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姜方

那些跟围棋有关
的文化知识

围棋的起源：“尧造围棋” 的说法
源远流长， 最初见于战国时期的 《世
本·作篇》的“尧造围棋，丹朱善之”。东
晋张华《博物志》则进一步说明了发明
围棋的动机 ：“尧造围棋 ， 以教子丹
朱。”按此说法， 围棋在创造之初是为
了开发智慧，陶冶性情。从出土棋盘的
十、十三、十五、十七直至今天通用的
十九道线可以看出， 围棋经历了漫长
的发展过程。

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围棋高手：
春秋时期鲁国的弈秋是第一个史上有
记载的围棋专业棋手和从事教育的围
棋名人。 关于他的记载，最早见于《孟
子》：弈秋，通国之善奕者也。春秋战国
时期，围棋已流行，并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 相传围棋棋盘的道数正是在此期
间发展成十七道。

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唐
朝的帝王多爱好围棋，唐玄宗以前，棋
手候命于翰林院，并无官称。玄宗时才
正式定为官职，即“棋待诏”，这种制度
大大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 对围棋
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中国现存可考的最早棋谱集：宋
代李逸民编写的《忘忧清乐集》为可考
的最早棋谱集，书名出自宋徽宗诗“忘
忧清乐在枰棋”，收有《棋经十三篇》及
历代著名对局。 书中还保存了宋代围
棋国手的大量棋局、棋式、对战套路以
及记谱方法，其中许多理论、招法对于
今天的围棋对战仍有很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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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告诉我们，未来的路还很长
从吴清源谈到阿尔法围棋，江铸久做客复旦中文百年讲坛表示———

“看 到 AlphaGo （阿 尔 法 围 棋 ）
这一步棋 ， 我 有 一 种 热 泪 盈 眶 的 感

觉。 我当时感觉———吴老师回来了。”
日前 ， 著名围 棋 国 手 江 铸 久 九 段 以

“从吴清源到 AlphaGo” 为 题 ， 在 复

旦中文百年讲坛上分享了围棋大师吴

清源的故事， 以及人工智能时代围棋

的发展方向。
这手让江铸久直言感动的棋正是

2016 年 韩 国 著 名 棋 手 李 世 石 与

AlphaGo 五盘 “人机大战” 第二局中

的第 37 步五路肩 冲 。 AlphaGo 一 向

给人冰冷无情、 只会计算的印象， 但

这步颇具吴清源风范的棋却不禁让人

思考， AlphaGo 是否已经参悟到围棋

中的美学？ “这里面有很多吴老师临

走之前研究的招法， 我突然觉得我看

到了围棋的未来， AlphaGo 将未来 ３０
年 到 ５０ 年 的 棋 谱 完 整 地 展 现 了 出

来。” 江铸久说。
据 统 计 ， 全 世 界 人 类 的 智 力 游

戏超过 6000 种， 而人工智能之所以

将目标锁定在 围 棋 ， 是 因 为 围 棋 在

最简单的规则 之 上 产 生 了 最 复 杂 的

变化 。 在江铸 久 看 来 ， 围 棋 是 一 把

“无用” 的利器。 “尧造围棋， 以教

子丹朱。” 东晋张华的 《博物志》 中

就 说 明 了 中 国 人 在 发 明 围 棋 之 初 ，
就 是 为 了 训 练 智 力 。 攻 防 、 逻 辑 、
哲学 ， 不同的 人 能 够 在 围 棋 中 见 到

不同的内涵。
“从 技 术 上 来 说 ， 人 类 很 难 去

和 AlphaGo 抗 衡 ” “人 工 智 能 已 经

表现出超强的实力 ”， AlphaGo 在研

究 一 开 始 就 输 入 了 16 万 张 人 类 棋

谱， 而江铸久表示， 再优秀的棋手，
一生也不会超 过 两 千 盘 棋 。 相 比 于

计 算 ， 人 类 下 棋 凭 借 的 还 是 “ 第 一

感”， 而围棋的直觉依靠棋手平日的积

累所得。
“不要拘泥于小 ， 21 世纪的围棋

一定是全局的棋。” 吴清源曾将 “21 世

纪的围棋” 称作 “六合之棋”， 即围棋

的目标不仅局限于边角， 而是应该很好

地保持全体的平衡。 每一手棋必须是在

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之后作出的决定，
那一手棋才能发挥出棋盘上所有棋子的

效率 。 关于全局性 ， “AlphaGo 之父 ”
哈萨比斯在今年的剑桥大学演讲上， 也

以这第 37 步棋指明了人类在围棋几千

年里的历史中低估了棋局中部区域的重

要性。

就像哈萨比斯所说， AlphaGo 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赢下围棋比赛， 而是

为 社 会 服 务 。 抛 开 比 赛 输 赢 ，
AlphaGo 对于围棋所带来的变化和积

极影响应该被更多地关注。 就像李世

石在五盘大战第四局中 ， 凭借第 78
步大胆的 “黄金之举” 打得 AlphaGo
措手不及， 赢下了这盘棋。 在人工智

能的紧逼下， 人类渐渐开始寻找创新

的落子方式和全新的围棋理念， 这才

是 AlphaGo 带给围棋真正的变革。
“现在我们教孩子下棋也更多地

强调大局观。” 江铸久说： “围棋已

经经历了很多， 但通过人工智能， 我

们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

推理不止“天才式侦探”，
也聚焦凡夫俗子的人性迷宫

东野圭吾最新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节》、
长篇《秘密》典藏版亮相国内

以 《白夜行》《嫌疑人X的献身》《解

忧杂货店》 等推理小说为读者熟知的日

本作家东野圭吾， 最近又掀起一波波悬

念风暴。他的最新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

节》中文版由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

出版社引进出版，收录九个作品，刻画九

重人性，俨然惊心动魄的生活剧场；长篇

小说《秘密》精装典藏版则由新经典引进

推出，在评论界引发热议。
不难发现，东野圭吾并不执着于“天

才侦探”“万能警察”或是“狡猾罪犯”，他
较少着墨惊天动地的案件， 更多从细微

平凡生活入手，笔下主角多是遭遇变故、
几经浮沉的普通人。 小说对复杂人性的

精准描摹引人入胜， 超出了一般推理类

型作品的范畴。
小说集《第十年的情人节》尽显“社

会派” 推理掌门人东野圭吾刻画人心的

能力，无论是《正月的决意》讲述绝望的

小工厂主夫妇新年奇遇，《第十年的情人

节》勾勒情人十年后重逢却各怀心机；还
是《今夜一个人过女儿节》描绘舍不得嫁

女儿的父亲在玩偶中发现过世妻子的智

慧，《蓝宝石的奇迹》 聚焦珍贵猫咪与少

女的情缘， 作品题材囊括流行的租借服

务、相亲现象、医疗进步与伦理等热门话

题，都与当下日本社会现实相当贴近。有
书评人评价， 东野圭吾以日本社会常见

风俗习惯为故事出发点， 以情感推动推

理的强健笔力， 展示了现代人与命运的

搏斗。 书中不乏充满黑色幽默的科幻感

故事，但东野圭吾更注重生活化推理，不
刻意制造密室杀人、暴风雪山庄等诡计，
也不再将解谜当做核心， 而是设计更具

生活可行性的剧情。
长篇《秘密》则讲述了被一场车祸彻

底摧毁的幸福生活， 当三口之家受到重

创，什么样的秘密又会浮出水面？“读《秘
密》时，每翻两页就有一点点疼痛，这种

普通人感同身受的疼痛感， 像是击鼓传

花，多米诺骨牌般传递出去。 ”编剧史航

说，东野圭吾的高明正在于此，那些凡夫

俗子的疼痛之旅， 看似奇葩、 有些超现

实，其实都是由日常的疼痛组成。在学者

止庵看来，东野圭吾的小说往往“没有纯

粹坏人”，有时复杂的善意形成了一团乱

麻，乱麻把每个人捆得几乎窒息，这种典

型的“东野圭吾式僵局”，用一堆钝角形

成了锐利感受。
这也正是东野圭吾后期 “社会派”

小说的风格———在他的意识中，每个人

都有多面性，这构成了对事件的多重解

读，也成就了他小说的复杂况味。 写作

30余年，高产的东野圭吾陆续出版了90
余部作品，但他的作家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成名作《放学后》于1985年推出后的

10余年间，他一度处境艰难。 1999年《秘
密 》获推理作家协会奖 ，目前日文版销

量突破200万册， 成为东野圭吾的职业

生涯转折点。 而他对社会话题与大众情

感需求的敏感捕捉，使得东野式小说最

大程度满足了读者阅读口味。

“烂番茄”时代专业影评如何打分
影评人挑战“被垄断的网络话语权”

《纽约时报》网站日前分享了其首席

影评人玛诺拉·达尔吉斯和A·O·斯科特

心目中的“2017年度最佳电影”。在以“烂
番茄” 为代表的电影评分网站大行其道

的今天， 好莱坞专业影评人固守着一方

天地，以传统的专业主义，对网络话语权

的垄断发起挑战。
两位评论家分别列出的榜单， 囊括

了2017年最卖座的商业大片和相对 “冷
清”的艺术电影，包括备受瞩目的诺兰新

作《敦刻尔克》、女性超级英雄电影《神奇

女侠》、纪录片《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
艾米丽·狄更生的传记电影 《宁静的热

情》等等。他们对影片的取舍展现了极为

强烈的个人风格，但值得一提的是，仍有

五部影片同时被他们“圈中”进入榜单，
分别是： 由肖恩·贝克执导的剧情电影

《佛罗里达乐园》， 青春喜剧片 《伯德小

姐》，乔丹·皮尔的导演首秀、惊悚片《逃

出绝命镇》， 法国女导演阿涅丝·瓦尔达

和视觉设计师JR共同完成的纪录电影

《脸庞，村庄》和充满上世纪50年代复古

质感的《魅影缝匠》。
《魅影缝匠》是导演保罗·托马斯·安

德森的第八部故事片， 也是奥斯卡最佳

男主角丹尼尔·戴-刘易斯的息影之作。
它以神秘的时尚行业为背景， 讲述了高

级服装设计师和他们的作品同样奢华浪

漫、丝丝入扣的情感博弈。“两个生命、两
种倔强在绝美的电影中交织成了一体。”
玛诺拉·达尔吉斯如是评价。 而A·O·斯

科特同样给影片亮出了很高的分数，“它

唤醒了人们在电影以外的其他欲望与渴

望：美、新奇，以及对完美主义的追求，而
这些东西往往在经验世界里不能被完全

认识或理解。 ”
早在今年3月， 执导过 《尖峰时刻》

《X战警3》等影片的好莱坞导演布莱特·
拉特纳发声称，“烂番茄网站是当今电影

文化中最恶劣的东西”“破坏了整个行业

的规矩”。随后，名导马丁·斯科塞斯等好

莱坞名流也点名批评怒斥 “烂番茄”，认
为它们是电影过度商品化的表现， 不仅

消解了电影批评的严肃性， 并有将电影

艺术带入误区的危险。 此等言论在欧美

影坛引发轩然大波。
“2017年 有 很 多 事 情 让 人 感 觉 很

糟”， 其中还包括好莱坞金牌制作人哈

维·韦恩斯坦被曝对多名女星进行性骚

扰和侵犯等丑闻。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尤其感激今年的电影佳作。”玛诺拉

说， 尽管出现了各种具有冲击性的突发

事件，但制片人仍在拍电影，其中一些人

还在与根深蒂固的偏见斗争，“几个月以

来的曝光事件， 以及那些慢慢被淡忘的

受害者的故事， 更是有力证明了这些偏

见之深。在那么多的漩涡与洪流之中，还
能有那么多出色的电影， 感觉像是一个

奇迹。 ”
斯科特则认为， “在艰难的时刻，

我们对艺术往往要么要求太多， 要么期

待太少， 以为它能治愈或拯救我们， 而

当它没有实现这些目标时， 我们又会贬

低它。 但艺术的实际功能要简单得多：
它让我们保持人性。 这就是电影带给人

们的启示。”

“活化”历史遗存，
让城市文脉更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多位参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专家共同发声———

近日， 国家文物局发布 《关于开

展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评估试点工

作的通知》， 国务院公布的 133 座历

史文化名城中， 属于县级行政区划的

40 座历史文化名城均参与评估试点。
日前 ， 在上海 市 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纪念论坛上 ， 多 位 参 与 城 市 文 化 遗

产保护实践的 专 家 共 同 发 声 ， 关 切

着历史建筑如 何 才 能 更 有 尊 严 地 走

向未来。
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

侯卫东， 曾主持数十项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工程项目， 他告诉记者， 在我国

很多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常常

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保护遗址

拒绝新的利用， 要么彻底拆除遗址为

盖新房子让路， 没有将两者进行很好

的结合； 一些已经建成的遗存保护设

施还停留在文物展示的层面上， 缺乏

与城市的互动性， 公众的社会参与度

不高。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唐玉恩，

参与了众多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修

缮工程设计 ， 她 指 出 建 筑 是 有 生 命

的， 人们应怀抱敬畏之心来进行历史

保护和利用设计。 “一方面要尊重历

史、 传承文化， 力求保护历史建筑的

整体性与真实性； 另一方面则要合理

利用 、 适应时 代 ， 提 高 遗 存 的 安 全

性、 现代性、 舒适性， 以此延续历史

建筑的寿命并实现可持续利用。”

历史文化遗存应进一步
扩大与城市的互动性

在题为 “从沉寂变辉煌———历史文

化名城中遗址公园的兴起”的讲座中，侯
卫东以西安、洛阳、成都、杭州等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为切入点， 探讨考古遗址公

园为历史文化名城所作的贡献，及如何使

历史文化名城与考古遗址能交相辉映。
据介绍， 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遗址保

护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独立的遗址保

护，如秦俑坑遗址、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点等， 属于较为纯粹的文

物保护 ；二是大遗址保护 （片 ）区 ，如西

安、洛阳、郑州等城市中的片区，加入了

对遗址整体性和环境的整治； 三是考古

遗址公园，融入了城市的文化因素、开放

性与公众参与性。 目前中国已有36个挂

牌的考古遗址公园， 如北京周口店人遗

址公园、景德镇御窑遗址公园、大明宫遗

址公园等。在侯卫东看来，遗址公园为历

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和意义注入 了 新 内

涵。 “它们变‘废’为宝，化解了历史文化

名城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 遗址所在地

变身城市或郊野绿心，美化了环境；遗址

区相关人群的利益关切也得到了解决；
此外，遗址公园还提供了公民教育、文化

参与的基地。 ”侯卫东表示。
“历史文化遗存应进一步扩大与城

市的互动性。”通过多年的城市文化遗产

保护实践， 侯卫东也注意到不少遗址公

园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例如，遗址公园

集中在几个遗址片区，发展不平衡；带动

周边社区文化和休闲、绿地、运动等做得

还不够……侯卫东说：“遗址公园在今后

的建设中， 需要思考如何加以提升老百

姓的参与性和体验度。 ”

立足科学性，对历史建筑
兼顾保护与利用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唐

玉恩，曾主持参与上海和平饭店、上海总

会、 四行仓库等近代建筑的保护扩建工

程。 在上海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纪念论

坛上， 唐玉恩以其近年来参与设计的案

例为佐证， 剖析了历史建筑如何才能更

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1935年建成的四行仓库不仅是上海

近代仓储建筑，也是抗战遗址，承载着上

海悲壮的抗战记忆和不屈之精神。 在四

行仓库的保护和扩建工程中， 西墙战后

炮弹洞口等受损原貌得到严谨真实的复

原，凸显了战争遗址的意义；仓库西部的

一至三层被改造成抗战纪念馆， 东部则

被改造为创新办公区，实现了保护、复原

与再利用。 唐玉恩说：“当我们前去勘测

的时候， 四行仓库的西墙被上世纪90年

代搭建的小厂房给掩盖， 其全貌已完全

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重新修缮，离
不开设计师、业主、主管部门等各领域人

士的多方协作。 ”
本月， 恰逢第三届邬达克建筑遗产

文化月在沪举行。申城诸多角落，都留下

了由这位传奇建筑师设计的作品， 例如

建成于1938年的“绿房子”吴同文宅，
其原业主为当时上海滩的“颜料大王”
吴同文。 这栋兼具现代主义与装饰艺

术风格的花园住宅，以其简洁造型、灵
动空间、先进材料与设备而闻名。上世

纪70年代， 它被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作为办公楼使用。 而到了上世

纪80年代，吴宅经过多方辗转，被转租

给某餐饮公司， 导致该楼室内外受到

损伤。2010年，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收回了吴宅， 并于2013年至2015年进

行了保护、修缮、复原工程。 由唐玉恩

参与的吴宅保护复原设计， 同样体现

了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原则。 如今的吴

同文宅， 不仅尽最大可能恢复了原吴

宅的总体布局， 包括带圆弧角的洞石

大理石墙面、 富有装饰艺术派特色的

侧墙窗洞金属图案等细节， 也寻找到

了合适的当代功能。 在保持基本空间

格局与原吴宅一致的前提下， 原一层

酒吧摇身一变为多功能厅， 原二层歌

舞厅则成为报告厅， 原三四层住宅空

间变身为各类人数较少的研究室，让

这栋老宅焕发出了新生命力。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是系统

工程 ， 需要不 同 专 业 的 人 士 共 同 努

力， 极为强调科学性。” 在唐玉恩看

来， 无论是在保护前提下进行建筑结

构的加固， 抑或是以最小干预度来更

新设备等等， 都离不开以谨慎的眼光

进行判断和实施， “当历史建筑年老

了， 我们希望它能够有尊严地继续使

用， 让它可以走得更远。”

相关链接

在复旦中文百年讲坛“从吴清源到 AlphaGo”上，著名围棋国手江铸久九

段（左）与主持人、著名作家王安忆就人工智能时代围棋的发展进行交流。
陶磊摄

2017 年新片 《魅影缝匠》 展现了绝美奢华的高级定制服装及其背后同样浪

漫的设计师的爱情故事。 图为 《魅影缝匠》 剧照。

根据小说 《嫌疑人 X 的献身》 改编的国产电影， 凭借原著扎实的故事， 获

得了一定程度的好评。 图为电影 《嫌疑人 X 的献身》 海报。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童薇菁

由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的吴同文宅建成于

1938 年， 上世纪 80 年代， 吴宅被转租给某餐饮公

司， 导致该楼室内外受到损伤。 在由市文物局等单

位主办的上海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纪念论坛上， 据

资深工程设计师唐玉恩介绍 ， 吴同文宅在 2013 年

至 2015 年进行了保护、 修缮 、 复原工程 ， 尽最大

可能恢复了原吴宅的总体布局。
上图： 原吴宅。
左图： 修缮后的吴宅。

（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王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