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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少龙、艺文、段雅丽编著的《象棋大师黄少龙论棋道（传世珍藏本）》是象棋大
师黄少龙先生撰写的自传体回忆录。全书内容分为两篇：上篇是象棋生涯回忆录；下篇
是棋坛博弈对局选；并附有126个棋谱和许多照片。本书文笔生动，内容丰富，立意高远
，资料翔实，真实地记录了象棋大师黄少龙先生的传奇人生，艺术地再现了黄先生的象
棋文化情缘，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内容简介

黄少龙、艺文、段雅丽编著的《象棋大师黄少龙论棋道（传世珍藏本）》分上下两篇。
上篇详细叙述了著名象棋理论家、象棋大师黄少龙先生从少年学艺、青年成名，以及他
成为象棋大师以后，参加比赛、培养学生、教育办学、进行象棋科研、研发象棋软件并
获金奖、著书立说等传奇经历。
  下篇是黄先生的对局简评，收录了100多局棋评。本书还选取了有关黄先生象棋人生
的彩色照片35幅，图文并茂，精彩传神。全书高度评价了黄先生的象棋人生，反映了新
中国象棋文化艺术事业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
  象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
少龙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象棋理论家，南开大学教授、著名象棋大师，曾发表象棋论文3
00多篇，已出版象棋著作80多部，可谓著作等身。
  其著作曾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且有《怎样成为象棋高手》《象棋中局精妙
战法》等多部书畅销全国图书市场。黄先生的传奇人生见证了中国象棋文化精彩纷呈的
辉煌历程，因而本书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
     黄少龙、艺文、段雅丽编著的《象棋大师黄少龙论棋道（传世珍藏本）》分上下
两篇。上篇详细叙述了著名象棋理论家、象棋大师黄少龙先生从少年学艺、青年成名，
以及他成为象棋大师以后，参加比赛、培养学生、教育办学、进行象棋科研、研发象棋
软件并获金奖、著书立说等传奇经历。    下篇是黄先生的对局简评，收录了100多局
棋评。本书还选取了有关黄先生象棋人生的彩色照片35幅，图文并茂，精彩传神。全书
高度评价了黄先生的象棋人生，反映了新中国象棋文化艺术事业波澜壮阔的辉煌历程。
     象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极其珍贵的艺术瑰宝，同时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少龙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象棋理论家，南开大学教授、著名象棋大师，曾发表象棋
论文300多篇，已出版象棋著作80多部，可谓著作等身。    其著作曾多次获得全国优
秀图书一等奖，且有《怎样成为象棋高手》《象棋中局精妙战法》等多部书畅销全国图
书市场。黄先生的传奇人生见证了中国象棋文化精彩纷呈的辉煌历程，因而本书具有较
高的理论价值和文献价值。    



显示全部信息

作者简介

     黄少龙 中国象棋大师，南开大学教授。1984年创办南开大学象棋研究中心，历任
天津市棋类运动协会副主席、天津市高等院校棋牌协会主席、中国大学生象棋协会秘书
长等职。 1977年获全国象棋个人赛第3名，以后参加中国对菲律宾象棋赛及中国对法国
象棋赛，均取得优异成绩。198681获香港奥林匹克金奖。1990年获伦敦举办的世界计算
机奥林匹克大赛铜奖。1997年参加象棋个人国际邀请赛，获国内组冠军。2008年应邀赴
新加坡，担任*棋赛棋局讲评。 曾出版《象棋实战中局谱》、《象棋开局战理》、《列
炮纵横谈》、《象棋对策论》、《象棋秘诀丛书》、《象棋大全》等60多部著作，多次
获全国象棋图书一等奖。 段雅丽，女，1961年生，天津市人。自幼喜好象棋，获得少儿
象棋赛奖。20世纪80年代，多次蝉联天津市成年女子象棋冠军，达到一级棋士标准。曾
获全国女子象棋赛第13名以及棋友杯全国业余女子赛冠军。多年来热心投身象棋教育工
作，曾任天津市松生棋牌艺术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天津市高等棋友联谊会秘书长等
职。近年致力于象棋写作，著有《象棋速通探秘》、《象棋残局攻杀法》、《怎样成为
象棋高手》、《儿童棋类教学丛书》等，均已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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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象棋拥有几千万棋迷，流传1000多年，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魅力？为什么它有这
么强的生命力？象棋对人类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人生道路如何选择至关重要。误入歧途
，误入棋途，悟入棋途，是三种不同的结果。“误入歧途”，指人生走入错误之路，应
予改正。“误入棋途”，指人生进入棋艺之路，虽然是条正路，但因自己不是下棋的好
材料，没能取得预想的成功，如果选择别的道路也许会好些。而“悟入棋途”，则是感
悟到象棋博大精深，自己的才能又适合在此领域发挥，便自愿闯入棋艺之路，实现自己
满意的人生。那么，人生道路究竟如何选择，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 以上问题长期
在我脑海中翻腾，从8岁进入象棋世界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思考求索。我想，倾一
生之体验，也不容易圆满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象棋世界广阔无边，无穷无尽。
     笔者泛舟弈海，漫游60余载，探索橘秘，修炼思维，自得棋乐。同时也经历了象
棋人生的风风雨雨，目睹世间棋人棋手千姿百态，终于选择了象棋文化的奋斗之路。
     黄少龙 2013年10月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三十、智慧养老 人到晚年，青年人认为你不干事拿退休金，有吃有喝太美了。其实不晓
得一些老人的心理，眼看一天天衰老多病，走向死亡，自己明白又无力挽回，心情是悲
哀的。但智慧老人不这么看，认为衰老死亡是正常的自然规律，好比象棋有三种结局，
最后不一定是悲局，也可以争取“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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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局”。所以，养老的关键是用智慧看待现在，乐观展望未来。
  养老有诸多方面，健康是核心，长寿是目标。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付得病衰老，
所以讲健康是第一重要；而长寿不仅要求生存的时间长，还要求生活质量高，享受现代
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减少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体现生命的意义。
  决定健康的几个元素：父母遗传占15％，社会环境10％，自然环境7％，医疗条件8％
，个人生活方式60％（其中合理膳食13％，心理平衡30％，适量运动和戒烟限酒17％）
。因此，要注意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心态，长寿的金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认为，人只要顺应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理想长寿可
达120岁。因此，60岁以前是播种耕耘，辛勤劳作；60岁以后是收获硕果，享受人生。后
阶段也称人生第二个春天，此时阅历丰富了，经验成熟了，时间富裕了，空间开阔了，
生命得到全面自由的舒展。孔子说：“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70岁以后
，人的思想行为如能符合外界客观规律，做事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当然，人的健康不会完全满足上述几大元素，但养生保健仍有很大空间，如果做得好
可以活到90岁，是有可能争取到的。
  进入老年，经历生理、角色、心理的变化，要经得住考验并适应。得病难免，但不要
被病魔吓倒，波澜不惊地面对衰老病痛与死亡。社会地位低下，要防止失落感孤独感，
放下名利放下功过得失，把一切看开放下。
  在人际关系方面，往日争强好胜，恩恩怨怨，磕磕碰碰，都已烟消云散。用过来人的
眼光辨清人间是非，能够心静如水，找回自我，返璞归真，只求在人世中享受属于自己
的那一份顺其自然的生活，就真正步人了自由自在的快乐人生境界。从此不再计较个人
得失，不再过度劳累，以免影响养生保健。
  老人淡泊名利，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所谓名利，无非权钱，是围绕事业而来的。老
年退休，事业画上句号，就有淡泊名利的条件。但老人为什么不愿放弃名利呢？就是怕
淡泊名利带来的孤独，没权没人理睬，钱少人家看不起。这就要求在观念上超越自我，
与世无争，懂得权钱都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是自己的。     三十、智慧养老 人到晚
年，青年人认为你不干事拿退休金，有吃有喝太美了。其实不晓得一些老人的心理，眼
看一天天衰老多病，走向死亡，自己明白又无力挽回，心情是悲哀的。但智慧老人不这
么看，认为衰老死亡是正常的自然规律，好比象棋有三种结局，最后不一定是悲局，也
可以争取“和局”、 “胜局”。所以，养老的关键是用智慧看待现在，乐观展望未来。
     养老有诸多方面，健康是核心，长寿是目标。老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应付得病衰
老，所以讲健康是第一重要；而长寿不仅要求生存的时间长，还要求生活质量高，享受
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减少家庭与社会的负担，体现生命的意义。     
决定健康的几个元素：父母遗传占15％，社会环境10％，自然环境7％，医疗条件8％，
个人生活方式60％（其中合理膳食13％，心理平衡30％，适量运动和戒烟限酒17％）。
因此，要注意良好的生活方式和乐观的心态，长寿的金钥匙掌握在自己手里。     中
国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认为，人只要顺应自然，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理想长寿可达120
岁。因此，60岁以前是播种耕耘，辛勤劳作；60岁以后是收获硕果，享受人生。后阶段
也称人生第二个春天，此时阅历丰富了，经验成熟了，时间富裕了，空间开阔了，生命
得到全面自由的舒展。孔子说：“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70岁以后，人
的思想行为如能符合外界客观规律，做事左右逢源，得心应手。     当然，人的健康
不会完全满足上述几大元素，但养生保健仍有很大空间，如果做得好可以活到90岁，是
有可能争取到的。     进入老年，经历生理、角色、心理的变化，要经得住考验并适



应。得病难免，但不要被病魔吓倒，波澜不惊地面对衰老病痛与死亡。社会地位低下，
要防止失落感孤独感，放下名利放下功过得失，把一切看开放下。     在人际关系方
面，往日争强好胜，恩恩怨怨，磕磕碰碰，都已烟消云散。用过来人的眼光辨清人间是
非，能够心静如水，找回自我，返璞归真，只求在人世中享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顺其自
然的生活，就真正步人了自由自在的快乐人生境界。从此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不再过度
劳累，以免影响养生保健。     老人淡泊名利，不仅必要也是可能的。所谓名利，无
非权钱，是围绕事业而来的。老年退休，事业画上句号，就有淡泊名利的条件。但老人
为什么不愿放弃名利呢？就是怕淡泊名利带来的孤独，没权没人理睬，钱少人家看不起
。这就要求在观念上超越自我，与世无争，懂得权钱都是身外之物，健康才是自己的。
     老人往往抱怨社会不公平，但抱怨并不能改变你的命运，反而加重你的负面心情
，甚至改变你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世间万物千差万别，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到的事
物就会不一样。如果我们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去看待推断所有的事物，
就会产生巨大的偏差，这是我们难以正确认识自己的第一个障碍。凡人不能改变的客观
环境，就只能适应，停止抱怨，勇于实践，耕耘好自己的一块田地吧。     佛家认为
，要使自己在人生途中一帆风顺，少受挫折，弯腰低头是最好的人世方式，不要自视高
人一等，那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所以要做低调的人，对不如意的人和事，学会宽恕容
忍。     西方流行两句话，“智商助你成才，情商助你成功”。老人要心态好，遇事
不急躁。心情好，遇人能平和。心力强，遇悲喜承受得起。提高情商，牢记三个千万不
要：自私、狭隘、自卑。     许多人在临死前，才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事没有做，有许
多话来不及说，实在是人生的最大遗憾。有许多事在你不懂得珍惜之前已成旧事，有许
多人在你还来不及关心之前已成旧人。瑞典人有句格言：“我们都老得太快，却聪明得
太迟。”
人生不售来回票，失去便不会再来。所以老人应计划好自己该做的事，以免留下遗憾。
     老人生活有目标，有精神支柱的，就比较长寿。     马寅初90岁时还外出西部
搞调研，结果活了101岁。梁漱溟94岁时仍登台讲学，他说活到老，学到老，思考到老。
宋美龄信奉“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平日不停地看书作画读报。归根结底，豁达奋发
就是内心和谐，可促长寿。     以上都属于智慧养老的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
难。我参考自己眼见的亲人，受到一些启发。     母亲幼年时丧父母，寄居在叔婶家
，没受过正规教育，但懂得一些儒家思想，一辈子没参加社会工作，只做家庭妇女。她
内心善良，少年时曾亲自听到宰牛时的呼叫，以后就不再吃牛肉。她性情温和，从来不
打骂子女，抗战胜利后对于叔父带来的子女都能尽力照顾。母亲一生遇到许多坎坷，都
能默默忍受，主要靠一颗平常心来应对世界，晚年实现平稳养老。     母亲不信神不
拜佛，自己掌握命运，84岁时，觉得自己时日无多，就酝酿把极少的存款除办丧事外，
剩下的分给孙子女，并作了录音遗嘱，把骨灰洒在大海里。试想一个20世纪初出生的老
人，文化水平较低，却能够思想开放跟上时代，很不简单，在同龄老人中是不多见的。
     结果母亲享年85岁，丧事办得很顺利、很庄重， 70多位亲友参加追悼会仪式，就
像电视里看到名人追悼会那样的场面，我们作为子女也就感到欣慰了。     另一个例
子，叔父在工作退休后，晚年更多地参与棋界活动，他的养老特点是“回归象棋”，以
此作为他的精神支柱。平日广交棋友，经常在茶楼里与棋友谈棋看棋，自得其乐。    
 他是教员出身，又有相当的棋艺水平，热心培养儿童棋手。64岁时，他组织荔湾区少
儿棋队，并率队赴台城、三埠表演取得优胜成绩。其中，小队员刘星仅6岁，后来成为象
棋大师。     另外，叔父积极参与广州市棋社举办的象棋函授班教学工作，学员600



多人遍及全国各地。在函授班基础上，他编写了《象棋基础教程》，在1962年由上海文
化出版社出版，内容由浅入深，图文并茂，格式新颖，自成一套教学体系，是国内首创
的全面系统的象棋教材，深受读者欢迎。     叔父一生对象棋执着，下棋又使他头脑
灵活，应对坎坷的人生，还能对棋艺事业贡献力量，是业余棋手的楷模。现引录他自作
《开荒牛吟》七律一首，是其晚年心境的写照。     P104-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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