。

 

图11 黑1是绝对
不能放过的一手。
这并不是因为其占
地大，而是因为黑
如脱先他投的话，
白即可于a位飞获得
安定。这么一来，
黑就享受不到什么
攻逼的乐趣了。故
黑1相当大。与白2
交换后，就暂且脱
先不马上进攻正是
黑的得意之处。我
在这里选择了黑3挂
角后再于5位打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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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法，您能领会其中的意味吗?

 

图12 这是其后
的实战谱。白1拆、
黑2先跳出，然后再
于4位飞。对这种序
盘阶段就在二路行
棋的走法，摇头的
人大概不少。而我
所以这么下是想伺
机对右边和下边的
白棋采用纠缠战
术。

对一块棋穷追
猛打，往往不易奏
效。但如果对方有
两块孤棋，那么"借攻逼而得利"的可能性将会大为增加，视情况
而定，干的好的话，也许还能吃掉其中一块棋。故此后黑必须注
意的是，不能让右边和下边的白棋接上头。一旦两块白祺简单地
连通，黑从下边打入后的一连串行动，就变成仅是破坏白空而已
了。

再啰嗦一句，黑三角已经是不重要的棋了。原因是其与下在
二路的白三角交换后，变得轻了，也就是说，它已完成了使命。

夺掉对方的根据，扩张模样，纠缠战术等诸如此类都可简单
地称之为"为得利而攻逼"。应好好地体味一下常用的各种攻击方
法。请您从现在开始就来逐章学习这些攻逼的技巧吧！



第1章 搜根攻逼
攻逼的法则之第一弹是"搜根攻逼"。这种攻逼的长处是夺掉

对方的根据，缩小其生存空间，逼着对方四处流浪，己方则弃虚
取实，营造一种借攻逼而得空的理想局面。由于不是以吃棋为目
的，所以一身轻松。如真能照此展开，大概就胜券在握了。

但值得注意的是不能只顾搜根，死缠不放。攻击奏效即可满
足，但何时收手(放对方活棋)却相当重要，可以毫不夸张地说:停
止攻逼之际，也就是胜负已定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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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的基础知识

 

第1型 黑先

白1挂入，这一
手曾在序章中出现
过。攻击白棋是黑
的基本方针自不待
言，但因周围子力
配置的关系而采用
不同的攻击法也是
当然的。第三手比
第一手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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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解)

黑1尖顶，只此
一手。如被白在a位
小飞生根的话则过
于愚钝了。白2长是
当然的。引人注目
的是下一手。黑在3
位夹击，此处与其
深算还不如凭感觉
下。

 

图2 (价值低)

黑1、3也是一
种下法，但本局因
有白三角一手的缘
故，上面的价值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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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

此后的下法供
参考。黑2下立以及
黑10拐破白眼位是
值得注意之处。只
有顽强地咬住白
棋，左上黑棋的厚
势才会发挥作用。

 

实战图 (如今不
这样下了?)

黑9的飞压如今
似乎都改走其他更
重视实地的下法。
但为了攻击白棋，
黑5、7两子则必然
变得薄弱，故黑9也
是不得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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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虽也可
下，但......)

途中，白1跳虽
也可下，但经黑2或
a位，黑将取得主动
权，白必须对此有
所准备。黑棋的投
资将通过攻击白棋
而得到补偿。这是
必然结果。

 

图5 (转为模样)

黑a的飞拆改走
1位镇也是有力的一
手，对付白2挂，黑
3再次镇头，此时的
焦点则转移到中腹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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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容轻松

 

第2型 黑先

白1高挂，这是
较轻灵，并易于向
中腹出头的一手。
但黑绝不会让白感
到轻松。利用上方
已构筑的外势为背
景，强硬地搜根是
黑棋的好选择。



7
8 6

4
1 2

3 5

1

 

图1 (松弛) 黑1
是墨守常识之着，
不够严厉。被白2、
4托退后，再于6、8
位简单做活，黑难
受。黑三角长的威
力丧失殆尽。

 

图2 (正解)

仔细看看全盘
形势即可发现，白
在各处都执着地捞
取实地。黑则以三
角为代表意在中
腹，要和白棋已取
得的实地相对抗，
黑必须设法利用先
前的投资。

如何本利全收
呢?只有攻击白三
角，让黑三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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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上所有经营中腹的黑子发挥威力。因此黑1玉 柱，大概也是只
此一手吧。

 

图3 (实战1) 白
走1、3位意在立即
安定，黑则毫不留
情地占据4、6位的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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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重复)

上图黑4如改走
1、3位扳长则属劣
质之者。白4、6扳
粘即可简单地获得
安定，黑无后续手
段。黑1、3不好的
原因是与三角二子
成为重复之形。职
业棋手仅凭这点即
在算路及判断形势
之前将1、3从自己
的思考范围中除去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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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两边渡过)
实战的黑三角是严
厉的攻逼手法。白
如走1位，黑则打算
在2位立。上下均可
渡过。

 

图6 (实战2) 因
此白1扳是为牵制黑
棋渡过。黑2冲及白
3扳出均是势在必
行。以下形成一个
意想不到的变化。
右边的黑地虽减少
了，但黑6、10位紧
紧咬住白棋不让其
活净才是关键。黑
暗伏a位的狙击手
段，转战于16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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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3)

黑2、4边攻击
白棋边加固自己，
很是顺畅。黑棋不
马上使出a位点那类
的最后招数，而是
时隐时现地威胁白
棋是贤明的下法。

 

图8 (白棋舒畅)

上图黑8如改走
1位退，白则不再加
固左下角，而下2、
4、6位使右边的白
大块获得安定，黑
不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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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的攻击

 

第3型 黑先

白三角的挂是
攻击目标。上边是
黑方的铜墙铁壁，
必须对此加以利
用。请考虑最强的
手段。提示:A、B均
嫌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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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厚势不发
挥)

黑1小飞是上边
黑势力一般时的下
法，而本局就难免
被讥讽为缓着。白
经2、4托退及6、8
压长即可简单地获
得安定。

 

图2 (仍不充分)

黑1小尖的下法
从夺白根据这一点
来说优于上图的小
飞，但被白2大跳轻
灵地脱逃，黑将失
去攻击的后续手
段。要想办法将白
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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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既不让白棋从
上面简单地逃出，
也不让白棋在下面
搭眼，你知道这
样"贪婪"的下法吗?
黑1的突顶即是充分
发挥上边厚势的强
硬手段。白2下立，
则黑3跳白4关出，
黑5紧追不舍，白很
不舒畅。

搞不淸攻击的
方向时，就像本图那样把对方赶向自己的厚势是要领。"不要靠
近厚势"的格言不仅对自己，对对方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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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领先一步)

黑三角是相当
漂亮的—手，原因
是白如1、3压时，
黑则2、4长，总能
领先一歩，黑无不
满。

 

图5 (迟缓)

在周围黑棋很
坚固的情况下，黑1
显得过于多虑了。
被白2关出，与黑a
相比，黑1有慢—拍
之感。与上图的形
势大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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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战) 白
1、3弃掉7右边的数
子。这个结果，黑
棋实地大增，是黑
有趣的局面。这是
黑棋通过"贪婪"的强
攻很快地收复实地
的一局。



缠绕攻击

 

第4型 黑先

攻击右边白3子
是当务之急，同时
黑也注意到中腹的
白大块尚未活净。
极想采用缠绕攻击
法。第一战役在右
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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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未中要害)

黑1飞，未中要
害。被白2整形后，
黑无后续追击手
段，显得笨拙。此
外，白获安定后，
原本很强的黑三角5
子将立呈薄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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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有力)

黑1镇是有力的
一手，诱白于2、4
出头，顺势走黑5补
强。事实上，确曾
犹豫过是否按本图
的下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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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对于白棋的拆
二，如果学会黑1透
点强硬搜根的下
法，使起来很方
便。对此白如单于4
位挡，则黑a、白
b、黑c渡过，白根
据地被掏空。故白
先在2位横顶，再于
4位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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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1)

随后的黑1、
3、5是有趣的下
法，白6、8虽可成
活，但黑先手巩固
了自己，再占得待
望已久的9位，得
意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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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2)

对付白1搭，
黑2是得意地一
手。先手破白眼
位，再于6、8位定
形，然后回到10位
的大场。中腹白大
块仍未活净，黑不
立即下手，而是先
下10位的务实之
着，正所谓"不即不
离"是攻击的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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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切断)

白如对实战的
进行不满意，而改
走2位求变化，黑3
的挖十分厉害，至
黑9断，白处于半
崩溃状态。



搜根攻逼

 

第5型 黑先

在以"搜根"为题
的问答里，这是最
典型的局面。如此
说来，大概立刻就
可以找到答案。

白右边就这样
获得安定的话，由
于左边白地相当
大，黑不容乐观。
着眼点是右边的白
棋，我采用了搜根
攻逼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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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平凡)

如果想抢占实
地的话，黑1拆是好
点，但与白2交换
后，远在右边的白
棋则得到声援，非
黑本意。黑1从保持
实地的均衡上是有
力的一手，但我对
此没有自信。

 

图2 (缠绕?)

黑1算是缠绕攻
击吗?不，因为白有
在2位拆的余地，反
而是打入白阵的黑1
要受攻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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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不活)

右边白棋如在1
位扳，黑有2位的
点。另外，白1如改
走a位，黑也可2位
点，局部白不活。

 

图4 (痛苦地做
活)

白想活棋的
话，只能委屈地在
1位虎，以下黑如2
位，白可于3、5做
活，尽管很痛苦，
但毕竟是活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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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正解)

迫使白棋像上
图那样苦活虽也是
一策，但我还是看
好黑1位的点。

 

图6 (实战1)

黑棋破白眼位
后，走1、3肩冲是
行棋的步调。白则
大致要在4位逃出。
黑5以下先手定形加
固自身后，再于11
位直奔白的要害，
正式的攻击开始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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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2)

从白1搭到5、7
做劫是苦心地腾
挪。对黑8提劫，白
9先做一眼，成为有
弹性的形状。此
时，黑不要惊慌。

 

图8 (实战3)

黑1点角似乎有
脱离主战场之嫌，
摇头的人一定不
少。其实黑是为下
图发动总攻击制造
劫材而试白应手，
这才是黑点角的真
正意图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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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虽然活
了，但......) (黑9=黑
三角提劫)

万事俱备，黑1
发起了攻击。至12
白棋虽然活了，但
是黑中腹一带变得
非常厚实，形势判
断黑有利。最终如
能以实地多而取胜
是再好不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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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破意图

 

第6型 黑先

白1挂角时，黑
在A位应也没什么不
好的道理，但我不
想这么下。即便在
序盘阶段，也应具
备攻击意识。识破
白1的意图，黑下一
手要动点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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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的意图)

黑1小飞应并无
不妥，就连许多职
业棋手在此局面也
这样下。但白可顺
势在2位拆也是显而
易见的。此后，黑
虽可于a位夹击白三
角，但由于白左上
角很坚固，恐怕难
以奏效。

 

图2 (正解)

故我下了1位的
大飞应，白如仍于2
位拆，则黑3玉柱，
角地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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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1)

即使是对一路
之差，也应具有敏
锐的感觉，这是提
高布局水平的一个
关键。黑1大飞就是
一个好例子。黑小
飞时，白照样a位
拆，黑3位玉柱，角
地也不小。总之，
能否体会到微小的
一路之差的喜忧，
只能依赖于对局者
的感性与感觉。

白如认为图2不堪忍受的话，一定会于2位进角。大飞缔角的
最大缺陷就是这个"三三"。黑3时，白如4位扳，至8止是双方必
然。黑争得先手后于9位拆，不让白安定。角地的损 失将可通过
攻击白棋获得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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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黑1有力)

如何攻击白棋
是问题所在。黑1也
是有力的一手，被
白2曲镇似乎让人不
能接受，但黑冷静
地在3位应后仍可伺
机而动。黑1的用意
是索性让白2镇，借
此来巩固角地。

 

图5 (实战2)

黑1向中腹出
头，这当然也是一
局棋。对此白不马
上逃出，而是在2位
跳与黑抗争。黑则
寄希望于3、5、7的
分断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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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战3)

黑先于1位刺将
白走重，再3位跳是
组合拳式的攻击顺
序(理由后述)。白4
逃出也是大致如此
吧。黑3是扩张右下
一带的有用之着，
而白4则是单纯地逃
跑，几乎没有得
利。迫使白棋下出
效率不髙的棋，这
就是攻击的效果。

黑5是好点。白6打入黑阵，黑如何攻击白棋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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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跳是好点)

黑三角和白三
角交换后再脱先的
话，白1跳则成为好
点。如果黑三角和
白三角未作交換。
由于有黑a的双刺，
白不敢轻易地下在1
位。也就是说，一
旦黑三角和白三角
交换后，1位的跳则
是绝对的一手。

 

图8 (见机行事
的尖顶)

此时黑1是好
手。一般情况下，
黑1尖顶，白2长起
后变得很坚固，黑
不满。但本局的场
合，白2长时，黑可
于3位飞罩，强攻白
棋。故黑1为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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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实战4)

因此实战中白2
碰寻求变化，黑则
于3位扣住白子，右
下角基本上成为实
地，黑没有不好的
道理。但黑7的断有
迟缓之感。现在的
我大概会在a位点角
吧。



第2章 借攻逼扩张模样
第一章"搜根攻逼"是边捞空边进攻，而本章"借攻逼扩张模

样"则是边进攻边构筑外势并以此来压倒对手的豪快地作战方
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大概是业余棋手们很喜欢的战法。

这一战法的要点是应尽可能地将自己的模样做大。对方如不
专门地来侵削的话，大阵势就会自然地转化为实空了。竭力显示
大模样，以此引起对手的嫉妒心，让其前来破空，如能再将下一
章就要学到的"纠缠战术"运用自如，那么你的胜率一定会提高。
抠抠缩缩地下，即使贏了，也与我的性格不符。我愿意从序盘起
就释放出全部的能量，进而干净利落且爽快地一举而定胜负，这
也正是我要向大家推荐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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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对象在哪儿

 

第1型 黑先

黑1是扩张模样
的常用手段，白于2
位应后，下一手是
问题所在。

因为"攻击"是本
型的主题，所以必
须首先探明攻击的
对象。其后再考虑
具体着点。现在的
局面正好可以测试
你的围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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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先巩固
自己)

白在12位拆
二，下边的间距较
宽，故黑于15位挂
角。对白20的斜
飞，黑很坚实地在
21位应，先巩固自
己，也为今后的"反
击"埋下伏笔。

 

图1 (虽是步
调，但......)

黑1、3压长是
行棋的步调，想这
么下的人一定不
少。局部来说是正
着，如杲以业余初
段为目标的话，已
经及格了。但白于4
位大飞，即削弱了
中腹黑势，又使自
己很舒畅。黑棋有
不充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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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方向反了)

黑1的着眼点不
错，但方向有问
题。白2位靠至6位
拐，黑中腹的模样
被捅破了，不能令
人满意。此外，右
边的黑势呈现薄
味，黑三角也暗淡
无光。

 

图3 (一步之遥)

黑1镇头很舒
服，但仍不能给满
分。假设白于2位
飞，至6止与上图大
同小异，右边黑棋
的模样变得孤单。
本图距正解只有一
步之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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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正解)

此时必须意识
到黑三角和白三角
的交换，仅从实地
来说是黑棋亏损。
黑棋甚至为了抢占
三角位而甘愿丧失a
位的打入，也就 是
说，黑棋先进行了
投资，既然投资了
就要取得回报，问
题是取得回报的方
法，黑三角是扩张
右边直至中腹的常
用手段。因此其后的着手也要与之相关连。但如果只是一味地张
势则显得无趣，最好能走出兼具攻击作用的一石二鸟之着。于是
就想出了黑1的主意。此时，并没有以精确计算为依据，正所
谓"计算还不如感觉"。细看全局形势，走黑1是很自然的事。

不言而喻，黑1是向白棋发动攻击，但这一着点的选择是与
中腹模样紧密相连的。当白走2位想出头时，黑则于3位搭，既有
封锁白棋的作用，又兼具攻击白棋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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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自然巩固)

黑三角时，白
1、3搭长是利敌行
为，黑顺势在4位
接，自然而然地巩
固了中腹。白即使
有了1、3两子，也
无法对左下的黑棋
施以重创。这就是
黑棋最初走得很坚
实的原因

 

图6 (黑满意)

黑1搭时，白如
2位扳，黑就3位切
断，白4、6位的冲
出虽有点可怕，但
黑于7位抱吃白一子
即可满意。白大致
要在8位接，黑则在
9位扳，右边的黑棋
与其说是模样，不
如说是实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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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1)

因此，白先在1
位刺试黑应手，待
黑2接后，再于3、5
位贴长。

 

图8 (实战2)

这是之后的落
子顺序。"中腹不是
也被白棋出头了
吗?"相信这么想的人
不少，但是经过黑1
至7的定形，白整块
棋尚未安定，而且
白被迫做了三角和
黑三角的交换，使
黑角十分坚固。像
这类的小便宜积累
起来，即是攻击的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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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中腹，抑或搜根

 

第2型 黑先

黑棋的模样很
大，白棋则很厚
实，是泾渭分明的
局面。

白先在1位试黑
应手，然后于3、5
位侵入黑阵。黑棋
的下一手面临两种
选择，是继续经营
中腹呢，还是搜根
专心攻击白棋呢?一
时难以决断。这是
颇有难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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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解)

我不喜欢大模
样的棋。原因是它
很容易导致这样一
种单调的局面，即
你的中腹外势很
大，对方当然要侵
入，你将侵入之敌
吃掉即获胜，被对
方活了即告负。如
果你有武宫先生的
本 事，这么下也很
过瘾，但我可没有
这种自信。因此，
我在攻击时必然不
是吃掉对方，而是通过紧逼来占得便宜，最后以地多取胜。

目前是黑很难下的局面。追根寻源，是因为黑在序盘阶段即
明确了志在中腹，所以让白棋取得了不少实地。也就是说，黑棋
已经先投资了。但通过攻击来收回投资毕竟是很费劲儿的事，我
最不擅长的就是经营中腹，而眼下却不得不如此了。黑先于1位
封锁白棋出路，待白2求活后，再于3位最大限度地扩张外势，伺
机与白棋一决胜负。据说在观战的研究室内有"黑不充分"的意
见。但如果这盘棋输了，罪并不在黑1、3两手，根本原因是前面
的棋形下糟了。



3
D

1 2

 

图2 (白有望)

对付黑棋中腹
的大模样，白于1、
3位侵削即很充分，
黑如在a位应，中腹
虽可成地，但白地
也会随之增加。两
相比较，黑棋实在
没有自信。即使围
住了地也要输，黑
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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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

但是实战中白
下了1、3两手，使
黑棋有了胜机。黑4
是防备白于a位扳出
的冷静之着，迫使
白5至9补棋，从而
争得了宝貴的先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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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非同小可
的先后手之差)

上图黑6横顶是
重要的一手。随手
下在1位扳的话，白
即可于2、4位争得
先手，转而走6位的
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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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黑也薄弱)

回到问题图。
黑如走1位，不让白
生根的话，白可于
2、4位逃出，黑不
舒服。至此再让白
棋简单地获得安定
则成必败之势。更
不堪忍受的是，白
三角和黑三角的交
换，白棋占了大便
宜(尚留有白a的大官
子)，让对方先前下
的棋也成了好着是
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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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要紧的地方在哪儿

 

第3型 黑先

这是黑1扩张外
势，白2分投之后的
局面。

实地的对比是
白领先，黑棋如果
不能从下边至中腹
成大 空的话就麻烦
了。

最好能借攻击
白2一子之机将下边
的黑势扩展至中腹
下在哪儿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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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吃棋?)

如何应付右边
白三角的侵入呢?此
时是黑棋选择作战
方针的十字路口。
最先想到的是"吃
掉"白三角。大概有
不少人会认为这种
想法有些大言不
惭。但是所谓"吃得
死"与"吃不死"并没
有什么一定之规。
如果有，那也仅仅
是你的个人经验而
已。像加藤正夫九段在年轻时就经常在盘上施展拳脚，追杀看来
绝对吃不掉的棋。业余棋手也同样如此。

一旦你的脑电波发出"吃棋"的指令，走黑1肩冲是好着，意
在将白棋逼向自己下边的厚势，借此猛攻，过一把"屠龙瘾"。

但冷静地思考一下即可发现，由于白2、4位的逃出，黑将难
以如愿。如果"吃棋"的计划破产，下边的黑模样也将被白顺势破
坏。由此不难得出黑不利的结论。

这种棋形要硬吃毕竟有些过分了。但如果对方稍有疏忽也有
被吃的可能。有时候，没有点"拼命三郎"的劲头儿，对手就不会
把你放在眼里。因此，认真地对本图加以思考的人也是很了不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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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方向错误)

那么黑1的镇头
又如何呢?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大概是
最不疼不痒的一
着，既非吃棋，亦
非围地。白可于2、
4位轻松侵入黑模
样。本图也不是正
解。

 

图3 (正解)

综上所述，本
图黑1位的肩冲才是
深得要领的一手。
与图1的不同之处是
黑以下方的厚势为
背景，既有围空之
意，又兼备攻击之
效，弹性十足。这
是一石二鸟之攻逼
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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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得劲儿)

此后白如在1位
贴，黑顺势在2、4
位连扳很得劲儿。
一面将白孤棋逼向
死胡同，一面借机
自成大空，真是再
好不过。

 

图5 (实战)

故白先在1位
碰，试黑应手，再
于5位出头。但黑6
的底扳仍很痛快，
以下经8、10的攻逼
在下边至中腹围成
大空。至此，黑棋
先前的投资已得到
充分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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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其分

 

第4型 黑先

能够恰如其分
地利用自己的外
势，并最终将其转
化为实地，绝非易
事。

黑1肩冲在某种
程度上决定了本局
的骨骼，也就是
说，白棋捞取了实
地，作为补偿，黑
获得了中腹的经营
权。白8后，黑 的下
一手走在哪儿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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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绝好的白
2)

首先，黑如下
在1位，行棋方向就
全错了。白棋本来
就打算在2位跳，黑
棋像是有意帮忙。
被白2跳起后，黑就
再也尝不到攻击的
乐趣。

 

图2 (薄味)

那么黑1的镇头
如何?行棋方向确实
是对的，但白2跳起
后，马上就产生了a
位跨之类的狙击手
段，黑总有些不放
心。也许有人会
说蚋想不到因为攻
击对方，自己反而
变薄了。

结论是蚋盲目
乱攻导致自身破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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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出的下法是决不可取的。攻击对方之前，先要把自己走强(即
把拳头先收回来再打出去之意)，领会了这一点，棋艺应会有所
提高。

 

图3 (正解)

故对局时我选
择了黑1的肩冲。如
果是现在，我大概
会先于a位挂，与白
b交换后再走1位的
肩冲(这个交换不会
损)。总之，黑1这手
棋的步子迈的很坚
实，而且中腹的幅
度也十分理想。

此时最重要的
是与左边黑厚壁
的"距离感"。像这种规模的外势，其价值就十分可观。假如与左
边黑厚壁相距仅四五路的话，还去围空就没意思了。那种情况
下，厚势是用来攻击对方的。

本局取胜后，我又在其后的比赛中三次告捷，终于首次打 进
名人战挑战者选拔赛的循环圈。尽管这已经是十三年前下的棋
了，但我仍清楚地记得当时担任实战解说的是小林光一先生。那
时候，我一心一意地想下出最好的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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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连扳)

应付黑棋的肩
冲，白如在1位贴，
黑2、4连扳是当然
的。以下白如a，则
黑b、白c、黑d，黑
的模样越来越坚
固。

 

图5 (实战)

故实战中白选
择了1位斜飞。但黑
仍可顺势在2位飞
罩，白只得于3、5
贴长，黑4、6总能
很舒畅地领先一
步。白7是费尽心机
的一手。其后的变
化见第五章第二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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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型 黑先

对黑1的拆逼，
白置之不理，顽强
地在2位飞起。问题
的焦点当然是如何
攻击白三角一子。
但是攻击方向搞错
了的话，也会变得
很麻烦。

黑棋右上是无
忧角，左上是星，
很想在中腹做些文
章以发挥其作用。
怎么下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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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方向错误)

黑1大概是能想
到的下法中最糟
的，原因是白已有
三角一子，此处已
变得毫无价值，尽
管黑1也含有些许攻
击的意味，但其方
向的感觉是错误
的。

 

图2 (方向虽
对，但......)

黑于1位肩冲，
方向虽然是对的，
但被白2、4出头，
黑无后续手段。以
下黑如a，则白b、
黑c、白d黑不行。
此外，黑如下e位，
白在a位接即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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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绝好的白
4)

黑1、3虽是大
场，但被白占得4位
跳的要点，黑无法
忍受。此时右下黑
三子反而成了白棋
的攻击目标，主客
颠倒过来了。

 

图4 (正解)

那么黑在1位镇
头又如何呢?这是个
很朴实的好主意。
意在将白棋封锁在
右边，以求在中腹
有所作为。无论怎
么看，黑1都是很令
人愉快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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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1)

白先在1位试黑
应手，然后再于3位
渡过。白被迫在价
值不大的右边行
棋，仅此黑即可满
意。黑4、6先手走
强后，又占得模样
的要点8位，愉快之
极。

 

图6 (实战2)

此时白在1位尖
出是失着。无论如
何都应走左边a位的
大场。黑2、4先便
宜一下，转而以6、
8两手占据了最后的
大场。如今不单是
上边，就连左边也
出现了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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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3)

不能对黑棋的
模样置之不理，白1
以下的侵入是当然
的，黑2里扳逼白外
逃，黑8尖顶后，再
于10位飞攻，棋形
舒畅。

 

图8 (实战)

白1时，黑2、4
是行棋的步调。我
很喜欢像本谱那样
把白棋当做"夹心面
包"似的施以攻逼。
黑4后，白如a位
跳，黑则走b位借攻
击而取地，十分得
劲儿。中腹一带也
由此而形成了大阵
势。



大吃还是大攻

 

第6型 黑先

想下的地方有
多处，但请关注右
上白三角二子的动
向。

是老实地吃住
二子呢，还是诱其
出逃进行大攻呢?这
是值得思考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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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关起也是
好着)

正解之前的一
点补充。假如是现
在，我也许会走1
位关起。你是否有
好的对策来应付白
a的打入呢?如果没
什么自信的话，黑
1的补强就很有必
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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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过于坚实)

若想结实地吃
住二子，黑1是好
手。但这着棋稍有
不谐调感。棋下的
过于坚实，其效力
就会大打折扣，被
白2打入后是黑不
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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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纵观一下全
盘，不难看出黑最
需投入力量的是以
右上为中心的上边
一带。也就是说，
这是黑棋最主要的
势力范围。在如此
重要的地方，黑当
然不能仅仅将目标
定位在a位吃二子
之类的下法。光结
实是不够的，能不
能想办法让自己的
势力向外扩张呢?

黑1靠压即基于此。与其马上吃净白三角二子，倒不如待白
动出后再行攻击。另外，右下白棋本已十分坚固，让其厚上加厚
并不可惜，这也是黑1靠压的原因之一。白2退大致如此，黑3顶
紧，诱白三角二子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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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1)

被黑如此大吃
是受不了的，故白
1先刺一手，再于3
位动出是当然的。
"这里的黑势要是被
破掉就糟了"。虽然
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如果黑棋能借攻
击白棋而在其他地
方获利的话即可满
意。要最大限度地
发挥厚势的作用，
最好不是用其来围
地，而是用于攻
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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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2)

随后的黑1是
击中白要害的急
所。这样一看，就
会认识到下棋并不
是全靠计算，即使
不经过深入计算，
略懂棋形的人也不
难发现黑1。而且
此类着法大致上不
会是坏棋。

黑诱白于2、4
出逃，再以5长至9
断试黑应手。白10
忍耐一下是强手，尽力不让黑棋借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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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不好)

黑棋现在就下
1位的话，恐怕是
没把劲儿使对地
方。被白2小尖逃
出，黑有落空之
感。切忌一无所获
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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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3)

黑1是贤明的
攻击法。即使让白
于2至6位连通，黑
也不错。白是单官
连回，而黑1、5、
7手则着着得利。
更值得注意的是，
黑棋在左边一带已
经生成了一个大阵
势，是不是很棒!?



第3章 纠缠战术
追杀一块棋并将其吃掉，绝非易事。有此绝技的大概只有武

宫先生和昔日全盛时期被称为"刽子手"的加藤正夫先生。鉴赏一
下职业棋手的对局，即可发现因杀大龙而取胜的棋十分罕见。因
此，我将向大家介绍"纠缠战术"。单攻一块棋不易奏效，但如能
同时追逼两块棋并对其施以左右"纠缠"，那么即使吃不掉对方也
可如愿地获得相当大的战果。

"纠缠战术"的要点是:不直接对真正的伏击目标着手，向是先
来"纠缠"其他方面的孤棋，所谓"声东击西"是也。这或许出乎您
的意料。如果一上来就直奔"主题"，一旦对方治孤成功，马上得
丢棋认输，那就太难受了。藉着看似不怎么带劲儿的"纠缠"，慢
慢地积蓄力量，之后一举而定胜负，如此则深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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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胆小

 

第1型 黑先

这是白1试黑应
手时的局面。白的
意图很明显，即一
面侵削黑模样，一
面与白三角二子遥
相呼应。

切忌胆怯。这
里是黑棋的势力
圈，故请采取强硬
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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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的意图)

如果觉得被白
闯入下边有点吃不
消，黑也许会不由
自主地在1位应。"先
防守一下，还可以
继续攻嘛"，但经白2
先手压，再于4位轻
灵地大跳后，对这
一队白子已无计可
施，而且也没有急
攻而获利的手段。
掉进白棋的圈套是
比什么都令人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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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小便宜)

黑1飞吃白二子
虽然很坚实，但这
是小便宜。被白2跳
下后，黑如何攻击
才能得利成为胜负
关键，至少黑1所能
起到的攻击作用离
题太远。满足于黑1
之类的小便宜，就
谈不上让厚势发挥
效力。

 

图3 (正解)

本局取材于NEC
杯快棋赛，执白的
是林海峰先生。林
先生最近不知为何
快慢棋都下得很激
烈。先生平常非常
温和，但一坐在棋
盘前就变得顽固好
斗。这盘也是短兵
相接的白刃战。

我认为此时黑1
是只此一手吧。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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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将白上下分断，而且是对过于深入的白三角一子予以反击。中
腹二子只是白的诱饵而已。以上就是黑贴身攻击白三角的理由。

但黑1并非真要吃掉白棋，而是在白棋为求活而拼命挣扎时
将周围的黑棋走强，借此成空即可满意。此外，黑还瞄着伺机在
a位进角，攻逼不单是为了吃棋，借攻而得利就足够了，应该最
大限度地拓宽攻击的视野。

 

图4 (实战1)

白1跳下势在必
然。黑2欲先手刺，
白3反击时，黑于4
位冲断形成了意外
的变化。至白11虽
吃住黑一子，但对
白的攻击并未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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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重滞，
黑满意)

黑1刺是将白走
重的手筋，白如2位
接，黑即3位玉柱夺
白根据。此图白相
当拙劣。

 

图6 (实战)

接图4。黑1至3
破眼的下法过于激
烈。被白4至12逃
出，黑失败。而且
由于留有白a位点的
缺陷，黑自身薄
弱，b位进角的伏击
手段也显得有点底
气不足，黑难受。
过度的攻击是自我
毁灭的根源，适时
的抽身而退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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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冷静)

此时黑1飞已很
充分。白a位的尖补
不能省略，黑以后
仍可逼白做活而获
利。黑b位围空极
大，同时还窥伺着c
位的进角。



巧用弃子

 

第2型 黑先

黑三角二子虽
是被吃的形状，但
并未死净。

巧用弃子是本
型的主题。黑棋很
想以这二子作为诱
饵呈现进攻的态
势。是否能施展靠
压、纠缠的惯用手
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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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始于打
入)

问题的起源归
结于黑1打入时，白
2的反击。白如于3
位压，虽可平安无
事，但经黑a、白2
被黑于b位渡过，白
不充分。就结论而
言，黑11如改走c位
飞也许更好。

 

图1 (意图)

实战过程中，
黑1压时，白如于2
位长则如黑所愿，
黑3打吃至11止先
手活棋，再于13位
压，将白上、下分
断，黑十分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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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没招儿)

黑1跳是没招儿
的下法。被白2回补
一手，右边已无棋
可下，而且找不到
靠攻击白三角而获
利的强烈手段。原
因是黑1没有命中白
的痛处。

 

图3 (正解)

黑1压才是厉害
的一手。既切断
上、下白棋的联
络，又对右边的白
棋暗伏狙击手段(理
由后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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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必得其一)

对白2扳，黑3
长是当然的。如果
右边被黑于a位飞的
话，白相当危险，
故白不能不补一
手。黑可很从容地
再走得b位或c位。

 

图5 (实战)

因此实战中白1
长是权宜之计。白3
仍需补棋，黑4扳以
下至20止筑成了强
有力的厚势，不难
看出是黑棋优势
吧。这就是靠压战
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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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型 黑先

这是黑1飞攻与
白2跳出交换后的局
面。即使是杀力再
强的人，也无法将
这块白棋一棍子打
死。此时起作用的
是"纠缠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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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利敌行为)

黑1继续追击则
属无策。被白于2位
联络，只能便白棋
更加安心而已。由
于周围的黑棋很坚
实，故极想采用更
为大胆的下法。

 

图2 (方向错误)

那么黑在1位打
入如何呢?仅以求战
精神来说确实不
错，但与白2的跳交
换后，作为"攻击目
标"的上边白大块就
安心了，这不能不
说是方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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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追逼一块棋并
将其吃掉自然最
好。但棋是有对手
的游戏，不会都如
你所愿。能怀此绝
技的大概只有曾被
称为"刽子手"的加藤
正夫先生。我辈实
在是力所不及。

但是此时，即
使是像我这样非力
量型的棋手，也可
施展魔法般地手段。如果单追一块棋吃不掉，那么同时瞄着两块
棋加以攻击如何?这即是"纠缠战术"的思想。

懂得了这个法则，黑1位的镇应该是一下子就浮现出来的。
乍看是攻击下边的白子，实际上是瞄着狙击上边的白大块。如果
只是一块孤棋，倒还容易治理，但要想把上下两方面的棋都腾挪
好，却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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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

实战白是下在
了1位，也许有人会
认为"在如此紧迫的
时候，竟还从容
地......"。但白棋觉得
反正理一手也补不
干净，不如索性先
拼命捞空再说。 那
么黑也只能加以追
究了。黑2、4的搭
退是当然的靠压。
接着黑6、8将白压
低是强手，并借此
强化了自身。至此已 万事俱备，真刀真枪的攻击终于幵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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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2)

要攻击的话，
黑1位并是急所，以
下黑3、5紧咬住下
边的白棋不放，而
且借白4、6补强之
机，争得了9位尖刺
的先手便宜，这一
利益是很有价值
的。

 

图6 (实战3)

接下来的黑1、
3是对白棋的致命一
击。白4断至黑9
止，白大块被杀，
棋局也就结束了。
攻逼的目的不是吃
棋，而是借攻以图
便宜，但在对方因
形势不利而拼命扭
转胜负的时候，也
只能竭尽全力向对
手采取还击的严厉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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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虽然无
事......)

对黑1挖，白于
2位打吃，大块虽然
无事，但被黑5、7
提吃一子，白棋呈
支离破碎状，也无
胜机。即使是在实
地对比上，黑也不
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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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攻大棋

 

第4型 黑先

这是白1、3拼
命捞空时的局面。
对此黑如在A位
挡，则被白先手便
宜了，黑B点角的
威力大减，白将转
而补强左边或右边
的一团白子。 现在
正是对白施以攻逼
的好时机，但应该
从什么地方着手却
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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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所得甚微)

左边白三子很
薄弱是显而易见
的。那么黑于1位
镇，先从攻击这一
带的白子着手如何
呢?这种思考方法是
有的。但在此局面
下，白棋不一定会
老老实实地跟你
走。

以我的判断，
白棋会脱先于2位
补强右边的大块，
使黑1成为缓手。白棋不将左边的几个子当回事儿是令人害怕
的。

黑如在3位紧追不舍，白即会跟没看见一样先在4位长出，其
实利极大。黑5再花一手棋虽能将白吃掉，但被白争得6位的大
场，黑实在无优势可言。

如果只是很小地吃掉左边白几子，则正中白棋下怀。无论如
何也要对白棋采取大规模地攻逼，迫其逃跑。这一局面还是需要
一些技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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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解)

因此，我在1
位逼，不但直接威
胁右边白棋，而且
远远地窥伺着左
边，请注意这一
点。

对此白在2位
长出，其用意和第
三型相似，反正也
补不干净，索性拼
命捞空，这是一种
争胜负的态度。

黑3肩冲是纠缠战术。如果直接攻击右边的白棋，一旦被白
治孤得手黑不充分。故黑3从这里着手，其作战方针是逼白"表
态"，待白动起来后施以大攻。这一带的下法，与其说是靠计
算，还不如说是凭感觉。



3
1

2

 

图3 (黑的意图)

对黑1的强
攻，白如在2位应
的话，黑则打算在
3位飞。这着棋自
然而然地对左边的
白子形成了攻势。
与图1不同的是围
攻白棋的规模变大
了，这是黑棋的得
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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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坚实)

黑a肩冲这手
棋如改走1位大跳
也是有力的下法。
白如2位逃出，黑
则顺势在3位分
断。仅就坚实这一
点说要优于实战。
不言自明，黑1还
间接窥伺着左边白
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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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

白1跳时，黑2
紧逼，白则在3位
予以反击，以此形
成了战斗。详细解
说就此省略，但至
14切断止，可以认
为是黑充分可战的
形势吧。



争相抢先

 

第5型 黑先

目前下边是黑
白交错争相抢先的
局面。

虽然黑棋形势
不坏，但此处的行
棋方向搞错了的
话，就会吃苦头。

现在哪个地方
的棋最重要呢?请据
此决定下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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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白2是要
点)

黑1在下面行
棋，实在不敢恭
维。即使白就在2位
跳，黑也不能满意
吧。由于白留有a位
的挡，黑还要再花
一手在下面渡过，
很难受。

 

图2 (再试一下)

注意到黑1的
人，显示了良好的
方向感。但是被白
2、4出头又如何呢?
以下黑如a，则白b
轻松地与右边的白
棋取得了联络，黑
稍有不充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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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黑1靠压是好
手。据说也有这样
一种意见，认为与
白2交换后，黑a位
的打入没有了，有
点可惜，但和下边
的争相抢先相比，a
位之类的打入就显
得微不足道了。除
此之外，由于黑1、
白2的交换，右边和
下边的白棋已不能
轻易取得联络，这
一点也应予以评价。再者，黑1如马上在a位打入，与白b交换
后，下边的黑棋顿显薄弱，很成问题。

那么请先总览全局观察一下情况。一看便知，在实地的对比
上黑决不比白棋少，也就是说，黑没必要硬去吃下边的白棋。举
例讲，我如果有60目地，对方的地不超过60目的话，我就用不着
下一些过分的棋。简言之，能够通过攻逼稍有所得就很充分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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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1)

白在下边a位倒
虎即可轻松活棋，
但那种下法本身太
痛苦了(没有实效)。
故白在1位跨出反
击。

 

图5 (实战2)

接着白1、3搭
眼是不得已的。引
人注目的是右下的
黑地 借此而变得很
坚实。虽然还有白a
刺的余味，但通过
攻击白棋，黑不难
将其补好。这之
后，双方形成激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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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灵的侵削

 

第6型 黑先

这是白棋在1位
侵削黑模样时的局
面。攻击这种飘忽
不定的棋是最难
的。

从哪里寻求头
绪呢?希望能以从容
的态度审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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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消极)

像黑1那样应的
话，则根本不能显
示出攻击的威力。
白大概会在2位靠
压，至白6，由于有
a位的切断，黑动弹
不得。果真如此，
白就太顺畅了。

这里是黑棋的
势力范围，所以诸
如黑1之类的消极下
法，应该完全从你
的第一感里排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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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软弱)

黑1跳虽是分断
白棋的好手，但在
此局面下却没有击
中白棋要害。被白
2、4顺势腾挪，黑1
即成了不疼不痒的
一手。

 

图3 (正解)

直截了当地对
白三角施以强攻很
难奏效。此时最好
再把别的白棋卷进
来策动纠缠战术。

黑1、3是有趣
的着想。虽然它作
为应付拆二的常用
手段而在实战中屡
见不鲜，但目前用
起来更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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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4、6的挖接，黑稳稳当当地在7位长。这种下法似乎对
白显不出什么攻击性，但有时候，"虎视眈耽"就已足够了。黑棋
先加强自己，然后在攻逼白三角的同时，暗中窺伺着黑a位的
飞，威胁右边白棋。正如我们常说的"对白棋施以无声的压力"。

至此黑棋稳坐钓鱼台，白棋反而要为三角一子的出路而伤脑
筋了。

 

图4 (实战1)

说起来白也只
能走1、3位来腾挪
了。对此黑稳健地
在4位接，不能急于
求成。等白5跳时，
黑再以6、8两手使
出真本事。猛烈地
攻逼是从这里开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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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2)

黑不在4位提吃
白一子，而走1、3
弃子滚包，很有意
思。白4虽然吃掉黑
二子，仍旧没眼。
其后黑5、7连续飞
攻至9止外势厚实，
黑棋的纠缠战术逐
渐具体化了。

 

图6 (实战3)

白被迫在1位单
官搭眼，经由白3至
11止虽可成活，但
值得注意的是黑顺
势在2位取得了实
地，而且还在中腹
筑成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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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4)

黑1是期待已久
的攻逼，当然并不
是真的打算吃掉白
棋。让白棋为求活
而挣扎，借此得利
就够了。但黑5跨断
是严重的失着。

 

图8 (实战5)

白1至5提吃一
子，已轻松活净。
黑的攻击显得不知
所云。黑6、8虽是
先手便宜，但实在
谈不上什么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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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保留攻击)

现在就收网，
时机尚早。黑在1位
虎才是正着，白2应
时，黑3先确保角
地，且始终保留攻
击的态势。只有这
样下，中腹厚势方
能发挥作用。



第4章 攻逼的方向
即使学会了攻击的手筋，但"攻逼的方向"错误，也不能期待

取得什么战果。攻来攻去，将对方追至自己的阵势中治孤而活，
结果因实空大差而吿负。相信不管是谁都曾有过这种痛苦的体
验。

攻逼并不仅仅是算着能力问题，还需要有判断力及大局观。
故本章为求培养您的攻逼感觉而设定了各种不同的局面。总的来
说，是不把对方迎入自己的阵势中去，但当您打算痛下杀手时，
反而有必要诱敌深入至自家的厚势中来。诸如此类的判断十分微
妙，只能根据不同的局面灵活运用。

我希望帮助您弄清何种场合应"借攻逼以图便宜"，何种场合
应"真刀真枪地吃大龙"。



正是时机

 

第1型 黑先

就攻击而言，
能找到的目标大概
只有右边的白二
子。盘上还有很多
大场，但我认为现
在正是攻逼白棋来
掌握一局主导权的
好机会。

问题是从何处
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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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过急)

以攻击来说，
黑1镇是能下的几个
地方之一。但被白2
尖出后已别无后续
手段。黑不得不在3
位飞，白4以下至10
跳后，即可看出黑
有攻的过急之感。

 

图2 (不疼不痒)

黑1是不疼不痒
的一手。被白平凡
地在2、4位单关跳
出后，黑不光没有
占得便宜，反而给
对方留下了a、b的
打入点。右边及下
边仍谈不上是实
地，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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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此时黑在1位飞
攻是好手。对付白
2，黑稳健地于3位
尖。乍一看瞧不出
黑棋有什么便宜，
但黑暗伏a位穿象眼
的手段，着实厉
害。

 

图4 (实战1)

白棋大致上只
能在1、3位托退以
求安定。黑棋则于
4、6位封住白棋，
在中腹筑成厚势。
白5如改下6位贴的
话，黑即打算在a位
穿象眼，白难以应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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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2)

接着白1、3挖
接先手获得安定，
转而占得5位的大
场。至此，可能会
有黑厚势被冲淡让
白棋溜掉了的感
觉，但是......

 

图6 (实战)

黑1打入是很严
厉的伏击手段。要
发挥厚势的威力，
此际必须对上边的
白二子施以攻逼。
白2时，黑3、5是行
棋的步调。以下黑7
先手定形后即转向
左边落子。但是黑
仍留有a位碰的阴
着，接下来白如b，
则黑c、白d、黑e。
黑13的挂角即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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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征的意味。

 

实战图 (白6是
疑问手)

这是弈成本型
问题图的落子次
序。白6分投是黑棋
深为感谢的一手。
黑7拆逼后再于9位
单关守角，白棋的
拆二极不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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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图 (不同的
压迫感)

白棋在本图的1
位分投是常见的下
法，黑2时，白3拆
二很充裕。黑三角
小飞守角和a位单关
守角对白棋的压迫
感相当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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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头之前

 

第二型 黑先

本题的主旨当
然是进攻左边白三
子，那么A位的镇头
是一目了然的。但
在此之前，黑棋先
要做好准备工作。

为了布下万全
的攻逼态势，请先
回过头来看看自身
是否需要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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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并非不
知)

黑15接时，白
如21位跳应，黑即
于16位构成好形。
白16夹击含有不让
黑如愿的意味。此
外，黑17靠以下至
23止，与右下黑3的
配合并不理想。这
也是白16夹的另一
个理由。

 

图1 (普通)

黑1先接这边是
普通的下法。这样
的话，下至黑11
时，与右上黑星的
配合较好。尽管我
对此并非不知道，
但我仍想像实战图
那样下下看。



4 3
5 6

2

1

 

图2 (攻守逆转)

为什么不能马
上走黑1镇头呢?

业余棋手的通
病就是在攻逼时总
想将对方一棍子打
死，以致眼睛只盯
着那些有威力的、
带劲的着。黑1镇头
之类的下法即是其
中最甚的。不能只
顾攻击对方，而忘
了留神自己。

白大概会在2位予以反击，黑3虽是棋形，但白4、6的反扑确
实有些盛气凌人。你看怎么样，原本是攻逼白棋，寥寥数手之间
黑方反而成了被告。

请体会一下攻逼的可怕之处。即使见到攻逼的对象，在自 身
尚未坚固时，也决不能乱攻一气。在欲发动进攻前，一定要为自
己保有松动的余地。学会了这些，胜率就会愈来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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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黑1肩冲才是正
解。一局棋的对弈
过程相当漫长，所
以没必要慌里慌
张。自己先要站稳
脚跟，这是进攻的
第一步。

白2以下至8止
是"一般分寸"的下
法。"我不愿意让白
实地有所增长"，可
能有人会这么想。
但这里本来就是白棋最坚固的地方，以此来说，白地并没增加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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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

刚才的准备工
作完成之后，才取
得了黑1攻逼的权
利。白 2时，黑于3
位迎头一罩，这手
棋如在a位跳的话，
被白3尖出，白即有
了喘息之机。此时
最要紧的是将白封
住。

 

图5 (实战2)

已经不能退缩
了。对付白1，黑竭
尽全力地于2位扳
断，黑棋已没什么
后顾之忧。左上及
左下的黑棋都很厚
实，只有挑起战斗
才能发挥其作用。



4 11
1012

7 6 9
8 5

1
3

2

 

图6 (实战3)

白1飞后，黑2
彻底地将白围在里
面。而在白5时，黑
则马上在6位跨断，
不给白棋喘息的时
间。黑12以后的战
斗鹿死谁手尚未可
知，但走成目前这
种形状，可以认为
黑棋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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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型 黑先

如何攻击下边
白一子是问题的焦
点。从左边攻好
呢，还是从上边攻
好呢?应该表现出对
攻击方向的判断
力。

黑A的断有种种
余味，如能对此加
以利用那就理想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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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方向错误)

下棋时往往有
这种淸况，即根本
不用什么计算，仅
仅看上一眼，凭借
第一感就可判断出
这是臭着。黑1的拆
逼即属此类。起码
职业棋手是不会把
目光投向这儿的。
倚仗左下a位 的断，
至少带X的几点均为
先手，那儿跟有黑
子一样。预先想到
这一点的话，就可明白为什么黑1的拆逼不仅形状重复，其方向
的感觉也是错误的。

被白于2位偷快地一跳，黑棋前景很不乐观。不知不觉间一
着不慎，形势就变苦了。棋的可怕之处即在于此。在布局阶段，
实际上就是以这种很微细的地方来决定二人之间谁将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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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解)

黑1镇头才是正
确的方向感觉。对
此白于2位立是冷静
的好手。如果不加
留神地走a位拆的
话，被黑b横顶后，
黑c 的断吃与d的扳
头必得其一，白即
动弹不得了。也就
是说，黑白双方都
不能在a位一带行
棋。

黑以3、5两手制住白一子，而白则转而占据4位的好点，就
此形成了一个有趣的变化。白棋毫不费劲地躲开了黑棋的重拳出
击，双方看似平淡地一招一式，实际上都蕴含着激烈的讨价还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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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1)

白1碰掏黑角
地，继续贯彻自己
占据实地，而将不
易发挥作用的外势
让给对方的作战意
图，彻底地将白三
角一子作为弃子处
理。至13止，大致
如此。

 

图4 (不充分)

实战中黑棋下
了1、3两手。现在
看来，我觉得不怎
么充分(这局棋是13
年前下的)。

简言之，上述
走法不够含蓄。在
如此微妙的地方，
本该留有种种讨价
还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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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如果是现
在)

如果是现在，
我会在1位扳试白应
手，这是此际最有
效的手段。白如在a
位接，黑b的扳则成
为先手，由此对右
边白三子的攻击方
法将会有极大的不
同。另外白如改走c
位虎.黑则留有d位
的官子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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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兼备

 

第4型 白先

攻击目标是左
边黑二子，但白棋
自身也不是那么可
以引以自豪的，因
此急攻则嫌过分。
虽然对左下的黑无
忧角有紧逼手段，
但只能慢慢来。

A位镇的步子迈
的过快了。这可作
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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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主导权
之争)

先看一下迄今
为止的落子顺序。

黑11多拆一路
是具有平衡感的一
手。白12时，黑如
在a或b位应则可平
稳进行。黑13夹击
是求战的态度。

 

图1 (白苦)

白1镇的下法是
与自身处境不相符
的。即使黑棋于2位
平凡地尖出，白二
子就有受攻之虞。
直接攻击黑棋显然
行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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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可怕)

白1靠想在攻击
之前先将自己走强
的下法如何呢?黑如
在a位应，白则b位
扭断，成为极易腾
挪之形。但黑不会
让白这么如愿。黑
2、4的反击相当可
怕，即使从双方的
子数来说，也有白
棋是被告的感觉。

 

图3 (正解)

我认为白1是只
此一手吧。待黑为
防白a靠而于2位尖
补时，白再趁势走3
位镇。掌握了这种
富有弹性的构思，
将使你下棋的视野
更加广阔。



6 1 8
7

4
2 3 5

12
10

7 11
9 8

15

13
3 1 14
2 6

4
5

 

图4 (实战1)

黑1跳时，白
2、4先手定形后再
于6位并，这是攻逼
的常用手筋，请记
住。反之，被黑6靠
的话，黑一下子就
能得以整形。黑7不
能不补，白8抢先单
关，保持攻势。

 

图5 (实战2)

黑1以下均是为
求活而奔波。白当
然不可能吃掉黑
棋，但借攻逼之
机，以10、12两手
占得了角地是值得
自豪之处。像这类
边围空边进攻的作
战方针是深得攻击
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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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重滞)

这里还有一个
问题。黑三角刺
时，白很想在1位
接，但黑会瞄着黑
a、白b、黑c断的缺
陷而于2位靠。果真
如此，白将很难应
付。

 

图7 (实战3)

故白1贴长，至
7止弃掉了白二子。
我认为"在攻击时必
须要费点脑筋"的说
法并非夸大其词。
作为弃子的代偿，
白获得外势转而占
据9位的大场，又在
右边形成了一个大
阵势。

攻棋时最重要
的是不能过分拘泥



于对一块棋死缠不放。硬吃行不通的话，就要想办法辗转腾挪以
求探寻更广阔的空间。



平凡的好手

 

第5型 白先

这是黑三角侵
削时的局面。如何
攻击呢?

以目前的周边
环境，当然无法吃
掉黑三角。所以请
依照惯例思考一下
借攻逼而得利的方
法。

平凡的就是最
好的。



4
5 6

7

12

11
3

9 8 10
1 2

 

实战图 (有备而
来)

简要介绍一下
至本型问题图的落
子顺序。

白1是扩大外势
的常套手段。伸张
模样时最重要的是
尽可能地将自己的
阵势做大，以便让
对方来侵削或打
入，借攻逼而掌握
全局主导权。那种
因单纯围空而致败的下法是再糟不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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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黑角得以
加固)

就靠压战术来
说，白1、3的扭断
是常见的，但至黑8
止的普通应对，黑
角得到加固，白不
满。白9时，被黑10
关出，已经不能再
期待有什么了不起
的攻击了。

 

图2 (正解)

攻击的一个基
本常识就是不让对
方的棋取得联络。
即使没打算硬吃，
也不能让对方轻易
地得以安定而丧失
了借攻逼获利的机
会。

靠三角最近的
是上边的黑子，故
白1分断是最为自然
的构想，黑2时，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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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跳下。与图1不同的是黑角尚不结实。例如经白a、黑4、白b，
白棋很容易地就能在角上搞出棋来。黑4不得不补，与图1相比，
不难看出黑棋实地所得也大有不同。

接着白5分断至7位靠，采取对中腹黑二子大举进攻的方针。

 

图3 (实战1)

对于黑1边治孤
边伺机反噬的下
法，白2、4从容整
形。

到目前为止是
黑棋先取实地，但
值得注意的是黑棋
在哪儿都没有了不
起的大空。也就是
说，白棋并没做什
么投资，用不着慌
张。

也完全没必要硬去吃黑棋。若借攻逼而有所得的话就足够
了。

白6以下的作战同样是不急不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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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2)

白1、3先手定
形之后再转而抢占7
位的大场.我认为已
是白棋稍好的局面
了。此后黑如侵入
下边一带的话，就
再对其施以攻击，
只要有意识地利用
攻逼将外势转化成
实空，就一定能扩
大优势。



厚势的活用

 

第6型 白先

左上角的战斗
告一段落之后即决
定了这盘棋布局的
骨骼。这个判断绝
非言过其实。由于
已被黑棋先取得了
实地，故白棋必须
对厚势加以利用，
但其方法相当难。

目标一看便知
是左边黑二子，但
从何着手需要动点
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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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模过小)

先看看不及格
的下法。白1的打入
似乎挺果敢，其实
很小气。将2位拆的
好点拱手让给黑棋
是不行的。吃掉黑
三角一子就沾沾自
喜，那白棋厚势真
要向隅而泣了。

 

图2 (不满意)

白1拆是普通的
感觉，也许大多数
棋手都会这么下，
但我 不怎么喜吹。
原因是与黑2交换
后，白棋向中腹出
头的速度显得迟
缓，不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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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很想攻逼左边
的黑棋，但白a缺乏
速度感。因此我别
出心裁地尝试在1位
髙拆。查阅一下我
的对局即可发现我
似乎很喜欢下像白1
这类走在四线的
棋。不过于注重实
地，也不拼命追究
黑棋，其补偿是加
强了对中腹的发言
权，而且行棋步调
很快，这比什么都令人骄傲。

对于白1，黑如在3位跳应，白b跳或在c位飞压都很有力。通
过攻逼左边的黑棋，左上角白棋的厚势将摇身一变在下边一带形
成模样，实现我常说的"摸样的移动"。

故实战中黑脱先在2位缔角，这是很大的一手棋，但是白也
因此而获得了3位镇的好点，很畅快地从上面向黑棋施压，这是
走白1时就暗伏的后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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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1)

大家最担心的
就是黑在1位小飞
吧。

煞费苦心才得
来的攻逼，岂能就
这样被人在眼皮底
下简单地搭眼成
活，那不是太可惜
了吗?其实不然，即
使黑活了，白也不
坏。并不是只有搜
根去眼才是攻击。
有时候稳步地积蓄厚势，在另一个天地里继续寻求自己的梦想不
也挺好吗?

但白2、4两手则过于纠缠不休了。被黑7抢先守角是白棋的
失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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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速度快)

此时白应迅速
地在1位挂角。左边
一带即使脱先，黑
也没什么适当的着
点。

 

图6 (实战2)

白1拆边，与图
5相比显然是慢了一
拍。黑2、4均为好
点，由只得在5位抑
制一下黑的势头，
局面由此而变得单
纯了，黑棋简明易
下。白7闯进黑棋的
阵势进行侵削显然
很不充分。寥寥数
手白反而陷于转入
守势的窘境。归根
结底罪在图4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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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断在哪儿)

另外，白如在
左边的1位断，则黑
2。白1如改在3位
断，则黑5。白棋不
能期待有什么大的
战果。



第五章 有力量的攻逼
攻逼的法则最后一章是"有力量的攻逼"。我在攻逼之前要先

看一下自己已经做了多少投资，即已让给对方多少实地，并以此
作为判断的标准来决定采用哪种战术。如实空对比之差在可战的
范围内，则坚持贯彻"借攻以图便宜"的方针。如果投资很大(就我
恪守的原则而论，大致以60目为准)，则必须认真对待。看情
况，最好能致敌于死命。

虽然迄今为止都强调"借攻以图便宜"，但被对方视为"你根本
没本事吃棋"是不行的。要让对方亲身体验到与你对弈"无论何时
走过分的者都是行不通的"。

读过本章，让您成为一个非常勇猛的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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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显形

 

第1型 黑先

这是黑1紧逼与
白2交换时的局面。
乍看没什么出奇的
地方，实际上却是
杀手显形的序曲。
不相信会有杀棋这
回事的诸君，请仔
细地总览一下全
局。必杀的手段就
隐藏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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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1 (意味
深长的一手)

从最初黑1拐吃
时起就暗伏着"必杀
的一手"。虽然黑a
长是普通的下法，
但黑却敢于在1位拐
吃，这正是黑棋的
得意之处。白2时，
黑3、5先手定形后
再于7位提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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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2 (诱导)

接着白1点角试
黑应手，然后再于3
位补强。黑4的攻逼
也是意味深长的一
手。诱白在5位飞
后，黑6重拳出击。
这就是本型的问题
图。以上可以算作
提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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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解)

黑1小尖就是暗
伏的"必杀的一手"。
有了这一着，白左
右两块棋已无法两
全。白2活角的话，
则黑3一路托可吃掉
左边白棋。此后白
如在5位长，黑当然
是a位爬。周围均是
黑棋的铜墙铁壁，
故白棋动弹不得。
黑棋之所以像实战
图1、2那样下的很
坚实，其原因就在
于此。实战中白4时，黑脱先于5位再加一刀将白吃净，获得了巨
大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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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无路可逃)

白1做活下边
的话，黑3、5两手
很厉害。白6以下
虽然拼命挣扎，但
黑13小尖后，棋也
就结束了。黑三角
和白三角的交换作
用明显，白无活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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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型 黑先

白1从此处着手
来侵消黑势。大模
样的棋这时候的判
断是最难的，也就
是说，黑棋是否靠
围空就能取胜?

如果有自信的
话，就去围空吧。
但我对此没什么把
握，故惟有对白予
以反击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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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正解)

硬吃对方的棋
属于孤注一掷的攻
击。可能的话，应
尽量避免这种既危
险又很麻烦的选
择，而创出一个即
使吃不掉对方也不
坏的局面。但人世
间并非事事都能如
愿以偿。

当你确信可
以"吃掉"时，那就请
你"该出手时就出手"。不管什么时候都像没脾气似的摆出一副"欺
负一下就够了"慢慢打持久战的架式，只会让对方拿你不当回
事。所以"偶尔露峥嵘"，让对方知道知道你的厉害很有必要。

眼下的局面毕竟没什么去吃棋的问题，但对方是本着"黑在A
位一带应是一般分寸"的想法而于三角位来侵削的，故黑棋很想
予以反击。这就是所谓"不甘示弱"吧。即使不在中腹围空也能
贏，我想以那样的气概来试试看。

因此我下了黑1。这着棋背后有严阵以待的黑厚势为其撑
腰。为使厚势发挥作用，将白棋割裂开来是最好的。

白棋的应手也不能粗心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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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白不利)

白自然是在1位
压，此时黑2挖是很
厉害的一手。如果
白3从外面打吃的
话，黑4接后再于6
位切断，以下经白
a、黑b、白c，中腹
的黑地虽有减少，
但黑却在左边获得
了不少实地，再把
中腹黑d拐头所成的
实地估计在内，已
经是黑棋不易输掉
的局面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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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1) (白
9=黑三角)

因此实战中白
棋下了3、5两手吃
住黑一子，黑则以
6、8打吃至10止将
中腹越走越厚。

 

图4 (不想围空)

对白棋的侵
削，黑如在2位应，
黑将被淘汰出局。
原因是要想在中腹
围空，当初就围更
好。黑1接先将左边
的实地拿到手。白
如2位跳破黑腹空，
则黑3、5逼白连
回，再转而占据7位
的大场。这大概是
黑棋胜势吧。白4、
6连走单官，黑则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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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开拓了上边的处女地，应该不坏。

 

图5 (实战2)

因此实战中白
于2位回守，黑先在
3位拆二，再走5、7
两手，仍不急于在
中腹围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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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战3)

黑占尽便宜之
后才开始在1位围
空。如退一路在7位
围的话则嫌松弛。
黑1碰是很紧凑的下
法。

 

图7 (好像要输)

回到本型的问
題图，黑若是在1位
围空则正中对方下
怀。趁黑棋拘泥于
中三角之机，白以2
位飞压至6位逼止在
上边一下子形成了
大阵势。如此局面
我实在没什么自
信。从根上说，我
不喜欢"在很厚实的
地方围空"这种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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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中要害

 

第3型 黑先

这是白1先镇一
手使自己的棋形略
显舒畅后，再抢占3
位大场时的局面。

如果就这么被
白1敷衍过去的话，
黑棋是吃不消的。
很想对白棋的脱先
加以追究以显示一
下自己的力量。请
一针见血地击中白
棋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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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利敌行为)

黑1的方向显然
错了。与白2交换后
成为帮对方走强的
恶手。应该搞清楚
的是，在左边有暗
伏阻击的手段时才
能下黑1。

 

图2 (无后续手
段)

黑1虽也算是要
点，但被白2应后，
已不易找到后续手
段。一旦发动进
攻，就必须要有某
种程度的持续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
黑1应予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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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正解)

黑1是兜心一剑
那样的手段，正中
白棋要害。这手棋
和上图黑1的不同之
处是下一手的黑a十
分厉害。有无严厉
的后续手续，往往
是判断你的攻击是
否恰当的一个标
准。

 

图4 (实战1)

老老实实地
应，无异于坐以待
毙。故白以1、3来
进行腾挪，至白7止
先在此整形，宁愿
被黑8以下切断，也
要与黑放手一搏。



2 1 7 6

9 4 5
8 3

14
1312

10 15
11

15 14 2 5
F 13 8 1 4 7

E 1110 6 3 9

12

D

 

图5 (实战2)

白1至5只好先
逃这边。此际黑
10、12是绝好的时
机。对一块棋迂回
曲折地加以攻击是
很不容易的。

 

图6 (实战3)

黑1以下是以
破白眼位为目的。
白12虽然逃出去
了，但黑13、15又
从这边进行攻逼，
a、b、c三处均为
好点，白棋已防不
胜防。可以认为是
黑棋顺畅的局面
吧。



放弃围中腹

 

第4型 黑先

经过右边的攻
防，黑取得了中腹
的经营权，并占据
了黑三角的绝好
点，可谓一帆风
顺。但接下来的几
手才是决定本局胜
负的关键所在。

借助黑三角之
威力在中腹围空的
下法确实很诱人，
但我对此弃之不用
而选择了以黑三角
为依托挑起战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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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这么下能
贏吗?)

我不喜欢利用
厚势来围空的下
法。武宫先生在中
央筑成大地就能
赢，是因为他具备
超常的战斗力以及
卓尔不凡的大局
观。在中腹围空要
有勇气，其原因是
一旦输了你会觉得
自己无所作为。即
然单纯地围空赢不
了，为什么不率先
挑起战斗呢?与其坐以待毙，不如放手一搏，这是当然的心理
吧。但武宫先生照样很大胆地在中腹围空，这一定是因为先生具
有独特 的嗅觉。取胜的因素很多，不光是冷静的大局观，还有用
以支撑当今武宫流的种种绝技，我们都不应放过。

黑1是发挥黑三角之威力的很自然的一手。白2来侵削时，黑
3、5照围不误，在中腹圈起了一个惊人的大空。但这么下就能贏
吗?我对此没有自信。如果我真有那样的判断力，在1996年与赵
治勋先生的棋圣战决赛第7局就不会输了。



2

1 3 6

4 5

 

图2 (正解)

我放弃了借助
黑三角经营中腹的
下法，选择了与白
作战的方案。那就
是黑1的打入。在破
掉左边的白地之
前，即使围起中空
也贏不了。白6是当
然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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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战1)

因为黑棋放弃
了中腹的经营权，
所以必须迫使白棋
与黑棋展开真刀真
枪的肉搏战。故黑
下了1、3两手。这
可能会被人称作不
合手法，或被人指
为俗手，但此时除
了"切断"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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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2)

本局是争夺小
棋圣战挑战者的关
键一仗。我曾以饱
满的精神状态及冷
静的判断力投入其
中，至今记忆犹
新。

从白1开始，双
方展开了计算力的
大拼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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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实战3)

黑棋窥伺着的
是攻击中腹白棋，
不，是吃掉中腹白
棋。但在此之前，
必须先做活左边的
黑棋。黑2以下至
24、26的扳立成活
是早就算淸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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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净活)

此后白1夹时，
黑2、4即可净活，
白已不能在a位提。
黑在白1之前先在3
位打吃是多余的，
以不下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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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4)

白1是败着，这
手棋如改走2位贴
长，经黑12、白a、
黑b、白c来治理左
边白数子，力求在
中腹活得大一些，
以此和黑棋周旋，
黑棋也有顾忌。黑
从16开始动真格的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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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战5)

白1以下虽然拼
命搭眼，但黑棋不
用下什么复杂难解
的棋，只要一味地
缩小白棋的活动空
间就可以了。对付
白11的断吃，黑12
的应法最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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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实战)

从黑1开始发起
了最后的总攻击。
由于周围都是黑
棋，所以似乎没动
什么劲就将白棋吃
掉了。胜了这盘
棋，我才得以首次
登上为争夺锦标而
大显身手的舞台。



D

应该发力的地方

 

第5型 黑先

A位的断是一看
便知的，这里的应
手似乎用不着绕弯
子，其实不然。此
处是应该动劲的地
方，请显示你的力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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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源于打
入)

先来介绍一下
至本型问题图止的
落子顺序。一切都
源于黑1的打入。白
10是诱黑下11、
13，以图在右边成
空。若是那样，别
的地方变得薄了也
是不得已的。

 

图1 (最不好)

有人会马上在
黑1补断，这帮了白
的大忙，被白1长后
不仅白棋形状得以
加强，右边的实空
也被白白捞去，黑
不满。此处需要更
凶悍的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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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正解)

黑1的跨断十分
严厉，必须竭尽全
力将白一分为二。
另外，下黑1之前先
于a位刺与白b交接
一下的下法也是常
见的，但是这一交
換也把白棋走结实
了(不仅如此，黑还
失去了c位先手刺的
便宜)，所以还是暂
时保留不下为好。

 

图3 (并不可怕)

白1的反击并不
可怕，黑2的切断表
面上似乎有点不合
棋理，形状也不怎
么样，但却非常实
用。至6止是黑充分
可战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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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实战1)

黑三角时，白
如4位扳，则黑a顺
势分断。故实战中
白先在1位碰试黑应
手，此时黑棋要注
意不被白棋借劲。
黑稳稳地在2位退是
好手。虽然白可于3
位扳头，但黑也趁
机抢占了4位梃头的
绝好点，十分畅
快。

 

图5 (软弱)

黑如走1、3只
顾捞空的话，白棋
就完全安心了。此
下法缺乏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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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战2)

黑1从侧面紧逼
极有魄力，即使被
白2接，因右边黑棋
很坚固，所以没什
么可怕的。接下来
的黑3也是毫不手软
的一手。白如在a位
打入明显有些底气
不足，故白4以下力
图整形是"一般分
寸"吧。借暗攻白棋
之机，黑就能在上
边净得实地。



3
1 5 2

4
14 10

9
13 11 6

7

12
8

15

 

图7 (实战3)

白8虽是争胜负
的一手，但黑9以下
至13止在中腹争先
出头，逼白14单官
连回，显然是黑有
利。此外，黑13如
改下14位分断，其
行棋方向就太离谱
儿了。



现在正是战机

 

第6型 黑先

虽然对局才刚
刚开始，但由于黑
棋有貼目的负担，
所以极想尽快抓住
战机。

如果说现在就
是机会的话，你一
定会感到吃惊吧。
白棋脱先他投是导
致激战的起因。但
是黑棋对此必须要
有某种程度的深入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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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图 (白10是
特选走法)

先看一下至本
型问题图的落子顺
序。左下角黑9尖时
白脱先是个人特选
走法。

 

图1 (定式)

简单地讲讲定
式常识。白普通是
在右下角的1位挡，
黑直接出动三角—
子稍嫌重滞，故2、
4轻灵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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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这也是定
式)

白1从这边挡也
是有力的一手，黑2
是正形，至白3告一
段落。

 

图3 (正解)

但是白棋没按
定式下，而是脱先
他投了，黑棋当然
要加以追究。故黑
1、3冲断。因为是
在己方子力占优的
地方作战，所以黑
棋无所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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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征子)

切断之后的下
法相当复杂，白1长
时，黑如在2位小尖
连回，被白3征吃一
子就麻烦了。也就
是说，只有当黑棋
征子有利时才能这
么下。

 

图5 (实战1)

征子不利时，
需要动动脑筋。白1
时，黑2先压一下很
厉害。对付白3扳，
黑于4位跳逼白在5
位接，使白没机会
在a位挡是关鍵所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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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实战2)

黑棋冲断如果
成立的话，则可认
为其作战方针是得
当的。黑2关时，白
3不能省略。黑4攻
守兼备，棋形舒
畅。自此之后黑开
始全力攻逼白棋。

 

图7 (实战3)

黑1、3连续飞
罩向白施压是此际
最严厉的手段。当
然黑棋压根也没想
吃掉白棋，能借白
为求活挣扎之机而
有所得就足够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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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战4)

白1跨断是煞费
苦心的腾挪。至白7
止虽以弃子为代价
取得了联络，似黑
也由此形成厚势，
并抢先于8位挂角，
足可满意。以后a、
b均是黑窥伺的好
点。看情况，直接
在c位进角也有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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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让对方轻易腾挪

 

第7型 黑先

现在是白1单骑
突入黑大模样腹地
时的局面。虽说并
不真想吃掉白棋，
但如被其在黑大阵
势中轻松地得以腾
挪，那是不能满意
的。

请以严厉的态
度施以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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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夺白根据?)

黑1拆是第一
感，但却不是好
着。在已很坚固的
地方又匆忙地拆
二，实在没什么可
高兴的。白如a位逃
出的话，则黑b如愿
以偿。故白2、4转
而掏角，这是黑不
充分的结果。

 

图2 (虽有朝
气，但......) 黑1镇虽
有朝气，但缺乏严
厉性。与上图一样
白仍有a位的进角转
换，或者直接在b位
飞就地做活也未可
知，这也是黑很不
充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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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也是一策)

黑为夺白根据
而于1位尖顶虽也是
一策，但与白2跳交
换后，黑的攻击似
乎有些难以为继。
白a、黑b、白c之类
的先手便宜令黑感
到不安。

 

图4 (准正解)

黑1是相当好的
一手，方向以及感
觉都不错，但其缺
点是白仍暗伏a、b
等手段。此时的局
面，黑应以下边的
厚势为背景对白施
以重拳，不给白腾
挪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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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正解)

要发力时，必
须冷静从事。黑1默
然下立是很厉害的
一手，白即使在a位
跳仍嫌重滞。故白2
轻灵地求腾挪，但
黑3正中要害，白二
子已被隔断。黑棋
由此开始显示力
量。

 

图6 (征子)

对黑的分断，
白1如正面应战就过
分了，被黑2扳出后
再于4位挡，白a的
征子不利，白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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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实战1)

因此白1先在这
里刺一手，兼有引
征的意味。黑2不得
不防。双方在这一
带展开了虚虚实实
地讨价还价。白直
接腾挪难以成功，
故变換方向下了3、
5两手，但黑6仍咬
住白棋不放。

 

图8 (实战2)

白1时，黑2顺
势将白吃净。像这
样边进攻边得空是
深得要领的走法。
接着白3靠时，黑
4、6切断，此处被
白联络是不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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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实战3)

白1刺时，黑2
是颇有意思的一
手。它既防止了白a
位冲，又暗伏黑b的
挖。白3意在联络，
对此黑抢先于4位尖
进行攻逼。白脱先
在5位连是不甘示弱
的一手，但至13止
白被压瘪，十分难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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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实战4)

黑逼白单官联
络，并顺势在中腹
出头，其优势已十
分明显了，能否把
握收兵的时机也是
攻逼的关键所在。



第六章 实战之攻逼
最后一章为实战篇。迄今为止虽已学习了"搜根攻逼"、"借攻

逼扩张模样"、"纠缠战术"、"攻逼的方向"、"有力量的攻逼"等五
种攻逼的技巧，但一旦用诸于实战也未必能用的很好。实战是千
变万化的，无法照搬教科书，诸如受到意想不到的反击，或者在
微妙的实战心理的震动之下而缩手缩脚等等不一而足。

本章挑选了我的二盘实战对局依次加以解说，兼对已学过的
内容起一个复习作用。当年对局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捏着一把
冷汗，倘您能从中体味到我煞费苦心的布局构想以及与之相配合
的攻逼方法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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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局 黑 小林觉 白 赵治勋 (1988年 王座
战本战)

 

第一谱

想在右边成空

取材于我执黑
与赵治勋先生的对
局。黑3下在对角的
星位。我从不拘泥
于一种类型的布
局，各种各样的都
想尝试一下。比较
而言，对角类的布
局错综复杂，极易
形成战斗。 白18后
黑下在哪儿好是问
题所在。很想在右边成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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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不易成空)

喜好的一手

黑1拆至3止想
在右边成空就大错
特错了。黑地中的
空当相当多，诸如
白a的碰以及b位的
打入等等。棋的不
可思议之处就在于
你越想成空，空就
越容易被破。也就
是说"围"空是不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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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心情可以
理解，但......)

围空行不通的
话，就只有攻逼
了。

黑1打入意在借
攻白三角之机趁势
在右边成空，但被
白2、4抢先出头，
黑无法如愿。在竞
向中腹时总慢一拍
是不能令人满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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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谱

因此我下了黑
19，于四线打入。
如前所述(见本书第
四章第6型)，我实在
是很喜欢把棋下在
四线。

黑19的意图首
先是割断白的联
络，其次是增强在
中腹的发言权。通
过攻击白间接地在
右边成空是意味深
长的作战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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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领先一步)

如黑所愿

对于黑在四线
的打入，白如1位
跳，则黑2、4总能
领先一步，颇为得
意。黑当然不是要
吃掉白棋，但至少
白三角一子并无出
动的余地，尽管右
边还较空旷。原因
是害怕遭到我们已
在第三章学过的纠
缠攻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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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值得感谢)

白1如果下得这
么客气的话，黑真
要笑到心坎里了。

趁白委曲求全
之际，黑2肩冲至8
止的作战既奔放又
有意思，再看右
边，岂止是一点实
地，恐怕已经称得
上是大模样了。

 

第三谱

实战中白20先
拆，与黑21交换后
再于22位跳，这一
交换的善恶比较微
妙。有趣的是黑凭
借25的尖顶仍保持
着攻逼态势。

白即使在32位
飞也未完全安定，
故黑以此为由先在
31位跳。当初的目
标就是在右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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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如今已趋于现实化了，这是很巧妙的。

 

第4谱

靠压战术

白当然不能坐
视单方面受攻，故
在34位飞罩予以反
击，但黑35即可轻
松治孤。不仅如
此，黑凭着37至41
的几手棋，反而对
白施以靠压战术。
黑表面上是靠压左
上角，实际上瞄着
的是对上边白棋的
攻手。详见第五谱。

白42断吃时黑43长，对有段者来说是常识性的一手。急于在
A位打吃则属典型的俗手。此处黑先耐住性子长一手，随即就暗
伏着B位立，再先手弃子包封的手段，这才是正着。黑45是
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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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46如改走图5
的白1跳补，黑即打
算于2位飞，不单是
防备了白a，而且有
趁势在左边形成大
模祥的可能性。

 

图6 另一个问题
是如何应付白46。
图6黑1接是普通的
下法，但被白2、4
整形，黑极不愉
快。因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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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谱

模样转移

图6的下法总嫌
松弛，与黑当初的
攻逼方针不符。故
我选择了47位的跨
断，不给白以喘息
之机。至56止双方
一气呵成。黑55长
出的形状极漂亮，
此处的作战显然是
黑有所得。而且黑
抢先于57位补后又
在中腹一带形成厚势，局面已可说是黑方占优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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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白58、60的动
出是一种拼胜负的
下法，难言好坏。
白60如改走图7白1
愚形弯出，黑即干
脆在2位尖，让白a
单官联络。

如此黑似有忍
让之嫌，但黑因切
断白三角二子已在
中腹获利，故右边
力求平稳。在盘上
所有的地方都极尽凶狠之能事就违反了棋的法则。有张有弛方为
行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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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但对于白60，
黑如于图8-1位挡则
是缓着，被白2、4
好形联络，黑难
受。而图7白是愚
形。棋就是在这种
微妙的地方可以自
己做主的游戏。

因此黑61、65
又从这里对白施以
靠压攻击。

 

第6谱

最后以围空取
胜

黑虽摆出攻击
的姿态，但并不是
非要吃掉白棋。非
吃不可是在吃不掉
就输时的选择。

武宫先生能像
男子汉那样在盘上
表演屠龙绝技，我
可没那个胆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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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试着与对手周旋，"只要能借攻而小有所得，就随时进行交
易"。

实战即是照此进行的。白66、黑69已让黑占了便宜，黑即允
许白72简单联络。当然，黑是已算淸实地对比上领先，才这么下
的。

已经到了收兵的时候，因此白78时，黑连看也不看就若无其
事地于79位经营中腹。

 

图9

另外，白80如
改在图9白1一带闯
进黑阵势，那黑棋
大概也只好动真格
的了。例如黑2尖顶
后再于4位飞，白5
拆二，黑即6、8分
断白棋后再于10位
飞罩，以下白a、黑
b、白c虽可成劫，
但黑是无忧劫。仅
就白无法净活这一
点来看，也是白相
当苦的形状。

不是为吃棋而攻逼，而是借攻以图便宜，这是本书一贯的思
想。但当对手太不讲理时，则务求痛歼。想不被对手轻视，就要
有足够的本钱，为此必须不断地积蓄力量。

白看到图9有些过分，于是下了80、82。黑则由83起至87止



直截了当地围空，这是胜利的宣言。至黑95筑成大空，此后不久
白即丢棋认输了。

95手以下略黑中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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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局 黑 小林觉 白 赵治勋 (1995年 棋圣
战第6局)

 

第1谱

攻击与实利

这也是和赵先
生的对局，我执
黑。我们二人之间
的对弈往往很容易
形成我以攻为主，
而赵先生猛捞实地
的格局，所以本书
以此为题材似乎是
很合适的。

这盘棋在与本
书同一系列的名
为"序盘的大局观"一书中已有简介，所以序盘部分略去不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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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谱

寻求变化

黑19、21的两
靠意在寻求变化。
黑21如改走A，以下
白B、黑C飞压则是
普通的下法，但白
就平凡地在24位
爬，我也没什么自
信，黑即使在此处
筑成厚势，由于左
边的白棋已很结
实，故发挥其作用
的余地不大。

黑21靠后，白22至28是"一般分寸"吧。被白26先手便宜虽有
些窝火，但也无可奈何。

那么黑的下一手走哪儿好呢?对本书的读者来说应该是常识
吧。这是攻逼的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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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谱

攻逼的法则

黑29拆有只此
一手之感。对拆二
来说，如能在其两
侧都施以紧逼的
话，它也可成为值
得进攻的对象。我
认为白30、32只好
这么下，被黑33一
镇虽有点不痛快，
但也别无他法。

 

图1

例如白30如在
图1-1位飞，黑2的
穿象眼很讨厌。白1
如改a位跳，被黑1
飞攻也挺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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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2白1，则黑2
恰到好处。

 

图3

再看图3，白1
改从这边飞，黑2是
破坏这块白棋"形"的
急所，白仍不顺
畅。

黑29的拆逼，
33的镇都是按照攻
击的法则行棋，但
眼下还难说优劣。

白36从内侧着
手寻求战机，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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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治勋一派的顽强手法。至黑47止的文换，多数人觉得是黑便
宜，但赵先生却持独特见解，他认为黑虽将白封住但其外势断点
甚多极不完整。由此看来，白36是相当厉害的一手。我能够接受
这种新思想应归功于赵先生。

 

第4谱

冲破白棋阵势

黑51大概完全
出乎赵先生的意
料。这是我早就暗
伏的狙击手段，但
什么时候下合适是
个难题。



6
4 1
5 7
8

3
2

 

图4

白48断时，黑
也许就应马上下图4
黑1，白2打吃是一
看便知的，黑虽有
些不偷快，但白也
被迫由4至8止后手
整形，此图应是黑
充分可战的局面。

白如不愿意被
黑占得实战图的
51，那么白50改在
57位补一手也是很
有力的。但是黑A靠后白地被弄瘪，还是不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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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52提时，黑
53下立十分强硬。
当然，不把棋算清
楚是不能下的。此
际白1、3冲断如果
成立的话就出大事
了，但由于黑有4、
6长气的好手筋，所
以以下无论怎么变
化，也只能成为黑
棋轻松的劫杀。在
进攻时，局部的算
着能力是很重要
的。

白54不得不屈服。黑57以如此好形突破白阵，大获成功。本
局之前，我以三胜二负领先，距夺取"棋圣"称号仅一步之遥。这
盘棋下到这里我才觉得或许有"戏"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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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谱

值得自豪的好
手

为弥补薄味，
白60实在出于无
奈，但与黑61交换
后，白角受损。这
就是攻击的效果。

 

图6

黑63是否应先
在图6-1位跳，颇感
迷惑，白如2位应，
则黑3顺势再刺。白
64是一种不甘示弱
的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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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白64如改走图7
白1接，黑2、4十分
得劲儿。

虽让白走了64
位跳，但黑65至71
断吃白二子收获也
不小。黑的攻击可
以说已经见效了。

白72、74动出
时，黑不予理睬抢
先于75位定形是我
颇感自豪的一手。

白80如在A位吃，黑当然在B位做劫，打劫黑有利。因此至
84止白不得不让步。黑即确保了自身的眼形，又可继续攻逼白
棋，明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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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白78如改下图
8-1位飞的变化。黑
2先手提吃后再于4
位拆边，仍是黑胜
势。

黑棋用不着什
么花哨的进攻，只
要一点一点的得
分，逐步扩大优势
就可走向胜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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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谱

错过一锤定音
之机

黑并不急于逃
出中腹五子。此时
如何攻逼左边白棋
才是关键所在。黑
以85靠攻白是万全
之策。白90抓住时
机先扳一手，真是
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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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黑91改下图9-1
位透点大概也可
以，与白2交换后再
于3位拐，白4大致
要补一下，黑5扳吃
住白三子，仍是黑
充分。

赵先生继续奋
战。黑93、95切断
时，白96令人吃
惊，多亏了黑97的
随手应，白才有了
喘息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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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黑97仍应在图
10的1位点，白4做
活时，黑5先行获
利，左上角即使被
白6切断，因黑11是
先手，所以至13止
黑棋净活，白14不
得不补，如果这么
下的话，这盘棋皁
就结束了。

实战被白98至
102轻松治理，胜负
之路变得漫长了。
这一局部的战斗，我似乎感受到了赵先生气势的压力，微妙的对
局心理错综复杂，这不是从教科书里能够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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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谱

无需用劲

刚才还处于优
势意识的我，转瞬
间动摇起来，一下
子变得不知如何用
劲了，也许是因为
压力太大，黑的着
手明显地不协调。
黑3的紧逼即是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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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黑1才是简明的
下法，白如2位长，
黑3先手便宜后再于
5位回守，双方实地
的差距是一目了然
的。实战中黑3用劲
儿过猛，被白4至12
得以站稳脚跟，黑
亏损。途中黑7即使
改在10位立大概也
嫌不到什么便宜。

弈至12止白不
仅在下边捞了不少
实地，而且还以14至18在右边扎下根来，局势已变得相当混沌不
清了。

黑21、23也没有必要马上在此定形。寥寥数手显示出我的心
情极不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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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但白28是败
着。白如像图12-
1、3那样下的话，
我没有自信。黑4至
12是最顽强的下
法，但被白13点角
后，右边白棋 只要
没事白就赢了。黑
只能在a位破眼，制
白死命。黑自认有
六成把握吃掉白
棋，但因为对手是
赵先生，故不敢断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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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谱

恰到好处的定
形

实战黑29定形
恰到好处，这应归
功于白28的失着。
黑35转而守角极
大。黑39尖时，我
又看到了胜利的希
望。白40挡是为44
位的透点做准备，
令人十分头痛，这
手棋如改于A位点
角，则黑B、白C、
黑D、白43、黑E，至此黑盘面约领先7、8目。

黑41托是手筋。白42如下43位，黑有42反扳的手段。 赵先
生当然不会让对手轻松取胜。白46即是拼胜负的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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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这手棋如改于
图13-1至5先手定
形后再7位靠的
话，由于白已损失
在先，黑8简单地
让步就没什么可下
的了。白46单靠，
黑47就不肯退让
了。双方在这一带
的过招十分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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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白54、56也是
十分凶狠的下法，
如像图14白1那样
逃出的话，则黑2
以下先手定形后再
于上边的8位托，
白毫无胜机。途中
黑4改于5位卡眼也
是厚实之着。

由于赵先生接
连下出争胜负的凶
着，所以局势大起
大落，弈至现在，
我才总算可以言胜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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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谱

终于胜了

黑59在73位接
更坚实一些，但这
已与胜负无关了。
白74如下A，则黑
B、白C，这样大概
可以收官数棋，黑
约胜7、8目的样
子。

见到黑下77
后，赵先生投子认
负。我由此而夺取
了"棋圣"称号，至今难以忘怀。

虽然后半盘屡起波澜，但我认为从序盘开始就对白施以攻
逼，并借此掌握全局主动权从而走向胜利的战略思想无疑是成功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