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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棋
:

民 族 文 化 心 理 的 符 号 象 征

一 朝
、

汉
、

日三 个 民族 象棋 文 化 之 比 较

金 东 勋

象 棋 是 朝 鲜 族 特 别 喜 爱 的 民 间娱 乐 形 式

之 一
。

象 棋 之 所 以深 受 朝 鲜 族 民众 的 喜爱
,

是 因 为 它 是 民族 历 史 文 化 的 一 种特 殊 符号 与

象 征
,

蕴 含 着 丰 富 的 意 味
,

黑 格 尔 指 出二 象

征
“

主 要 起 源 于 东 方
,

经 过 许 多 转 变
、

改 革 和

调 和
,

才 达 到 理 想 的 真 正 的 实 现
。 ”

� 象 棋 所

蕴 含 的 这 些 象 征 意 义 虽 然 不 是 自觉 的
,

但 是

它 的 确 渗 透 着 民族 群 体 的 潜在 意 识 与 文 化心

理
,

反 映 着 在 长期 文 化 积 累 中 所 形 成 的 民 族

的 心 理 追 求
、

思 维 定 向
、

行 为 方 式
、

处 世 哲 学

和 军 事 思 想
,

从 而 对 民族 性 格 的 形 成 与 发 展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口
象棋 的 由来 据 民 俗 史 料

,

古 代 象

棋 起 源 于 印 度
,

经 过 中 国
,

传 人 朝 鲜 半 岛
。

中 国 象 棋 (即 以 汉 民 族 为 主 体 所 创 制 的 中 国

民 族 象 棋 ) 的 渊 源
,

可 追 溯 到 春 秋 战 国 时

代
,

后 来 棋 制 多 有 变 迁
。

到 了 十 世 纪 中 叶 后

周 年 间
,

中 国 已 出现 了 近 代 象 棋 的 雏 型
。

写

于 北 宋 年 间 的 司 马 光 《象 戏 图 法 》记 载 : 当 时

的 象 戏 中 已 有
“

将
、

士
、

步
、

车
、

马
、

弩
、

炮
”

等

棋 子 儿
。

新 编 《辞 海》
· “

象 棋
”

条 写 道 :
“

近

代 象 棋 定 型 于 北 宋 末 南 宋 初
,

其 时 即 甚 流

行
。 ”

� 我 国古 代 称
“

象 棋
”

为
“

象 戏
” ,

这 里 所

说 的
“

象
”

不 是 指
“

大 象
” ,

而 是 泛 指 与 打 仗 有

关 的 各 类 战 争 工 具 和 人 马 的 物 象
,

具 有
“

象

征
”

之 含 义
.

关 于 朝 鲜 象 棋 (即 在 中 国 象 棋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朝 鲜 民族 象 棋 ) 的起 源
,

现 已 无

从 查 考
.

但 据 《高丽 史》所 载 高丽 爱 情 歌 谣

《礼 成 江 曲》之 由 来
,

可 以 推 算
,

定 型 于

北 宋 末 年 的 中 国 象棋 最 晚 在 高 丽 中 期 已 经 传

人 朝 鲜 半 岛
,

并 广 泛 流 行 于 民 间
。

收 录 于

《高 丽 史
·

乐 志 》
“

俗 乐
”

中 的 这 篇 故 事 的 大

意 是 这 样 的 : 宋 朝 商 人 贺 头 纲 乘 船 渡 海 至 高

丽 国 的 商 埠 碧 兰 徐
。

碧 兰 徐 坐 落 在 礼 成 江

畔
.

贺 头 纲进 人这 座 城 的 一 家 酒 店 喝 酒
,

见

老 板 的 妻 子 温 柔 秀 美
,

妖 烧 多 姿
,

便 产 生 了

邪 念
,

向老 板 提 出 两 个 人 下 象 棋 打 赌
,

条 件

是 负 者 向胜 者 交 给 一 定 数 量 的 钱 或 财 物
。

高

丽 老 板 答 应 了
,

两 个 人 便 开 始 下 棋
。

头 两 天

贺 头 纲 故 意 输给 对方
,

每 输 一 局 就 将 由宋 国

带来 的 续 罗 绸 缎 一 卷 卷 送 给 高丽 老 板
。

到 第

三 天
,

贺 头 纲 把 船 上 的 缎 子 输 光 了
,

便 下 了

最 后 一 把 赌 注
,

说
“

要 是 这 一 局 我 输 了
,

就 把

我 的 一 切 财 物 连 船一 块 儿 送 给 您 ; 要 是 您 输

了
,

就 把 您 的 一 切 包 括 您 的 夫 人 都 送 给 我
,

同意 不 同意?
”

高丽 老 板 已 连 续 烹 了 两 天
,

飘

飘 然 得 意 地 说 :
“

好
,

一 言 为 定 !
”

这 一 回
,

贺

头 纲 施 出 神 算 妙 计
,

步 步 紧 逼
,

终 于 将 老 板

的
“

将
”

致 于死 地
。

高丽 老 板 无 可 奈 何
,

将 自

己 美 丽 贤 惠 的 妻 子 送 给 了 贺头 纲
.

当老 板 的

妻 子 被 拉 到 宋 国 的 船 上
,

船 只 慢 慢 开 动 时
,

高 丽 老 板 丧 心 至 极
,

痛 苦 万 分
,

但 援 水 难

收
,

后 悔 无 及
,

只 好忍 气 吞 声地 离 开 此 地
,

远

走 他 乡
。

载 着 高 丽 女 人 的宋 国商 船 进 人茫 茫

大 海 时
,

海 上 突 然 刮 起 一 阵 旋 风
,

船 身 颠

簸
,

寸 步 难 行
.

贺 头 纲 醒 悟 : 这 是 由 于 他 夺

走 高丽 国 的 有 夫 之 妇
,

做 了 一 件 不 义 之 事
,

惹 老 天 爷 生 气
,

于 是 不 得 不 将 高 丽 女 人 送 回

她 的 家 乡礼 成 江
,

才免 遭 一 场 灾 难
.

回 到 祖



国 的 高 丽 女 人 含 泪 寻 夫
,

走 遍 江 城 南 北
,

但

始 终 未 能 找 到 自己 的情 郎
。

据 说 著 名 的 爱情

歌 谣《礼成 江 曲》
,

就 是 这位 女 人 在 寻 夫 时 一

路 所 唱 的 歌
。

� 这 篇 故 事 暗示 我 们 : 中 国 象

棋 于 宋 代 传人 朝鲜
,

并 成 为 朝 鲜 民族 的 重 要

娱 乐 手 段
,

当时 的 朝 鲜 象 棋 同 中 国 象 棋 没 有

任 何 区 别
,

可 以 通 用
。

但 是 后 来 朝 鲜 象 棋 的

走 法 与 中 国象 棋 的走 法 发 生 不 少 差 异
,

表 现

出 了 两 个 民 族 的 不 同 的 心 理 追 求 和 思 维 流

向
。

进 人李 氏 朝 鲜 时 期
,

象 棋 在 全 国 普 及
,

上 至 宫 廷 白官
,

下 至 乡 村 父 老
,

很 多 人 都 会

下 象 棋
.

对此
,

朝 鲜 19 世 纪 的 文 献《然 幸 室

记 述》也 有 一 些 记 载
.

传 说
,

《东 国 舆 地 胜

览》的作 者 卢 思 慎 下 棋 有 一 个令 人 讨 厌 的 习

惯
,

一 旦 他 的
“

车
”

被 对 方 吃 掉 了
,

便 苦 苦 向

对方 哀求
,

一 定要 回 棋
,

因 此 有 人 编 出
“

但 愿

象 卢 垂 相 的
‘

车
’

一 样 长 生 不 老
”

的 笑 话
。

� 不 仅 如 此
,

民 间 还 流 传 着 很 多 与 象棋 有 关

的美 丽 动 人的 传 说和 民 间歌 谣
。

这 些 文 化 现

象 都 说 明
,

具 有 上 千 年 历史 的 象 棋 文 化 深 深

扎根 于 各 民族群 众 的 文 化 生 活 之 中
,

并 代代

相 传
,

不 断开 发 出 了人类 的 智 慧 与文 明
.

回
象棋 的形 状 中 国 象 棋 共 有 32 枚

棋子
,

两 人 对 局
,

各 占一 半
,

每 方 各 持 16 枚 旗

子
,

其 中 将 (或 帅 ) � 一 枚
,

车
、

炮 (饱 )
、

马
、

相

(象)
、

士 (仕 ) 各 2 枚
,

兵 (或 卒 ) 5 枚 ; 颜 色 分

为红 黑 两 色 (或 红 蓝 两 色 )
。

朝 鲜象 棋 同 中 国象 棋 一 样
,

也 有 32 枚 棋

子
,

棋 子有 大 小 之 分
、

颜色 之 别
.

在 32 枚 棋

子 中
,

将 (或 帅 ) 最 大 ; 车
、

炮 (饱 )
、

马
、

相

(象 ) 次 之 ; 士 (仕)
、

兵 (或 卒) 最 小
.

颜 色 也

分 为 红 黑 (或 红 蓝 ) 两 色
。

从 前
,

朝 鲜 象 棋 的

形状 多 半 是 六 角形
,

而 中 国 角 棋 的 形 状 多 为

圆形 或鼓 形
。

日 本 象 棋 共 有 40 枚 棋 子
,

没 有 颜 色 之

分
,

全 部 用 黑 字
.

棋 子 为 不 规则 的 五 角 形
,

尾厚 尖 薄
.

下 棋 时 尖 向 对方
,

以 示 区 别
.

每

方各 持 20 枚棋 子
,

其 中 王
、

飞
、

角 各 l 枚
,

香

车
、

桂 马
、

金将
、

银将 各 2 枚
,

步 9 枚
.

这些 不 同 民族象棋 的 不 同形 状 的 出 现
,

在 后 人 看来 似 乎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

但 是 对 这 种

不 同 形 状 的真 正 的符 号 象 征 意 蕴
,

则 到 今 天

才 开 始 被 重视 起 来
.

笔 者 认 为
,

各 民 族 象 棋

的 不 同 形 状
、

颜 色 及 不 同 称 谓 折 射 出 了 不 同

民族 的潜意 识 与探 层 文 化
。

譬 如
,

汉 民族 和 朝 鲜 民 族 习 惯 用 红 黑 两

色把 对立 的双 方 区 别 开
,

这 里 红 色 代 表 阳
,

黑色 代 表 阴
.

对这 两 种颜 色 的 选 择 正 是 反 映

了汉 民族 和 朝 鲜 民 族 的祖 先 所 信 仰 的古 老 的

阴 阳哲 学 观念
.

在 他 们 看 来
,

天 地 之 理 应 该

是 以 阳 为 上
,

以 阴 为 下
,

因 此 无 论 汉 族 或 朝

鲜 族
,

每 当下棋 时 年 轻 人 总 是 把 红 方 棋 子 让

给 长 辈
,

以 示 对 长 辈 的 尊 重
.

而 日 本 象 棋 则

不 用 颜 色来 区 别双 方 棋 子
,

反 映 日 本 民族 相

信 他 们 从 来 是 单 一 民族 的 潜 在 意 识
,

喜 欢 黑

色则 反 映 日 本 民 族 对 颜 色 的 一 种 独 特 的 民 俗

信 仰 和审 美 心 理
。

又 如
,

中国 象棋 的棋 子 是 圆 的
,

而 容 纳 棋

子 的 盒 子 是 方 的
,

符 合 中 国 古 代
“

天 圆 地

方
”

之 说
,

反 映 汉 民族 追 求 规 则
、

和 谐
、

尽 善

尽 美 的 文 化 心 态
.

朝 鲜 象 棋 的 棋 子 是 六 角

形
,

大 体上 也 是 追 求 规则
、

和 谐 的 美
,

没 有 超

出儒 家 的 传统 文 化 的 心 态
。

而 日本 的棋 子 则

相 反
,

是 不 规 则 的 五 角 形
,

虽 然 它 本 身 没 有

什 么 寓 意
,

但 是 也 反 映 了 日本 民 族 重 实 用
、

轻 和谐 的审 美 心 理
.

回
棋 盘 与布 阵 朝 鲜 象 “ 和 中 国象 棋

的棋盘 是 一 样的
.

首 先
,

这 两 种 象棋 的 棋 盘

都是 由九 根 竖 线和 十 根横 线 组 成
,

共 有 90 个

据 点
,

中央 则 划 有 一 条
“

楚 河 汉 界
” ,

表 示 两

个 国家或两个 民族 的疆域 不 可 侵 犯
.

其次
,

这两 种 象棋 的棋盘底 线 中 央 都设 有 由 九 个 据

点 组 成 的
“

九 宫
” ,

画 出 来 就 象 汉 字 里 的
“

米
”

字
.

在 布 阵上
,

朝 鲜 象 棋 与 中 国 象 棋 也 有 很

多 共 同 点 : 将 (帅 ) 在 宫 内
,

车 占 四 个 角
,

炮

( 饱)
、

相 (象 )
、

马
、

兵 体)
、

士 (仕 ) 的 位 置 也 大

致 相 同
。

但 是
,

不 同 的 地 方 也 有 不 少
.

首

先
,

将
、

帅的 摆 法 不 同
,

中 国 象 棋 中 的 将
、

帅

摆 在 九宫 底 线 中 心
,

深 居 简 出
,

隐 蔽 自己
,

要



求 别 人 给 自己 以保 护 ; 而 朝 鲜 象 棋 中 的 将
、

帅则 摆在 九 宫 中央
,

从 底 线 中 心 往 前 跨 出 一

步
,

站 在 显 目的 位 置
,

居 高 临 下
,

借 以 突 出 民

族首 领 的 统 帅 作 用
,

提 高 民族 自尊 心 和 自信

心
。

朝 鲜 象 棋 所 反 映 的 这 种 心 理 倾 向
,

多 与

这 个 民族 长 期 所 处 的历 史 地 理 环境 有 关
。

从

地 理 位 置 上 看
,

朝 鲜 民族 长 期 生 息繁 衍 的 朝

鲜 半 岛
,

东 面 隔 海 与 日 本 相 望
,

北 面 隔 江 与

中 国 接 壤
,

所 面对 的 一 是 岛 国
,

一 是 大 国
,

为

了 对 付 强 国
、

大 国 的 军 事 威 胁
,

朝 鲜 民 族 特

别 崇 拜 民族 领 袖
,

突 出 领 袖 的 地 位
,

希 望 最

高 统 帅 高 瞻 远 瞩
,

身先 士 卒
,

而 不 希 望 他 深

居 简 出
,

躲 躲 闪 闪
。

其 次
,

马 和 相 (象 ) 在 朝

鲜 象 棋 里 可 以 换 位
,

不 讲 对 称
,

但 在 中国 象

棋 里 两 个 马 和 两 个 相 (象 ) 必 须 对称
,

它 们 的

位 置 是 固 定 不 变 的
,

说 明 在 使 用 人 材 方 面 朝

鲜 象 棋 比 中 国 象棋 更 有 灵 活 性
。

再 次
,

朝 鲜

象 棋 的 兵 (卒 ) 和 中 国 象 棋 的 兵 (卒 ) 的 摆 法

也 有 一 些 区 别
。

两 种 象 棋 里 的 五 枚 兵 (卒 )

均 排 列 在 各 方 的 阵 地 前 沿 第 四 条 横 线 上
,

而

且 兵 和 兵 一 般 都 隔 一 个 据 点
。

但在 朝 鲜 象 棋

里 第 4 个 兵 (卒 ) 和 第 5 个 兵 (卒 ) 是 比肩 排

列
,

而 不 隔 一 个 据 点
,

这 样 给 位 于 右 边 的 车

让 出一 条 道
,

保 证 比赛 一 开 始 让 右 边 的 车 可

以 不 绕 圈 子 直 接 进 攻 对方
。

这 似乎 是 破 坏 了

一 部 分 对称 美
,

但 在 整 体 上 看 还 是 和 谐 的
,

同 时 还 增 加 一 些 灵 活 机 动 的 进 攻 机 制
,

给 车

赋 予 更 大 的 战 斗 力
。

而 中 国 象 棋 则 不 同
,

五

枚 兵 (卒 ) 全 部 每 隔 一 个 据 点 排 列
,

看 上 去 非

常 匀 称 和 谐
,

但 这 么 一 来
,

被 放 在 角 落 里 的

主
,

至 少 要 三 步 以 后 才 能 投 人 进 攻
。

棋 子 摆

法 上 出 现 的 这 些 区 别
,

反 映 了 古 代朝 鲜 民 族

和 汉 民 族 之 间 的 人 材观 上 的 差 异
。

历 史 上 的

中 国是 一 个 长 期 的 封 建 中 央 集 权 制大 国
,

体

制 的 僵 化
、

对外 关 系 上 的 闭 关 自守
,

成 为 统

治 阶 级 和 相 当一 部 分 人 的 思 维 模 式 ; 而 历 史

上 的 朝 鲜 虽 也 是 长 期 的封 建 中央 集 权 国 家
,

但 究 竟 还 是 小 国
,

人 口
、

兵 力 都 比 不 上 大

国
,

因此 更 懂 得 珍 惜 人 材
,

爱 护 人 材
,

把 一 个

人 当 两 个 人 使
,

在 人 材 使 用 上 表 现 出 更 多 的

灵 活性 和 机 动性
。

日 本 从来 是 一 个 岛 国
,

日 本 民 族 的 疆 土

意 识 相 对地 没 有 比汉 民族 和 朝 鲜 民族 强烈
,

因 此 在 棋 盘 上 也 看 不 到
“

楚 河 汉 界
”

及
“

九

宫
”

的 现 象
。

日 本 象 棋 有 10 条 竖 线
、

10 条 横

线
,

共 有 10 0 个 据 点
。

日本 象 棋 中 的 最 高 统

帅
,

不 仅 可 以 在 自 己 阵 内到 处 行 走
,

而 且 也

可 以进 人 敌 阵
,

可 以 走 到 棋 盘 的 任 何 一 个 位

置 上 去
.

这 个属 于 海 洋 文 化 圈 的 岛 国 民族 一

般 不 承 认 自 己 的 疆 界
,

也 不 承 认 别 人 的 疆

界
,

一 旦 时 机 成 熟
,

便 会 试 图 扩 张 自 己 的 势

力 范 围
,

因而 富 于 进 攻 性
。

日本 象 棋 正 是 反

映 了 这 种 随 时 准备 冲 出 去 的 民族 潜 在 意 识
。

出于 进 攻 的 需 要
,

日 本 象 棋 的 布 局 左 右 并 不

对 称
,

相 当 于 中国 象 棋
、

朝 鲜 象 棋 的
“

炮
”

的

位 置 上 布 署 的是 进 攻 力 最 强 的 两 个 作 用 不 同

的棋 子
“

角
”

和
“

飞
” 。

这 说 明 日 本 民 族 在 战

略 上 最 先 考 虑 的 是 实 用
,

而 不 是 对 称 ; 是 进

攻
,

而 不 是 防 守
。

囚
象 棋 的 步 法 象 棋 的 每 个 棋 子

,

都

是 按 一 定 的 规定 行 走 的
。

在 棋 子 的走 法 上
,

朝 鲜 象 棋 比 中 国 象 棋 更 灵 活
、

自 由
,

表 现 出

一 定 的 开 放 意 识
,

而 日 本 象 棋 比起 朝 鲜 象 棋

更 富 有 灵 活 性
,

表 现 出更 多 的 开 放意 识
。

中 国 象 棋 中
,

将
、

帅 只 能 在 九 宫 内 沿 直 线

或 横 线 行 走
,

而 且 只 求 别 人 保 护
,

却 不 去 体

察 下 情
。

君 臣 之 间
、

统 帅 与 卫 士 之 间 的 等 级

差 别 也 十 分 严 格
,

规 定 统 帅 不 能 走 邪 线
,

认

为 统 帅 走 邪 线 是 有 失 身 份
,

不 成 体 统 ; 又 规

定 卫 士 不 能 走 直 线 或 横 线 而 只 能 走 邪 线
,

认

为 士 走 邪 线 是 忠 于 职 守
,

合 乎 本 分
,

有 利 于

灌输 君 为 臣 纲 的 意 识
。

而 在 朝 鲜 象 棋 中
,

则

没有 这 种 区 别
。

不 仅 将
、

士 在 九 宫 内 不 分 横

线
、

直 线
、

邪 线 可 以 随便 行 走
,

而 且 其 他 棋 子

如 车
、

炮
、

兵 等 也 都 可 以 在 九 宫 内 朝 任 何 方

向 自由行 走
。

这 表 明朝 鲜 象 棋 比 中 国象 棋 更

开 放
,

更 自由
,

反 映 出更 多 的 平 等 意 识
。

在 朝 鲜 象 棋 的 走 法 上
,

最 有 特 色 的 棋 子

是 相 (象 )
、

炮 (砌和 兵 (卒 )
。

相 (象 ) 在 中 国象

棋 里 走
“

田
”

字 型
,

只 被 允 许 在 自 己 阵 内 活



动
,

它 能 走 的 据 点 只 有 七 处
,

用 于 防 守
,

不 能

跨 入 对 方 领 域 ; 而 在 朝 鲜 象 棋 里 它 是 走
“

用
”

字 型
,

被 允 许 进 人 对 方 领 域
,

能 走 棋 局

上 的 一 切 据 点
,

用 于 进 攻
,

是 两 枚 战 斗 力 很

强 的
、

生 动 活 泼 的 攻 击 手
,

具 有 开 放 性 格
。

炮 ( 石包) 的 走 法
、

也 有 很 大 区 别
。

朝 鲜 象 棋 中

的炮 (石包) 每 走 一 步 都 要 飞 越 一 个 棋 子
,

但 炮

和 炮 不 能 飞 越
,

也 不 能 互 相 吃 掉 ; 而 中 国 象

棋 则 不 同
,

一 般 直 接 顺 着 横 线 或 直 线 走
,

不

必 飞 越 别 的 棋 子
,

只 是 在 吃 掉 对 方 棋 子 时 必

须 飞 越 一 个 棋 子
,

而 且 炮 和 炮 也 可 以 互 相 吃

掉
.

在 炮 ( 石包) 的 走 法 上 出 现 这 种 分 歧
,

主 要

是 由 于 朝 鲜 民 族 和 汉 民 族 对 古 代 火 炮 的 性

能
、

作 用 作 出 不 同 的 解 释
。

中 国 象 棋 将 运 搬

火炮 和 发射 炮 弹 作 为 既 有 区 别 又 有 联 系 的 两

个 过 程 来 理 解
,

这 是 比 较 符 合 实 际 的 ; 而 朝

鲜 象 棋 则 把 炮 当 作 炮 弹 来 理 解
,

强 调 炮 的 实

用 价 值
.

在 这 种 炮 即 炮 弹 的 急 功 近 利 思 想 指

导 下
,

它 规 定 炮 每 走 一 步 都必 须 飞 越 一 个 棋

子
,

认 为 炮 弹 是 在 空 中 飞 的
,

不 能 贴 着 地 皮

走
。

简 而 言 之
,

前 者 强 调 的 是 客 观 性 原 则
,

后 者 强 调 的 是 实 用 性 原 则
,

表 现 出 两 个 民 族

不 同 的 思 维 定 向
。

兵 (卒 ) 的 走 法
,

也 反 映 出

这 种 思 维 特 点
。

在 中 国 象 棋 里
,

兵 (卒 ) 在 过

河 之 前 只 许 向前 走 而 不 能 往 左 右 走
,

而 在 朝

鲜 象 棋 里 兵 (卒) 在 过 河 之 前 不 仅 可 以 向 前

走
,

而 且 还 可 以 往 左 右 随 意 走
,

显 得 更 加 灵

活
,

更 加 实 用
。

这 大 概 也 是 由 于 朝 鲜 是 一 个

半 岛 国 家
,

比 起 邻 国 领 土 小
,

人 口 少
,

因 此 在

人 材 的 使 用 方 面 更 需 要 灵 活
、

机 动
、

实 用
、

开

放
,

只 有 这 样 才 能 有 效 地 挖 掘 潜 在 力 量
,

充

分 发 挥 士 兵 的 作 用
,

保 证 以 一 当 十
,

以 十 当

百
,

以 弱 小 的 人 力 对 付 强 国 或 大 国
。

可 以

说
,

朝 鲜 象 棋 在 行 兵 步 阵 上 不 同 于 中 国 象 棋

的许 多 特 殊 规 定
,

往 往 都 是 从 位 于 朝 鲜 半 岛

上 的这 个民 族军 事战 略方 面 的实 际 需要 出发 的
.

日 本 象 棋 的 显 著 特 点 是 富 于 进 攻 性 和 实

用性
。

按 一 般 道 理 讲
,

任 何 象 棋 中 无 论 移 动

哪 一 个 棋 子
.

其 目 的 不 外 乎 进 攻 或 防 守
.

但

是 每 种 民 族 象 棋 和 每 个 棋 子 的 具 体 的 进 攻 能

力 和 防守 能 力是 不 尽 相 同 的
.

在 日本象 棋 中

作 为 最 基 本 的 战 斗 力 量 的 步 (相 当 于 兵 ) 每

方 各 有 9 枚
,

而 在 中 国 象 棋 和 朝 鲜 象 棋 中 每

方 只 有 5 枚 兵 (或 卒 ) ; 在 日 本 象 棋 中 最 高 统

帅 必 要 时 可 以 进 人 敌 阵
,

亲 自指 挥 作 战
,

而

中朝 象 棋 里 的 将
、

帅 始 终 固 守 九 宫
,

不 能 越

雷 池 半 步
。

从整 体 上 看
,

日 本 象 棋 的 全 部 棋

子 都具有 进 攻 能力
,

而 在 朝 鲜 象 棋 中具 有 进

攻 能 力 的棋 子 占八 分 之 七
,

在 中 国 象 棋 中 具

有 进 攻 能 力 的棋 子 只 占三分 之二
。

从 微 观 上

看
,

在 中 国 象 棋 里 为 追 求 和 谐 对 称而 被答在

两 个 角 落 里 的 两枚
“

车
” ,

对局 后 至 少 要 三 步

以 后 才 能 进 人 敌 阵
,

在 朝 鲜 象 棋 中 则 有 其 中

的 一 枚
“

车
”

一 开 始 就 可 以 投 人 进 攻
。

而 在

日本 象棋 中 进攻力 量 最 强 的 两 个 棋 子
“

角
”

和
“

飞
” ,

一 开 局 就 可 以 投 人 进 攻
.

简 而 言

之
,

日 本象 棋 重 进 攻
,

中 国 象 棋 重 防 守
,

而 朝

鲜 象棋则 介 乎其 中
,

但 较偏 向于 后 者
。

囚
象棋 的胜 负 在 胜 负 观 上

,

电 朝
、

日三 个 民族 的象 棋 也 有显 著 的 区 别
.

中 国象 棋 出 现 和 局
,

而 日本 象 棋 就 没 有

和 局
。

原 因是 : 日 本 象 棋 可 以将 被 俘 获 的 对

方 棋 子 变 成 自己 的棋 子 投 人 进 攻
,

因 此 不 可

能 出 现 和 局 ; 而 中 国象 棋 则 不 可 以 使 用 对 方

的棋 子
,

因此 在 兵 力 同 等 消 耗 下 必 然 出 现 和

局
,

就 是 在 兵 力 上 有 差 距 时 也 会 出 现 和 局
。

朝 鲜 象棋 最 容 易 出 现 和 局
,

原 因 是 对 和 局 的

规 定 过 于 放 宽
,

如 将对将 是 和 局
,

不 能 抵 防

对方 的连 续
“

将
”

也 是 和 局
,

因 此 只 要 对 方 兵

力 稍 强 于 自 己
,

就 不 等 全 部 兵 力 消 耗
,

迫 不

及 待地 提 出 和 局
。

而 中 国 象 棋 呢
,

虽 允 许 出

现 和 局
,

但 对 和 局 的 方 式 和 条 件 作 了很 多 限

制
,

如 将 不 能 对 将
,

用 一 种 方 式 连 续 将 对 方

无 效 等
。

因此 出现 和 局 的 情 况
,

中 国 象 棋 少

于 朝 鲜 象 棋
。

是 否 有 和 局
,

反 映 了 汉 民族
、

朝 鲜 民 族 和

日 本 民族 胜 负 观 上 的 差 异
,

也 反 映 了 他 们 在

处 理 对 外 关 系
、

处 理 一 切 事 物 时 的 着 眼 点 的

差 距
。

朝 鲜 象 棋 规 定 有 和 局 的 文 化 因 素 : 一

是 朝 鲜 民族 所处 的 历 史 地 理 环境 决 定 他 们有



一 种 与 邻近 的其 他 民 族 和 睦 相 处 的 愿 望
,

有

热 爱 和 平 的 内在 的心 理 要 求 ; 二 是 他 们 在 历

史 上 作 为 大 国
、

强 国 眼 皮 下 的 一 个 小 民 族
、

小 国 家
,

在 双 方 交 战 时 容 易 产 生 非 负 即胜 的

思 维 方 式
。

因 此
,

下 朝 鲜 象 棋 的 整 个 过 程

中
,

始 终 存 在 着 两 种 思 维 定 向 : 一 是 自 己 的

兵 力 强 于 对 方 的兵 力 时 力 争 胜 利 ; 二 是 自 己

的 兵 力 弱 于 对 方 的 兵 力 时 死 保 和 局
,

认 为 以

弱 求 和 不 是 羞 耻
,

而 是 保 存 自 己 以 利 再 战 的

聪 明 的 决 择
。

非 负 即胜 的潜 在 意 识 在 中 国象

棋 中 也 有 所表 现
,

但 是 汉 民族 作 为 世 界 上 人

口 最 多 的 民 族
,

对 求 和 的 选 择 是 非 常 谨 慎

的
,

因 此 在 象 棋 中对 和 局 的 条 件 作 了 种 种 限

制
。

如 在 中 国 象 棋 里 只 剩 一 兵 一 卒 也 可 以 战

胜 对 方
,

但 在 朝 鲜 象 棋 里 这 是 绝 对 不 可 能

的
。

反 映 在 象 棋 文 化 中 的 日 本 民族 的 胜 负观

则 与 上 不 同
。

他们 的 思 维 方式 是 非 胜 即负
,

不 与 对 方 共 存
。

为 达 此 目的
,

可 以 利 用 一 切

手 段
,

包 括 利 用 降 兵 降 将
,

不 断 补 充 和 壮 大

自己
。

由此 可 见
,

在 日 本 象 棋 中 潜 在 着 一 种

必 胜 的 意 念
,

而 在 中 国 象 棋 和 朝 鲜 象 棋 中潜

在 着 不 败 的 意 念
。

必 胜 与 不 败
,

似 乎 是 同 义

词
,

其 实 不 然
,

这 两 种 词 语 所 反 映 的 战 略 思

想 和 文 化 心 态是 很 不 相 同 的
,

前 者 重 进 攻
,

讲 实 用 ; 后 者 重 防 守
,

讲 和 谐
。

国
结 论 象 棋 是 各 民族 历 史 文 化 的 积

淀 之一
,

是 各 氏族 文 化 心 理 的 一 种 特 殊 的 符

号 与 象 征
。

在 审 美 观 上
,

中 国 象 棋 追 求 规

则
、

和 谐
、

尽 善 尽 美 的 倾 向
,

反 映 出 儒 家 文 化

的
“

和 为 贵
”

的 思 想 ; 朝 鲜 象 棋 在 很 多 方 面 也

同 中 国象 棋 一 样
,

追 求 规 则 美
、

和 谐 美
,

尊 重

儒 家 文 化 尽 善 尽 美 的 原 则
,

但 是 它 比 中 国 象

棋 有 更 多 的 开 放 意 识
、

平 等 意 识 和 和 平 意

识
,

更 富 有 灵 活 性
、

实用 性
,

在 某 些 方 面 表 现

出要 力 求 摆脱 儒 家 的 传统 文 化思 想
。

日 本 象

棋 则 反 映 另 一 种 文 化 心 态 : 在 生 存 竞 争 的 历

史 环 境 中
,

它 要 选 择 进 攻
、

冒 险
、

实 用
、

开

放
,

而 不 讲 究 尽 善 尽 美
。

渗 透在 象 棋文 化 中 的这 些 不 同 民族 的 不

同文 化 心 态
,

可 以 使 我 们 以 新 的 视 角 认 识 东

方 的 三 个 主要 民 族 一 汉 民族
、

朝 鲜 民 族 和 日

本 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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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国 象 棋 和 朝 鲜 象 棋 中
,

将
“

将
”

或
“

帅
”

又称
。

楚
”

或
“

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