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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洛阳

围棋起源于中国，与洛阳有很深的渊源。历史
上，洛阳是围棋活动与发展的重地；今天的洛阳，更
有“百段之城”“围棋之乡”的美誉。现在，就让我
们看一看围棋与洛阳的故事。

【洛阳围棋文化 】

文人雅士的诗意围棋

④

自唐代起，琴
棋书画被相提并
论，围棋成为中华
传 统 四 艺 之 一 。
文人雅士与围棋，
从此有了千丝万
缕的联系。只要
翻阅他们的诗篇，
你就能看出，原来
他们对这一雅事
如此痴迷。

□记者 张广英

杜甫一生
“且将棋度日”

在洛阳万安山南麓的伊川县彭婆
镇许营村，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
淹的家族墓地。人们来到这里，往往会
想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远大抱负，却不知道他还
有一个和围棋有关的美好愿望。

范仲淹的这个愿望，就是“吾当著
棋史”。他将其写在《赠棋者》诗中，只
是最终也没有实现。

北宋时期，围棋非常普及。无论是
帝王将相还是市井百姓都爱下棋，文士
雅士更是乐此不疲。范仲淹公务繁忙，
大概下棋的时间不多，但在一首《依韵酬
郐（kuài）州通判王稷太傅》的诗中，他
曾称“恶劝酒时图共醉，痛赢棋处肯相
饶”，可见其至少也是一名围棋爱好者。

而真正体现范仲淹围棋素养的，当
数那首《赠棋者》：

何处逢神仙，传此棋上旨。静持

生杀权，密照安危理。接胜如云舒，御
敌如山止。突围秦师震，诸侯皆披
靡。入险汉将危，奇兵翻背水。势应
不可隳，关河常表里。南轩春日长，国
手相得喜。泰山不碍目，疾雷不经
耳。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
入于神，变化胡能拟？成败系之人，吾
当著棋史。

一个春日，范仲淹得了闲，在南轩
观看两名高手对弈。高手下得精彩，他
也看得入神：围棋变幻莫测，关键处“一
子贵千金”，与治国、打仗的“成败系之
人”何其相似！这二者本是相通的，既
如此，自己何不写一部围棋史，让更多
人了解围棋的妙处？

在范仲淹之前，下围棋的人已经很
多，高手也层出不穷，但人们似乎不太
重视围棋史，并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论
述。因此也有人说，范仲淹立志“吾当

著棋史”，应该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想写围棋史的人。但不知什么原因，也
许是没有时间，也许是没了心情，最终
他也没能写成。

范仲淹之后又过了500余年，到明
朝中期，才有人写出了比较完整但内容
十分简略的围棋史。此时再回想那句

“吾当著棋史”，总令人有些叹惋。其
实，对围棋爱好者范仲淹来说，没能著
成围棋史，也是他心头的一大遗憾吧！

对唐代文人来说，围棋是一
门“必修课”，痴迷于此的不在少
数。诗圣杜甫就一生与围棋“不
离不弃”，像吃饭、睡觉一样，他将
围棋融入了自己的日常生活。

在人们的印象中，杜甫总是
一副忧国忧民的模样。其实在青
少年时期，他在洛阳的日子是相
当惬意的。在祖父杜审言的影响
下，他不仅自认“诗是吾家事”，还
爱喝酒、下棋、垂钓、交游……很
有名士范儿。

杜审言是初唐大诗人，也
是围棋迷。他在一首《守岁侍
宴应制》中，留下了“弹弦奏节
梅风入，对局探钩柏酒传”的
诗句。也许是遗传，也许是深
受祖父的影响，杜甫在年纪轻
轻的时候，就已成了一名围棋
高手。

公元758年，47岁的杜甫作
了一首《因许八奉寄江宁旻
（mín）上人》：

不见旻公三十年，封书寄与
泪潺湲。旧来好事今能否？老去
新诗谁与传。

棋局动随寻涧竹，袈裟忆上
泛湖船。闻君话我为官在，头白
昏昏只醉眠。

——半世流离，诗人已经白
了头，却仍在怀念30年前的一段
美好时光。那时他还是性格张扬
的少年，诗作得好，下棋也不弱，
连“善吟善弈，而喜与文士游”的
旻上人，也愿与他交往。

然而，“闻道长安似弈棋，百
年世事不胜悲”。诗人到了中
年，满怀报国热情，时局却动荡
险恶，一次次将他的希望摧毁。
那满腔的悲愤，只能化成一首首
和着血泪的诗篇。好在还有围
棋，给他带来了许多安慰。“老妻
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
避乱的日子里，一家人倒也其乐
融融。

慢慢地，曾经的棋友一个个
去了。一次路过四川阆州，杜甫
特意去看了洛阳老乡、太尉房琯
（guǎn）的墓，并作了一首诗悼
念这位故人：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
近泪无干土，低空有断云。对棋
陪谢傅，把剑觅徐君。唯见林花
落，莺啼送客闻。

与友人对弈的时光，回忆起
来总是那么快乐。因此到了晚
年，杜甫还要“且将棋度日，应用
酒为年”，这是他生命中的一抹亮
色，多么难得。

中唐大诗人白居易比杜甫晚出生
了半个多世纪。他晚年分司东都，久居
洛阳，尤爱龙门香山。在这里，他留下
了许多诗与棋的佳话。

有趣的是，杜甫接触围棋很早，少
年时就能与高手对弈，白居易却一直埋
头读书，很晚才喜欢上围棋。44岁那
年，他被贬江州，曾给好友元稹写信称：

“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
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
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
知矣。”由此可以判断，在此之前，白居
易应该对围棋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人生的荣辱浮沉，使他开始
寄情围棋，并从中悟出很多道理，比如

“不信君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白居易对围棋的热情，从此一发
而不可收。他后来的许多诗中，都有
饮酒弈棋的影子。只是“晚酒一两杯，
夜棋三数局”也就罢了，他还时常“花
下放狂冲黑饮，灯前起坐彻明棋”，甚
至有时“围棋赌酒到天明”，似乎洒脱
得过了头。

晚年的白居易视力不太好，棋瘾
却仍然很大。他自号“香山居士”，并
与张浑、刘真等志趣相投者成立了“香
山九老会”，每日结伴宴游。对他们来
说，花前饮酒、树下弈棋都是不可或缺
的活动。

当然，从“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
局”到“送春唯有酒，销日不过棋”，白居
易的棋艺也越来越高。他曾在给友人

的信中说“棋罢嫌无敌，诗成愧在前”，
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

当时的诗坛上，洛阳人元稹和白居
易齐名，并称“元白”。他们不仅是诗
友，也是棋友。元稹在家中举办过一次
名流云集的围棋盛会，大家通宵达旦地
饮酒下棋，场面十分热闹。他还作了一
首有名的《酬段丞与诸棋流会宿弊居见
赠二十四韵》，专门记述此事。

相比之下，再看白居易的诗《池上
二绝》，其中有一首描绘山僧下棋的，更
有意境：

山僧对棋坐，局上竹阴清。映竹无
人见，时闻下子声。

——这样的一局棋，该多么令人心
驰神往！

范仲淹立志“吾当著棋史”

白居易时常“夜棋三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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