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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国手顾水如围棋国手顾水如，，18921892年生于枫泾南镇西下塘街米师桥堍年生于枫泾南镇西下塘街米师桥堍。。顾水如名思浩顾水如名思浩，，小名继龙小名继龙，，中国近代著名围棋大师中国近代著名围棋大师。。父亲顾小父亲顾小
石酷爱围棋石酷爱围棋，，哥哥顾月如哥哥顾月如、、顾渊如均为围棋高手顾渊如均为围棋高手。。顾水如耳濡目染顾水如耳濡目染，，从从99岁起就迷上了围棋岁起就迷上了围棋，，父子父子、、兄弟之间常常在棋盘上厮杀兄弟之间常常在棋盘上厮杀。。
顾水如悟性高顾水如悟性高，，一经父亲一经父亲点拨点拨，，就能领悟其中奥妙就能领悟其中奥妙，，对清代围棋高手黄龙士对清代围棋高手黄龙士、、范西屏范西屏、、施襄夏等施襄夏等的对局棋谱悉心研究的对局棋谱悉心研究。。1414岁时岁时，，棋棋
艺在乡里已无敌手艺在乡里已无敌手。。后来后来，，顾水如留学日本顾水如留学日本，，他接受现代棋理熏陶他接受现代棋理熏陶，，融会中日棋道于一炉融会中日棋道于一炉，，棋艺日益精进棋艺日益精进，，从而蜚声于国际棋坛从而蜚声于国际棋坛，，
成为国内围棋的一代宗师成为国内围棋的一代宗师。。顾水顾水如直到如直到临终前三天还在下棋临终前三天还在下棋，，一生投身于围棋事业一生投身于围棋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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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围棋之家

中国是围棋的创造国，在闭关自守的年

代里，谁也不怀疑中国围棋在世界上的领先

地位。枫泾虽说是座小镇，但围棋领域颇有

传统。约在十九世纪中叶，枫泾有程寅谷，

家境殷富，又好围棋，曾延请晚清两大国手

陈子仙、周小松到他府中传授棋艺，同时也

招揽不少围棋名手。待到清末，尽管时过境

迁，而好棋之风未息，枫泾仍有不少人乐于

此道，而顾水如的一家则是当时典型的围棋

之家。1892 年 3 月 3 日，顾水如诞生于枫泾

镇，因为这一年系“龙”年，所以他小名叫“继

龙”。

顾水如的父亲顾小石爱好围棋，母亲对

此道也十分支持，由于耳濡目染，顾水如的

哥哥月如、渊如均为围棋能手，其中渊如棋

艺不俗，后来在上海一带小有名气，熟知旧

中国棋界状况的日本名手濑越宪作在列举

中方棋界名手时就曾提及渊如，不过水如天

赋更高，棋艺后来居上。至青年时期，他在

地方上已罕有对手。

顾水如 9岁就随父兄学围棋，对黄龙士、

范西屏、施襄夏等高手对局棋谱悉心研究，

渐悟棋理。记忆力惊人，各名家棋局能过目

不忘。时枫泾镇某布店一老者，棋艺甚高，

顾水如与他对弈，屡战皆败，但顾水如毫不

气馁，回家后复盘思考，甚至将棋盘画在蚊

帐顶上，反复推敲，由于虚心好学，顾水如棋

艺猛进。其后，屡战皆胜。到 16 岁时，乡里

已无敌手。乃到上海，先后受教于无锡范楚

卿、合肥张乐山等高手。1909 年，在《时报》

馆工作。该馆棋风甚盛，有不少能手，顾水

如昂然应战，每操胜券。于是《时报》主人特

在该报辟《围棋》专栏，由水如任编辑，登载

棋局、棋话等。各报竞相仿效，水如从此蜚

声沪上。

留学东邻日本

顾水如是我国出国专攻围棋的第一人，

在我国围棋史上，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围棋

圣手”。

1891年秋，我国封建时期最后一名围棋

国手周小松逝世。当时，国内以围棋知名的

还有二、三十人，但都只是些二、三流的棋手

（指棋力比周小松差二、三子），从此中国围

棋更加衰微不振。可是，清末宣统年间，一

阵来自海外的飓风震撼了中国棋坛，以高部

道平（当时四段）为代表的日本职业棋手开

始来访中国。中、日棋手较量的结果是中国

棋手溃不成军，纷纷被高部道平降至让子。

这才使人们清醒过来，原来中国围棋已落后

到不堪一击的悲惨境地！于是有识之士终

于认识到引进外来围棋技术已经刻不容缓，

中国棋坛上吹起了学习日本棋艺的新风。

1914年，顾水如前往北京以棋会友。当

时，寓居北京府学胡同的北洋军阀头目段祺

瑞酷爱围棋，日本名手高部道平则是来往段

府的常客。在段的款待下，顾水如在短短一

年间与高部下了百余局棋，这对顾水如进一

步掌握日本棋法具有积极意义。顾水如除

了与段府交往外，平时还与其他名手同往大

方家胡同的李律阁宅对局。李是有名的富

豪，对局一般都悬有彩金。顾水如因棋艺出

众，不久即被公认为有天才的青年高手。至

1917年春，在段祺瑞、汪有龄等人的支持下，

选派顾水如东渡日本，成为我国出国专攻围

棋的第一人。

顾水如留学日本前后仅两年有余，时间

尽管不长，但作为出国学习围棋的第一人，

这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在中国围棋长期积

弱的年代里，顾水如是中国学习日本围棋

“新法”最见成效的一人。他留日归来，棋艺

也确有长足的进步。1919 年 10 月间，顾水

如在迎战来访中国的日本秀哉名人时，他曾

创对秀哉让三子获胜的纪录，足见此时他的

棋力已超过了以汪云峰为代表的前辈国手，

堪称当时中国棋界的最强者。

名冠大江南北

顾水如被日本棋界称为“中国第一棋

王”，在国内也有“南刘北顾”之称，这是代表

中国围棋界最高水平的称谓，可见他在围棋

界的地位和影响。

顾水如归国后，围棋理论高人一筹，段

祺瑞对他的棋艺十分推崇，赞顾为“弈林不

可多得之天才”。此间，顾水如除了常去段

府外，又在李律阁处担当嘱托的差事，同时，

他又主编《时事新报》的围棋专栏。由于他

名重一时，来访中国的日本棋手都知道北京

有这样一位“中国第一棋士”。

早在1914年，顾水如到北京比试棋艺，击

败北京名手汪云峰、伊耀卿等，轰动北京，被

誉为“围棋圣手”。东渡日本回国后，顾水如

向段祺瑞提议，由政府邀请日本围棋代表团

访华。翌年，中日围棋国手首次交流棋艺，使

中国棋手得以学习日本现代棋理。此后，定

居天津，在北方棋坛独步十余年。与南方刘

棣怀齐名，时称“南刘北顾”。

1927年间，顾水如来到上海，此时，上海

围棋经张澹如等实业家大力提倡，有蒸蒸日

上之势，总体实力已不在北京之下。其中最

负盛名的首推嘉兴人王子晏。原来自民国

初期以来，日本棋手到上海游访频繁，王子

晏与日本棋手屡次交流，胜率高达七成。因

此被誉为“南方棋界第一人”。7 月，在沪上

棋界人士的怂恿下，顾水如与王子晏两位南

北棋坛巨擘进行了一次分先五局决战。

顾、王之争，无疑引人瞩目，这不仅由于对局

者都是中国棋界的顶尖人物，而且又是“北

段（祺瑞）”与“南张（澹如）”两大权势门下第

一高手的较量。顾、王都是学习日本棋法的

佼佼者，只是顾成名更早一些。

就棋艺风格而言，顾水如长于布局，他

的棋富于变化，擅长腾挪；而王子晏是功夫

型的棋手，他的棋沉着稳健，精于后盘收

束。这场比赛功力悉敌，结果王胜其三、顾

胜其二。双方水平十分接近。顾水如称霸

棋坛的时代终于过去，从此，中国棋界进入

“南王”“北顾”对峙的时代。

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棋界

阵容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北方棋界的衰落，

原在北京的国手刘棣怀南迁上海，击败了南

方重镇王子晏，从此王子晏退居二线，“南

王”之称也就顺理成章地为“南刘”取代。于

是中国棋界的代表人物也一变而为刘棣怀

与顾水如，人称“南刘北顾”。

培植后起之秀

一代国手顾水如，他在选拔年轻棋手方

面独具慧眼。1924年，北京“海丰轩”棋室来

了一名年方十岁的少年棋手吴泉，即日后故

名吴清源，他的棋艺才能迅速引起在京名手

的普遍关注。汪云峰、顾水如、刘棣怀等名手

都先后前来指导吴少年对局，他们似乎从这

名少年身上看到振兴中国围棋的一线希望。

不料第二年春季，吴少年之父病故，全

家失去了支柱，顿时陷入困境。此时吴清源

的舅父力主吴家迁回原籍福建另谋前程，这

样，吴的棋艺势必半途而废。在关键时刻，

爱惜人才的顾水如向“临时执政”的段祺瑞

陈述了吴的棋艺才能和家庭状况。于是段

每月拨给吴清源大洋百元，并给吴的舅父另

外安排了职务。吴清源生活安定后，棋艺突

飞猛进。客观地说，后来吴名满天下，顾水

如早期辅导之功实不可没。但顾、吴在一起

的时间不长，前后不出三年，这与时局的动

荡是有一定关系的。

1933年，顾水如回沪，创办“上海弈社”；

1935 年，促成了围棋界“京（南京）沪埠际杯

赛”，这是一场高水平的对弈。1937年，顾水

如被聘为中国围棋会甲组指导。在此期间，

他十分注意培植新人。在“上海弈社”期间，

过惕生的棋艺进步显著，这和顾水如的指导

是分不开的。当时，刘棣怀在评论过惕生的

对局时对此予以首肯：“过君之弈，年来确有

进步，盖得力于顾君水如之指导者不少。”这

是对顾水如扶持青年的最好评价。

解放后，顾水如尽管已年届花甲，仍热

切地盼望上海棋坛涌现一代新人。同年 6
月，顾水如特约两名青少年棋手（一姓严，16
岁；一姓戎，17 岁）在襄阳公园进行比赛，这

两名青少年棋手功力尚浅，但顾水如还是亲

自评解全局，刊于《新民报晚刊》，其目的在

于“发掘并鼓励新人”。就在这一年的下半

年，顾水如终于如愿以偿，他在襄阳公园收

了一名年方7岁的学生陈祖德。后陈祖德成

为一代国手。

耄耋之年，顾水如还常邀成群小棋手围

聚家中，继续为培养新人发挥余热，为我国

围棋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尽心尽责。为棋

界培育新人方面，顾水如成绩显著，他曾辅

导过少年时期的吴清源，又是国手陈祖德的

老师。而事实上，从顾水如的漫长围棋生

涯，经他指点过的棋手不知有多少，较早的

有过惕生、胡沛泉等，至于建国以后成长的

不少青少年棋手，都或多或少地受过他的教

益。

奉献围棋事业

顾水如先生一生投身围棋事业，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中国的围棋事业发展作

出了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水如成

为上海首届政协特邀代表，并任文史馆馆

员。陈毅市长暇时常与他对奕，并希望他培

养更多的青年棋手。周恩来总理要求他发

扬光大中国的围棋艺术，为此他出任《围棋》

月刊副主编、上海围棋学校校长等职。

1971 年 6 月，顾水如先生因病卒于松江

寓所，终年 80 岁，骨灰安葬于枫泾公墓。

2000 年冬，中国棋院和枫泾镇人民政府为顾

水如建造纪念碑，由他的学生陈祖德题写“一

代围棋国手”碑文。陈祖德称赞先生为：“先

生之棋艺，缜密精尚；先生之人品，高风亮节；

先生之情致，淡泊悠扬；先生之精神，弥久逾

光。”这是对顾水如先生最精辟的评价。

顾水如先生故居，位于枫泾镇友好街下

塘73号，为金山区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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