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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布局篇  

胜本：第三届世界围棋选手权赛富士通杯，本届赛程如下所述： 

（第一轮 90 年 4 月 7 日 第二轮 4 月 9 日 八强战 6 月 2 日汉

城 半决赛 7 月 7 日大阪 三四决赛、决赛 8 月 4 日东京）  

谱 1 (1-1)

1



 
 

胜本：左半边的赛程，有 12 名选手参赛。 打到准准决赛者，

左边为王立诚、林海峰、李昌镐、小林光一四人；另一边出线

者有曹薰铉、山城宏、车敏洙、聂卫平四人。  

谱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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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准决赛剩下四人为曹薰铉、聂卫平、林海峰、小林光一。 

本局为准决赛的一局。  

谱 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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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你常下黑 7 的二间高夹吗？  

林：不，不常下，普通用黑 A 下碰的定石，本局尝试趣向。  

谱 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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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对白 8，图 1 才是定石――  

谱 5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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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1 以下是定石，以下至黑 9 时――  

林：黑 A 切断时的征子关系，白棋有利，白棋会 10 立吧。  

图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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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即便征子不利，黑 1 切断的手法也可行。以下至白 14 止，

黑棋被吃。征子指的是黑 A。 但是，现在的说法是即便被吃黑

也可行，但此型仍有未解决的变化。 

图 1 续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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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林：黑 9 也是定石的一型，白 10 若――图 2（图 3）则无理。  

谱 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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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 的话，则黑 2、4 切断，白若 5 则黑 6、8 接应，此为

白棋无理。  

胜本：图 3――  

图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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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本图黑 3 时白若 4 位飞则还原成图 2 之型，公认白棋无

理。 （注：白 8 于 A 位靠是定式） 

图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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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故白于 10 位尖。  

谱 7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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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4 若――图 4  

谱 8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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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4 若于本图白 1 立的话，则黑 2 挡住，次黑 A 行动多

半有味道。  

 

图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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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白于 14 位扳比较好。黑若 A 则白 B 味好得角，而且 C

处为袖空，白棋要比图 4 好。 但此型刚刚出现时，下出过此

型――图 5  

谱 9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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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过黑 1 至白 10 的实战例子。 

图 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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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过功夫  

林：后来下功夫改良，以为谱黑 15 比较好。  

谱 10 (15-15)

15



 
 

林：黑 15、白 16 交换之后再黑 17 拐。白如何吃黑二子，令人

苦恼――图 6、图 7  

谱 11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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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则黑 2，黑气长，白味恶。  

图 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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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尖，被黑 2 击中急所，白棋瘫痪。 

图 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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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谱白 18 碰的吃法最佳。  

谱 12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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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1 若――图 8  

谱 13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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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1 若于本图黑 1 挤的话，则成白 2 以下至 6 的结果。 

黑棋虽然形厚，但下边及右边都是袖空。 

图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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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以再度下个功夫，想出黑 21 切断的手法。  

谱 14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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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 21 的切断，白若 22 位接应则属平稳的进行。  

（注：白 22 另外的选择见后述图 10、图 11） 如此一来，黑

21 的断显示出效果，怎么说呢――  

谱 15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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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妥协  

林：白 24 没有于 A 位提的道理――图 9  

 

谱 16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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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4 没有于 1 位提的道理，此因黑 2 断之后，可黑 4 先

手堵住袖空的缘故。  

图 9 (1-5)
3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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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5、白 26 接应，告一段落。 此形和图 8 之形比较，图

8 右边为袖空，谱则不是。 除了这个优点之外，图 8 白也 4 位

先断了一手，谱则没有切断，这也是黑的好处。  

（注：实战谱白以后 A 位打黑有 B 反打的选择） 认为被黑棋

下得这么巧妙觉得难过的话――图 10、图 11【难解之道】  

谱 17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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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棋 22 从下边 2 位抱吃，黑若 3、5，则白 6 止，右边仍

是袖空。黑 1 和白 2 的交换，黑损。 这次黑棋觉得难过的

话――图 11  

图 1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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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 4 提的话还原成图 9，白不肯）  

林：黑 3 以下动手，非常难解，举个例子――  

图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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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0 以下成为黑 21 止的结果。  

胜本：林天元和淡路修三九段曾经下出过此型。 

图 11 续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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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27 的大斜有力。 右方有黑棋厚味的情况下，白 A 碰

正面战斗的话，被认为白方不利。 虽然也有白 B、黑 C、白 D

的定石，但这样下边将成黑的大模样。 如果走“坂田定石”

怎么样？――图 12  

谱 18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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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用 1、3 的坂田定式，接应至黑 12 止，黑棋也会出现

模样。  

 

图 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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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不晓得白棋会选择什么定石，但白棋悍然于 28 位碰。  

谱 19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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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32 如果于 A 位下粘正面作战的话――图 13  

谱 20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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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1 下粘的话则是正面战斗的下法。黑 2 至白 5 时，次

不论黑 A 或 B，因为右方有黑的墙壁，白棋不免辛苦。  

 

图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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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棋下出 32 位上粘的定石，但这是在白 A 征子有利时

才成为定石，谱则征子不利。 征子不利的情况要用――图 14  

谱 21 (32-35)

35
34
33

A

32



 
 

胜本：白 1、3 门吃。  

林：本图的定石，白棋太损，不会想这样下。  

（注：枷吃有 A、B 两边刺的利用，与提净差别巨大）  

 

图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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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机的手段  

林：白 36 扳的手法，也是定石的一型。  

胜本：此际黑 A 切断怎么样？无理吗？  

林：一看就知道无理――图 15  

谱 22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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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4 压就行吧。 

图 15 (1-4)

3 4
2

1



 
 

胜本：黑 37 抱吃为定石。次，白 38 怎么下呢？  

谱 23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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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筋  

胜本：白于 38 位碰。对初学者而言，会感到吃惊，但此为手

筋。 次黑若 A 则白 B 变成先手。 像白 38 这种手法，没看过

想不出来的，但能体会出此一着手的用意，棋力会增强。  

谱 24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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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黑得利  

林：黑 39 不得已。如此，白 38、黑 39 的交换算是先手利。 

白 40、41 止，折冲告一段落。 从局部来看，黑棋便宜。但这

是妨碍黑棋在下边筑出模样的战略，是所谓的临机处置。  

谱 25 (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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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2 一来，下边黑棋模样完全消失了。 由此观之，白棋

未能在 A 位先断一手，黑大为生动――图 16  

谱 26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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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次对白 1，黑 2 至 6 接应。 

图 16 (1-6)
5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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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盘篇  

林：黑 43 是目前最大的大场。下到这一点，右边的袖空解消

亦黑有利之处。  

谱 27 (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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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为了照顾初学者，再稍微讨论一下下边切断的变化――

图 17  

谱 28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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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若 3 位长，则黑 4 跳封为要领。  

胜本：白若 5、7，则以下至黑 10，次对白 A，黑 B 弃掉为要领。 

放弃一、两颗子而能形成这种坚实，黑一面倒的好。  

 

图 17 (1-10)
9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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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右边一旦成为地模样，则堵住袖空的价值大。故白方很

快地用 44、46 侵削这块模样。  

谱 29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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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47 攻击白棋，同时改成扩大上边模样。 这种场面，

白要怎么下才是正解呢？如果是诘棋（注：指死活题）则只此

一手，但实战的话，正解可能有好几个。  

林：白棋普通在 A 位跳吧。  

谱 30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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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8 次有渡，希望先手利用一下。  

胜本：这种时刻，会显示出个人的棋风。有的人重视实利，有

的人尊重势力。故着眼点会有所不同。  

谱 31 (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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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渡过的话，实利大，而且失去攻击，故黑 49、51 阻渡

了。 总是会介意实利上的得失，这种地方是我的坏毛病。 黑

49 应该如以下参考图――图 18  

 

谱 32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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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镇头，让白 2 渡过，然后用黑 3 挂角，白若 4 则黑 5，

这种方式才堂皇。 被白 2 渡过，白棋实利才不过 30 目左右而

已，故单以地域而言，黑也充分可以对抗。  

图 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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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不过，这可不是说阻渡不好。 应该说，藤泽秀行、武

宫正树是参考图派，林海峰、赵治勋是实战派。总之，这是棋

风上的差异。 “人家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好吃”。  

谱 33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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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54 先手交换了，白 54 若照――图 19  

 

谱 34 (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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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切断，黑可 2、4 接应，白若粘则黑 6――  

图 19 (1-6)
5  = A.

2
4
1

3
A

6



 
 

林：次白 7 再 9 断的话，则黑 10 叫吃，白 11 时黑 12 活了。

白若 13 则黑 14 长，充分。 左上白棋手拔过，早晚要应一手，

黑则留有 A 以下狙袭冲断的乐趣。  

胜本：这种处理办法是避敌锐锋的下法。不是只有攻击才是力

量，闪躲之术也是力量的一种。 林先生解说到这种程度，相

信是供中、高级者参考。  

图 19 续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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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59 有怎么样的意味呢？ 黑 59 补强右下黑子，监视

着下边白棋的薄味，次可远攻右边白棋。讲这么抽象的东西，

观战记者谁都会写。  

林：反正是不明确的手法。黑 59 先用黑 A、白 B、黑 C 做活才

是实战性的下法。 断吃这一子，实质上也有 10 目的价值，普

通应该这样下，先安定黑棋，静观白方动向。  

谱 35 (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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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白棋下到 60 来看，次白 A 的逆袭变得可怕。  

谱 36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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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地之手  

林：故黑于 61 位补。  

胜本：黑 59、61 这两手棋，赚了几目呢？如果是看钱说说的

生意人，会有这种质问吧。心里恐怕在嘀咕：“不等于下了两

手单官吗？”  

林：总之要看今后能否活用这两手棋而定。  

谱 37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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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62 打入，这种地方，小林先生肯定会侵入，大多不用

考虑就打入这里。我的话会考虑 A 或 62 或其他种种手段，而

感到苦恼。 但一看到这手棋，就佩服落点之正确。  

胜本：以上为林先生的感想。但读者的话，用什么方式下手都

可以。  

谱 38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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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5 也考虑过于 A 位退，如此，会被白 B、黑 C、白 D、

黑 E、白 F 做活，黑不佳。  

谱 39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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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65 的应法，虽然被白 66 利用，但角上大致成为确定

地，故也不会生气。 白 68 跳出，大致上达成破坏上边的目的。 

演变至此，上边黑阵变得薄了。  

谱 40 (6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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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故黑用 69、71 强化，同时盯着白子。  

谱 41 (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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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挪之妙手  

林：白 72 为巧手――图 20  

 

谱 42 (7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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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72 若于本图 1 位等处跳的话，依然会被黑 2、4 攻击。  

图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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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73 时，白 74 和右边白子连络了――图 21  

谱 43 (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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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若 1、3 强行切断，则白 4、6 接应，次――  

图 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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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即便黑 7、9，以下至白 18 止，黑仍被吃掉。  

 

图21 续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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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77 是中央下出黑▲两子时所拥有的手段。  

林：黑 77 也有――图 22 的下法。  

林：对黑 77，白若 A 位挡下――图 23  

 

谱 44 (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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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77 也有黑 1 夹击的攻击手段。白 2 的话，黑 3、5 分

断――  

林：次白棋会 6 位切断吧。黑 7 叫吃时，白 8、10 渡过。 此

时，黑 11 为大场，和白 12 交换之后再黑 13 堵住缺口。 也不

是不能够这样下。  

图 2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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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则黑 2、4、6 裂开白子加以攻击。 

图 2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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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78 为巧手。  

谱 45 (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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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过之手  

林：黑 79 大。黑 79 若 A 则白 79 就活了，角地减少不少，何

况也留下白 B 的味道。  

谱 46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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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81 为弃子――图 24  

谱 47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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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扳则黑 2 切断，白 3 吃是吃到黑二子，但――  

林：次被黑 4 先手叫吃，白棋难过。至白 9 止，即便吃到二子

也小，连白▲和黑▲的交换也变成恶手。 

图 2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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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83 着厚后，多少仍然留有攻击白棋的味道（后面会说

明）。 但因白也回手抢到 84 的大场，故互有得失吧。  

谱 48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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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地  

林：黑 85 总是着眼于实利的手法。85 也许要黑 A、白 85、黑

B 才是行情。  

谱 49 (8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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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91 止，角上白地变黑地，故价值大。 相对的，上边

黑阵趋薄了。 大致说来，重视实利的人，不管专家或业余，

处理的力量都很强。  

谱 50 (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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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92 应该这样挡。此棋于 A 位扳的话，则黑 92 爬，黑这

手棋太大了。  

谱 51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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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93、95、97，黑也用最强手法抵抗。 白 98 于 A 位扳

的话，会有什么演变呢？  

林：请看――图 25  

谱 52 (93-97)

A 95 96

94
93

97



 
 

林：对白 1，黑棋准备在 2 位粘。  

胜本：黑若 2 位粘，被白 3 长到，黑死。  

林：但是，黑得 4 断，我不觉得有什么，哪知，白可在 5 位

拐――  

图 2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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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即便黑 6、8，白 9 以下至 13 不是可吃到黑棋吗？ 我认

为就算弃掉也能下，但被吃掉还是大的。  

林：我认为白棋不会去吃棋。 

图 25 续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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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以下类同。  

林：黑 1 为先手，如果白棋不理睬的话――图 26  

谱 53 (9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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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果白棋不理，则黑 1 动手，白 6 止能否要委屈做活呢？

反正不能被欺负得这么惨，故不能手拔。 

图 2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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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左上角行情本来是劫争，举个例子――图 27  

谱 54 (102-102)

2



 
 

胜本：举个例子，本图当然可弄成劫争，所以才会想照图 25

那样放弃。 

图 2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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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 照――图 28 进行比较好吧。  

 

谱 55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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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棋照本图下比较好。  

图 2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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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我不晓得黑 9 要怎么下才好，说不定黑 A 比较好。  

胜本：问题是，这个阶段形势如何呢？  

林：细棋吧，但因为黑棋下边一排▲的厚势，故我认为黑好。  

谱 56 (105-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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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10 意图切断黑子，故黑 11 补强。 白 12 为大场，白

12 若 A 则黑 12，算是相对点吧。  

林：是的，但是白 12 下在 A 位，我觉得不是味道（注：指黑

棋），譬如――图 29  

 

谱 57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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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有 3 至 7 切断的状况。  

图 2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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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13 厚。  

谱 58 (11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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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败着  

林：白 14 是败着吧。这手棋于 A 位挡比较大，黑大概 B，如此

则是细棋。  

谱 59 (11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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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7 要比白 14 稍大。 若无黑▲子，或是换上白子，则

黑棋必须在 A 位应一手。有此一意味，显示黑▲价值之大。  

谱 60 (115-117)

A

16 15

17



 
 

林：白 18 相对来讲算是稳当之着，黑 19 棋形确定，安心了。 

感觉上小林先生本来就判断这样下是细棋，但这样下的话，白

棋有点难赢。盘面大概是黑好 10 目左右，不是吗？  

谱 61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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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1、23 挡住为好形，而且是先手。白如果手拔，有黑 A、

白 B、黑 C 的手段。  

谱 62 (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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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怠慢  

林：故白 24 不能省。 黑 25 有问题，这手棋非于 A 位挡不可。

白若 B 长，这样就已经利用到，然后回手下 25 才是手顺。 

（注：黑▲先手意味，这样中腹就可能围上了）  

谱 63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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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29 省略的话，则白 29 成劫。不过，黑若能先手 A 位

立则为双活。 这种地方不能临局再算变化，要记住才行（为

初、中级棋友着想）  

谱 64 (126-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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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白 30 拐到，黑用很损的 31 接应了。  

谱 65 (130-13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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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34、36 慢慢收官。  

林：白 34 为先手，如果黑手拔则白 A，黑受困。  

胜本：受困的内容是――图 30  

谱 66 (13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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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1 时，黑若 2 位应，被白 3 至 7 切断，有得头痛。  

 

图 3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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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故黑 37 的补不能省。  

 

谱 67 (137-137)

37



 
 

胜本：白 42 也是急所，次 A 位挤可切断黑子。  

谱 68 (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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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5 如果省略的话――图 31  

胜本：收官是要增加自己的地，同时减少对手的地，但这中间

经常暗藏一个不当心就溃败的危机。必须要提防这种危机，同

时收取便宜官子才行。  

 

谱 69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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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5 如果省略，会被白 1 至 5 切断。  

 

图 3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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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因为有白 46 扳的官子，才选择了白▲，但进行至黑 51

止，白 52 不能省，故白▲还是要在本图 51 位挡比较大。  

谱 70 (14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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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盘篇  

谱 71 (153-153)

53



 
 

胜本：黑 55、白 56 为相对点，地形陆陆续续下明白了。 形势

如何呢？  

林：盘面应该是领先 8 目吧！  

谱 72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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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57、59 断吃大约 8 目。 下到这里，已无影响胜负之

处。我是这么想的，但后面还是出现波乱。  

谱 73 (15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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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69 为后手 6 目。 形势好 2、3 目，这对顶尖专家棋

士而言，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但―― 中央的官子尚未下清

楚。  

谱 74 (160-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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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本赛右半边的赛程如下所示：        

谱 75 (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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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准准决赛，曹薰铉胜山城宏，聂卫平胜车敏洙。 准决

赛，聂卫平赢了曹薰铉，故由林海峰和聂卫平争夺桂冠。  

谱 76 (17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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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手  

林：黑 83 的冲为恶手，应如――图 32  

 

谱 77 (182-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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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83 这手棋若黑 1、白 2，然后回手下 3 位的话，差距仍

然是 8 目左右。  

图 3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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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下到 86，黑损了 2 目。  

胜本：下到这个阶段，损了 2 目很严重。 然而，此际再度逆

转了。  

谱 78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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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4：败着  

林：白 88 成为最后的败着――图 33  

 

谱 79 (187-188)

88

87



 
林：白 88 非于白 1 位长不可，黑 2 时白 3――  

林：次黑 4 至白 7 接应，次因白 A、黑 B、白 8 大，故黑棋必

须 8 位应。 如此，白下到 9 位，胜负不明，变成半目输赢的

局面。  

图 3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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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谱之形，黑 93 大，A、B、C 处都变成黑地了（请用图

33 来比较）。 如此，再度生出 2 目以上的差异，黑的胜利已

经不动。  

谱 80 (18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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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主办围棋、将棋等比赛，似乎是新闻社的专利，最近倾

向由公司和报社联手主办。 报社有增加销路的用意，但公司

也能打开知名度吧。  

谱 81 (194-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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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编译者、台湾围棋作家陈宪辉）： 后面编者（胜本哲洲）

花了很多篇幅谈日本国内广告泛滥的程度，因与国人无关，故

译者特地藉此机会提一下”中环杯“两岸围棋交流赛的种种。 

陈：中环杯由国内股票上市公司中环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谱 82 (198-200)

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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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以下类同。  

谱 83 (201-201)

1



 
 

陈：1989 年第一届台湾代表选手有林海峰、郑铭皇、郑铭琦、

杨嘉源、郭求真、陈长清、周咸亨、彭景华、林圣贤等职业棋

士，和程清江、张栩、陈宪辉四位业余棋手赴大陆参赛。 赢

了四川、广西、上海三场，败给北京浙江。 中环杯以三比二

取胜。  

谱 84 (20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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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1990 年第二届中环杯，台湾选手由王铭琬、黄孟正、杨嘉

源、周咸亨、陈永安、彭景华、林圣贤、杨志德八人组成。 

败给广州队，赢了厦门队之后，在北京和大陆国家队连战三场

皆捷。 以四比二连续第二年取得胜绩。  

谱 85 (206-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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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第三届拟于台北举办，因大陆棋手入境问题而延搁下来。  

谱 86 (21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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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前两届均由中环公司董事长翁明显个人出资赞助，第一年

经费 180 万元，第二年 150 万元。 翁明显先生表示会继续办

下去――  

谱 87 (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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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林海峰天元在第一届和第二届都打到决赛。 第一届输

给武宫九段，第二届又受阻于武宫九段。 但武宫今年第一场

就被淘汰了。  

谱 88 (217-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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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本届如前述附表所示，林先生第三次打到决赛，和聂卫

平先生决战。 决战日为八月四日，在东京王子饭店举行。 持

黑的林不计胜，第三次扶正，终于完成夺冠的愿望。  

谱 89 (22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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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公开对局，观战有 500 人，一边是冠军战，一边为三、

四名决定战，由小林光一 VS 曹薰铉，大竹九段现场解说。 三、

四名之战，小林先生持黑，得到第三名。  

谱 90 (23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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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胜本：本局弈于大阪。 263 手止 黑 2.5 目胜  

 

谱 91 (251-263)
63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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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篇  

谱 1 (1-1)

1



 
 

胜本：小松七段生于 1967 年，今年 23 岁。少年时候从安永一

氏学棋，没有拜在专家棋士的门下。87 年棋圣战五段冠军，88

年夺得新人王头衔而受到注目。  

谱 2 (2-2)

2



 
 

胜本：目前东京日本棋院中，他和依田七段一样被视为有望的

棋士。去年战绩，43 胜 14 败。  

胜本：首度和小松先生碰面吗？  

林：不，1 胜 1 败了，本局是第三盘。  

谱 3 (3-3)

3



 
 

胜本：我看过他的快棋，属于怎么样的棋风呢？  

林：这个嘛，发现手段很快。  

胜本：这是值得一提的特长。至少手段发现快，细算正确，才

能和一流棋士抗衡。  

谱 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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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 的小目是意识着黑的中国流手法，如果黑棋用中国流，

白棋准备于左下缔角。 白下出 4 时，黑棋多半不下中国流，

而于 5 位挂角。  

谱 5 (5-5)

5



 
 

林：黑 7 夹击这手棋的意图也有监视白 6 动向的意味。 若要

活动白 6，则有白 A、B、C 三点。 我们将这三个定石作个具体

的解说――图 1、图 2、图 3 参考图：【活动则如黑所愿】  

林：以上证明，白棋如果直接活动右下白子，不管怎么下也得

不到好结果。 白棋的立场，不活动右方白子，会设法反

夹――图 4、图 5  

谱 6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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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跳，则黑 2 飞，白 3 虽然是定石，但黑 4 再 6

尖――  

林：次白 7 至 11 安定的话，则黑 12 的夹击绝好，如此白棋无

趣。  

图 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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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飞，黑仍然 2 位应，白若 3 位碰，则黑 4 以下冲

断――  

林：黑 6、8 冲断了，白 9 以下至黑 16 止为常见之型，但这种

方式会使棋势趋急，对白方而言无趣。  

图 2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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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另外，白若 1 位飞压，则黑 2、4 冲断，白若 5、7 则黑 8，

这也是黑好。  

注：“在小目这方面挂封为一间高夹所没有的一手棋，白 7 之

形窘且不得不 A 位再补一手”（石田定式辞典）  

图 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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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 反夹，黑若 2 则白 3，白棋采用放弃右下角的战略。

黑若 4 取角，则准备白 5、7 攻这颗黑子。 然而――图 5  

图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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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然而，小林光一先生想出黑 2 的应手。白若 3 位飞封，则

黑 4、6、8 取地，白棋墙壁很可能遭黑 A 攻击，称不上厚。 

此一结果，白 1 显得形松，不好。  

 

图 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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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所以，经过研究想出白 8 高夹的手法，这样的话――图 6  

谱 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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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即便黑 1，白可 2、4 进行，要比图 5 好。 

图 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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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9 时，白 10 夹击，已经达成当初所订的战略目标。 以

白棋的立场而言，白▲的位置在 A 位比较好。但是，白若 A，

黑棋会照图 5 进行，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林：小松君对这种布局做过相当的研究。  

谱 8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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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1 照――图 7 可以想像。 黑 A 吃角之前，若能先手下

到黑 11、白 B 的交换，我觉得要好一点，但实际上一利一弊，

未必能断言。  

 

谱 9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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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取白的话，则白 2 至黑 5 的进行可以想像，也出现过

这种布局。  

图 7 (1-5)

4

2
3

5
1



 
 

-意外  

林：白 12 出我意外，此际还是应该于 A 位应吧。 白 A 应是否

认为被揩油呢？虽然也有过白 12 行动的例子，但――  

谱 10 (12-12)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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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5 若――图 8，则正中白之下怀。  

谱 11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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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5 若于本图 1 位挡的话，则白 2、4 进行，黑棋要在 5

位补吧。如此，白棋如意地回手下到白 6，此为白棋之意图。 

图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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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场  

林：黑 15 是抢先手的手段。叫白 16 应，黑再回手 17。 下到

黑 17，价值总是不小。虽然不可能这样就吃掉角上白子，但此

和被白拆二的差别巨大。  

胜本：林先生若无其事地解说着，从他的谈话“小松君经常下

这个布局”，可以窥知，林先生肯定摆过或看过不少小松先生

的对局。虽然辈份不如自己，照样认真对待。  

谱 12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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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点与要点  

林：白 18 虽然是好点，但此际应该下在白 A 吧，白 A 为攻防

要点。  

谱 13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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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19 的打入严厉啊。  

林：我认定这里是急所，但事后想起来，说不定下在 A 位比较

好。 反正不能手拔而被白 B 压迫。  

谱 14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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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无理  

林：白 20 下得无理，这里应该――图 9、图 10  

 

谱 15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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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里应该从上边白 1 位挡。首先想到的是黑 2 爬，但这样

的话，白 3 进行至黑 8 时――  

林：次被白 9 挡住，黑要 10 位吃。连白 A、黑 B 也是先手利，

白厚。 所以，当白 1 挡时，黑 2 会下――图 10  

图 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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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对白 1，黑 2 飞开，白 3 时黑准备 4 吃角，这大概是行

情吧。  

图 1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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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时间  

林：白 22 扳二子头，当然。  

胜本：嘿，是吗？白 22 于 A 位立呢？  

林：图 11、图 12――  

 

谱 16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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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 1 立，黑棋准备 2、4 接应，白棋不是难过吗？  

胜本：是吗？那白 5 迫――  

林：也不是不能这样下。没错！小松君却不假思索扳头了。  

胜本：这可怪了。  

林：那么，黑 2 如果于 3 挡呢――图 12  

图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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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于 2 位挡呢？  

胜本：白 3、5 接应。  

林：果然如此，这个下法要比谱为佳。  

图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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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谱白的粘法不好决定，白若 A 被黑 B 切断是不行的。  

谱 17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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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6 如果 A 位虎――图 13、图 14  

 

谱 18 (2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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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虎，则黑有 2 位扳的强手，白若 3 断，则黑 4 以

下 12 接止，攻杀白负。 手顺中白 7 这手棋――图 14  

图 1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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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也有白 7 团的手法，但以下接应至白 17 时，黑得 18 粘，

将 A、B 当作相对点，白棋仍然不好。  

图 1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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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手  

林：黑 27 扳的强手成立。 黑 27 若走――图 15 则不佳。  

 

谱 19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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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7 于本图 1 位碰的话，被白 2、4 压扁则不佳。  

图 1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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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8 的长，不管怎样都要在 A 位断比较好――图 16、图

17  

 

谱 20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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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 位断，则黑 2、4、6 可吃到白五子，但是，虽然吃

到了――  

图 1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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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白得 13 至 17 封塞再 19 位提，白厚，黑棋不高兴。 故

以黑棋的立场而言，会选择――图 17 的变化。  

图 16 续 (7-19)

19
11

10 13
8

15
14
7

17
16
9

18

12



 
 

林：对白 1，黑棋大概会在 2 位碰，此时，白得 3 长，次白 A

为先手，故要比谱为佳。  

图 1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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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损失一手棋、黑优势历然  

林：接应至黑 29，若无白▲子，则大致上两分吧，这里送了一

着，接近损失了一手棋。  

谱 21 (2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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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0 攻右方黑子时，黑 31 实粘，白棋并无严厉攻法。  

谱 22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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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2 若 A，黑棋随时可用 B 做活。白 32 若 C――图 18  

 

谱 23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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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 的话，黑棋虽然没有办法在角地做活，但黑 2、4 往

外出头，大致上为安定形。  

图 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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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棋从 35 位切断的手法，普通不方便下，但本局黑在左

下方已获利不少，而且黑 39 安定止，围到 17 目地，故以黑方

立场而言不生气。 至此告一段落，但由结果来看，白棋下边

重复，也没围到什么地。而黑在左下角，虽然白棋尚有做活余

地，但黑棋便宜甚大，形势已然是黑棋愉快的棋。  

胜本：“相差一手棋”，意指分先的棋变成二子局。要让林天

元二子，新锐小松七段谈何容易。  

谱 24 (3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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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0 普通在 A 位这边挂角，但这样的话腹地窄，无法取

得地域上的平衡。  

谱 25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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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42 去活角为大棋。  

胜本：定石书上说，次黑要走――图 19  

谱 26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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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定石书上说黑要在 1 位长，但被白 2、4 扳粘，留有白 A

夹碰的手段，故损。 

图 19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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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3 的立重视实利。  

胜本：那么，角上要怎么做活呢？  

林：图 20、图 21――  

谱 27 (43-45)

44

43

45



 
 

林：这里白 1 再 3 挡比较好，黑不得不 4 位粘，后面就算黑 A、

白 B，这个角已经活了，黑还留有 C 的断点。 所以，对白 1，

我会考虑――图 21  

图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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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 1，我会考虑黑 2 吧，但被白 3、5 出头，还是不妙吧。 

 

图 21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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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筋与异筋  

胜本：普通情况，白下 47 是被视为俗手而不肯下的，但围棋

有的时候也要破除常识，故难。  

谱 28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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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杀  

林：黑下到 47，不用担心 A 的断点。角上则有黑 B、白 C、黑

D 的劫杀手段。  

谱 29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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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53 的低挂改成高挂比较简明――图 22  

 

谱 30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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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高挂比较简明，白若 2 则黑 3 至 7 进行。  

图 2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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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盘篇  

林：白 54 的跳为先手――图 23  

谱 31 (5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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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角上如果手拔，被白 1、3 侵入，黑成无根之飘萍，无法

忍受。 

图 2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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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黑 55 的缔角，绝对。  

谱 32 (55-55)

55



 
林：白 56 普通地 A 位应的话，挽回不了局势。 白 56 尖意图

大围上边，用意可以同意。  

胜本：此际，判断一下全局形势――  

林：以黑棋的立场而言，让白棋在上边围到平面化的地则不害

怕。  

（注：黑 53 若高挂，白基本上 A 位应，如此白上边就是所谓

平面化的地吧）  

谱 33 (5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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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风  

胜本：“怎么老是跑到黑 57 这样的地方”，林先生有自嘲语

气。  

林：黑 57 若 A、白 B、黑 C，这样下比较简明吧。  

胜本：总之，重视实利棋风的人，会选择黑 57 进角，子往里

面走。  

谱 34 (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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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虽然没有理由说不好，但像本局这样黑大幅领先的棋势，

必须谨记要尽可能平易进行。 林先生明知这种道理，但改不

了作风。  

谱 35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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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找麻烦  

林：黑 61 和白 A 尖踢差别显然大，故抢先打入。 形势若属两

分，这样下也行，但本局变成自找麻烦之着，有疑问――图 24 

又，黑 61 没想过在 B 位应。  

 

谱 36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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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1 走本图黑 1 为好点，典型的安全办法。 白若 2 则黑

3 至 7 接应，封杀白 A 的手段。 这样下可简明地取得胜利，事

实上黑实利够，赢不成问题。  

图 2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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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于 62 位阻渡是必然的。同样是阻渡――图 25 则不好。  

 

谱 37 (62-62)

62



 
 

林：虽然同样是阻渡，白若下本图 1，黑 2 止，白棋可取得先

手。但是，对黑棋而言，谢谢白 1，黑得 2 粘，角上味道转佳。

接着即便白 3，黑棋已经没有必要活动打入之子（因为有黑 A

的官子）。 像白 1 这种手法，筋恶。  

图 2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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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白下到 62 位，这次黑棋不能放弃，黑棋只能 63 逃出。 

若是普通的棋（指形势两分的棋），则白 64 于 A 位并大概是

行情，这样的话，黑准备在 B 位碰。  

谱 38 (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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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 39 (64-64)

64



 
林：对非势的白棋而言，普通手法是追不上的。 白 64、66 制

造劫争。  

谱 40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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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7 普通是提――图 26  

 

谱 41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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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7 普通于黑 1 提，但这样的话，被白 2 扳到，黑形扁

掉。  

图 26 (1-5)
4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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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手段  

林：白 68 虽然是损棋，但这是为了右上白 A 发动劫争在制造

劫材。 普通情况不会下出这种损棋，但对白方而言，不得不

诉之非常手段。  

谱 42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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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70 终于发动劫争了，这是相当大的劫争，白棋的劫

材如果不够大，黑棋不会应的。  

谱 43 (7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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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上加损  

胜本：白 72 损上加损。但白棋闭着眼睛也要打赢这个劫，哪

能在乎这点损失。 白棋在落后情况下，自暴自弃起来。  

谱 44 (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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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反正是相当的损失――图 27  

谱 45 (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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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里即便白 1 粘，黑 2、4 至 6 可收下白子――  

图 2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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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白若 7 则黑 8 至 12 吃掉白子。 

图 27 续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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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损则损矣,相反地，下边生出很多劫材。" 故黑 75 碰，

白棋要在这里应的话，则劫材无数。  

谱 46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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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不得不 76 位提劫，和黑 77 交换妥协。因为下边赚了，

故黑有放弃劫争的念头。 那么，负伤的野兽何去何从呢？当

然非屠杀右上黑龙不可。  

谱 47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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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手  

胜本：无论如何要白 78 破眼。 黑 79 轻妙。白 A 的话？――  

林：用黑 B、D 弃掉就行。 黑 79 之后，黑 E 为先手，次下到 F

位，总是很好的安定形。  

谱 48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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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棋若小吃则挽回不了形势。 故无论如何都要用白 80

断其连络，进行大吃。  

谱 49 (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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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81 的态度是想先结实地做活这块棋之后，再来处理

右方黑子。  

林：图 28――  

 

谱 50 (8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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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81 于本图 1 位扳，白 2 时再黑 3，说不定比较简明。  

图 2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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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棋只好用 82 正面大攻。  

谱 51 (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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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85 轻妙，尾巴黑三子准备看情况放弃。  

谱 52 (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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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敬请欣赏林先生的处理过程，值得思考。  

谱 53 (8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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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图 29――  

 

谱 54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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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90 若于本图 1 位粘则黑 2。  

图 29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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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图 30――  

 

谱 55 (91-91)

91



 
 

林：黑 91 若照图 29 于黑 1 尖的话，白有 2、4、6 切断的手法，

这样被吃掉就太大了。  

林：次即使黑 7 至 11，白 12 止也无眼位，黑棋无暇先手下到

A 位。  

图 30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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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95 如果省略的话――图 31  

胜本：形势好而害怕起来，图 31 的黑棋看起来不像会死掉的

样子，但――  

 

谱 56 (9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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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白 1、3 动手，眼位可疑。  

图 3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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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看到没有直接攻击手段，故白 96 转变方向，次狙击白 A。 

谱 57 (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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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手  

林：黑 97 预防白 A，但尚未完全补好，还是应该照――图 32  

 

谱 58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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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97 还是应该照本图这样下在黑 1。  

图 3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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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100 为攻击急所。  

谱 59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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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以下类同。  

谱 60 (101-101)

1



 
 

胜本：虽然是很难吃到的棋子，但总是要吃住这块棋。 普通

发动攻势时，总是能够捞到好处，但本局攻击中央黑子时，白

棋看起来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捞到好处。  

谱 61 (102-102)

2



 
 

胜本：黑 A 只是单官连结而已，缺乏作用。黑 3、5 尽可能用

有眼位的棋形连结。  

谱 62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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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此际，白 6 也是白夺黑眼位的急所。 黑棋总是要提防

白棋从 A 位一带分断，但目前，被白 B 吃掉总是大的。  

谱 63 (106-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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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7 不是因为救回尾巴而大，黑 7 救回，已经算好这里

有一眼了。  

谱 64 (107-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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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8 切断了。  

谱 65 (1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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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  

林：黑 9 为无用之着，即便手拔，下边也不会有什么其他变化。 

黑 9 下在 A 位附近比较简明。  

谱 66 (10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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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中央有办法处理好，只要处理好，本局就结束――情况

似乎如此，但围棋变化多端。  

谱 67 (1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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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  

胜本：被白 14 点到，黑真的头痛了。  

林：图 33――  

谱 68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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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若 1 则白 2、4 之后双击中央大棋。 譬如黑若 5、7，则

白有 8 至 14 这样的复杂情况（左上黑棋尚未活透）。  

 

图 33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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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6 若 A 位冲――图 34  

谱 69 (1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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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6 若于本图白 1 则黑 2，白 3 时黑 4 就行。  

 

图 3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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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1 如果于 A 位切断――图 35  

谱 70 (11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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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切断，则白 2 以下 6 止成劫。 但是，这个劫，黑棋

手拔还是有劫（白 A 则黑 B），故成本图接应之后，次黑于 C

位长出，把左上的劫和左下角的劫当作相对点。 （注：与后

面发生的打劫不同，此时作为见合成立） 也可以这样下。  

 

图 35 (1-6)
5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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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中央黑棋大龙若能在中央做出一眼，则黑 A 粘就活了。

白 B、黑 C 之后，次黑 D 有一眼，白若 E 破眼，则黑棋可在右

边做出一眼――图 36、图 37  

谱 71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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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 2 抢先手破掉眼见的一眼后于 4 位破眼）  

（注：白 4 打是技巧，如果随手 A 位方向吃则黑右边成铁眼）  

胜本：黑 1 至 7 的下法，被白 8 提之后此为劫眼，如此则不能

够说做出一眼，然而――图 37  

图 3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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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若下出 1 的妙手，则可做出完全的一眼。至此可吃到

上下任一边的白子（后面请自行细算）。 

图 3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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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2 若 A 位冲――图 38、图 39  

谱 72 (12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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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2 若于本图 1 冲断的话，则黑 4、6――  

林：次白若 7 则黑 8、10，攻杀黑胜。 另外，白 7 这手棋――

图 39  

图 38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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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7 逃中央白子的话则黑 8，这次和左边的攻杀，黑胜。 

次即便白 9 破眼，黑 10 至 16 若能在中央做出一眼，则黑 A 粘，

如前图 37 所述，这里有一眼。 

图 39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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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之着  

林：黑 35 恶手，下了多余之着，应该单下 37。 被白棋下到

36，自己阻绝中央黑棋和上边的连络。 又，回到前面，黑 33

于 34 位跳封也比较好。  

谱 73 (13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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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劫  

林：至白 42 止，如果手拔则有劫。 打劫的话，因为左下角也

有劫，故黑棋可将之视为双活，不是双方活就是双方死。  

胜本：理论上的说法是这样的。不过，世界当中，有时理论并

不适用，同样的，围棋也有理论行不通的时候，所以才复杂，

也正因为这样才显得有趣。  

谱 74 (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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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3 做活之前，非先做 A 和白 B 的交换不可，因为忘了

办好这个手续，而交上霉运。 由结果来看，黑 43 先在黑 C 做

活则无事。  

谱 75 (14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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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目前日本是世界上第一的长寿国，统计数字指出日本人

平均寿命，男性 74 岁，女性 78 岁。再据说，再过个 10 年、

20 年，老年人口会增加，40 年 50 年之后，老年人口更多。不

过，编者不以为然。现在的年青人恐怕不能冀望活到 7、80 岁

的平均寿命吧？  

谱 76 (146-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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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据传是骨骼脆弱的缘故。连身体棒的运动选手也很容易

骨折。古时的年青人有这么容易骨折吗？我可不是在桌上胡思

乱想的。女性也许能活得久，最近我观察在街上步行的年青人，

只有年轻女性步履踏实。 （毫不相干地大谈鬼子的寿命和骨

骼，扯得够远）  

谱 77 (150-151)

50

51



 
 

胜本：白 52 于 A 位碰，因为左右同形，看起来好像一样，如

果是诘棋的话，则白 52 与 A 价值完全一样。但在实战则起了

变化。 白 52 要比 A 位好。（注：理由后述）  

谱 78 (152-153)

53

52
A



 
 

林：白 54 的劫材，当真是先手吗？ 如无白▲子，则不是先手

吧。谱虽中央白 A 无子，总觉得有危险。时间已经用完，无暇

慢思，先应一手再说，走一步算一步。  

谱 79 (154-154)

A

54



 
 

三、终盘篇  

谱 80 (155-155)

55



 
 

胜本：左下角次黑 A、白 B、黑 C 是劫。所以，左上的劫应该

视为双劫，但――  

谱 81 (156-158)
C

56

B
58
A 57



 
 

-理外之理  

林：黑 69 若于左下开劫――图 40  

谱 82 (159-168)
62  = A, 65  = 59 , 68  = A.

59

64

A

63

60 61

66
67



 
林：黑 1 动手开劫的话，则白棋找劫之后于 2 位提回。此时，

黑若提左上的劫，则白 A 提，黑做活左上角时，白可跳至 B 位，

此棋大，故黑棋不能动左下角的劫。  

胜本：白棋对中央黑棋大龙有好几个劫材。结局，不是双劫，

只是左上角之争而已――可真是古怪。 （注：跳入下边黑空

的 B 位比换个方向跳在左边大，所以当初白 152 托是正确方向，

大概是这个理由）  

图 40 (1-3)
3 2 1 A B



 

 
林：白 80 是催促黑 A、白 B、黑 C、白 D、黑 E 做活的着手。 

黑棋若先前于 80 位叫吃则不会有这种事。右上一旦出现劫争，

黑 80 就不是先手了。  

胜本：年轻时代的林海峰外号“两枚腰”，以战斗本领出名。

最近则有“半枚腰”的倾向。 失礼了！林先生。  

谱 83 (169-180)
74  = A, 77  = 71 .

71 A

70
69

78 72

B
E
A
80

73
79

C
D

75 76



 
 

林：黑 83 若 A 位粘的话――图 41  

谱 84 (181-182)

A
82

81



 
 

林：黑 83 若于本图 1 位粘，以下白 2 进行至黑 9 做活止，白

10 得以提回左上的劫。 

图 41 (1-10)

10

1

2 4
3 5

6
8

7

9



 
 

 

胜本：为了做活左上黑棋，黑下出 83 牺牲二子。  

谱 85 (183-183)

83



 
 

胜本：白 84 绝对，84 即便提左上的劫，被黑 84 吃到中央白子，

白棋也输。  

谱 86 (184-184)

84



 
 

胜本：黑 89 总算保住一条命。 左下角虽然可以劫杀白棋，但

输劫的代价太大，故大致上可视为活棋。 劫材丰富就是有这

个好处。 另外一点，白棋反正非势嘛。  

谱 87 (185-189)

89

85
86
88

87



 
 

胜本：白 90 破掉此处眼位，次有――图 42 的切断。  

谱 88 (190-190)

90



 
 

胜本：白 1、3、5 切断黑棋。 

图 42 (1-5)

5

4

2
3
1



 
 

 

胜本：故黑 91 也不得已。  

谱 89 (191-191)

91



 
 

胜本：由结果来看，左边黑三子被截断，连中央黑二子也被吃，

本来应该可以劫杀的左下白角，白也一付“不怕事”的态度，

黑可真欲哭无泪。 不过，一阵混乱之后，激情不再，然则天

下大势――  

谱 90 (192-195)

94
92
93 95



 
 

胜本：黑棋仍然好很多，显见序盘白棋损失之大。 是否能讲，

好局赢到底是一桩至难之事呢？  

谱 91 (196-197)

96

97



 
 

胜本：赢了该赢的棋，虽谓当然，但也不尽然。 人生之中，

做当然之事，也会取得当然的结果，然则过程之中会有种种障

碍，要能够跨越过去才会取得当然的结果。 当真如他人所言

“想当然也”？ 黑 99 终于放弃打劫念头，无条件让白棋活了。

白棋虽然活了，但却是双活。  

谱 92 (198-200)

99 100

98



 
 

1=201，以下类同。  

林：黑 1 的断为官子，不下的话――图 43  

 

谱 93 (201-201)

1



 
 

林：本图白 1、3 的官子大。  

图 43 (1-3)

3
1

2



 
 

-完  

胜本：非势之棋不死心，纠缠到底，看得出小松七段底力深厚。

黑 15 时白棋投子了，要下到底的话――白 A、黑 B、白 C 进行，

盘面相差 10 目以上。 

 215 手止 黑不计胜 时限各 5 小时： 黑 4 小时 59 分 白 4 小

时 59 分  

谱 94 (2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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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篇  

谱 1 (1-1)

1



 
 

胜本：今年的王座战本战，林九段击败神田英六段之后碰上赵

治勋。 和赵先生的对局成绩为？  

林：这个嘛！旗鼓相当，有来有往吧。  

谱 2 (2-2)

2



 
 

胜本：林九段赢了本局，接着击败山城九段，打到决赛。 另

一边淘汰赛的主角是工藤君。首战赢了片冈八段，接着击败大

平九段、宫泽七段，打到决赛。 王座战很合乎工藤的胃口，

1976 年（注：似应为 1977 年）他成为挑战者，向当时的王座

赵七段挑战，以二比○的成绩夺得王座头衔。  

谱 3 (3-5)

4

5

3



 
 

林：黑 9 止是极为常见的布局。最近白 10 使用 A 位粘的手法。 

白 A、黑 B 时，白 C 高拆――图 1  

谱 4 (6-9)

B

C

A
6

8
7
9



 
 

林：白 1、3 是武宫先生常下的布局，次黑若 A 位迫，白棋准

备占 B 位的大场。 白若 3 位高拆，则黑 C 的打入不是了不起

的事。白 3 若 D 位低拆，则黑 C 的打入变得严厉。从这个意味

来看，高拆的手法是下过功夫的。  

 

图 1 (1-3)

B

2

3

1

A

D

C



 
 

胜本：白 12 止是中国流布局流行以前最常用的布局。 这个布

局于黑 A 迫是好点，为各位熟悉的布局。  

 

谱 5 (10-12)

11

10

A

12



 
 

林：左下角白子若在星位或三・三的话，黑棋会想在 A 位迫。 

如谱这样位在小目的话，心理上还是会想在黑 13 挂角。  

谱 6 (13-14)

13

14

A



 
 

林：在本局中，白棋不想使用白 A、黑 B 的基本定石。 因为黑

▲的刀锋已出，白棋开拆的话，只能 C 位窄拆，有点不满意。 

要下的话，要把重点放摆在角上――图 2、图 3、图 4 参考图：

【新旧定石种种】  

谱 7 (15-15)

B

15

A
C



 
 

林：白棋也有 1 至 7 止的定石，但这个定石总是无法令人中意。 

胜本：为什么不得人心呢？  

林：次――  

图 2 (1-7)

2
3

1
5

4 6
7



 
 

林：这个定石嘛！将来黑 1 若有子，则生出黑 3、5 的坏味道。

白若 A 则黑 B 争劫，虽然还要看劫材多寡，但留有这个味道，

总是令人讨厌，最近不下了。 

图 2 续 (1-5)
2  pass.

B
A

1

5
3
4



 
 

胜本：最近出现了白 1 的手法。  

林：是的，以下进行至白 9 止，次――  

林：黑若 10 被白 11 位拐到，黑不佳，故这里黑要下――图 4  

图 3 (1-11)

11
1 3

2
7

6
4

9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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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黑要下 1 至 5 的变化。  

胜本：吴清源老师说，此图黑厚。  

林：是的，大概稍厚吧。 

图 4 (1-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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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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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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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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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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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角地  

谱 8 (16-16)

16



 
 

胜本：黑 17 走――图 5 黑 1、3 的手法怎么样？  

林：实利损。此处将来应该设法从 A 位迫，狙袭黑 B 的点手。  

 

谱 9 (17-17)

17

B
A



 图 5 (1-3)

1
2

3



 
 

林：白 18 若于 A 位尖则迟钝，于 18 位尖，次有白 B 的渡。 

这个下法有压迫力。  

谱 10 (18-18)

B

18

A



 
 

林：白 20 若 A 应，则黑 B、白 C、黑 D、白 E、黑 F 跳，次将

黑 G、黑 H（都是好点）当做相对点。  

谱 11 (19-19)

E C
B
D

19

A

F

G

H



 
 

-急战  

林：故白于 20 位打入了，黑 21 若――图 6  

谱 12 (20-20)

20



 
 

林：黑 21 若于本图黑 1 则白 2、4 渡过，黑 5 时白 6 赚取实利

（下方白子有 A 的渡）。 

图 6 (1-6)

A

4
2

6

3
1

5



 
  

林：白 22 也考虑过――图 7  

谱 13 (21-21)

21



 
 

林：白 22 也考虑过本图白 1、3 的手法，但――  

图 7 (1-3)

1
3

2



 
 

林：次黑 4、6 接应，白若 7 则黑 8 至 14 止，黑厚，白棋不好

吧。 

图 7 续 (4-1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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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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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至白 24 止的形好似――图 8  

谱 14 (22-24)

22

23

24



 
 

胜本：谱的形状就好像本图这种阵形，白棋于 1 位打入了。  

林：是的。  

 

图 8 (1-1)

1



 
 

胜本：以黑棋的立场而言，只能 25 位碰。  

谱 15 (25-25)

25



 
 

胜本：白 26、28，由此发展成急战。  

谱 16 (26-28)

28
26 27



 
 

胜本：白 32 下在――图 9 的白 1 呢？  

 

谱 17 (29-31)

30 29 31



 
 

林：黑 2 时，白 3 扳出。黑若 A 位切断，被白 B 长出，黑棋无

趣，黑棋不会 A 位切断吧。要怎么下才好，难啊。 说不定也

可以这样下的――  

 

图 9 (1-3)

1
A

2
3 B



 
 

-请动手  

胜本：白 32 的压是催促黑棋“请切断”的手法。  

谱 18 (32-32)

32



 
 

林：白 36 可于――图 10、图 11  

谱 19 (33-35)

34 33
35



 
 

林：白 36 于本图白 1 位扳看看，黑若 2 则白 3 以下至 11 切断，

白好。 故对白 1 黑会走――图 11  

图 10 (1-11)
6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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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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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 1，黑棋会 2 位应吧。尽管这样，白 3 再 5 位挖有意

思。  

林：黑棋会单在 6 位断吧。此时，白 7 长出，若能吃到黑三子，

白棋不错吧。 黑若 8、10 则白 11 切断。 

图 1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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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到吗？  

林：白 40 也考虑过――图 12  

 

谱 20 (36-40)

36
38

39
37
40



 
 

林：用白 1、3、5 吃棋。  

图 12 (1-5)

1
2
4

3
5



 
 

林：接下去，黑若 6 则白 7、9 动手，这已经是胜负手，棋局

会在这里结束。黑若 10、12 则白 13、15――  

图 12 续1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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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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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黑若 16，则白 17 以下至 21 止，白快一气。 但是，尚

有其他变化吧。一个地方弄错就会崩溃，令人害怕。  

图 12 续2 (16-21)

19
17
18

1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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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利手筋  

林：黑 41 不愧为锐利的着想，对此，白 42 若――图 13  

谱 21 (41-41)

41



 
 

林：白 42 若于本图白 1 冲的话，则黑 2 尖，白不得不 3 位长。 

（注：此图黑好无疑） 

图 13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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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 42，黑 43 为有关连的手筋。此际，白不能于 A 位抱

吃――图 14  

谱 22 (42-43)

43
42

A



 
 

林：白棋于 1 位抱吃的话，则黑 2、4 可吃到上方白四子。  

林：即便白 5 逃出，也会被黑 6 至 10 吃掉。 

图 1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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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7 若于 A 位切断的话――图 15  

谱 23 (44-46)

A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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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林：黑 47 于本图黑 1 切断的话，则白 2、黑 3 时，白 4 挡弄成

天下劫。 黑 A、B 虽然也严厉，但白棋会闭着眼睛解决劫争吧。 

图 15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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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A B



 
 

林：黑 51 若照――图 16 （注：本处原书参考图出现了严重错

误，此为我的推测图。总的来看，台版书错漏的地方也不少）  

 

 

谱 24 (47-51)

47
48
49

50

51



 
 

林：黑 51 若于本图黑 1 则白 2 叫吃，黑 3 至 11 被利用很不情

愿，黑若 11，白棋会 12 做出交换。  

图 16 (1-12)
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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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3 是已存在的黑▲子（故曾推测此图是黑 49 的变化图，但

仔细想来又不可能：中央白一坨绝不能被吃）  

 

（原书参考图 ） 

图 17 (1-12)
3  pass,7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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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进行至白 54，这里的战斗，白棋是否赚了呢？左下角白

棋也争取到实利。  

林：不，事情不是这样的。  

胜本：形势呢？  

林：不，还不到论断的时候。  

谱 25 (52-54)

52

53

54



 
 

-互有得失  

林：白 56 于 A 位拆是非常好的着点，次狙袭着白 B 的挖。但

是，这样下的话――图 18 

谱 26 (55-55)

B

A

55



 
 

林：黑可 2 位跳，监视着黑 A 的挖，白棋不晓得怎么跑才好。 

白棋完全没道理于 B 位觑的。 

图 18 (1-2)

1

B
A

2



 
 

-格局大  

林：故白 56 掩护这块，逐渐扩张右边的模样。  

胜本：白 56 正像林先生格局大的力量棋。  

谱 27 (56-56)

56



 
 

-绝好点  

林：已经觉悟会被黑棋下到 57 位，但白 56 仍然是绝好点。 

被黑棋下到 57 位，白棋已经没有狙袭白 A 的余暇。 白 58 应

该怎么下呢？  

谱 28 (57-57)

A

57



 
 

林：白 58 也考虑过――图 19  

 

谱 29 (58-58)

58



 
 

林：白 58 也考虑过白 1 位飞的手法，但黑 2 以下接应至黑 10

止，没什么了不起。  

图 1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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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60 若――图 20 则不好。  

林：黑 61 于 A 位切断的话，则白 B 挡住。  

 

谱 30 (59-60)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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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60 若于本图 1 位跳的话，被黑 2 长再顺势 4 挡，白棋

不晓得在干什么。  

图 2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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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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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盘篇  

谱 31 (61-62)

61
62



 
 

胜本：已经是中盘战方酣的时刻。 白得 64 粘，这次被白 A 挖

到，黑棋吃不消。 本局序盘，由白棋发动战事（白 22 即▲），

序盘之后演变成急战，短兵相接，双方都摆出全付武装的架式。 

谱 32 (63-64)

A
64

63



 
 

胜本：之后，双方互窥间隙，稳中接战。林先生只要打得愈凶

就愈有希望，而赵先生若能确实拿住实利，弄成细棋，就可看

出他的厉害。 白棋准备弄成乱战，黑棋则希望避开，稳当进

行，双方都为了一种自己擅长的战斗而煞费苦心。  

谱 33 (65-65)

65



 
 

-被围住就输了  

林：上边若被黑 66 围住，白棋就输了。白 66 下在白 A 也是一

种急所，但马上钻进去，被黑 B 修理，白棋搞不好的。  

谱 34 (66-66)

A B
66



 
 

胜本：黑 67 以下至白 72 止，应该这样下。 这次被白棋下到 A

位则黑棋难受，故不得不在黑 73 补。  

谱 35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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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76 于 A 位跳怎么样？  

林：这可有点过份，会遭到黑 B 的反击。左上白棋也尚未安定，

▲一子也薄弱，连中央白子也弱。如果再跑出一块棋，势必苦

战。 在这里，白棋很难扮演攻人的角色。  

谱 36 (74-75)

B

A 74
75



 
 

-退让防守  

胜本：此际，白 76 退让一步自我整形，算是识相的下法。自

认力强鲁莽行事，早晚会被人修理的。 一心以为黑棋当然要

在 A 位补，此乃业余棋友见识之不足。  

谱 37 (76-76)

76

A



 
 

-好棋  

林：黑 77 的碰，要得。白若 A 则黑 B 挡，之后，黑 C 的切断

变得严厉。  

胜本：然则黑 77 着于 B 位为什么是业余棋友的好棋呢？――

图 21、图 22  

 

谱 38 (77-77)

77
B

C
A



 
 

林：黑若 1 位应，则白棋顺势于 2 位碰，然后再白 6、8 先手

揩油，正合白意。  

胜本：这是所谓的“上下交征”，黑无法忍受。  

图 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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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78 若于本图 1 位冲，则黑 2、4 反拨。白 5、7 时，被

黑棋下到 8 位，白棋仍然苦。  

胜本：总之，白若 A，被黑 B 从这里出头，则白 76 的飞封，就

失去意味。 

图 2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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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78 很想先走――图 23  

 

谱 39 (78-78)

78



 
 

胜本：白 78 很想于本图白 1 先手利用，但黑会 2，变得打草惊

蛇，自找没趣。  

图 23 (1-2)

2
1



 
 

胜本：故白 78 冲击急所，但黑也有 79 的反击。 在这阶段，

黑白双方都有弱点、断点，互相监视，同时进行战斗。虽然不

是杀大龙的紧迫场面，但也够令人提心吊胆。  

谱 40 (79-80)

79

80



 
 

胜本：还没办法清楚地判断出形势。如果成为细棋的话，应该

是拥有五目半贴目的白方有利。 讲到五目半的贴目，首先在

正式比赛采用此一制度的就是这个王座战。 王座战创办人为

已故的大轩顺三社长。 过去贴目为四目半，但经过统计，证

实持黑者有利，大轩社长英明果断改为贴目五目半，其后各项

棋赛都遵循之。  

谱 41 (81-85)

83
82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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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胜本：白 86 为夺走黑棋眼位的急所。黑 A、白 B、黑 C 虽然能

活，但若被白棋下到 A 位，则黑棋眼位不够。  

谱 42 (86-86)

C
B
A

86



 
 

林：一阵纷乱之中，白棋补到了 88 的断点。  

胜本：黑 89 本来是否应该于――图 24 的 1 位粘呢？  

谱 43 (87-88)

88
87



 
 

胜本：黑 89 是否该在本图黑 1 粘呢？  

林：这样的话，白 2 压，黑若 A 则白 B，结局左边黑棋眼位不

够，必须回手补活。  

 

图 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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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这里，黑 89 位拐才是本手。  

谱 44 (89-89)

89



 
 

胜本：话虽如此，但白得 92 位连结，而且是先手。黑若手拔，

白 A、黑 B、白 C，黑被杀。 林先生虽然没有说什么，但白 78

以下到这里的折冲，黑方总有所不满吧？  

谱 45 (90-92)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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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望的大场  

林：白 96 为盼望中的大场。  

胜本：应该说是最后的大场，和被黑 A 迫到，差别巨大。 白

棋回手下到 96 位，白优势吧。  

林：不，还很难这样讲的。  

谱 46 (93-96)

95
94
93

96
A



 
 

胜本：表面上的地域，看起来好像白棋领先。虽然侵削了上边，

但白棋抱着弱子。能否藉攻这颗弱子，顺势侵削右边白地的模

样呢？ 这一阶段恐怕会成为本局的胜负处。  

谱 47 (97-98)

98
97



 
 

1=101，以下类同。  

谱 48 (99-101)

100

99
101



 
 

胜本：黑 1 先手下到，次再黑 A 则可围到相当的地。 这本来

也在白棋预计之中，这次可视为黑 A 是最后大场。  

谱 49 (102-102)

A

2



 
 

胜本：要攻白▲子的话，有什么办法呢――图 25  

 

谱 50 (103-103)

3



 
 

胜本：攻白一子，黑 1 如何？如此，白 2 轻逃。 谱黑 3 是行

情吧。  

图 25 (1-2)

1
2



 
 

胜本：目前为止，一直继续进行着相当难解的战斗，故对局者

双方都快没时间了。 持黑的赵先生，所剩时间更少。 以结果

来看，黑棋在这里下出败着。  

谱 51 (104-10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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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败着  

胜本：黑 7 占到最后大场。林九段的解说，指出这手棋为败着。 

怎么看都不像是恶手的黑 7，怎么会变成败着呢？ 黑 7 如果是

败着，则次谱的白 8 应该称为胜着。因为这两手棋，使得混沌

的形势终于倒向白方。  

谱 52 (107-107)

7



 
 

-胜着  

林：白棋占到 8 位，俄然之间使得白棋模样变大了。  

胜本：就这么轻描淡写交待过去，有负“细解”之名。  

林：赵先生下黑 7 时，已经预料到白会 8。  

胜本：图 26（图 27、图 28）――  

谱 53 (108-108)

8



 
 

胜本：白若 8，黑说不定准备用本图黑 1、3 裂开白子。 然

而――图 27  

图 26 (1-3)

2 1

3



 
 

胜本：然而，对黑 1，白棋会反过来于 2 位觑，堵住缺口。 不

问赵先生无法得知，但是否漏算了这手棋呢？ 那么，黑 7 应

该怎么下呢？  

林：图 28――  

图 27 (1-2)

1
2



 
 

（注：回到黑 7 的时点）  

林：我认为黑棋会先在 1 位飞，对之，白棋准备 2 位碰。  

林：次黑 3、5 接应，结局，白不得不 6、8。 黑若 9 位觑，这

次白棋用喇叭形 10 位虎粘。 此时，黑棋再回手下到 11 位，

则白方不太好过。 

图 28 (1-11)

11

10

9
4

1
7

5

6
8

3
2



 
  

胜本：无论如何，相信赵先生算到白 8 这手棋的。是否漏算图

26 的手法，或者就算是让白 8 围，也有成算呢？ 譬如，黑 9

飞是否好呢？  

胜本：此际，黑 A 位飞这手棋大得不得了。但是，若无黑 9 这

颗子，则此一飞手没有效果。 黑 9 这手棋若于 A 位飞，白棋

有 B 位大围吧。 明知飞手大，黑也只能先在 9 位飞。  

谱 54 (109-10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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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次白 14 若――图 29  

谱 55 (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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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4 这手棋若于本图 1 位应，黑 2、白 3 的话，黑棋会下

到 4 位，即便白 5、7 接应，眼位也尚未完全（黑 A 局部白死） 

譬如，黑 B 时，白棋非做活不可。这样的话，黑棋生出 C、白

D、黑 E 扳出的等等手段，白棋无法在右边围成满足的地。  

 

图 29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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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放过的要点  

林：一旦黑棋下到▲，白 14 就变成不可放过的要点，大棋。 

胜本：白棋的细算手筋绝不止如此而已，应该有更惊人，算得

更深的手筋。  

谱 56 (114-114)

14



 
 

-惨烈的狙袭  

胜本：黑 15、白 16 进行，看起来白棋的模样好像消失了。然

而，黑棋若想再行深入则有危险――图 30  

谱 57 (115-116)

15
16



 
 

林：黑棋若再行深入，则白有 1、3、5 的手段――  

林：次黑若 6 则白 7、9 冲断，黑若 10 则白 11，黑棋面临危机。 

图 3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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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故黑棋不得不在 17 位补。 这一地带的变化，黑棋恐怕

有什么误算也说不定。 这些误算，全部肇因于黑 107（▲）这

手棋，所以才做出“败着”的结论。  

谱 58 (117-117)

17



 
 

林：下到这个阶段，就算白 22 于 A 位围也不错吧，我相信恐

怕可以赢个贴目。 但是，白 22 也是大棋，（之后，要算黑 B、

白 C、黑 D、白 E 收官，因为黑 F 是先手的缘故）。 反之――

图 31  

 

谱 59 (1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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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被黑棋于 1 位尖，白若手拔的话――  

林：则有黑 3 至 10 的官子。  

图 31 (1-10)
2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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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3 若 A 位应，被白 B 围住也输棋，故黑用 23 深入了。  

谱 60 (12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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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24 又是严厉手法。  

林：白 24 于 A 位补，赢是赢了，但――  

胜本：理由是白 24 碰的下法要比白 A 便宜。  

谱 61 (12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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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胜本：白 26 切断，次若――图 32  

谱 62 (125-126)

25 26



 
 

胜本：白 26 切断之后黑 1 至白 6 才是行情。 确实要比谱白 A

的应法便宜。  

 

图 3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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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法  

胜本：黑 27 接时间（注：打将延时） 像图 31 的常识性手段，

无法扳回形势，故黑棋诉之非常手段，黑 29 正是第一弹。 设

法使黑 A、白 B 之后，能够吃掉白子，或是利用之，在右边捣

乱一番。 （注：此处虽未成功，但显示了赵在读秒声中的惊

人本领）  

谱 63 (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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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0 若――图 33  

 

谱 64 (130-130)

30



 
 

林：白 30 若于本图白 1 挡的话，则黑 2、4 进行。  

胜本：这样就掉进黑棋的圈套，阅后即明。  

图 3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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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在这个阶段（黑 33 时），黑 A 问应手怎么样？（这是

看过后面的发展所提出的问题）  

林：现在，黑若 A 则白 B，黑 C 时白 D 让步，白棋合算。 黑 A、

白 B 的交换，损失约 10 目左右，故白棋弃掉两子也就无所谓

了。  

谱 65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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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篇盘  

胜本：黑 33 为胜负手。不管怎样，都必须这样一决胜负。  

谱 66 (133-133)

33



 
 

胜本：黑 35 前后，用黑 A 问个应手怎么样？  

林：这可有点复杂，不管怎样，白也没有时间，无暇仔细考虑。 

谱 67 (134-138)

35
38

34
36
37

A



 
 

胜本：黑至 41 止大事破坏。 如果这块棋能够做活的话，白棋

将被大破，胜负也很可能逆转。 演变至此，白棋也必须一本

正经全力吃棋。 是决战的时候了。  

谱 68 (139-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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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42 去吃棋，黑若 A，则白 B、D 切断。 以此一发展观

之，当初白棋若照图 32 那样接应的话，则这次――图 34 

谱 69 (14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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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到白 130 手的时点）  

（修正图）  

林：此际，黑 1 就活了。 （此处，原书参考图的次序又令人

生疑――）  

 

图 3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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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参考图  

 

 

图 35 (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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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时机  

林：此际，黑用 43 问应手。  

谱 70 (143-143)

43



 
 

林：白 44 若――图 36  

因有图 36 这种坏味道，故白 44 让步了。 就算这里让步一些，

只要能大吃中央黑子，则―― 

图 37 这种程度的破坏，弥补不了中央的大损失。  

 

谱 71 (144-144)

44



 
 

林：白 44 若于本图白 1 尖的话，则黑 2、4 冲断，次因黑 A 即

可连回家，故――  

林：故白棋必须 5 位补，此时，黑 6、8 冲断（白若 A 则黑

B）――  

林：白若 9、11，被黑棋下到 12 位，则攻杀白负。  

图 36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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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3、5 这种程度的破坏，弥补不了中央的大损失。  

 

图 3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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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以黑棋的立场而言，不在白棋阵地内搞出一点花样，确

是赢不了棋的。 黑用 45、47 冲击上边白阵的薄味。 反正一

定会和上边白子弄成互攻之形。  

谱 72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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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49 事先预防 A 的断点，次就能于 B 位挡住。  

谱 73 (149-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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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50 如果省略――图 38  

 

谱 74 (15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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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50 如果省略的话，黑 1 至 7 手顺一番就活了。  

图 38 (1-7)

6
4 3

5 7 1
2



 
 

林：黑 53 若 A 位扳――图 39  

谱 75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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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53 若于本图黑 1 扳下的话，则白 2、4 接应，黑 5 时，

白 6、8 粘，此一攻杀白胜。  

 

图 39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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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53 这次监视着 A 的断点，准备和下方白子攻杀。  

 

谱 76 (15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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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  

胜本：虽然黑棋宛如受伤的野熊，满地打滚，但动摇不了白的

坚阵。 一旦成为笼中之物，绝无脱困可能。  

谱 77 (154-154)

54



 
 

胜本：白方也进入读秒了。已经像在下电视快棋，每手棋都在

读秒中渡过。 不同的是，心中已无底子。  

谱 78 (1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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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林：白 58 时，黑棋投降了。之后――图 40 

总计 158 手完 白不计胜 限用时间各 6 小时： 黑：5 小时 59

分 白：5 小时 57 分  

谱 79 (15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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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谱白 58 后，黑若 1，则白 2 至 8 冲，攻杀白胜。  

图 4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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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布局篇  

谱 1 (1-1)

1



 
 

胜本：王座战对工藤君而言，算是很投缘的棋赛。1977 年的王

座战，他成为挑战者，以二比○的成绩，击败赵治勋，获得王

座头衔。  

谱 2 (2-2)

2



 
 

胜本：今年他的表现也不错，他连战连胜，打到决赛，静待另

一边是何人出头，打到决赛的是林九段。他们两人感情热络，

亲族之间的交往已经持续几十年。 尽管感情再怎么好，甚至

是同门师弟，一旦坐到棋盘面前，可就全部抛开了。双方都会

涌出“尽其最善，创造好局”、打败对手的斗志。  

谱 3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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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之布局  

林：黑 5 止为工藤先生喜爱的布局，经常使用。印象中，我记

得是桥本宇太郎老师所发明的布阵。  

胜本：对工藤君的战绩怎么样？我的记忆中，工藤君虽然善战，

但好像输得比较多。  

林：不，旗鼓相当，各有输赢吧？  

谱 4 (5-5)

5



 
 

胜本：黑 7 这手棋于 A 位迫虽然大，但―― 左下角的白子若

下在 B 的星位，或者 C 的三・三，就会想下黑 A 的迫，但小目

的话――  

谱 5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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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本局黑棋急着于 7位挂角。  

胜本：然而，黑棋要在右边着手的话，大家都会从黑 A这边迫，没有看

过从黑 B这边迫的对局。 但是呢！理论上要往弱的方面加强。下边黑有

两颗子，上边只有一颗子，照道理不是也能从黑 B这边迫吗？ 以前就提

出过这个问题，为了多听听众人的意见，故向林九段发问。  

林：理论上来讲，这样想也是有道理的，但实战的话总觉得――图 1、图

2  

 

谱 6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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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棋从 1 位迫的话，则白 2 拆。总觉得实利损。 黑棋虽

然 1 位迫，但留有 A 的三・三，还不能说是地。 何况被白 2

拆到，白棋形佳，难以攻击这块白子。 根据实战经验，从黑 1

迫的话后面不好下。 （注：现在见解似有变更，黑先 B、白 C

交换，然后再黑 1、白 2 之后黑 D 在上方构阵，出现过好多次

了，印象中依田纪基九段下出过）  

图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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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从黑 1迫的话比较有实利，等白 2时，黑棋顺势 3强化角地。 总觉

得这样比较好下，现由是这样吧。  

胜本：反正围棋总是复杂的，理论和实际不一致的情况所在多有。 金科

玉律有时也会变成愚形，愚形有时候也会变成妙手，这些地方感觉上和

世事一样，变幻莫测。  

林：不过，下棋的人不用在乎棋力的强弱，重要的是经常提出疑问。

“高手虽然这样下，但我无法接受”，这样想而不用，也依然没有关系。

自己无法理解，还要模仿高棋依样画葫芦，那是不会进步的。  

图 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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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8 这手棋，大致上也可以考虑白 A 或 B 的夹击。 但是，

我喜欢白 8 碰的定石。 重要的一局棋，总是想用自己擅长的

手法。  

谱 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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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宫流  

林：黑 11 若于 A 位虎再 C 位拆的话，则白 D 迫为好点，黑 E

有必要补。  

谱 8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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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3 若 A 位拆的话――图 3  

谱 9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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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拆的话，则白 2 迫仍然是好点。后面，白 4 的打入严

厉，黑若 5、7，则白 8、10 渡过得到实利。 搞不好将来这块

黑棋还会遭到攻击呢。 

图 3 (1-10)
3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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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以上原因，故黑 13 高拆，棋形比较轻，就算白于 A 位

迫，后面的打入也没有那么严厉。  

谱 10 (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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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要在左边着手的话，则白棋不在 A 迫，说不定于白 B 缔角

比较好。 要在右边着手的话，则白 C 拆是第一感的好点。 但

是，这样下的话――图 4  

 

谱 11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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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被黑 2 碰则讨厌。白 3 至 7 接应，但黑这是脚步

快，重视实利的下法。  

图 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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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5 若 A，白棋仍然于 16 位拆。黑 15 的落点，比较有利

于发动攻势。  

胜本：黑 17 是否于黑 B 挂角比较大？  

林：是的。这样下的话，白棋说不定用白 C、黑 D、白 E 构阵。 

（注：若成这样，黑 15 也许在 A 位比较好了。既然黑 15 下在

了高位，实战攻击白▲子，是可以理解的自然流程）  

谱 12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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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书上说，黑 19 要下在――图 5  

 

谱 13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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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书上说黑 19 要下在本图的黑 1。  

林：也可以啊！这样的话，白棋大概 2 位迫问应手。 很难说

哪一手棋比较好。  

图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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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0 也考虑过――图 6  

 

谱 14 (20-20)

20



 
 

林：白 20 也考虑过白 1、3 的下法，但这样的话，被黑先 4 再

6 则讨厌。 此一黑 6 尖，好得不得了。  

图 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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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20 缔角之后，黑再 21，感觉怪怪的，但换个手顺来

看，等于黑 17――图 7  

谱 15 (21-21)

21



 
（注：回到黑 17 的时点）  

胜本：实战的棋形相当于黑 17 先于 1 位挂角，白 2 应了之后，

黑再 3、5。  

 

图 7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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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22 这手棋于 A 位缔角也是大棋吧。  

林：虽然是大棋，但――图 8  

 

谱 16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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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 的话，黑 2、4 的攻击严厉。 故谱白 22 位补才是常

识吧。 （注：作战主动权谁握，往往要比单纯的实空为大）  

图 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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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23 再 25 为连贯的行动。 演变至此，黑 A 立大得不

得了，若被黑 A 立使角地确定则白棋难过。所以，总是要对这

块黑地动点脑筋的，但―― 可能的行动有白 B 或 C 的打入。 

参考图：【打入的攻防 1】――图 9、图 10  

谱 17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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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 1 的打入，黑若 2 位应，则白 3 进角。次，黑若 A 被

白棋下到 B 是不行的，故――  

林：黑会 4 位应，但被白 5 以下揩油，黑棋难过吧。  

图 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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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对白棋的打入，黑 2 的应手好。  

林：白棋只能 3、5 渡过，但此形黑有 A 碰等等的手筋，白棋

形薄。  

 

图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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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白 26 进三・三。  

谱 18 (26-26)

26



 
 

-重点 1：无趣  

胜本：黑 27 若――图 11 则无趣。 分先的对局，黑棋要强硬

地于 27 位立下。  

 

谱 19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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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27 若于本图黑 1 接应则属让子棋定形，吃亏。 外侧

白棋变强了。  

图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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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29 若先 31 位粘，白棋也会在 32 位爬、黑 29、白 30，

同谱之形。 白 32 之后，黑棋断哪边就吃哪一边，为常用之形。 

谱 20 (29-32)

31
29

32

30



 
-黑厚  

胜本：黑棋从 33 位切断，以下至黑 37 止告一段落。 （注：黑 33 若从

外边断则很差）  

林：反正这样的演变，使上边和左边（注：右边？）白子趋薄，白棋形

不佳。  

胜本：此际为序盘的一种胜负处。所以，我们来研究一下目前为止的手

顺中，白棋要怎么下才好。 问题出在白 28（▲）这手棋。 参考图：

【打入的攻防 2】――图 12、图 13、图 14、图 15、图 16  

谱 21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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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 28（图中白 A）这手棋为常用的手法，不过，在本局

这手棋不佳。我们来研究白棋于 B 位飞有何演变？――  

胜本：对白 1，黑 2 尖为常识性的手法。  

林：此时，白若 3、5 做活为后手，无趣。 故白 3 要下――图

13  

图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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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3 以下至黑 10 进行，这样的话得失相当吧。（注：与

图 10 相比有一手棋的差别） 手顺中，白 5 之手棋若――图 14 

白 1 飞，黑若 2 位尖踢，则本图的进行为行情，但黑 2 这手棋

若改走――图 15  

图 1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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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图 13 手顺中，白 5 这手棋于本图白 5 再 7 扳出有何变化

呢？  

图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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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8 切断，以下进行至黑 22 止。白棋墙壁有缺陷，无趣。 

图 14 续 (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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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2、4 的手法严厉，会有何演变呢？  

林：白 5、黑 6 时，白 7 尖踢和黑 8 交换再白 9 粘―― （黑 8

这手棋，也可以按――图 16）  

林：黑棋会在 10 位补吧。此时，白 11 叫吃。黑若 A 位粘则白

B 挡（次有白 C 的渡）。  

图 1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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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图 15 黑 8 在 A 位顶住这手棋也可于本图黑 8 退――  

林：这样的话，白 9 再 11 叫吃，黑若 12 则白 13、15 挡住，

是行情吧。 这样虽然也不能说白好，但如果实战谱之结果不

佳，则白 28 这手棋也许用飞的手法比较有意思也说不定。  
 

图 1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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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上方的白子虽然薄弱，但白棋若在 A 位加强的话，则――

图 17（图 18）严厉。 故白 38 不能放过。  

 

谱 22 (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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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 加强弱子，则黑 2 的打入严厉。  

林：这里黑于 8 位爬才够强硬。白若 9 则黑 10 挡，次白若 A

扳则黑 B 长，因为黑 C 是先手，角上手拔也活。  

胜本：这在让子棋也是常见之形，请针对此形再详细说明一些。 

图 17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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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1 位立，则黑 12 长为要紧之着。 此际白 13 去吃角

则不好――  

林：黑 14 切断，白若 15、17，则黑 18 长出。  

林：黑下到 20，白棋完全被封住，就算吃到角上黑子，白也不

佳。 故白 13（▲）大致上要下――图 18  

图 17 续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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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3 大致上要补，黑 14 做活，白棋还是苦。  

图 18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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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39 为行情。  

谱 23 (3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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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41 下――图 19 的黑 1 如何？  

 

谱 24 (40-41)

40

41



 
 

林：白 2、4 再 6 接应吧？这样黑不比谱的进行好。  

图 1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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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好调  

胜本：林九段为全能型棋士，不论攻守都能应付，但工藤君则

要着厚之后，才能有所发挥。 本局算是双方都擅长的棋局。  

谱 25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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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盘篇  

谱 26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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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白若 44 位跳，则黑 45 至 49 止是行情吧。 中央是有模

样的，故目前的时点，形势黑棋似乎不错。  

谱 27 (4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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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50 先在这里做出一眼。  

胜本：黑 51 若马上于 A 位跑是搞不好的――图 20 

谱 28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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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1 逃的话，则白 2 以下至 6 接应，黑搞不好。  

  

图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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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工藤先生好像想狙袭黑 A，但此际――图 21 也是一法。  

谱 29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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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3、5 压（白不能被黑于 6 位敲到）再黑 7 跳也是个办

法。 （注：本解说图先作黑 1、白 2 交换奇怪，从后面的实战

来看，未必交换得到）  

图 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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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棋先 8、10 冲断，但白 14、18 的活法难过。次即便黑

于 A 切断也充分，或者，黑亦可 B 扩大格局吧。 

图 21 续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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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被黑棋击中 53 位，白棋趋弱了。白 54 若 A 位挡――图 22  

 

谱 30 (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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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若 1，黑可 2 位扳出，次白 A 则黑 B，白棋失去眼

位――  

林：故白棋势必 3 位切断，黑 4 长出之后――  

林：次白 5 至 11 接应。此时，被黑 12、14 一来，中央白子无

法动弹。上边黑亦可狙袭 A 的碰，白棋不佳。 

图 22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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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变化  

林：因为害怕前述图 23 的手段，故白棋于 54 位压。 黑 55 若

A，白棋当然 55，这次预防了黑 B 的扳出。  

胜本：黑也 55，这里出现未在预计之中的变化，变成和当初

（图 21？）构想完全不同的棋形。  

谱 31 (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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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56 至黑 59 止，势也。  

胜本：黑棋放弃攻击全体白棋的念头，截断上边白子，收取实

利。  

林：此际，白若 A，则黑 B 将大围上边。如此，白地不够。  

谱 32 (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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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白 60、62 削减黑地，黑 63 若 A，则白棋揩油不少。 黑

棋被这样揩油也不情愿，故不晓得黑棋会不会在 A 位应。 只

下白 60 就转到白 B 的话则无事，但黑 C 依然大。  

谱 33 (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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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63 问个应手。 黑 65 若于 A 位扭断呢？  

林：图 23――  

谱 34 (6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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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如此，白 2、4 接应，就算让黑棋在角上活一块也没有关

系，白棋留有 A 这种大棋。 

图 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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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5 不要下比较好吧。前谱黑 63 只要做个交换，留下味

道就行。白得 66 强化阵地，放心了。  

谱 35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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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7 逃出是工藤先生的狙袭手段。 这次看下图――图 24  

 

谱 36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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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67 于本图黑 1、3 也关不住白棋，黑若 5 白可 6 位逃出，

抓不到白子。  

图 2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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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棋虽然顺着调子于 72 位长，但这手棋说不定于 A 位尖

踢比较好，黑若 B 位长，白棋手拔也活。  

谱 37 (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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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73 之后白若手拔，被黑 A 先手利用再黑 C 堵住，白棋

就瘫痪了――  

谱 38 (7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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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白 74 至 78 去做活。  

谱 39 (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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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79 的补也必然，不能被白棋于 A 位冲断。  

林：到此为止，大致上互有得失吧。  

谱 40 (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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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79 一旦补了，这次再被黑 80 关起来痛打可消受不起。 

虽然留有黑 81 的大棋，但白也没有下 81，允许黑下到 80 的道

理。  

谱 41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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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地多  

胜本：白 82 若 83 粘，黑棋会在 82 位长吧。 白若 82 则黑 83。

当初白棋先拿实利然后设法处理的棋局，转眼之间改成黑方拿

实利，白棋拿外势的棋。  

林：黑 83 为大棋。 （注：白若粘到 83，则次有 A 夹，此处大

极）  

谱 42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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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86 为大场。次，白 A 大，愉快之着。  

胜本：黑棋要补强左边上方的薄味的话，要怎么下呢？  

林：大概是黑 B 吧。  

谱 43 (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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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87 不让白棋下到如前述的愉快之着。林先生虽然说

是大棋，但我甚为担心左边黑棋阵地的薄味。 没听到林先生

说此际应该在黑 A 围。 被白 B 打入，黑棋要怎么处理呢？  

谱 44 (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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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感觉上，黑 89 前后（前谱黑 87 和白 88 的交换，已经

有所缓和）应该在黑 A 围（此棋若贪心地 B 尖则危险） 对工

藤君而言，自然已准备好白 C 打入时的对策，多少有成算吧。  

谱 45 (8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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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负手  

林：白 90 若于 A 位打入则要输棋――图 25 白 90 意欲整个掏

空黑阵为胜负手。  

胜本：那么，如何应对白的胜负手呢？  

林：请看――图 26  

 

谱 46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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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90 若于本图白 1 打入的话，则黑 2 至 8 挡住，这样白

输棋。 故白棋必须用实战的白 90 把黑棋阵地整个掏空。  

图 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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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再 3 让步的话则简明。以下进行至白 10 之后，预料

用 11 至 17 的方式推进―― 乍看之下，这样下白地好像足以

和黑地匹敌，但中央黑棋的厚味还是有用的，就算要贴目，黑

也不错吧。 又，黑 13 这手棋于 14 位碰，白若 13 则黑可在 A

位扭断，但不用这么强悍也行吧。 

图 26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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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强悍为大敌  

胜本：工藤君也算到白棋从 A 位打入的变化吧，但他所预计的

白棋从 90 位打入的变化如何呢？  

谱 47 (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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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以前工藤君住在我家的时候，随时可探讨。现在分开了，

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直到我定稿也问不到他的感觉，遗憾。  

参考图：【胜负的歧路】――图 27、图 28  

谱 48 (9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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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棋也可以考虑 1的手法，次有黑 A、白 B、黑 C的渡――  

林：此时，白棋不管样子难看，白 2至 6阻渡。黑若 7则白 8――这样的

话，左边黑棋薄味显著，正中央很可能反而被白棋围成地。 如此，白棋

有意思。  

胜本：白棋好可就伤脑筋了，难道没有黑好且稳妥（简明之意）的办法

吗？  

林：稳妥，是吗？――图 28  

 

图 2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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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希望各位再观察一下前谱至白 92 止的棋形。 此际如何

决定行止呢？这是一盘棋的胜负歧点，譬如人生的歧路来

说―― 白 92 的时点，差不多相当于 40 岁左右吧。 一个男人

到了 40 岁，已经有相当的地位，担子之重也和年轻的时候不

一样（本局如果黑方形势不好，则代表 40 岁以前不值一提，

重点也有所不同）。年轻的时候，讲究力气，要打就打，谁也

不怕谁。如果因之而有所成，多少也拥有地位。 本局棋，失

礼了，是林先生这一边清寒，所以要找碴。 此际就好像年青

时候，要打就来，比比力气。只不知是否有稳定的处理方法？ 

此时林先生要设法能够立身处地。  

 



 
林：黑 1 正是实战性的手法，成为白 6 止的接应（局部上当然

很损，但是从棋形来看，也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手法）。但是，

黑下到 7，总视全局，黑地仍占优势，不坏。 局后探讨时，工

藤先生说过气势上很不方便这样下，但赢是可赢的。  

胜本：有钱人不打架。局部上讲，确实吃亏得很，尽管如此，

只要能够赢棋，委屈点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说，这是做人处世

的良方。  

图 2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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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情  

胜本：白 94 的尖，否决了前述手段，厉害之着。  

谱 49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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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96 若――图 29  

谱 50 (95-95)

95



 
 

林：白 96 若先做白 1、黑 2 的交换再白 3 跳的话，则黑有 4 再

6 位挤的手筋，次可渡过。 

图 29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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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故白棋不扳单于 96 位跳。 不管怎样，演变至此，黑棋

阵地被一分为二了。 黑棋阵地虽然被裂开，但只要从攻击之

中取得利益还算可行，难的是不知如何下手。  

 

 

谱 51 (9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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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像这样的正面冲突，会发生什么事件难以预料。真正讲

起来，这样的发展正中白棋下怀。  

林：白 98 下在 A 位也是好点，但黑棋占 B 位仍然是绝好点。

至于下方白棋的包围网薄弱，很难吃到黑子。  

谱 52 (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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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故白 98 飞，次准备用白 A 封锁。  

谱 53 (9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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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虽然黑棋下在 99 位，但被白 100 丢进去，事情变得愈

来愈复杂了。  

林：次黑 101 于 A 位立的话――图 30 

谱 54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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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 立的话（照例次有黑 A 的渡），则白 2 尖，对黑 3，

白棋不理于 4 位应。  

胜本：如果是和平时期，黑 3 会是先手，但此际――  

 

图 30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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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以下类同。  

谱 55 (101-101)

1



 
 

胜本：下边黑下到 A 位，似乎可围到相当的地（虽然还不到确

定地的程度）。不过，这样下的话，若被白棋席卷整个左上边，

显然白方有利得多。 藉着白 4 的切断，将这一块棋安定了。  

谱 56 (10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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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3：错过定型  

林：黑 7 这手棋要照――图 31 吧。  

 

谱 57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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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3 要先交换掉吧。白棋若想吃棋，黑有 A 的劫，无

法得逞。  

林：白棋必须 4 位提。如此，黑下到 5 位的话，我觉得无法可

想了。 若去吃左边黑子，很可能和中央白子形成交换之势。  

图 3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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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9 这手棋于 A 位碰的话，不晓得会有什么演变？白若

B 则黑 C（此为编者的细算手筋）。 黑 A 碰的话，白棋要怎么

应付？  

林：黑若 A 位碰，则白 D 冲。 

胜本：这是答案。黑棋不在 D 位定形，被白 D 一冲棋形就破碎

了。 这里不肯定形，无法理解黑棋的态度。  

谱 58 (1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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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被白 10 尖到，黑棋已经失去 A 碰的手段（黑若 A，这次

白 B 能够连结）  

林：下到此刻，是黑 C 定形最后的机会――图 32  

胜本：黑棋被分裂成两块，何况左右黑子危险。  

谱 59 (10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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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1 于本图 1 位粘，白若 2、4，则黑 5 替这块棋解围。 

白若 6 则黑 7 长，不容易吃到这块棋。目前时点，地域黑棋领

先。 白 6 这手棋大概要 A 收下中央两颗黑子吧。虽然是细棋，

但我认为黑棋优势。 

图 3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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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终盘篇  

谱 60 (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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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4：最后的机会  

胜本：被白棋下到 12，形势逆转了。  

谱 61 (1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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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4 为多余之着――图 33  

 

谱 62 (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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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14 于本图白 1 切断再 3 位提比较好。  

图 3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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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下到这个阶段，双方已经没有时间了。  

林：照图 34 进行，大致是上细棋，但这次白方变厚，已经是

白棋不会输的形势。  

谱 63 (11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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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进行至黑 19 止，大致上为攻杀模样。 有时间的话，双

方能够算清楚吧，但在读秒声催促下，只能摸黑走路。  

谱 64 (118-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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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我在少年时代，曾经到品川增渊塾学棋，增渊老师说过

“要下有骨气的棋”，我似懂非懂。棋士之间也有“骨气”的

说法，年轻人会以为围棋应该这样下，但经过数十年的历练，

骨气也会变得柔软性。  

谱 65 (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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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6 也于――图 34  

谱 66 (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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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 26 也可于本图白 1 切断，黑 2 至白 5 接应――  

林：黑 6 以下进行至黑 12，大致上有交换之势。 不过，中央

白子有白 A、黑 B、白 C、黑 D、白 E 的味道，不晓得吃干净了

没有。 

图 3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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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图 35 中被黑 4 叫吃时，白 5 粘的棋形不感满意，故白棋

于 26 位提。  

胜本：黑 27 粘，大致上是攻杀。 白棋应该算好此一攻杀可胜，

才会于 26 位粘。  

谱 67 (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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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攻杀胜  

林：白 28 棒粘要紧，至此长出气了。  

胜本：话虽如此，黑得 29 位尖踢，并非单纯的攻杀。  

谱 68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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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31 也有――图 35  

谱 69 (13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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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31 也有本图黑 1 夹碰的手法。白若 A 粘，则黑 B 渡长

出气来，故――  

林：故白棋只能 2，黑 3 以下至 9 止虽然在角上活了一块，

但――  

林：白下到 10、12，中央黑棋靠不住。  

胜本：左边被提掉两子，黑棋已无紧气手段，失去了眼位。  

图 35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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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 31 有什么用意呢？好像脱离了战场――  

林：我也不太清楚，但黑棋为了下 A，就有必要先下 31，另外

也有威胁角地的意思吧。  

谱 70 (13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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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央的情况――图 36 

胜本：因为黑棋无法于 A 位切断，故――  

谱 71 (13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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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央黑棋若 1、3 切断，则白 4、6 反过来吃掉黑子。  

 

图 36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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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33 之后――图 37（注：此处原书参考图似有误）  

谱 72 (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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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33 之后有用 1、3 劫形切断的意味。但是，白棋有本身

劫，黑棋不容易打赢。  

图 3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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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书参考图  

林：黑 33 有黑 1、3 用劫形切断的意味（明显出错吧） 

 

图 3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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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下到此刻，工藤君变得清寒，林先生反而是有身份的人，

立场颠倒。 这次换黑棋到处被动，但林先生身躯庞大，撼动

不已。  

谱 73 (13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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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棋下到 36、38，次将白 A 和 B 当做相对点。  

谱 74 (136-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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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3 若――图 39  

谱 75 (139-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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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43 若于本图黑 1 的话，则白 2、4、6 切断，以下至白

10 变成攻杀，接着――  

图 3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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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 11 至白 18 用这种办法弄成双活形，但左边黑棋死了，

故双活崩溃。 

图 39 续 (11-18)
14  =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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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棋后半局脚步乱了，但序盘到中盘以后，黑棋演出水

准。  

谱 76 (14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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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胜本：白 56 之后黑投降――图 40  

总计 156 手完 白不计胜 限用时间各 6 小时： 黑：5 小时 58

分 白：5 小时 56 分  

谱 77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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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本：黑若 1 位紧气，则白 2 以下至白 8 止，白棋快一气。  

图 4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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