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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节奏感和独创性——藤泽秀行 

由我发表评论虽不那么妥当，但我还是要说藤泽先生的棋是出色的棋，堂堂正

正的棋。把棋区分为出色的棋和不出色的棋，也许没有什么意思，但我认为，但就

藤泽先生的棋而言，的确是出色的棋。 

棋手的性格和为人或多或少会反映到棋盘上来。我认为，藤泽先生的一手一手，

都如实地反映了他的出类拔萃的极好人品。在我的低段时代，通过快棋和研究会，得

到藤泽先生的许多教益。在同伴中，我受先生影响最大，我特别尊敬藤泽先生。 

独到的感觉 

我向藤泽先生学到的是节奏感和独到的感觉。特别是藤泽先生的感觉锐利、漂

亮，难于模仿。下面用最近

的棋谱为例。 

1图 白 1、3是令人佩

服的。这时候补一下黑 A、

白 B、黑 C的冲断是常识性

的，但是藤泽先生前进了一

步甚至二步，首先考虑到可

以不补这个断。换句话说，

使黑的冲断变得效果不明。

于是有了白 1、3的着想。

的确，白 1、3在右边安根

后就不怕黑棋冲断了。（从

白 D位打吃即可）如果已经

有了黑棋的冲断，白 1、3就来不及了，所以现在正是机会。 

这样的感觉并不是标新立异，是否可以说是正常感觉积累的结果呢？下出来之

后，我们才能理解其妙处，而藤泽先生的脑筋的运转似乎与众不同，大体上最先想

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按大竹君的说法，藤泽先生的独创性感觉来源于扎实的基本功，我赞成这个意

见。要赶上藤泽先生的感觉，还有很多东西要从头学起。 

2 图 这里讲节奏感。黑 1、3 的步调绝妙。很遗憾，我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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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不在 A位之类盲动，而采取

了黑 1的出击，一旦白 2让步，

黑 1一子就轻了，于是黑 3再度

闪身，真是难于模仿的技巧。因

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黑 1、3，

可以称之为妙手吧。坂田先生的

妙手出在双方棋子紧密接触之

时，而藤泽先生的妙手则出在棋

子比较少的序盘或是中盘的早

期，这是一个特征，这就是算路

和感觉的差异。这类妙手不胜枚

举。 

3 图 黑 1 是谁都会下，但

是下一手黑 3 转身就只有藤泽先生了。待白 4 跳，黑 5 回补一手的感觉叫人难以形

容。形成黑 7 出头，黑 13 再拦的结果，是黑简明易下的局面。白棋并没有下坏棋，

但在不知不觉中黑已夺得领先地位。也许这种妙处就可以称为秀行流。 

当然，藤泽先生的高明之处不仅仅是独创性和节奏感。在布局的构想能力，攻击

的迫力等方面都是超一流的。另

外，藤泽先生在把优势的局面牢

靠地转化为胜局，利用厚势的收

官等方面也是独树一帜的。但是，

令人惊叹之处，仍是他的感觉。 

 

懂得作战的场所 

如果仅就我的水平对秀行流

来一个追根究底的话，那就

是：他懂得作战的场所和不作

战的场所。不作战的场所可以

换句话称为公空场所。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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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所应当投入力量，而在不

作战的场所则应简单收兵。即

使明白这个道理，要实行也是

很困难的。 

4图 对于白 1的拆，黑 2

以下定形，使白凝集于低位，

然后黑 10 拆。看起来，黑棋是

模范下法，没有什么值得非难

之处。而藤泽先生不这样看，

他认为黑棋不满。 

为什么呢？懂了吗？左边

黑▲处于低位，价值已尽，是

所谓公空地带，在在这样的左

边投入力量是违反棋理的。那么应当怎样下呢？黑 6时，见下图： 

5图 作为一例，展示了黑 1碰到黑 15 为止变化。虽然不能肯定形成这个结

果，但是可以理解黑方的心情

吧。对左边不予重视，而上

边，应当作为主要战场投入力

量。在这个黑 1之中，好像隐

藏着藤泽先生绝妙感觉的秘密

似的。而且，黑 1是藤泽先生

仅仅扫视一眼就指出来的，与

其说是计算，不如说是直觉的

一手。判断黑 1可行的这种洞

察力，令人折服。 

一般都是说藤泽先生年过

五十之后才厉害起来。看了棋

圣赛的一局又一局，我也有这

种感受。实在只能说是奇特人物。然而，人物再奇特，时光总是不饶人的。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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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必须在先生还强健的时候在棋圣赛向他挑战，因为这才是对多多指教我的藤泽

先生的唯一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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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彩夺目的秀行流 
第 11 期快棋冠军赛决赛（一九七八年十月七日） 

白棋 藤泽秀行 棋圣——黑棋 武宫正树 九段 

第 1 谱（1～24）对于定式的疑问 

 
白 16是序盘的歧路。黑 19是武宫流 

 

我回想起在快棋比赛中首次夺魁时的一

局。包括第一期日本电视杯，总共得过两次

快棋比赛冠军。 

我属于从序盘开始就要开动脑筋的类

型，时间越多越好。而感觉超群的藤泽先生

即使没有时间也不感到为难。 

对于我来说，快棋对局胜望较小，同

时，快棋的胜负又是不能简单预测的，这是

有趣之处。 

看了左上角的定式，很多读者会有些吃

惊的。因为定式书上一般会写道：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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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开花黑不行。在这里，不是下错了定式，而是怀着信念，下了一般认为损的

定式。黑 19时见下图： 

 

1图 黑 1虎定形至白 6，然后黑 7

曲，一般认为这是定式的正变。至白 10告

一段落。 

黑 5和白 6也有不交换的，那么白 5

位接告一段落。然而我对于这个定式抱有

疑问。黑▲和黑 1、3 连在一起构成的愚

形，是黑不能满意的。而且白 A或白 B的

任何一个都是先手。 

而实战谱至白 24，白 A不是先手，左

边近乎公空地带。 

 

2图 黑 1接，到黑 7为止的形也是最

近常见的，黑 A、白 B、黑 C分断是一个暗伏手段，但现在是后手。总觉得救出黑

▲的下法不太纯正。 

 

黑 19的意味是：黑 9这种子弃掉比较

爽快。至白 24的结果就算不相上下，至少

不能认为黑棋不利。以前我的对局中也有

过。 

回溯到当初白 16。 

 

3图 白 1内曲，选择众所周知的吴清

源定式也是可行的。白 19之后，跳黑 A还

是黑 B是很费心思的。这和外曲定式很难比

较优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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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谱（25～47）初级的错误 

 
从白 42到白 46 拦是好次序 

 

黑 25限制白左上的厚势发展，是绝对的一手。特意选择“损定式”也是因为

能占到黑 25的缘故。 

白 26时，要考虑一下的话就没有尽

头。在 38或 39位挂都是一局棋。白 26分

投是想导致从容棋势。 

黑 27好像没有什么可说的，其实是布

局上的大恶手，或者可以说是不懂基本常识

的平凡着法。 

 

4图 黑的预想是让白 1应一手，然后

黑 2围，如果形成白 3、黑 4的结果，从情

绪上说，是黑不容易输棋的布局。但是藤泽

先生这样的对手当然不会在近乎公空地带的

左边应。 

 

白 28是当然的好手。黑 29不得不进

角，到黑 37为止，黑棋不得不在公空地带花费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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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37和左上的黑▲作用重复，是令人难受之形。所以，黑 27应当在 28位或

28 下一路拆边。 

白 38挂后，白 40 拆是好步调，白形顺畅。 

白 42、44是绝妙的先手便宜。虽说是

快棋，但秀行流的感觉光彩照人。白 42按

常识，见下图： 

 

5图 是白 1单拦，于是黑 2、4压退

取得先手，转向 6位守角。 

这样黑将挽回黑▲的失分，是黑快速的

布局。黑 2压后，白 A 就来不及了，黑将在

5 位应。 

 

可是白 42、44先手便宜后再拦 46，黑

47 大致只有跳。从道理上讲等于白先手占

得很大的白 46，很有效果。 

黑 47见下图： 

 

6图 这时候黑 1 还压，就怕白 2不退缩而扳断。白 4退，黑 A的征子不利。

由于左方的白势和白△的活力黑似将陷入不如意的战斗中。 

如果没有白△和黑▲的交换就白 2扳

出，则白 4之后，经过黑 A、白 B、黑 C、

白 D、黑 E，白被吃。 

 

白 42到白 46次序好。对局时仿佛觉得

藤泽先生在说：所谓围棋就应当这么下。与

藤泽先生对局，这样的场面肯定会出现一

处，真是值得感谢的先生。 

左下角由于黑的错误而失分，右上由于

白的好手而失分，一共已有两处失分。差距

虽不是了不起的大，但从职业棋手的眼光看

来，是白好下的形势。黑必须在什么地方改

变这种发展趋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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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谱（48～70）挽回失分 

 
白 62是缓着。黑转回 67，恰似双方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白 48托令人讨厌。黑 49见下图： 

 

7图 通常，肯定应当在黑 1应，但白

2 断至白 10是必然的经过，以后黑将很难

下。 

由于征子有利，黑 11大致是手筋。但

将形成白 12、14抵抗的结果，因为周围白

厚，黑不得不陷入苦战之中。 

如果说不能黑 1应，那么—— 

 

8图 还有黑 1扳。但是到白 6为止，

白上边的幅度也很宽。 

 

即不能退缩，扳出又得不到好结果，自

然想到脱先，但见下图： 

 

7图 

8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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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图 被白 1接实在难以忍受。如果再次脱先，被白 3以下掏角，黑落到必须提

防眼位不全的境地。 

 

好像陷入了难境，但黑有 49、51这种

俗筋。至白 56，吃住白△且得先手，虽让

白 52、54成为厚形，幸亏白的幅度已经限

定。 

黑 57拦，使白两子处境拮据，间接地

消了下边白的形势，是超过想象的大棋。 

这时候白方下了缓着。 

白 58断就算还可以，但白 62打是疑问的一手。虽然对右边白的两子，送来了

声援，但犯了厚上还要加厚的错误。藤泽先

生不在意的时候，常常下出简单的漏着，大

概，白 62也是其中之一。此手在下边 A位

扳，黑即难取胜。 

黑 63是痛快的攻，当然眼睛盯着下边

白阵。 

白 64、66迅速求活是一般分寸。 

 

10图 白 1如想出头，被黑 2罩，越

发对下边产生影响。另外，如白 A则有黑 B

的好步调。 

 

黑 67转向期待已久的下边着手，大大

挽回了上一谱的失分。如果把这里打掉，黑

在实地方面并不差。 

 

11图 黑 1跳也是常形，对于白 2、4

压，黑 5、7成形。 

 

跳比较轻快，黑 67 的长则比较强硬，

很难比较哪一手更好。 

白 70在 A位压，准备下一手在 B位扳

也是有力的。在 30秒一手的快棋赛中，在

这类地方必须做出决断是苛刻的。 

  

9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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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谱（71～100）损失二目强 

 
白 90和黑 99 几乎不相上下 

 

黑 71挡，并不是被攻之形，而是所谓互逃之形。双方不光是逃命，白占得 78

位的进角，黑 79、83 则在这边得到收获，大致收支平衡。 

白 88如省略，黑 A刺后有黑 B的碰。 

黑 89是制高点。中央一带黑膨胀起

来，也许是黑稍好下。 

白 90和 99位，很难选择。 

从黑 91开始是痛快的先手便宜，可是

黑 95把次序弄错了。现谱，如果算作白

C、黑 D定形，白地有六目、外加白 E处的

半目。 

 

12图 黑 1冲掉才对，这样白地四

目，与实战相差二目强。 

 

因为是细棋，所以这个次序的错误可能

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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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谱（101～124）拼命抢实地 

 
由于有了黑 11，中央的白变薄 

 

白 2出头是当然的，不能让黑 5位先围住。黑一直暗伏着黑 A的断。 

 

13图 但是黑立刻 1位断却是危险的。

被白 2至白 6打出，白 8是先手，接着 10 位

包围，黑被吃。 

这时候，如果事先有黑 A和白 B的交

换，黑 C即可吃通棋精。 

 

以上就是黑 3的目的。所以白 4不能遮

断，不得不补一手。 

黑 5跨断定形后，黑 11接厚实。有此一

着，中央白的薄弱是显而易见的。白 12、14

虽然补了棋，还没有除尽毛病。 

白 16是防备黑 B、白 C、黑 D的劫。放

下薄弱之处不顾，白 20、24拼命抢占实地。 

由此，实地对比倒是处于平衡状态，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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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谱（125～160）错过了决定性的一击 

 
黑 31是攻击白中央的最后机会 

 

黑 25是痛快的先手便宜，但是，这里有单刀直入的更加严厉的攻击。 

 

14图 这就是黑 1 的尖。为防备黑 A，

白 2必应。于是黑 3、5得以封锁。白棋要

做两个眼是相当艰难的。就算能活，黑中央

必然变厚，将由此决定胜负。 

 

另外，白 26应是没有办法的，如企图

白 A渡过，由于黑 B是先手，将形成和 14

图相似的结果。 

黑 27、29继续攻击，但黑 31回补是缓

招。 

 

15图 如果黑 1至黑 5毫不留情的先

手便宜，然后黑 7封锁的话，恐怕这里就将

决定胜利了。白棋在左边只有一个后手眼，

另外必须做一个先手眼，这基本上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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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局的时候，我好像不想找这些麻烦

了，就准备牢牢的守住实地的优势。这个判

断虽然也没有错，但是下面的手法缺少一贯

性。 

首先黑 37没有意思。一目棋也得不

着，莫名其妙，虽说是快棋，仍是不能相信

的拙笨。 

 

16图 如果直奔终点，应当黑 1刺、

黑 3补。很明显，这样黑盘面可胜 10目以

上。 

 

能吃的棋不吃，准备以地取胜，却又下

了黑 37这种单官似的棋，目的与手段严重

失调，这是一种输棋的格局。 

黑 47价值小。如果在 60位挡就不会有

什么问题。 

被白 54位刺，中央黑逐渐变得味恶。

黑 57接的时候，白直接行动没有用。 

 

17图 对白 1、3，黑 4可以退；对白

5、7，黑 8是先手。白 3如果在 5断，黑 6

仍能脱险。 

 

但是，由于黑 47 和中央一带味恶的缘

故，被白简单地出了棋。 

被白 69接，好像才注意到了形势很微

细，乐观情绪一扫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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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谱（161～200）畏畏缩缩 

 
黑 85是可能变成败着的大恶手 

 

黑 71在 73位让步虽然平安无事，因为

是细棋，不能这么悠然。但是，白 72、74

是强烈的手段，对局时我没有看到这个简单

的筋。 

 

18图 如黑 1应，则白 2扳出破空，

黑 3则白 4，黑崩溃。 

 

黑 75到 83是黑当然的先手权利。这

时，对中央一带的应法感到难办，畏畏缩缩

的应了黑 85，这是可能变成败着的大恶

手。 

 

19图 只有黑 1扳，对于白 2，黑 3接

是最善应法。到黑 5为止把损害限制在最小

限度，如果这样下，还可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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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谱（201～269）靠妙手拣了一局 

 
黑 7是先手防 17位断的妙手 

 

从前谱白 88到白 100吃进了黑三子，形势终于被白逆转。但是藤泽先生紧接

着又下出了败着，这就是本谱的白

4。 

 

20图 如果白 1断一下，胜负

结果会倒过来，应当是白方可胜一

目半或半目。 

 

抓住一瞬间的机会，黑 7挖是

妙手，让白 8应一手，由此赚得两

目。之后变化见 21图： 

 

21图 白 1仍断，则白 3防黑

A 透点不可省略，到白 5为止的结果

和 20图（算作黑 A、白 B、黑 C、白

D）相比，白棋损失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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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白 16只有提，如算作这样，等于黑 7先手接回了黑▲子。 

 

269 手完 

黑胜一目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