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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20 日 ，2021 首 届“ 岷 山 杯 ”藏

棋全国公开赛暨第四届藏棋保护与发展研讨

会 在 经 过 3 天 的 激 烈 角 逐 之 后 在 拉 萨 落 下 帷

幕。

藏棋？

这是什么棋类？

与 象 棋 、围 棋 有 什 么 不 同 或 者 相 像 的 地

方？

为什么叫藏棋呢？

知道的人可能不觉得什么，但是不了解藏

棋的人会和记者一样，有不少的疑问。

通过记者这几天对藏棋的接触，对藏棋有了

粗浅的了解，将藏棋与我们所熟悉的围棋的不同

之处、历史和大家分享分享。

据了解，棋类游戏在人类文明之初就产生

了，后来，在不同的地域产生了形式各样的棋

种。目前，全世界的棋种前后有数千种之多。

藏棋的形制、弈法、规则与古代围棋特别是唐代

以前的围棋相通相似，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而其不同的特点则是带有鲜明的藏民族文化与

地域特征。藏棋的历史记载、考古发现、民间传

说所体现的存世时间与脉络踪迹，充分表明它

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成果，是民族智慧融合的结

晶。

围棋产生于中国，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

很少有人会将其和西藏联系在一起。其实早

在唐代，围棋就在吐蕃广为流传。

西藏的弈棋活动历史悠久，1996 年西藏聂

拉木县出土的 227 件石器中，内存石棋盘和棋

子。在西藏考古发掘中，在墓葬内发现的棋子

被专家鉴定为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棋子。在阿里

古 格 王 朝 的 废 墟 中 ，也 发 现 了 一 块 长 约 25 厘

米，宽约 15 厘米的砂岩，上面整齐地画着 2.5 厘

米见方的格子，类似现今的围棋盘。

据敦煌莫高窟文献中记载，松赞干布的父

亲朗日松赞及大臣琼布·苏孜色四都很擅长下

藏式围棋，而且棋艺非常出色，“每与人弈棋，

当一局中其对手行将败北时，即帮对手，令其

取胜。”

《旧唐书·吐蕃传》中也有记载藏族人弈棋的

文字：“围棋陆博，吹蠡鸣鼓为戏”。《新唐书·吐蕃

传》云：“其戏纂六博。”可见在唐代的吐蕃“弈棋”

已经流行了。

藏 式 围 棋 分 大 小 两 种 。 大 围 棋 与 目 前 国

际上流行的正式比赛围棋相同。小围棋棋盘

纵 横 各 9 条 线（或 11 条 线），黑 、白 各 32 子（或

40 子）。开局时，双方各以 16 子放在相邻两边

上，然后交替移动棋子，每步一格，循线前进。

如甲方一子在一直线上被乙方二子所截，则提

去 甲 方 之 子 而 补 以 乙 方 之 子 ，至 16 子 补 完 为

止。

17 世 纪 前 后 ，藏 式 围 棋 的 发 展 进 入 兴 盛

时 期 ，并 出 现 了 专 门 论 述 棋 艺 的 书 籍 。 19 世

纪 中 叶 ，著 名 的 藏 族 天 文 历 算 家 丹 巴 加 措 也

是 一 个 高 明 的 棋 手 ，曾 有 一 本 关 于 围 棋 棋 艺

的 专 著《密 芒 吉 单 居》（《藏 棋 之 理 论》）。 据

说，围棋在西藏被列为当时的体育项目，在一

些开展体育活动的场所曾专门设有下棋的屋

子 ，这 即 是 丹 巴 加 措 所 著 书 中 副 标 题 中 所 说

的“体育场”。

西藏围棋不是舶来品，而是雪域高原的土

生土长物。同西藏的大部分娱乐方式一样，带

有宗教的痕迹。最初的围棋用于占卜、发咒，

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游戏，但人们并没有忘记

其本有的占卜、发咒的作用。据一些专家的考

证，西藏围棋的历史大约已有四千余年，是苯

教比较发达时期的产物。阎振中先生明确地

说：佛教围棋是由苯教传入，印度围棋从西藏

引进。由此可见，西藏围棋的确历史悠久。

西藏围棋与中原围棋没有渊源关系，但它

们仍然有许多相同之处。比如，在产生的时间

上，二者基本一致；在围棋所用道具上，都分黑

白两色的棋子；在比赛人数上，都是双人比赛；

甚至比赛规则也大同小异 。

早 期 ，西 藏 围 棋 棋 子 寓 意 截 然 不 同 ，关 于

黑白两 色棋子，白色代表正义、吉祥、高尚，而

与 之 相 对 的 黑 色 则 是 邪 恶 、不 幸 、卑 贱 的 象

征，因此在下围棋的时候，白色崇拜也同样表

现 出 来—— 白 子 永 远 先 行 。 而 中 原 围 棋 黑 白

两 子 地 位 是 平 等 的 ，无 贵 贱 之 分 。 一 局 执 白

棋者先行，另一局必执黑棋者先行。

随着历史的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注重西

藏 围 棋 的 娱 乐 性 ，而 其 原 有 的 寓 意 则 不 断 淡

化，这一古老的游戏给大众带来了越来越多的

乐趣。

在群峰叠嶂的喜马拉雅高原，能有和围棋

如此类似的棋类游戏，这自然引起棋史学家的

兴 趣 。 藏 棋 是 怎 样 在 高 原 上 落 户 和 发 展 的 ？

它和围棋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

关 于 藏 棋 的 起 源 大 致 有 以 下 四 种 说 法 。

第一种说法是在汉代，由居住在四川、青海一

带的羌族同胞传入西藏；第二种说法是由古印

度随着佛教文化于汉朝前后传入西藏；第三种

说法是由西藏人民自己发明的；第四种说法是

在三国时期由诸葛亮带入云南，又从云南传入

西藏。

这 几 种 说 法 以 第 一 种 和 第 四 种 的 可 能 性

较大。据说诸葛亮在云南时，为了增加围棋的

趣味性，在弈法上，曾在原来只有四个“座子”

的基础上，增加成 12 个“座子”。另外，他还根

据云南少数民族在生活中、劳动中有“对歌”的

习俗，人们好以歌唱形式进行“舌战”，而规定

了下棋时双方也必须进行“舌战”，以锻炼各自

的口才，培养思维的灵敏性，增强弈棋的趣味

性。不管这一说法是否真实，但在西藏一些地

区，确实有下棋时必须同时“舌战”的习俗。

藏棋又叫“多眼棋”“多目戏”。它实际上

是由古代围棋（17×17 道围棋）逐步演变而成，

藏棋棋盘是由纵横 17 道等距离平行线垂直相

交成的正方形。棋子分黑、白两色，比赛前要

在棋盘固定位置交叉点上摆放 12 子（黑、白各

6 子）。藏棋下法与围棋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

独特之处，如打枪、裕裢、三碧、四碧、转拉萨、

转棍、卡子、哈木等，既可二人对下，也可四至

六人对下，藏棋没有让子之说，如果双方实力

相差甚远，一律用“贴目”的办法解决，具体“贴

目”多少，赛前由双方商定。对局以前，要在棋

盘 上 预 先 按 固 定 的 交 叉 位 置 ，各 放 置 六 枚 棋

子，称为“座子”。除此之外，两者便没有什么

大的区别了。

很 多 关 于 藏 式 围 棋 的 介 绍 中 都 认 为 藏 式

围棋分大小两种 ，比较典型的说法是：“大围

棋 与 目 前 国 际 上 流 行 的 正 式 比 赛 围 棋 相 同 。

小围棋棋盘纵横各 9 条线（或 11 条线），黑、白

各 32 子（或 40 子）。开局时双方各以 16 子放在

相 邻 两 边 上 ，然 后 交 替 移 动 棋 子 ，每 步 一 格 。

循线前进。如甲方一子在一直线上被乙方二

子所截，则提去甲方之子而补以乙方之子，至

16 子补完为止。”

很 显 然 ，这 所 谓 小 围 棋 并 不 是 围 棋 ，倒

有 点 像 是 象 棋 。 如 果 说“ 密 芒 ”是 指 棋 盘 ，那

就 好 理 解 了 ，那 不 过 是 使 用 方 格 子 棋 盘 的 另

外 一 种 棋 类 游 戏 。 就 像 虽 然 使 用 相 似 的 棋

盘 ，五 子 棋 不 是 围 棋 一 样 。 这 种 游 戏 现 在 还

在 藏 区 流 行 ，还 比 较 容 易 见 到 ，而 且 不 同 的

地 方 差 别 还 很 大 ，例 如 还 有 这 样 的 描 述 ：“ 黑

棋 要 赢 必 须 在 棋 盘 上 摆 出 一 些 固 定 的 棋 形

才 行 ，比 如 下 十 三 路 棋 盘 ，则 黑 方 在 白 方 不

少 于 13 个 子 之 前 。 摆 出‘ 枪 ’‘ 鞋 ’和‘ 三 排

军 队 ’等 各 种 图 形 ，才 可 以 到 达 胜 利 彼 岸 。”

有 不 少 旅 游 者 见 到 这 种“ 密 芒 ”，并 在 文 章 中

介 绍 。 现 在 有 说 法 认 为 藏 式 围 棋 还 在 藏 族

地 区 流 行 ，其 实 指 的 是 这 种 也 叫“ 密 芒 ”的 棋

类 游 戏 。 它 不 是 藏 式 围 棋 ，也 不 是 藏 式 围 棋

的 一 种 。

真正的藏式围棋是一种 17 道围棋，原先主

要是在西藏上层社会和僧侣中流行。据报道，

1958 年锡金王子去日本访问时曾与日本围棋

高手对弈一种规则奇特的围棋，棋盘也是自带

的，引起了日本棋坛的震惊，而这位锡金王子

说是学自西藏僧人。其所指应就是藏式围棋。

由于西藏社会的变化，这种藏式围棋现在

已经不流行了。

2020 年，第一代“藏棋”产品在拉萨发布。

第一代藏棋产品由觉知教育研发，觉知教

育校长边巴次仁在发布会现场介绍了觉知教

育第一代“藏棋”产品。他说，觉知教育精准地

将藏棋归类、总结，取其精华部分，使传统藏棋

演变成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更加贴近人们生活

的棋类娱乐游戏。

边 巴 次 仁 介 绍 ，以 前 也 有 藏 棋 产 品 ，但

因 携 带 不 方 便 ，玩 法 单 一 而 渐 渐 失 去 市 场 ；

而 觉 知 教 育 研 发 的 第 一 代 藏 棋 ，在 以 往 藏 棋

产 品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全 方 位 的 改 造 和 升 级 ，做

到 了 男 女 老 少 皆 宜 。 不 仅 如 此 ，觉 知 教 育 还

研 发 了 适 合 幼 儿 阶 段 的 玩 法 ，有 梯 度 地 设 置

玩 法 难 度 ，并 把 棋 盘 改 成 牛 皮 棋 盘 ，耐 用 且

携 带 方 便 。

“ 近 两 年 ，藏 棋 也 逐 步 走 向 校 园 ，得 到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普 及 推 广 ，青 少 年 学 藏 棋 可 以 开

发孩子的智力，让孩子做到动手、动眼、动脑，

提升孩子的计算能力，懂得应变。我们相信，

通 过 这 款 产 品 可 以 使 更 多 的 雪 域 少 年 、棋 类

爱 好 者 喜 欢 上 这 一 传 统 藏 民 族 文 化 ，并 将 之

传承、发扬光大。”边巴次仁说。

你 来 我 往 ，“ 棋 ”乐 无 穷
——探究藏棋的起源与发展

图/文 本报记者 黄志武 格桑伦珠 本报通讯员 边巴次仁

左图为拉萨市青少年在下藏棋。

右图为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的藏棋竞技。

图①：西藏自治区藏棋协会

主席边巴次仁向记者展示觉知

教育第一代“藏棋”产品。

图②：在 2021 年“奔跑吧·少

年”青少年主题健身活动西藏分

会场上开展藏棋竞赛活动。

图③：藏棋棋盘。

图④：藏棋爱好者向西藏自

治区藏棋协会赠送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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