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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为进一步推动和普及国际象棋运动!作者根据长期的教

学实践和经验!编写了 "国际象棋入门#一书$全书分行棋

基本知识%残局基本知识%开局基本知识%基本战术和攻杀

基本技巧五章$在全面介绍行棋基本知识与规则的基础上!重
点突出了中%残局的基本功训练!以便读者在入门之后!为

进一步学习棋艺理论和提高实战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本书

内容丰富!文字精练!并附有大量范例!适宜于国际象棋初

学者%爱好者%中初级棋手和有关的教学人员阅读%学习%参

考$



编 者 的 话

国际象棋起源于战争游戏!其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以

前"据史料记载!古代印度有一种名叫恰图兰卡 #梵文译音!
意为 $四种东西%&的游戏!棋盘上摆放四种不同棋子!分别

代表 古 代 印 度 战 争 中 四 个 不 同 兵 种 #步 兵’骑 士’象 和 战

车&的部署"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不断演化!()世纪初才基本

形成现代国际象棋的弈法"时至今日!国际象棋这一古老的

竞技运动已风靡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
国际象棋集文化’艺术’竞技于一体!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把国际象棋形象地比喻为 $人类智

慧的体操%"
学习国际象棋可以陶冶人的高雅情操!有助于意志’品

质及耐力的锻炼与养成!对增强记忆和理解能力及思维逻辑

性的形成!乃至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均大有益处"
近十几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在改革开放的

大好形势下!我国国际象棋事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
年!我国女棋手谢军荣获国际象棋女子世界冠军!打破了欧

洲棋手对国际象棋的垄断地位和前苏联女棋手一统天下的局

面!为国际象棋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谢军的胜利振奋了民族精神!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际象

棋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青少年及儿童中!国际象棋得以广

泛普及!棋艺水平迅速提高"



继谢军之后!我国青年女棋手诸宸两次蝉联世界女子青

年赛冠军!少年女棋手徐媛媛获世界少年儿童国际象棋赛 "#
$"%岁组冠军&&捷报频传!新人辈出’

为了适应当前国际象棋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普及国际象

棋知 识!开 展 和 推 广 国 际 象 棋 运 动!特 编 写 (国 际 象 棋 入

门)一书!以飨读者’
编写本书的要旨是在介绍国际象棋基本行棋规则的基础

上!重点突出中*残局的基本功训练!以便为进一步学习棋

艺理论和提高实战水平打下良好基础’
对于初学者来说!首先必须学会行棋的基本规则’做到

这一点并不难’问题在于当你面对棋盘开始最初阶段的对局

时!往往会感到茫然’不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初学者

尚未较全面地学习和掌握有关国际象棋开局*中局和残局的

基本常识!而学习和掌握这些知识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
当你学会了国际象棋行棋规则之后!就必须进行对局练习!其
目的是为了通过实践加深对行棋基本规则的熟悉和理解!并

不是急于追求着法的技巧’为此!应先从杀单王这一简单残

局知识入手!目的是使初学者对各种子力的基本作战性能有

所认识!对形成攻王意识也大有益处’尔后!暂时停下对残

局其他基本知识的学习!直接进入开局基本原理的学习!以

便能在开局阶段比较合理地进行着法选择!并了解一些较简

单的开局方法’当你较好地掌握了以上知识之后!对局的质

量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要下好国际象棋还必须在中*残局训练上下功夫’本书

就重点突出这方面的内容’其中!残局的典型胜和与技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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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应掌握的基本常识!有关中局的攻击技巧"本书向大

家介绍了几种常见的战术手段"并通过图解这一简明易懂的

方式较系统地演示了各种子力及子力之间相互配合进行攻杀

的典型技巧!对这部分内容的学习要循序渐进"从中体会各

兵种的攻击性能及其形成攻杀局面的典型特征!这对形成攻

杀意识"提高攻杀能力"均大有裨益!
当你真正理解和掌握了以上知识"并能在实战中灵活运

用的时候"我们相信"国际象棋将会给你带来无限的乐趣和

艺术的享受#

张 连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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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行棋基本知识

第一节 棋盘和棋子

!"棋 盘

#!$国际象棋棋盘是正方形的%由深浅两种颜色的六十

四个小方格组成&深色的格子叫做黑格%浅色的格子叫做白

格&见图 !&

#’$棋盘上的小方格又相互组成了纵横交错的线路(由

对局的一方到另一方竖直的各行%叫做 )直行*或 )直线*+
平行的各行%叫做 )横行*或 )横线*+由同颜色小方格斜角

相连的各行%叫做 )斜行*或 )斜线*&见图 ’,-,.所示&

#-$为 了 便 于 阅 读 和 记 录 棋 谱%我 们 以 白 棋 一 方 为 准

#书刊中棋盘图形均以下方为白棋%上方为黑棋$%棋盘上的

八条直线从左到右分别用 /,0,1,2,3,4,5八个小写英文

字母表示&我们称其为 /线,0线,1线66见图 7&棋盘上

的八条横线%由下至上分别用 !89阿拉伯数字表示&我们称

其为第 !,第 ’,第 -横线66&棋盘上每一个小方格的标志

是采用座标方式%用表示直线的字母和表示横线的数字结合



标出的!见图 "!

图 #

图 $%横线&

图 "

图 ’%直线&

图 (%斜线&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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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盘上的作战区域划分$由 %"&%’&("&(’四个格

子构成的区域)称为 *中心+,由 -&.&/&-四条直线组成的

半边棋盘)称为 *后翼+,由 (&0&1&2四条直线组成的半边

棋盘)称为 *王翼+3见图 43
棋盘上的第 5和第 6横线)分别为对局双方各自的 *底

线+,-&2两条直线)称为 *边线+3见图 7所示3
!’#对局时)棋盘应置于对局者之间)双方棋盘的左下

角格必须是黑格)不能摆错3

89棋 子

!5#国 际 象 棋 棋 子 是 立 体 型 的 !书 刊 中 采 用 印 刷 体 图

形#)共三十二个)按颜色分别为两组)浅色一组称白棋)深

色一组称黑棋3双方各执一组)每组十六个)即$一个王)一

个后)两个车)两个象)两个马和八个兵3

图 7 图 6

!8#国际象棋的棋子名称及图形 !印刷体#请见下表$
名称$王 后 车 象 马 兵

白棋$
黑棋$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对局开始前$双方棋子在棋盘上的正确摆法见图%所

示&初学者在摆放棋子时$必须注意双方 ’王(和 ’后(的

原始位置不能摆错&正确的摆法是)白后摆在白格 !*+格#$
黑后摆在黑格 !*%格#&

第二节 棋子的走法和吃法

+,各种棋子的走法

王)横-直-斜都可以走$每着限走一格 !王车易位时

例外#&见图 .$白王可以走到记有标志的任何一格&王是国

际象棋棋子中唯一不能进行兑换的棋子&
后)横-直-斜都可以走$格数不限&见图 +/$白后可

以走到记有标志的任何一格&
车)横-直都可以走$格数不限&见图 ++$白车可以走

到记有标志的任何一格&
象)斜走$格数不限&双方各有两个象$由于所占格子

的颜色不同$分别称为白格象和黑格象&如图 +0$白格象可

以走到用黑点标出的任何一格1黑格象可以走到记有标志的

任何一格&
马)沿横线走二格再沿直线走一格或沿直线走两格再沿

横线走一格$所到达的格子$称其为马步&同中国象棋马的

走法相似$但是没有 ’蹩马腿(的限制&马是国际象棋棋子

中唯一可以越子走动的子力&见图 +"$白马可以走到记有标

志的任何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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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只能向前直走"不准后退#原始位置的兵可以任意

选择向前直进二格或一格"以后均只能每着向前走一格#见

图 $%所示!位于 &’格的白兵 (原始位置兵)"可以选择走到

&*或&%任何一格"而位于+%或,*格的白兵则只能每着向前

走一格"分别可以走到+-或,%格#也就是说"只有原始位置

的兵才有选择向前走二格的权利#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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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棋子的吃子法

图 #$

国际象棋除兵以外的 棋 子%
只要在它能走到的格子上有对方

棋子就可以吃掉&即吃子和走子

方法相同&而兵则是国际象棋棋

子中唯一的吃子和走子方法不同

的棋子&兵的吃子方法是向前斜

进一格吃子&
请看图 #$所示%无论谁先走棋%兵都可以斜进一格吃掉

对方的马%而不允许直进吃兵&

第三节 特殊着法规定

除以上所述棋子的走法与吃法外%尚有以下三种特殊着

法规定’

#"王车易位

在一局棋中%双方各有一次在一着棋里同时走动王和车

两个棋子的权利%即王朝一侧车的方向横走两格%然后把车

越过王置于紧邻王的一格上%这一特殊的着法叫做 (王车易

位)&王车易位时%如果王向 (王翼)一侧易位%称为 (短易

位)*向 (后翼)一侧易位则称为 (长易位)&见图 #+,#-所

示&
(王车易位)是有条件限制的%如果一方的王已经走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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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失去王车易位权力!即使王又回到原始位置也不允许再行

使易位权力!
在王未动过的前提下"如果两侧的车 #双车$都走动过"

也同样失去易位权力!而两翼的车只有一翼车走动过"王可

与未动过的那一翼车进行易位!
如有下列情况之一"%王车易位&暂时不能进行’

#($王和车之间尚有其他棋子阻隔!

#)$王正被对方棋子将军!

#*$在易位过程中"王要经过或到达的格子正受对方棋

子的攻击!

%王车易位&的目的是使王得以保护"并有利于其他子力

的协调作战"尤其有利于发挥车的作用!因此在对局过程中"
双方都很重视行使王车易位这一权力!

)+兵的升变

双方任何一个兵通过直进或斜吃而到达对方底线时"即

可升变为后,车,马,象中的任何一种"不能升变为王"也

不能不升变!
通过兵的升变而出现的新棋子"立即具备该棋子的性能!

请看图 (-所示"白方./兵可以直进到.-格升变"也可斜进

到0-格吃马而升变 #升变时"应把兵立即拿离棋盘"换上所

要升变的新棋子即可$!一般情况下均选择升变为 %后&"因

为后的威力最大"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可能选择升变为

车,象或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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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路兵

当一方位于原始位置的兵向前直进二格时#如与对方相

邻直线上的兵并列在同一横线上#则对方在应着时#可以用

兵斜进一格吃掉它#这叫做 $吃过路兵%&
请看图 ’(#当位于 )*格的黑兵一着走到 )+格时#白方

可用位于 ,+或 -+格上的兵斜进一格到 ).格#吃掉进入 )+
格的黑兵&这里需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吃过路兵%只能在对

方进兵后立即行使这一权力 /当然也可以选择不吃0#如果隔

一着棋后#吃过路兵这一权力即自行放弃#不可以再吃&

王车易位前图示

图 ’.

图 ’1

王车易位后图示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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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将军与应将

在对局过程中!一方的棋子攻击对方的王!即要在下一

着吃掉对方的王!称为 "将军#$被 "将军#的一方必须立即

采取自卫的着法对己方王进行保护!称为 "应将#$被 "将
军#而不 "应将#是不允许的!因规则已规定王是不能送吃

的$
应将的办法有以下三种%

&’垫 将

在对方进行将军的棋子和自己王之间!用棋子加以阻隔!
即称为 "垫将#$

(’吃子解将

吃掉对方进行将军的棋子!解除将军$

)’避 将

图 (*

王从受攻击的格子上避开!走到

不 受 攻 击 的 格 子 上 去!即 称 为 "避

将#$
以上所列三种应将办法在对局中

要根据具体情况加以选择$现举例说

明如下%请看图 (*局面!轮到白方走

棋!白王正被对方棋子 +象,将军!必须立即应将$白方可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以选择把位于 !"格上的象走到 #$格 %垫将&’
另一种选择是%避将&(即白王由受攻击的)"格避开(走

到不受攻击的 *"或 )$格上去’但是在此局面中如选择 %避
将&(则使白方失去 %王车易位&的权力(对白方不利’因此

在图 $+局面中(白方正确的应将办法是垫将’

第五节 将 杀 ,胜负-

如果被将军的一方无法应将(就算被 %将杀&或称 %将
死&’根据规则将杀对方王的一方为胜(王被将杀的一方为负’

如图 $".$$是黑王被将军时无法应将而构成的 %将杀&
局面’

图 $" 图 $$

对局时(除一方王被 %将杀&而判负外(如出现下列情

况之一(也判为输棋/
"0一方因子力相差悬殊(无法对抗而认输(即判负’
$0一方在比赛规定时限内未能走满规定的步数时(即超

时判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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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和 棋

当对局双方谁都无法将杀对方王时!结果只能是和棋"除
此之外!尚有几种特殊的和棋规定"

#$长将和

一方连续不断地进行将军!而另一方的王无法避开!即

形成 %长将&!应判为和棋"

图 ’(

如图’(局面!轮到白方走

棋!虽然白方子力明显弱于黑方!但
是此时白后可以走到)*格!进行将

军!黑王只能走至 +,!白后再走到

-.格继续将军!黑王只能再走回),
格"就这样白方用后在 )*和 -.格

上连续 不 断 地 将 军!而 黑 王 又 无 法 避 开 这 种 将 军!就 形 成

%长将和&"
长将和一般来说是在劣势局面下谋求和棋的一种技术手

段"

’$逼 和

轮到走棋的一方!王没有被将军!但又无路可走!同时

自己其他的棋子也都不能走动 /指不能走出任何合乎规则的

着法0!形成无子可动的局面!称为 %逼和&!按规则应判为

和棋"如图 ’1局面!轮到黑方走棋!黑王没有被将军!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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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走动!而其他黑方子力也无法走出合乎规则的着法!即

形成逼和"

#$三次重复局面作和

对局中同一局面连续或间断出现三次以上时!轮到走棋

一方!可提和!经审核属实!应判和棋"
如图 %&所示!’白先(
)$王 *+,-+ 王 *.,/.
%$王 -+,0+ 王 /.,*.
图%&局面应看作第一次出现!而现在是同一局面第二次

重复出现"

图 %+ 图 %&

#$王 *+,-+ 王 *.,/.
+$王 -+,*+ 王 /.,*.
至此!同一局面第三次出现!白方有权提议作和!同样

黑方也可于第 +回合!当白方走完 +$王 0+之后!提出下一

着走 +$王 0.!即出现三次重复局面!应判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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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子力价值

在对局进行过程中!双方子力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兑换"因
此有必要了解各种子力基本价值!以便于合理兑换"下面我

们根据各种子力的性能及威力!分别标出各自的基本价值分!
仅作为初学者在对局练习中进行子力兑换的参考依据"

国际象棋除王 #王不能兑换$外!其他各种棋子的基本

分值见下表%
后%&’分 车%()(分 马%*)(分

象%*)(分 兵%&分

第八节 记谱与读谱

为了便于对局后进行复盘研究!总结经验以及阅读棋谱

学习理论知识!有必要学习和掌握国际象棋记谱方法及常用

的记录符号"
目前世界上通用座标记录!分完整记录和简易记录两种

方法"

&)完整记录法

每着棋先记下所走动棋子的名称 #兵省略不记$和棋子

走动前所在格子标志!接下来记 +,-表示走到或记 +.-表

示吃子!最后再记下棋子所到达格子的标志"
如图/0!白方位于1*格上的马如到2(格!应记为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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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白马如吃掉位于 $"格上的黑兵%则应记为马 &’($"#
如果走动的棋子是兵%记录时可以省略名称%如位于 )*格上

的兵走到 )+格%记为 )*,)+即可#

*-简易记录法

每着棋只需记所走动棋子的名称和棋子所到达格子的标

志即可#如图 *.中的完整记录马 &’,!"可简记为马 !"/马

&’($"可简记为马($"/)*,)+则简记为 )+即可#
简单记录法需注意的是一方如有两个相同的棋子从不同

的位置都可以走到同一格子上时%为了加以区分%须在所走

动的那个棋子的名称后面加记原来所在直线或横线的标志#
如图 *0%白方 !+格的马和 )+格的马都可以走到 $"格%

如 走动其中 某 个 马 时 应 加 记 直 线 标 志%可 记 为 马 !$"或 马

)$"#再如黑方两个车都可以走到 1.格%如走动其中某个车

时%应加记横线标志%可记为车 21.或车 *1.即可#

图 *. 图 *0

’-国际象棋记录符号简介

3,3 短易位 3,3,3 长易位

4 将军 44双将 5将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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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棋 !!妙棋 "坏棋

""劣着 !"激烈的着法

"!有疑问的着法 #后 升后

$%&" 黑先 $%" 白先

’( 白胜势 (’ 黑胜势

$)* 或 $+* 白胜

*)$ 或 *+$ 黑胜

$,-)$,- 或 $,-+$,- 和棋

.%对局记录

记录对局时/首先应写双方的姓名0对局的时间和地点/
然后以一个回合 1双方各走一着为一回合2为单位/依序号

将白方的着法记在左边/黑方的着法记在右边3
下面是用完整记录和 简 易 记 录 两 种 方 法 记 录 的 同 一 局

棋/请初学者在棋盘上试摆一摆3
1$2完整记录

白方 *** 黑方 444
年 月 日 弈于

$%5-)5. 56)57
-%马 8$)9: 马 ;<)=>
:%象 9$)=. 象 9<)=7
.%=-)=: 后 ?<)56
7%*)* ?6)?>
>%?-)?. 象 =7);>
6%象 =$)87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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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
*"马 +,-#$. +/-#$
01"后 20%&$ 王 3!%2(
00"象 &’-#$ 后 3(%#()
04"象 5’%3/6王 2(-3/
0,"后 &$%3!6马 #!%3(
0’"2’%2$7 081
94:简易记录

0"3’ 3$
4"马 +, 马 5/
,"象 5’ 象 5$
’"5, 后 3(
$"1%1 2/
/"2’ 象 ;/
("象 #$ +/
!"象 &’ #$)
*"马 #$. +#
01"后 &$ 王 2(
00"象 #$ 后 #()
04"象 3/ 6 王 3/
0,"后 3! 6 马 #3(
0’"2$7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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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残局基本知识

国际象棋对局的全过程!我们一般习惯地把它分为三个

阶段!即双方出动子力进行子力布署阶段!称为开局或布局"
当子力布署基本结束!双方进入短兵相接的激战阶段!称为

中局"双方在战斗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子力兑换或遭受兵员

上的损失!当棋盘上的子力大量减少!对局便进入终局阶段!
称为残局#

在我们掌握了国际象棋基本行棋规则之后!首先学习和

了解一些残局的基本知识是非常必要的!它有助于对棋理的

理解!因为在残局中棋盘上棋子较少!局势比较简明!便于

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能使初学者熟悉和掌握有关胜负与和棋

的基本规律!即$当你在获得怎样的子力优势下!可以取胜!
或在怎样的情况下可以谋取和棋#当然!我们在本章中所介

绍的仅是较简单的残局基础知识!有关残局的理论!内容是

极其丰富的#

第一节 杀单王

熟练掌握杀单王的方法是初学者熟练棋子走法!了解子

力作战性能及掌握简单攻杀技巧的有效训练手段#
杀单王是指当对局进行至终盘阶段时!就双方而言!一

方只剩单王!而另一方除王外!尚存其他子力#杀单王至少



需要一个强子 !后或车"或两个弱子 !双象或马象"才可以

完成#双马虽然是两弱子#但是在单王一方正确防守下#不

能成杀$
在杀单王的过程中#限制单王的活动范围是杀王的基本

法则$
杀单王的基本方法是%通单王到棋盘的边线或角上#然

后进行将杀$除具有后车或双车这样强大的子力优势之外#逼
杀单王均需自己一方 !进攻方"王的配合$

有关杀单王的几种情况#我们分别给予演示讲解如下%

&’双车杀单王

双车一方不需要己方王助战即可完成杀单王$图()所示

为双车逼杀单王的基本定式$
那么当单王位于棋盘中心时#双车是怎样逼杀单王的呢*

请看图 (+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分析如下%

图 () 图 (+

&’车 ,&-,. 王 /0-10
白方意图将黑王逼至底线 !第 )横线"#因此需车在横行

2)&2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上进行控制!而如选择逼黑王至边线"则需在直线上进行控

制!
#$车 %&’%() 王 *(’*+
,$车 -,’-+) 王 *+’./
($车 -+’0+

白车受到威胁"由-+调至0+"既避开了黑王的攻击"又

能继续有效地控制黑王的活动范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双车

无论在横线或直线上逼赶单王"应保持错开的位置!如果双

车并排在同一线上 1如 ($车 -%+23由于子力不协调而不能

有效逼赶单王!
($44 王 ./’*/
+$车 %(’%/ 王 */’56
/$车 0+’06) 王 56’78
6$车 %/’%89

双车相互配合"控制和逼赶交替进行"直至将杀!

#$后杀单王

图 ,:所示为后杀单王的基本定式!

图 ,: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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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后可以独自完成逼赶单王至棋盘边线或角上!但是成

杀必须有己方王的配合"如图 #$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分析

如下%
$&后 ’$(’#

白方把后走至 ’#格与黑王所在的 )*格形成 +马步,!目

的在于控制黑王!缩小黑王在棋盘上的活动范围"这种逼赶

单王的方法!我们称之为 +马步,赶王"
$&-- 王 )*(./
0&后 ’#()1 王 ./(2*
#&后 )1(.# 王 2*(31
1&后 .#(20 王 31(3*
*&后 20(2# 王 3*(3/
/&后 2#(21 王 3/(34
4&后 21(2* 王 34(35
5&后 2*(2/ 王 35(64
7&后 2/(3* 王 64(65

至此!白方用 +马步,赶王的方法!迫使黑王进入棋盘

的边角上"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如果白方再继续走 $8&后 3/9
则形成逼和局面!因此在用后逼单王至边角上时!应给单王

留有至少一格的活动余地!以避免逼和"
目前白后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黑王!并给黑王留有活动余

地!但是只凭单后是无法成杀的!必须有白王助战"接下去!
白方只需调王至 2/格即可与后配合成杀"

$8&王 :$(’0 王 65(64
$$&王 ’0()# 王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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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王 )*&)+
!%#王 ’(&,- 王 )+&)*
!(#王 ,-&,. 王 )*&)+
!-#后 /-&/+0

%#单车杀单王

图 %"所示为单车杀单王的基本定式1
由于单车的威力远不及单后 2单王可以利用斜线靠近单

车3但却不能靠近单后43因此单车一方不仅在杀王时需要己

方王的配合3而且在逼赶单王至边角的过程中也必须有己方

王的协助1

图 %" 图 %%
鉴于单车杀单王较双车或单后杀单王复杂3为了使初学

者能熟练掌握这一杀法3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图%"所示的杀

单王基本定式5我们从图中黑王被将杀的局面中不难看出黑

王之所以被将杀3是由于面对白方 )*车将军时3黑王能进行

避将的 ’+6$+67+三格均被白王所控制3此时3白王与黑王

间隔一格相对3我们称之为 8对王91当单王被逼至边6底线

时3形成 8对王9是成杀的必备条件1而只有当单王被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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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格时!如基本定式中白王被将杀的局面!由于黑王只需控

制 "#!$#二格即可有效限制白王!因此无需形成 %对王&即

可成杀’
接下来!请看图 ((局面!这是一例单王被逼至底线!但

尚未成杀的局面’究竟怎样运用 %对王&形成将杀)着法分

析如下*
+,车 "-.$-/

如果白方现在主动走 +,王 01!虽然形成 %对王&!但下

一着棋轮到黑方走!黑王可避开 %对王&如*+,2王 34 #,
王 31王 04!毫无意义’而白方走车的目的!实际上是利用

%等着&这一技巧迫使单王主动进入 %对王&格子’现在白王

与黑王所形成的 %马步&是限制单王逼其就范 5对王6的典

型手段’

图 (7 图 (8

+,22 王 04.34
#,王 91.01 王 34.:4
(,王 01.31 王 :4.;4
7,王 31.:1 王 ;4.<4
8,王 :1.;1 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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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至此(黑王被迫 )对王*造成被将杀+
熟悉了单王被逼至底线成杀的技巧之后(让我们再来看

看当单王位于棋盘中心时(是怎样被逼赶至边角上的+
请看图 ,-和图 ,.局面(大家已经知道(当单王被逼至

底线时(单车控制横线(而单车方的王同单王形成 )马步*(
逐渐迫使其形成 )对王*(再用车将军即可成杀+而当单王处

于中心位置时(同样采用这一方法(即可逐渐迫使单王走向

底线或边线(然后成杀+
图 ,-/逼单王至底线成杀0着法如下1

2"车 #.%3. 王 4!%5!
6"车 3.%3! 7 王 5!%4$
,"王 5-%5. 王 4$%8$
-"王 5.%4& 王 8$%4$
."车 3!%3$ 7 王 4$%5&
!"王 4.%4! 王 5&%9&
$"王 4!%5! 王 9&%:&
&"车 3$%;$ 王 :&%9&
<"车 ;$%8$ 王 9&%:&
2="王 5!%9! 王 :&%3&
22"王 9!%:! 王 3&%#&
26"王 :!%3! 王 #&%3&
2,"车 8$%8&’

图 ,./逼单王至边线成杀0着法如下1
2"车 5&%5$ 王 4-%4,
6"王 9.%9- 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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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王 &(%)!
("王 *(%#( 王 )!%)+
,"王 #(%#! 王 )+%)!
-"车 &$%)$’ 王 )!%.+
$"王 #!%&! 王 .+%./
0"王 &!%&+ 王 ./%.+
1"车 )$%.$2

("双象杀单王

图 !-所示为双象杀单王的基本定式3
双象必须与己方王配合4逼赶单王至棋盘角格成杀3
如图 !$局面4白方先走4着法如下5

图 !- 图 !$

/"象 #+%*! 66
白方用双象在 .$%7/以及 .-%8/相邻斜线上组成了一

道封锁线控制黑王的活动范围3这与双车控制单王的情况从

表面上看很相似4似乎只是直线与斜线之别4但实际上却有

着本质的不同4下面我们将看清这一点3
/"66 王 *(%#,
+"王 8+%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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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白方企图用 !"象 #$的着法进一

步扩大控制范围%那么黑王则可走 !"&王 ’(突破由双象组

成的封锁线%这虽然只是暂时逃离了追捕%但却非常清楚地

说明双象无法像双车那样独自完成逼杀单王的任务)其根本

因素在于车在直或横线上可以有效地控制黑*白两种颜色的

格子%而象却只能在斜线上控制单色格)因此双象一方必须

有己方王助战才能完成逼杀单王的任务)
!"&& 王 +,-.,
$"象 .!-+$ &&

白格象进行位置调整%便于进一步扩大封锁区域)
$"&& 王 .,-+,
("王 #$-#( &&

当强方无法用象扩大封锁区域时%应考虑用王协助进行

紧逼的方法)
("&& 王 +,-./
,"象 +$-.( 王 ./-+/
/"王 #(-#, 王 +/-.0
0"象 .$-#( 王 .0-+0
1"王 #,-#/ 王 +0-.1
2"象 .(-#, 王 .,-+1

白方双象与王配合已经逼黑王至底线%但要成杀%还需

逼黑王至棋盘角格)
34"象 #,-./ &&

此时%白方不能走 34王 #055%形成逼和6
34"&& 王 +1-.1
33"象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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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着法是逼单王至角格的典型手段!目的在于切断黑王

逃路!迫使其走向角格"并且现在已能看出白 #$象 %&的着

法!实际上是为达此目的的一步等着"
##’(( 王 %)*+)
#,’象 %&*-./ 王 +)*0)
#1’王 +&*0&/ 王 0)*+)
#2’象 3.*-&4 王 +)*0)
#5’象 -.*%&4 王 0)*6)
#&’象 -&*%5

5’马象杀单王

马象杀单王的技巧比上述几种单王杀局要复杂得多!对

于初学者来说难度较大!掌握这一杀法!尚有待于棋艺水平

的进一步提高"
图 1)所示为马象杀单王的基本定式"
马象杀单王必须在己方王的配合下逼单王至与象同颜色

的棋盘角格成杀"

图 1) 图 17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 单 王 被 逼 至 与 象 不 同 角 格 时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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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图 "#局面$此时无论白方怎样走均无法在此角成杀!
而必须继续逼黑王至与象同色的 %白格&角格 %’(或)*格&!
才能成杀+具体逼杀着法如下$

*,马 -./012 王 )(/-(
3,王 -4/04 王 -(/0(
",象 0./)1 王 0(/5(
6,马 01/5.7 王 5(/0(

此时黑方如走 6,8 王 9(!则 .,王 54:王 ;1 4,马

917王 ;4:1,象 9"王 ;1 (,象 56+
.,马 5./912 王 0(/5(
4,王 04/54 王 5(/9(
1,王 54/94 王 9(/5(
(,象 )1/-42 王 5(/9(
#,马 91/;. 王 9(/;(
*<,象 -4/01 王 ;(/9(
**,马 ;./=1 王 9(/;(
*3,王 94/;4 王 ;(/=(
*",象 01/54 王 =(/’1
*6,马 =1/;. 王 ’1/’(
*.,王 ;4/=4 王 ’(/=(
*4,马 ;./’4 王 =(/’(
*1,象 54/9.>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一个如何把单王逼赶至边底线!继而

再逼至与象同色角上成杀的典型例局+
请看图6<所示局面!这里强方子力的配置是马象逼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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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边底线的典型阵形!此局面轮到白方先走"具体着法演示

如下#
$%象 &’()* 王 &+(,+
-%王 )’(). 王 ,+(,/0
*%王 ).(&. 王 ,/(1/
’%王 &.(&+ 王 1/(,2
.%王 &+(,+ 王 ,2(&2
+%马 3’(&. 王 &2(,2
/%象 )*(3’ 王 ,2(&2
2%象 3’(,/4 王 &2()2
5%王 ,+(&+ 王 )2(3/
$6%象 ,/(&2 王 3/(7+
$$%王 &+()+ 王 7+(8.
$-%王 )+(3. 王 8.(8+
$*%象 &2(3+ 王 8+(8.
$’%马 &.(3’4 王 8.(8+
$.%王 3.()+ 王 8+(8/
$+%王 )+(3/ 王 8/(8+
$/%象 3+(8’ 王 8+(8/
$2%象 8’(7. 王 8/(82
$5%象 7.(8+ 王 82(8/
-6%象 8+(32 王 8/(82
-$%马 3’(8. 王 82(8/
--%马 8.(3+ 王 8/(82
-*%象 32(7/9 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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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方如改走 "#$王 %&’则 (#王 )&王 %*+*#象 ,"
王 -*+&#王 .&王 -&+/#马 )&王 -/+0#王 ./王 -&+1#象

%/王 -*+2#王 .& 王 %(+34#象 -& 王 ."+33#王 .* 王

)3+3"#马 ,* 王 ."+3(#象 .( 王 )3+3*#王 )( 王 .3+
3&#马 )& 王 )3+3/#马 5(6王 .3+30#王 .*王 %3+31#王

%( 王 .3+32#象 %* 王 %3+"4#象 )" 王 -3+"3#马 ."
6王 %3+""#马 -(6王 -3+"(#象 .(7白胜8

/#单王和双马

在双马对单王的残局中’只要单王一方走得正确’双马

一方便无法取胜’结果只能是和棋8
请看图 *3所示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如下9
:一;3#马 5&<./6王 %1<.16和

:黑方不能 3$王 -1==’因为白方有 "#马 .078这也可

以说是白方利用黑方的错误着法而取胜的唯一机会8;
:二;3#马 %&<)/ 王 %1>-1
"#马 5&<./ 逼和8

图 *4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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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后对车

在后对车的残局中!由于强方具有较大的物质优势!一

般情况下可以取胜"但是由于单王被逼至棋盘边角时!其活

动范围受到限制并且强方子力配置不好!往往有造成逼和或

长将和的可能性"
强方取胜的具体方法是首先把弱方王逼到棋盘边角上!

然后以将杀进行威胁迫使弱方为了解杀而车和王分离!继而

运用抽将战术手段得车取胜"
下面让我们首先来看看当弱方王被逼至棋盘边角时!车#

王被迫分离的典型局面"如图 $%所示!黑方先走!着法分析

如下&
’一()*+车 ,-./-’黑方车被迫与王分离!别无选择"

如&)+车 0-则 %后 1234)+王 52则 %后 06(
%*后 07.879王 ,2.02’如&%+王 0-!则 :后 0)9

王 ,2 $后 ,) 9 抽吃黑车(
:*后 87.0)9王 02.,2
$*后 0).,)9 白方抽车胜"
’二()*++ 车 ,-.,)
%*后 07.12 9 王 ,2.0-
:*后 12.1$ 9 王 0-.02
’如&:++ 王 06则 $后 0$3(
$*后 1$./2 9 王 02.0-
’如&$++ 车 ,2则 7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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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王 (&%($
)"后 #&%*+ 白方得车胜,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个当弱方子力位于棋盘中心区域时-

强方是怎样逼攻弱方而取胜的典型例局,请看图 ./所示-白

方先走-着法演示如下0

图 .1 图 ./

+"王 #+%21 车 3!%3.
1"王 21%4/ 车 3.%5.
/"王 4/%6/ 车 5.%6.’
."王 6/%5/ 车 6.%6!
!"后 *1%*/ ’ 王 5!%3!
)"后 */%3. ’ 王 3!%5)
&"王 5/%5. 车 6!%6)
$"后 3.%3! ’ 王 5)%5&
7"王 5.%5! 王 5&%6&
+8"后 3!%3) ’ 王 5&%5$
++"后 3)%($ ’ 99
:++王 5);; 车 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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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
!)"后 *%&*( + 王’(&$%
!,"后 *(&-% + 王$%&$(
!."后 -%&/%0 车 1(&1!

2黑方车3王被迫分离4如5!.#车 1%则 !6"后 /6 王

$% !7"王 $7 车 8% !("后 $(9:
!6"后 /%&/6 + 王 $(&1%
!7"后 /6&86 + 王 1%&$(
!("后 86&;. + 王 $(&1%
!%"王 $6&$7 王 1%&/(
!<"后 ;.&’. + 王 /(&/%
)="后 ’.&/. + 王 /%&1%
)!"后 /.&;,0 车 1!&$!+
))"王 $7&17 王 1%&/%
),"后 ;,&/,+ 白方得车胜4

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是后对车残局中>强方取胜的基本技

巧4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弱方可以进行成功的防御>即获

得和棋呢?
下面请看图 ..所示局面 2黑方先走:>着法分析如下5

!"## 车 -(&’(+
)"王 ’.&-6##

不难看出>由于白方后的位置不好>不能 )"王$6>因黑

方可走 )#车 $(>和棋4
)"## 车 ’(&-(+
,"王 -6&*7 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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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逼和’

图 !! 图 !(

)如走 !"王 *$+则 !,车 *&-+("王 .$车 *$-/$"王

*$逼和’如白王不靠近黑方车+其结果也只能是长将作和’0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看一例非常有趣的典型和棋局面’如

图 !(所示 )黑方先走0+在这一局面中+黑王被白后逼至盘

角+我们在前面后杀单王一节中对此局面已经有所了解+现

在如果黑方车被白方王吃掉则构成逼和局面’黑方正是利用

这一点而巧妙地采取弃车手段成功地达到了长将作和或逼和

的目的’具体着法演示如下1
2",, 车 32452-
6"王 56476 车 52472-
8"王 76-56 ,,

)因为白王吃车则构成逼和局面+因此白王只能设法逃避

黑车的追逐0
8",, 车 72452-

)黑方保持用车在第一横线照将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必需

注意白方后对照将格子的控制’如18,车 78-9则 !"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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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王 &$
车 !$#’%王 (’ 至此黑车可将军的 ($及 !’两格均被

白后控制)白方因此争得活动后的时间)从而避免了逼和)获

得胜利*+
"%王 (,-!" 车 (.-!.#
$%王 !"-($ 车 !.-(.#
’%王 ($-!’ 车 (.-!.#
/%王 !’-(/ 车 !.-(.#
0%王 (/-!0 车 (.-(0#1

2此时)黑方则不能 03车 !.#44)因为 5%王 60)白王

得以隐蔽)逼和局面得以解除*+
5%王 !07(0 逼和*

第三节 后对马

在后对马的残局中)强方只需逼弱方王到棋盘的边或底

线即可造成杀势*取胜着法比较简单*
下面仅举一例即足以说明*请看图 "’所示局面8白方先

走)着法如下8
.%王 69-6, 3 2此时)白王与黑马在斜线上间隔一格

相对)这是王在行进中对付马将军的基本技巧*+
.%33 马 ($-6’
9%后 (9-:$# 王 !$-!’
,%王 6,-6" 马 6’-($#
"%王 6"-!" 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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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马 ’(%&)
("后 *!%&!+ 王 #(%#)
)"后 &!%,( --

图 $(

.控制黑王的活动范围/
)"-- 马 &)%’(

0"王 &$%#! 马 ’(%&)+
1"王 #!%’! 马 &)%’0
23"后 ,(%’(+ 王 #)%#0
22"后 ’(%*) --

.把黑王控制在底线/
22"-- 马 ’0%&)
24"王 ’!%#( 马 &)%’0+
25"王 #(%&( 马 ’0%*(
2$"后 *)%*(+ 王 #0%’0
2!"后 *(%6) 王 ’0%#0
2("后 6)%*0

第四节 后对象

在后对象的残局中7强方只需逼弱方王到棋盘的边或底

即可成杀8由于象只能在单色格走动7强方王可在与象相反

的色格中行进7而使弱方没有将军的机会8因此7强方取胜

着法更为简明8
下面仅举一例7足以证明8请看图 $)所示局面7白方先

走7着法如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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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王 ’%$()
*"王 ’+$(,

象 (%$’)
+"后 #%$-%&

王 ()$(.
,"王 (,$’%

象 ’)$/.
%"后 -%$()&

王 (.$’0 图 ,.
)"王 ’%$/)

象 /.$1%
."后 ()$’.2 白胜3

第五节 后对单兵

在后对单兵残局中4强方取胜一般是比较容易的4但也

有些特殊情况即弱方兵在王的支持下已经到达或肯定能到达

底线前一横排时4由于弱方兵即将升变4强方能否取胜将取

决于后能否得到王的支持3下面我们通过典型例局对此给予

说明3
如图 ,0所示 5白先64在这一局面中4不难看出白方仅

凭单后是无法取胜的4必须有己方的王助战3如此看来4白

方只有在阻止黑方兵升变的同时4使自己的王有时间向黑兵

靠近4协助后捉兵取胜3那么这种可能只有当黑方王占据兵

前格位 5(!格6时才可实现3为了达到这一目的4白方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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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这类残局的典型计划!即利用照将的手段逐渐接近黑方兵!
并迫使黑王进入兵前格位"

图 #$

具体着法演示如下%
&’后 ($)*+,

王 *-).-
-’后 *+)(/

王 .-)*-
0’后 (/)*1,

王 *-).-
#’后 *1)(#, 王 .-)*-
1’后 (#)*#, 王 *-).-
/’后 *#)(0 王 .-)*&
+’后 (0)*0 , 王 *&)(&
$’王 2$)3+ 44

5由于黑王被迫进入兵前格位!于是白王得以向黑兵方向

走动"6
$’44 王 (&)7-
8’后 *0)*- 王 7-)7&
&9’后 *-)7# , 王 7&)3-
&&’后 7#)(0 王 3-)7&
&-’后 (0)70 , 王 7&)(&
&0’王 3+)7/ 44

5白王再次赢得靠近黑兵的时间!现在我们不难看出!黑

方已无法阻止白王向黑兵靠近"6
&0’44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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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王 (’&(!
!)#后 $’&("* 王 (!&+’
!,#后 ("&-% 王 +’&(!
!.#后 -%&(%* 王 (!&-!
!/#王 $,&-) 王 -!&$’
!0#后 (%&(’ 王 $’&$!
’1#后 (’&$"* 王 $!&2’
’!#后 $"&-% 王 2’&$!
’’#后 -%&$%* 王 $!&-!
’%#王 -)&(" 王 -!&(’
’"#后 $%&(%* 王 (’&-!
’)#王 ("&-% 王 -!&$!
’,#后 (%3-’* 王 $!&2!
’.#王 -%&$% 王 2!&4!
’/#后 -’&2’*白胜5

通过对图 "/局面 6以 7后89-线:兵为例;着法的演示<
我们看到虽然步数较多<但取胜方法却比较简明5这一取胜

方法同样适用于 7王线86(线;及 7马线862=>两线;兵5
那么<当 弱 方 兵 在 7象8线 6$=+线;以 及 7车8线

64=?线;<其结果又如何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弱方兵在象

线的情况5
请看图 "0所示局面 6象线兵;<白方先走<着法如下A

!#后 $/&-.* 王 -’&$%
’#后 -.&$,* 王 $%&2’
%#后 $,&2)* 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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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王 ’(%#(
$"后 &!%#!) 王 #(%’(
*"后 #!%&+ 王 ’(%#,
-"后 &+%#+) 王 #,%’,.和/

图 !0 图 $1

在前面以 2后3线 45线6兵为例的局面中7遇到这种情

况7弱方王将被迫进入兵前格位7否则强方吃兵立即取胜/而

现在情况却截然不同了7黑方巧妙地放弃 &(兵7避王至棋盘

角格 4’,格67此时我们已不难看出7白方如吃掉 &(黑兵则

形成逼和7而白方如不吃黑兵7也无法赢得走王的时间7结

果只能是以和棋告终/
那么7就象线兵来说7强方究竟能否取胜呢8这将取决

于强方王能否进入可以与后配合造成将杀的有效区域/
下面请看图 $1所示局面 4白先67着法如下9

,"后 #*%5! ) 王 5(%:(
("后 5!%&+ 王 :(%5,
+"后 &+%5+ ) 王 5,%&,
!"王 ’$%#!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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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 王 ()%(*
+"王 (,%($ &)%&*-后

."后 &$%#$’ 王 (*%/*
0"后 #$%/+’ 王 /*%(*
1"后 /+%/)2 白胜3

在图 !4中5用虚线划出的区域5我们称其为胜利区3白

王如果能在这个区域之内5即可确保取胜5否则只能是和棋3
现在我们把图中位于 /!格的白王移至 6*格5其他子力位置

不变5取胜着法演示如下7
*"后 (+%(,’ 王 #)%#*
)"后 (,%($ 王 #*%#)
$"后 ($%() 王 #)%#*
,"王 6*%8) 王 #*%#)
9如 ,":: &*-后5则 !"后 ;)2<
!"后 ()%#,’ 王 #)%&*
+"王 8)%;) 王 &*%(*
."后 #,%(, ’ 王 (*%&*
0"后 (,%&$ 王 &*%(*
1"王 ;)%#) 王 (*%/)
*4"后 &$%&)’ ::
9*4"王 &)== 逼和<
*4":: 王 /)%/$
**"后 &)%&, 王 /$%()
*)"后 &,%(, ’ 王 ()%/)
*$"王 #)%&)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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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白胜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弱方王位于盘角的情况(如图)!所

示局面 *白先+,在此局面中,由于黑王已进入盘角,胜利区

的范围则明显缩小,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前图的着法演示中可

以看出,黑王为进入盘角谋和,被迫走入兵前格位,从而使

白王赢得关键的步数,现在我们把图 )-中位于 .&格的黑王

移至/&格,即形成图 )!局面,在此局面中,白王必需位于用

虚线划出的胜利区内方能取胜,此时白王位于胜利区外,结

果只能是和棋(着法演示如下0
!#后 $1%2) 王 /&%$&
&#后 2)%$" 3 王 $&%/&
4#后 $"%24 王 /&%$!
"#后 24%$4 3 王 $!%/!和(

图 )! 图 )&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有关 5车6线 */78线+兵的胜和情

况(车线兵与象线兵的情况基本类似,强方能否取胜,在于

王能否进入可以与后配合构成杀局的有效区域(
请看图 )&所示局面中,用虚线划出的区域为胜利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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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白方王已进入胜利区!白方先走可以确保取胜"着法如下#
$%后 &’(&) * 王 +)(+$

,此时黑方不能走 $%-王 .$!因白方可走 )%后 /$01
)%王 .2(+3 .)(.$4后

5%王 +3(+56 后 .$(72
3%后 &)(&$0

如果我们把图 2)中的白王由 .2格移置 .’格其情况会

怎样呢8由于白王不在胜利区内!白方不能取胜"着法如下#
$%后 &’(&) * 王 +)(+$
)%后 &)(+3 * 王 +$(.$6

此时!白方如走王!则形成逼和"由于白方无法赢得走

王时间!因此也就不能与后配合构成杀局!和棋已定"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例弱方兵在象线时!即使强方王离兵

很远而仍然取胜的典型局面"即强方如能用后占据兵前格位!
而无论弱方兵在任何一条直线上!强方取胜都将是非常简单

的事情"
请看图 25所示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如下#

图 25

$%后 .2(92 --
,或 $%后 7$1

$%--
王 &5(/5

)%后 92(/$6
至此!黑方兵被顶住!接下去

白方只需调动王向兵靠近!最后吃兵取胜将是非常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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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车对象

在车对象的残局中!弱方在强方子力的逼攻下!弱方的

王应该退避到与象不同色的棋盘角格 "我们称其为安全角#!
弱方即可确保和棋$请看图 %&所示!这是弱方王进入安全角

的典型局面$在此局面中!黑方象必需保持在’()*+斜线上

进行防卫!随时应付白方车的攻击!即可守和$
如,-.车 ’+/象 *+!此时白方如用车在底线走等着限

制住黑象活动或走王到 *0格!均形成逼和局面$而白方车如

离开底线!则黑方象仍保持在 ’()*+斜线上走动!和棋已

定$
如果弱方王被强方子力逼进与象同色的棋盘角格 "我们

称其为危险角#!则强方可以取胜$
下面请看图%%所示局面!这是弱方王进入危险角的典型

局面$此时如轮到白方先走!白方可以简单取胜$着法如下,

图 %& 图 %%

-.车 12)32 象 3%)40
(.车 32)3+ / 象 40)1+

56&5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
(此时)白车可以在底线除吃黑方象外)任意走一等着*+

!"’’ 王 ,$%-$
."车 &$/0$1 白胜*

图 22局面如果轮到黑方先走)白方仍可以取胜)只不过

稍费周折而已*着法如下3
4"’’ 象 #2%,4

(黑方把象隐蔽起来)意图是不给白车利用捉象进入底线

的机会*+
5"车 06%04 ’’

(此时)白方不可在横线上调车做杀)因为黑王将从0$格

逃离危险角*现在用车捉象)目的是既控制黑王又设法迫使

黑象暴露*+
5"’’ 象 ,4%-5
!"车 04%05 象 -5%,!
."车 05%,5 象 ,!%78

(如3."’象 -.)则 2"王 -29闪将抽吃黑象:如3."
’象 0.)则 2"车 #5 王 0$ 8"车 05)黑象被捉死)均为白

胜*+
2"车 ,5%75 象 78%;6
8"车 75%<5 象 ;6%78

(如38"’王 0$)则 6"车 <$9象 7$)$"车 7$ 白

胜+
6"车 <5%<$ 9象 78%0$
$"车 <$%&$ 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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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白胜(

第七节 车对马

在一般情况下)单车不足以胜单马(如图 *+局面所示)
即使黑方子力被逼至边底线上)在正确防御下)白方仍无法

取胜(黑方先走)具体着法如下,
-".. 马 &$/012
3"王 4*/4+ 马 01/&$2
5"王 4+/0+ 王 4$/0$
6"车 71/&1 王 0$/4$

8不能 6".马 7+)因有 *"车 &+ 白胜9
*"车 &1/412 王 4$/0$

图 *+

+"车 41/4-
马 &$/:1;

8此时应注意弱方的王和 马 如

走进盘角)强方可以取胜(如,+"
.马 01<<)1"王 4+ 王 4$)$"车

43马&$2)!"王&+2王0$)-="王

&1或 +".马 7+)1"王 4+%马 &$)
$"王 &1马 01)!"车 4$’9

1"王 0+/4+ 王 0$/4$
$"车 4-/:- 马 :1/&$2
!"王 4+/&+ 马 &$/012
-="王 &+/4+ 马 01/&$2 和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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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一例局的演示!我们可以看出弱方的王和马只要

配合协调!是可以保障和棋的"只是应避免把王和马均走入

盘角!这往往会使强方获胜"下面我们有必要再看一个有关

弱方的马和王被逼进盘角而失败的典型例局"
如图 #$所示!在这一局面中!由于黑方马和王被逼入盘

角!其活动范围受到限制"尤其是黑马完全失去了右侧活动

空间"现在不难看出此局面无论谁先走!黑方均无法避免失

马"
在车对马的残局中!弱方的王与马要保持紧密联系!避

免分离!否则马有被捉死的危险"
下面请看一个弱方王和马被分离的例局%
如图 #&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如下%’(车 )*+),- .白

车与黑马在斜线上间隔一格!这是用车控制马的有效手段"/

图 #$ 图 #&

’(-- 王 0$+12
.如%’(-马 34则 4(王 5#!白方用王与车配合!可以

成功地控制住黑马"/
4(王 62+6# 王 12+1#
,(王 6#+5* 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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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 马 ’&%()
*"车 #&%(& 马 ()%+!
,"车 (&%(! 黑马被捉死-白胜.

第八节 车对单兵

在车对单兵的残局中-强方一般可以取胜.但强方车必

需得到己方王的配合-否则也有和棋的可能.只是在特殊的

情况下-由于强方车和王的位置极差而弱方兵已进入第 /横

线 0指白兵1或第 )横线 0指黑兵1时-可能造成弱方兵升

后胜车的局面.
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典型例局分别加以说明.
请看图 *2所示局面 0白先1-着法如下3

图 *2

&"王 45%6/王 (,%+*
0如 &"7(!则 )"王#, ($ $"车

4$ () !"车($-黑兵被捉死.这

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取胜方法-即弱

方王位于兵后面时-如强方是白方-
能用车在第 *横线切断弱方王与兵

的联系-即可简单取胜.而如果强

方为黑方时-则用车在第 !横线进行切断.1
)"王 6/%#, 王 +*%+!
$"王 #,%8* (*%(!
!"王 8*%’! (!%($
*"王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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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白胜(
)如 *"+王 ,$-则 !"车 ,*./

当弱方王在兵前面时-其胜0和的关键则往往取决于强

方的王和车能否有效地控制弱方兵升变的格子(
请看图 !1所示局面 )白先/-着法如下2

3"王 &*4#5 6546$
’"王 #547$ 6$46’
$"王 7$48’

图 !1

)至此-白方王和车有效地

控制了黑兵的升变格-接下去-白

方即可走 5"车 63吃死黑兵-胜局

已定(/
同样是图!1局面-如果轮到黑

方先走-其结果则是和棋(着法如

下2
3"++ 6546$
’"王 &*4#5 6$46’
$"王 #547$ 6’4639后

5"车 ,3%63 王 :’%63 和(
最后-让我们看一个强方因王和车位置极差而造成输棋

的典型例局(
如图 !3局面-白方先走-着法如下2

3":!4:; 车 <!4<*=
’"王 6*465> ++

)如 ’"王 :5??则 ’"+车 <3>$"王 6*车 :3-5"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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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王 !" 和&’
(%)) 车 *$+*,-
.%王 /,+/. 车 *,+*.-

图 01

,%王 /.+!(
黑方用车连续照将#企图牵制

住即将升后的白兵或占据 !线&白

王则与黑车平行移动#直至能控制

!1格并解除了照将的牵制&现在黑

方已无法阻止白兵升后#白方胜局

已定&

第九节 王单兵对王

这类残局胜或和的关键取决于兵能否升变#强方兵升变

则胜#弱方如能捉住兵或能有效地阻止兵升变则和&

图 0(

下面我们将根据这类残局

的两种不同情况#分别介绍如下2

1%兵没有王保护的情况

强方兵在没有己方王保护而完

全靠兵自身挺进来完成升变的情况

下#能否升变这将取决于弱方王能

否捉住兵&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简单3准确的计算方法++
正方形计算法&即以兵所在格子为基点#沿直线到对方底线

的格子 4即升变格’为正方 形的一条边#以这条边为基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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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正方形 !亦称方形区"#如果弱方王在这个正方形区域

之内就能捉住兵$得到和棋%如果弱方王在这个方形区域之

外$则强方兵将顺利进行升变取胜#
请 看图 &’所示$白 方 兵 的 正 方 形 为 ()*(+*,+*,)*

()#在此局面中$黑王位于正方形区域之外$如轮到白方先走$
白方兵将顺利升后取胜#着法如下-

./()*(0 王 1’*,)
’/(0*(2 王 ,)*30
)/(2*(& 王 30*42
0/(&*(5 王 42*6&
2/(5*(+7后 白胜#

如果轮到黑方先走$黑王能及时进入兵的正方形区域$捉
兵成和#着法如下-

./88 王 1’*,)
’/()*(0 王 ,)*30
)/(0*(2 王 30*42
0/(2*(& 王 42*6&
2/(&*(5 王 6&*95
&/(5*(+7后 王 95:(+ 和

在运用正方形计算法时$有一种情况$必须给予注意$即

原始位置兵$由于此兵有选择走两格的权力$因此处于原始

位置兵的正方形应以此兵前一格为基点#如图 &’局面$我们

把位于()格白兵移至(’格!原始位置"$双方王的位置不变$
其正方形计算的基点应是 ()格$而不是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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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有王保护的情况

强方兵在己方王的保护下能否升变#这将取决于强方王

在保兵的前提下#能否有效地控制升变格$而对于弱方来说#
首先必须用王在兵的行进路线上进行阻击#能否阻击成功#取
得和棋#同样也取决于能否有效地控制升变格$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例当强方为白方时#兵在王的保护下

进入第 %横排这一最终决定胜&和的典型局面$请看图 ’(所

示)以白方*线兵为例+#在这一局面中#如果轮到黑方走棋#
黑王将被迫离开升变格 )*,格+#着法如下-

."// 王 *,01%
!"王 2’02%

白方王保兵的同时又有效地控制了升变格#达到了保兵

升后的目的#胜局已定$而如果轮到白方走棋#情况就不同

了#此时#白方走 ."王 2’0*’#形成逼和$白王其他着法#
均将造成失兵结果#同样也是和棋$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例最终决定胜&和的典型过渡局

面$即强方兵进入第 ’横线的情况#我们仍以白方 *线兵为

例#请看图 ’3所示#在这一局面中#不难看出#现在如轮到

白方走棋#黑王将被迫让出升变格 )*,格+#着法如下-
."*’0*% 王 *,01%
!"王 2’02%

至此#白兵升后取胜已成定局$而如果轮到黑方走棋#则

黑方可利用主动对王这一典型手段有效地控制升变格#取得

和棋$着法如下 )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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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图 !#

$%&& 王 ’()*(
+%’!)’, - 王 *()’(
"%王 *!)’! 逼和.

/如果白方不走 +%’,-而选择 +%王 *01则黑方可应以

+%&王 ’,1当白方继而走 "%王 ’0时1黑方唯一正确的应着

是 "%&王 ’(21尔后1无论白王进入 *!格或 3!格1黑方均

可在*(格或3(格形成主动对王1确保和棋.如果黑方错误地

走出 "%&王 *(4或 "%&王 3(1则白方可走 #%王 *!或 #%
3!1形成主动对王1继而进兵迫使黑王失去对升变格的控制1
确保兵升后取胜.

通过对以上典型局面的分析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5即强

方兵进入第 !横线时 /指强方为白方1而强方为黑方时则兵

在第"横线61如果强方能在第!横线上与位于底线上的弱方

王1形成主动对王1则强方能胜7如弱方能主动对王1则可

成和.
以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有关 !线兵典型胜和局面1这也是

王单兵对单王残局的基本胜和定式.对局双方都期望在走成

定式局面时能赢得主动对王 /当然1对于强方来说王如能顺

利占领 !线兵前格位1取胜将是非常容易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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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能否既迅速又准确地判

明其胜和呢"这里向大家介绍一种计算方法##关键格计算

法$
下面我们仍以白方%线兵为例!分别用黑&’(标出兵在

不同横线 )*#+横线,时的关键格$见图 -+#-.所示/

图 -+ 图 --

图 -0 图 -.

从以上图示中可以看出位于第 *1213横线兵的关键格!
均为与兵间隔一条横线所正对的三个格子$而位于第 +横线

兵的关键格!则是由于弱方王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而增至六

个 格子$这一确定兵的关键格的方法适 用 于 除 车 线 )415
线,兵外的各种线路上的兵$

如果强方王能在保兵的前提下!占领关键格中的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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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可确保兵升变取胜"而弱方如能占领或有效地控制关

键格!即可阻兵升变而成和"我们根据兵在不同横线的情况!
举例说明如下#

图 $% 图 &’

如图 $%局面 (兵在第 )横线*!在这一局面中!白王占

领了兵的关键格之一 (+$格*!无论哪一方先走!白方均可取

胜"白先着法如下#
,-.)/.$ 00
白方兵进入第 $横线并形成主动对王

,-00 王 +1/.1
2-.$/.& 王 .1/3&
4-王 +$/+& 白胜"

黑先着法如下#
,-00 王 +1/.1
2-王 +$/.$5

此时白方不能 2-.$!因黑方可走 2-0王 +1成和"
2-00 王 .1/+1
4-王 .$/3& 王 +1/+&
6- .)/.$ 7 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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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王 ()%(&
$"#&%#)*后 白胜+

图 &,

接下来我们看看兵在第 -
横线的情况+请看图 &,.在此局面

中.白兵位于第 -横线.而白王尚

未占领兵的关键格+其胜和的关键

取决于轮到哪一方先走.如果黑方

先走则可利用对王手段有效地阻止

白王占领 #-兵的关键格而 取 得 和

棋+着法如下/
0"11 王 #&%(&
2"王 (!%#!11

此时白方如走 2"#!.其结果也是和棋+因为白方无法占

领 #!兵 3!线兵4的关键格+
2"11 王 (&%#&
5"王 #!%6! 王 #&%6&

黑方运用对王手段.有效地阻止了白王.使其无法占领

#-兵的关键格.和棋已定+
-"#-%#! 王 6&%#&
!"#!%#$ 王 #&%#)7
$"王 6!%6$ 王 #)%6) 和+

如果图 &,局面轮到白方先走.白方则同样采用对王手

段.即可迫使黑王失去对关键格的控制+着法如下/
0"王 (!%#! 王 #&%6&
3如 0"1王 (&则 2"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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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王 ()%#*
+"#,%#$ --

由于兵的挺进.其关键格也将随之改变.这一点非常重

要/现在白方所以能挺进小兵.是因为白王已经占领了 $线

兵的关键格 0或肯定能占领兵的关键格12
+"-- 王 #*%&*
,"#$%#’

白方兵进入第 ’横线.并形成主动对王.白方胜局已定2
另一种方法白方也可简单取胜.即不走 +"#$而改走 +"

王 #’王 &*.,"王 ()王 &).$"#$.黑方就无法阻止兵升变.
白方胜局已定2

图 )3

虽然位于第!4+4,横线的

兵.其关键格的确定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来看看当兵离升

变格较远的情况下.兵进行升变的

全过程.这对初学者来说是非常有

益的2
下 面 请 看 图 )3所 示.白 方 先

走.着法演示如下5
3"王 (!%(+/ --

在强方王尚未占领兵关键格的情况下.对于双方来说.
6对王7则是争占或控制关键格的典型技术手段2在此局面中.
白 方如走 3"王 #+8则黑方简单应以 3"-王 #$运用 6对
王7手段.即可有效地控制关键格.阻止强方兵升变.谋得

和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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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
("王 $)&’) 王 ’%&*%
)"王 ’)&$+ ##

白方运用对王手段成功地占领了 ’(兵的关键格,
)"## 王 *%&’-
+"王 $+&’+ ##

此时白方不能走+"’).因为在黑方应以+"#王$-之后/
白王无法占领 ’)兵的关键格/结果将是和棋,因此/白方必

须用对王手段进一步逼退黑王/以确保兵的挺进,
+"## 王 ’-&$-
%"王 ’+&*% 王 $-&’0
-" ’(&’) ##

现在白方之所以能进兵 ’(&’)/是因为白方可以确保占

领 ’)兵的关键格,但是此时却不可以走 -"’(&’+.因黑方

可应以 -"#王 ’0&*0/白方将无法占领 ’+兵的关键格/结

果只能是和棋,
-"## 王 ’0&*0
0" ’)&’+ 王 *0&’0
1"王 *%&’% 王 ’0&$0
2"王 ’%&*- 王 $0&’1
!3" ’+&’% 王 ’1&*1
!!" ’%&’- 王 *1&’1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强方为确保兵升变/在争

占关键格的战斗中是如何运用 4对王5这一典型技术手段的,
!(" ’-&’0 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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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王 (’&(%
!)# *’&*+,后 白胜-

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车线 .即 /线01线2兵的情况-由

于车线兵位于棋盘的边线3强方王的活动区域受到限制 .只
能在兵的一侧活动23其关键格的数量则明显减少-

如图 ’4所示3车线兵只有两个关键格5/线兵的关键格

为 6’和6+格31线兵的关键格为7’和7+格-当强方是车线

兵时3只要弱方王能占据兵前进路线上任何一格3均可确保

和棋-举例说明如下3请看图 ’"局面3在这一局面中3黑王

已占据兵前格子3无论谁先走3白方均无法取胜-以白先为

例3着法如下8

图 ’4 图 ’"

!#王 6"&6) 王 /%&6%
4# /4&/) 王 6%&/%
"# /)&/9 王 /%&6’
)#王 6)&69 王 6’&/’
9# /9&/% 王 /’&6+
%#王 69&6% 王 6+&/+
’# /%&/’ 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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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例局的着法演示!不难看出虽然黑王在白方

王和兵的紧逼下被迫进入角格!但是白方却无法把黑王从角

格 "升变格#赶走$其结果只能是和棋$

图 %&

弱方除用王在盘角守和这

一方法之外!尚有另一种可能形成

的守和局面$请看图 %&局面!在此

局面中!如果轮到黑方先走只须简

单应以 ’()王 *+即可取得和棋!
而当轮到白方先走时!白方可以把

王走至,%格阻止黑王进入角格!情
况又会怎样呢-从以下着法演示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方仍

然可以取得和棋$白先着法如下.
’(王 */0,% 王 1+01%
2( ,30,/ 王 1%01+
4(王 ,%0,+ ))

如 2(王 */则 2()王 *+ 和$
4()) 王 1+01%
&( ,/0,% 王 1%01+ 逼和$

那么在怎样的情况下!强方能够取胜呢-请看图%3局面!
如轮到白方先走!着法如下.

’(王 *&0*3 王 5306/
2(王 *30*/ 王 6/07%
4(王 */0*% 王 7%07/
&( ,20,& 王 7/013
3( ,&0,3 王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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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于白方王在保兵的同时占领了 #线兵的关键格&黑方

无法阻止兵升变&白方胜定’

图 ($ 图 (!

如果轮到黑方先走&着法如下)
*"++ 王 ,$%-!
."王 /0%0$ 王 -!%1(
2"王 0$%0! 王 1(%34
/"王 0!%#( 王 34%3(
$" #.%#/ 王 3(%34
!" #/%#$ 王 34%3(
5如 !"王 0!则 !"+王 04和’6
(" #$%#! 王 3(%34
4"王 #(%#4 王 34%3(
7" #!%#( 逼和’

至此&我们基本上掌握了有关兵关键格的计算和运用’最
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具有实战意义的典型例局&以加深对这类

残局的理解’请看图 (!所示局面 5白方先走6&在这一局面

中&运用关键格计算即可迅速8准确地判明其胜和’白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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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占领!"兵的关键格#$%!$%&$其中之一格’即可确保

兵升后取胜(现在我们从局面上来分析’白方王有沿!"兵左

右两侧入侵关键格的行动路线(如果白方王沿兵右侧入侵’不
难看出当白王行进至(&"格时’黑王能及时进入&$格成功地

阻击白王’其结果只能是和棋(而白方王沿兵左侧入侵’其

结果就不同了’因为当白方先走时’黑方已无法阻止白王进

入 #)格’而当白王进入 #)格时’黑王只有及时进入 #*格形

成主动对王’才可以有效地控制 !"兵的关键格’取得和棋(
但实际上黑王已无法及时赶到 #*格’而只能走至 !*格(而

这样一来’白方即可运用对王这一技术手段’争得!"兵的关

键格而确保兵升后取胜(具体取胜着法演示如下+
,-王 &,.!/0 王 1*.2$
/-王 !/.#" 王 2*.&$
"-王 #".#) 王 &$.!*
)-王 #).!) 王 !*.#*
$-王 !).&$ 王 #*.#3
*- !".!) 王 #3.!3
3-王 &$.!$ 王 !3.#3
4-王 !$.&* 王 #3.!4
5- !).!$ 王 !4.#3
,6-王 &*.&3 77

由于马线 8指 !%9线:兵靠近边线’弱方王的活动范围

受到限制’强方应注意形成逼和的可能性(例如+,6-!*;<<
王 #40 ,,-王 &3逼和(或 ,,-!3;王 !4 ,/-王 !*和:

,6-77 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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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
)不能 !!"&’** 逼和+,
!!"(( 王 -.%&.
!/"王 &’%-’ 王 &.%-.
!0" &1%&’ 王 -.%&.
!2" &’%&$ 王 &.%#$
!1"王 -’%-$ 王 #$%#’
!’"&$%&.3后 白方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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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局基本知识

国际象棋对局的全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开局"中局

和残局#每局棋的开始阶段$大约 %&’%(回合$称为开局或

布局#

第一节 开局基本原则

国际象棋是一种摹拟军事作战的游戏$从军事作战的基

本原则来看$胜与败一般来说取决于能否尽快动员兵力$抢

占战略要地$军队各兵种能否协调配合以及司令部的安全保

障))等等#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一般将导致失败#
上述军事作战的基本原则完全可以应用于国际象棋开局

理论中来$即可得出以下具有指导意义的开局基本原则!
%*尽快出动子力+
,*争占中心阵地+
-*出动子力要协调+
.*尽快王车易位+
(*避免毫无计划地重复走动同一棋子#
有关开局的原则$尚可列出数条$但以上几条对初学者

来说是必需给予重视的基本原则#
为此$我们首先来看一例开局基本原则得以充分体现的

实战局面#请看图 //局面$轮到白方先走#从局面上分析$



开局基本结束!实际上是开局阶段的结束与中局战斗的开始"

图 ##

其间是无法划分出准确的分界

线的"这里我们可以依据这样一条

经验"即对局双方只要有一方双车

得以沟通"则可大体判定开局基本

结束!在图 ##局面中"白方子力出

动迅速"配合协调!王车易位已经

完成!更为明显的是白方有效地占

领和控制了中心阵地"这使白方获得了较广阔的活动空间"子
力的性能得以充分发挥!与此相反"由于黑方失去了中心阵

地"而使得子力活动受到限制!下面让我们来看看白方是如

何运用强大的中心优势"充分发挥子力之间的协调配合"给

黑方以沉重打击的!着法如下$
%&后 ’()*+, --

白方这一着法"意图是从直线 .*线/上用后与位于 01)
23大斜线上的白格象形成交叉配合"攻击黑方王翼的薄弱环

节 *#格"威胁下一着走 1&后 *#4!
%& -- 5)5

黑方采用王车易位的着法"转移黑王并加强对*#格的保

护!
1&象 *(678 2#678

虽然黑方进行了王车易位"但由于王翼子力防卫不足"白
方果断弃象进一步削弱黑王的防御阵地!

9&象 :+)’( --
白方后与象的配合由攻击 *#格灵活地转向攻击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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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 车 &’()’
*+后 &,(!" - 王 .’(&’
,+后 !"(!’/

通过对这一典型局面的分析演示0主要目的在于使初学

者对占领或控制中心的重要意义有所认识#而对其中所应用

的攻击技巧0还有待于对本书内容的进一步学习#
下面我们再来看几例由于违反布局基本原则而造成失败

的实战对局#
对局 12过早出动强子而造成失败34

1+ )5()* )"(),
5+后 61(!,7 马 8’(9:
$+象 &1(9* ."(.:;

2如 $+%马 &:77则 *+后<&"/0这种在开局阶段即形

成将杀的情况0完全是由于某一方走出明显的劣着而造成的0
这也是初学者较常见的错误;通过以下着法将不难看出白方

过早出动强子后0只不过是寄希望于对方的失误而已#此种

着法只要对方应着正确0白方将一无所获0甚至弄巧成拙0惨

遭失败#3
*+后 !,(&$ %%
2白方继续威胁后<&"/#3
*+ %% 马 .’(&:;
,+后 &$(8$
2白方继续威胁象<&"-#3
,+ %% 马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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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
(如 !"象)*+,王 -+.+"后 &/ #0之后1白方无法避

免 失子2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黑方 已 无 法 行 使 3王 车 易

位4的权力1但由于白方子力出动缓慢无法对黑王形成攻击1
黑方有足够的时间解决己方王的安全问题1并获得了足以取

胜的子力优势2而白方如走 !"后 5$1则 !"’506+"-5象

*0由于黑方有 7"’马)&8,的威胁1白方仍难逃厄运29
!"’’ 5+%506
+"象 &/)50 马 *!)50
7" -/)50 象 &7%*0
:" 58%5$ 象 *7%#/6
;<"后 &$)#/ 马 5/)&8,
;;"王 -;%-8 马 &8)#/

(白方失后1黑方胜局已定29
通过这一对局的演示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白方之所以

惨败1是由于在子力尚未出动的情况下1强子过早地进行不

成熟的攻击1并由于重复走动同一棋子而明显地影响了子力

出动的速度2
对局 8(王在中路的危险9=

;" -8%-/ -+%-0
8"马 >;%*$ 马 #7%&!
$"象 *;%&/ 马 >7%*!
/" 58%5/ -0)5/
0"马 *$%>0 5+%50

(此时黑方也可选择0"’马-01防守*+格并攻击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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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马 *#’()+

,此时黑方应选择 #$-后 %./.$王 *0马 %)12$后’
(&马’3&14$后’3&5#106$马 *7后 3) 00$后’3)1象

’3)弃兵取势的着法或 #$-马 %)"
.$686 --

,白方利用黑方的错误着法迅速完成王车易位9并使车及

时投入战斗9黑王面临危险!"
.$ -- 象 *28%.
2$马 :)’*.; --

,白方抓住时机果断弃马9迫使黑王暴露!此时如走2$车

%09黑方则可应以 2$-686黑王脱离险境;"
2$ -- 王 %2’*.
4$后 (08*7/ 王 *.8%#

,黑方为保 ()马被迫进入中心危险区域!"
06$马 <0837; (&’37
00$车 *08%0 / 马 3#8%)
0=$象 308*& 象 %.8*#
07$象 *&’%); 象 *#’%)
0&$车 %0’%); 王 %#’%)
0)$车 >08%0 / 王 %)8(&
,如 0)$-王 (#则 0#$后 ()?"
0#$象 3&’() 车 528%2
,如 0#$-后 ()则 0.$后 37?"
0.$后 *78(7 / 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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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
!,#后 -.&-’ ( 王 $’&/*
%0#后 -’+). ( 王 /*&/’
%!#后 ).&$. ( 王 /’&/*
%%#后 $.&/. ( 王 /*&$*
%.#车 1!&$!2

通过这一对局着法的演示3充分体现了出子的速度及王

车易位的重要性4
当你学会了基本行棋规则之后3即可开始进行对局练习4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3在对国际象棋技战术知识尚未较全面

了解的情况下3往往面对棋盘而不知从何着手4对此问题3我

们应该明确对局练习的目的3主要是熟练掌握行棋基本知识

5指各种子力的走法与吃法6以及能较清楚地识别棋盘上纵横

交错的行棋线路3而在开局的具体着法上不必拘泥于教科书

上的繁复变例3受其束缚4而应该根据开局基本原则3以其

为指导思想3灵活地充分表现自己的思维想象能力3这样才

有利于提高分析7判断能力及培养创造性思维4
就其开局而言3究竟从何着手3怎样选择比较合理的着

法3还是有其规律可循的4
不难看出3仅从对局开始的第一回合3双方便各有 %0种

着法可供选择4但若以开局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来分析3则

可供选择的着法3其范围将大大缩小4
对于白方来说3开局的第一着棋8!#1%&1’和 !#-%&

-’挺进中路兵的走法3比较普遍地被棋手所采用3这也是被

公认的最符合棋理的着法4这里需要提示的是3对于初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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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选择 "#$%&$’的着法来进行对局练习!将更有利于对

开局理论的理解(
下面我们以 "#$%&$’为起步来探讨对局双方在开局阶

段是如何根据基本原则进行着法选择的(下面以意大利开局

为例!着法分析演示如下)
"#$%&$’ **

白方第一步棋既为争占中心的战斗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又为王翼子力 +白格象,的出动及尽快王车易位!创造了条

件(
"#** $-&$.

与白方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马 /"&01 **

这是一步积极的着法!既可直接攻击位于 $.格上的黑

兵!又可加强对中心的支持(
%#** 马 23&45

这是黑方最佳的选择!既符合出子争占中心的原则!又

保护了己方 $.兵(
在此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黑方对 $.兵进行保护的其他

着法)%*象 657这着棋虽然起到了保护 $.兵的作用!但却

使位于中路的6-兵无法挺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双方来

说!位于中路$86两条直线的原始位置的兵应设法及时挺进!
一般来说被压住是不好的!而其他直线上的兵!由于子力出

动及王车易位的需要而被压住则是比较正常的现象,(由于

6-兵被压进而影响了黑方白格象的出动以及黑后的活动也

将受到限制!造成黑方子力之间配合不协调(%*后$-7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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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直接阻碍了己方黑格象的出动并使王车易位不 能 顺 利 完

成!违反了开局基本原则!故不可取"#$后 %&’现在我们可

以看到 %(兵被压住并不重要!关键是妨碍了位于 )*的黑马

向中心的调动"在迅速出子这一原则中!尚需补充一点!即

一般情况下在出动子力的顺序上应先出弱子 +指马,象-后

出强子 +指后!车-!因为在开局阶段强子的过早出动!较容

易受到对方弱子的攻击"#.$/&这着棋相对来说要比上述着

法选择较为合理些!但显得有些消极!因其过早地限制了黑

格象在 %*012斜线上进行着法选择的机会"#.$%&’’这是

一着极不好的棋!不仅影响了出子速度!阻碍了子力的协调

配合!而更明显的是由于1#0)*斜线和3405*斜线的敞开!
使得黑方王翼阵地受到严重破坏!王的安全将受到直接威胁"
下面我们看一看白方是如何针对黑方严重违反开局基本原则

而给予致命打击的"见图 (*!着法如下6

图 (* 图 (7

2.马 54 %5
8.后 349 王 5(

如 8$)&垫将!则 8.后 549直线攻击黑王 +将军-!斜

线攻击黑方 3*车!由于黑方必须应将!3*车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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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王 %& ’"象 ()$王 *’
&"后 %!$王 +’ ,"-)$ *!
." +) 象 #&
/0"+*$王 *&

//"后 %&12至此2黑王被将杀3着法精采2一气呵成3
当然2黑方可以在白方走马 #!时应以 4"5后 #&2不接

受弃马2可能这也是黑方最好的防御手段了3情况又会怎样

呢6请看图 &.局面2着法分析如下7
)"马 %4 55

此时2白方不能 )"后 +!$2因为在 )"5*’之后2白

方的马和后均置于对方兵口中2必丢其一3如 !"马 *’则 !"
5后 #)$ 8如 !"5+*6’"后 +,2黑方丢车9’"象 #:8如

’"后 #:则 ’"5后 #: &"象 #: +*9后 *’2黑方得子3
)"55后 #)$!"象 #: -!
’"0;0

现在白方已顺利完成王车易位2而黑方的王仍处于危险

的中路2并且我们还可以看到2开局阶段2位于中心的黑后

看似强大却较容易受到对方弱子的攻击3比如白方走马(4即

可击退黑后并由此争得出子速度3尤其是目前黑王与己后同

处于一条敞开的直线 8#线9上2面对白方下一着车 #/的威

胁2黑方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3
根据对以上黑方几种应着的分析2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7

:"5马 <,;(’是黑方最佳的着法选择2而 :"5-&;-’虽

显消极2但尚可给予考虑3
4"象%/;() 5白方及时出动王翼象进入中心阵地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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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斜线上对黑方王翼的薄弱环节&’格(进行威胁)除

此之外(也可以选择 *+象 ,-(牵制黑方 ./马(从而削弱其

对中心的控制(但这一战略思想对初学者来说(较为复杂(一

时还难于理解和掌握)
目前(从局面上分析(尚有 *+01和 *+马 .*较为合理

的着法选择)
*+2象 &%#.-(此着指导思想与白方相同(此外(黑方

尚可选择 *+2马 &/(迅速出动王翼马并对白方中心兵 3415
进行攻击)这一着法也是很不错的)

1+."#.*(这着棋的目的在于支持 0线兵的挺进(加强

对中心的争夺)并由于06#!1斜线的开通(使得白后更加活

跃)此时(白方除进兵 .*的着法之外(尚有 1+0*71+8#
8以及 1+马 .*符合开局基本原则的着法选择)

1+22 马 $%#&/
-+ 0"#01 4-901
/+ .*901 象 .-#,1:

由于黑方 .-象受到 01兵的攻击(必须采取对策(而 /+
2象 ,1:则是此局面下唯一正确的应着(否则黑方将面临危

险)如选择 /+2象 ,/;则 ’+0-马 4’3’+2马 !-也不好(
因为在 %+象0*之后(白方有 <+,1吃死黑方!-马的威胁5)

%+4-马 417<+0/=./768+40马 &"766+后 ,*马 >67
6"+象 &’:王 &%76*+象 $-(面对白方下一着 61象 4’的威

胁(黑方或失后或被将杀(只好认输)
’+象 .6#0" 22

在此局面中(白方采用 ?垫将@是正确的(除 ’+象 0"

A"’A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外!也可选择 "#马 $%!但不可以走 "#马 &’(!因为这样不

仅妨碍己方象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黑方可应以 "#)马 *+得

兵,
"# )) 象 &+-’(
.#马 &/-’( ’"0’1

现在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象&+3的着法为黑方赢

得了时间!有效地阻止了白方中路兵的挺进!使其无法迅速

组织强大的进攻,
4# *+-’1 马 52-’1
/6#后 ’/0&% 马 $20*"

由于’1马受到攻击!黑方必须进行防卫!但此时黑方不

能走动 ’1马!因为有象 5"3的威胁,
//# 606 606
/(#车 5/0*/ $"0$2

至此开局基本结束!从局面上分析!白方在子力的出动

速度与协调上优于黑方!但由于形成了’+孤兵!这是一种兵

形缺陷!容易受到攻击!就此而言也给黑方带来一定的机会,
因此!双方形成了互有机会的均势局面,

通过上例开局着法的演示!目的是建议初学者在走开局

时!应首先考虑选择局势较简明7中心争夺较为典型的开局

变例,另一种对初学者来说具有很强吸引力的是较能体现迅

速出子原则带有明显弃兵或弃子色彩的开局着法,
下面我们以中心弃兵开局为例!具体着法演示如下8

/# *(0*+ *"0*1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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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白方开始弃兵(如走 !"后)*+则黑方可应以 !"’马#,

攻击白后(赢得出子速度-
!" ’’ *+)#!

较好的选择是 !"’*.进行有力的中心反击(在 +"/*马

0,1."象 2.3象 *41,"象 #+ #,4"马)#!象 *,之后(形

成均势局面-
+"象 05%#+ #!)2$
."象 #5)2$ ’’

白方以牺牲两兵为代价(明显赢得了出子速度-
."’’ 象 06%2+3
,"马 25%*$ 后 *6%7.
4"马 75%0!& 后 7.)7$
6"车 85%75 象 2+)*$3
9"王 /5%/$& 后 7$%8!
5:"后 *5)*$ ’’

白方针对黑后的孤军深入(继续采用弃兵手段加快出子

速度(充分动员子力形成强大攻势-
5:"’’ 马 76%0,
55"象 #+)04 王 /6%*6

此时(黑方不能 55"’王 04(因白方可走 5$"马 7.3抽

吃黑后-而 55"’王 06白方则可应以 5$"后 7.(黑方无法

抵挡白方的强悍攻势-
5$"车 75)74 马 0,)/+
5!"后 *$%7.3& 马 /+)7.

;+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象 $%&’() 白胜*

第二节 基础开局简介

在我们对怎样走好开 局 的 方 法 和 原 则 基 本 有 所 了 解 之

后+适当熟悉和掌握一些具体的开局变例对指导开局的进行

还是有必要的*
有关国际象棋的开局+人们习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在

!#-%&-".-/&-0的着法之后称为开放性布局1而黑方用除

!#2-/&-0之外的其他方式来应付白方 !#-%&-"的着法+
如 !#23/&30或 !#2-/&-(等等+称之为半开放性布局1
当白方用除!#-%&-"之外的任何着法起步的开局+称之为封

闭性布局*如 !#4%&4"或 !#马 5!&’6等等*

图 78

下面我们以开放性布局为

主推荐几种较适合初学阶段选用的

开局变例供参考*有关半开放性及

封闭性布局仅作简单介绍*

!#开放性布局

9!:意大利开局

这 是一种古老的开局+流行于 !;世纪+于近代比赛中较

少采用+这是因为黑方能够比较成功地进行防御*但通过教

学实践证明+由于这种开局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开局基本原则+
尤其是争占中心的思想+并且局势简明+对于初学者来说以

此种开局作为起步练习较易理解布局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

<0/<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上更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和掌握难度较大的布局!
"# $%&$’ $(&$)
%#马 *"&+, 马 -.&/0
,#象 +"&/’ 象 +.&/)
1如图 .23

变例 "4
’# /%&/, 马 *.&+0
)# 5%&5’ $)65’
0# /,65’ 象 /)&-’7
(#象 /"&5% 象 -’65%7
.#马 -"65% 5(&5)
8# $’65) 马 +065)
"2#后 5"&-, 马 /0&$(
""# 2&2 2&2 机会均等!

变例 %4
’# /%&/, 马 *.&+0
)# 5%&5’ $)65’
0# /,65’ 象 /)&-’7
(#马 -"&/, 马 +06$’
.# 2&2 象 -’6/,
8# 5’&5) 象 /,&+0
"2#车 +"&$" 马 /0&$(
""#车 $"6$’ 5(&50
"%#象 /"&*) 象 +06*)
",#马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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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象 +,-.%
!%#车 /"&/( 后 0,&/(
!1#马 ’(&., 车 2,&.,均势3

变例 45
"# +6-+4 后 0,-/(
%# 06-0" 象 +%-71
1# 8-8 马 $,-.1
(#车 .!-/! 0(-01
,# ’6-’4 8-8
9# 26-2" 2(-21 均势3

变例 "5
"# 06-04 马 $,-.1
%# +6-+4 0(-01
1# 8-8 8-8
(#象 +"-74 2(-21
,#车 .!-/! 象 +%-2(
9#马 7!-06 ’(-’1
!8#马 06-.! 象 +,-/1
!!#马 .!-$4 车 .,-/, 均势3

变例 %5
"# 8-8 马 $,-.1
%# 06-0" 象 +%&0"
1#马 .4&0" 马 +1&0"
(#象 +!-$% 0(-01
,# .6-." 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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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马 ,*-(. 象 /0-&)
**" /.-/1 象 &)-/$ 均势

2.3双马防御

图 0*

这种开 局 大 约 于 *)世 纪

形成4至今深受棋手们的喜爱4其

攻守变化多端4是开放性布局中较

为尖锐的一种开局5
*" &.-&$ &6-&’
."马 7*-#1 马 ,0-/)
1"象 #*-/$ 马 70-#)

2如图 0*3
变例 *8

$" 马 #1-7’ (6-(’
’" &$%(’ 马 /)-9’
)"象 /$-,’ :/6-/)
6" (’%/) ,6%/)
0"象 ,’-&. ;6-;)
!"马 7’-#1 &’-&$
*+"马 #1-&’ 象 #0-()
**" #.-#$ &$%#1
*."马 &’%#1 +-+ 均势5

变例 .8
$" (.-($ &’%($
’" +-+ 马 #)%&$

<06<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
("象 *+,’) 后 ’-,’)
-"马 .$%*/ 后 ’)%0)
1"马 */,&+ 象 *-%&!
$2"马 &+%3) 2%2%2
$$"马 3),&! #(,&!
$4"车 &$,&! 均势5

变例 /6
+" ’4%’+ &),’+
)" &+%&) ’(%’)
!"象 *+%.) 马 #!%&+
("马 #/,’+ 象 *-%’(
-"象 .),*! .(,*!
1" 2%2 象 #-%*) 均势5

变例 +6
+" ’4%’+ &),’+
)"马 #/%3) ’(%’)
!" &+,’) 后 ’-%&(7
("王 &$%#$ 马 *!%&)
-"后 ’$,’+ 马 &),*+
1"后 ’+,*+ 8(%8!
$2"马 3)%#/ 后 &(%*)
$$"后 *+,*) 象 #-,*)
$4" *4%*+ 象 *-%’(

黑方弃兵获得局面优势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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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苏格兰开局

这一古老的开局最早被苏格兰

棋手成功运用&因此命名’
() *"+*, *-+*.
")马 /(+0$ 马 1!+23
$) 4"+4, *.54,

#如图 !"%
变例 (6

,)象 0(+2, 象 0!+2.
.) 2"+2$ 4,+4$
3) 1"+1, 象 2.+13
-)后 4(+1$ 后 4!+03
!) 7+7 4-+43
8) 9"+9, 9-+93
(7) 9,+9. 象 13+9- 机会均等’

变例 "6
,) 2"+2$ 4,52$
.)象 0(+2, 4-+43
3)马 1(+2$ 马 /!+03
-)后 4(+1$ 后 4!+4-
!)马 0$+/. 马 23+*.
8)象 2,+1. 2-+23
(7) 0"+0, 马 *.+/,
(() :"+:$ 2351.
(") :$5/, 局势不明’

;7!;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图 !"

#$%俄罗斯开局

这 一 开 局 也 称 为 彼 得 洛 夫 防

御&创始人是’(世纪的俄罗斯棋手

彼得洛夫&因此而命名)
’* +,-+$ +.-+/
,*马 0’-1" 马 0!-12
#如图 !"%

变例 ’3
"*马 1"4+/ 5.-52
$*马 +/-1" 马 124+$
/*后 5’-+, 后 5!-+.
2* 5,-5" 马 +$-12
.*象 6’-0/ 马 7!-5.
!*马 7’-6" 后 +.4+,
(*象 1’4+, 8.-82
’9*象 0/-1$ 0.-02
’’* 9-9-9 象 1!-0. 均势)

变例 ,3
"* 5,-5$ +/45$
$* +$-+/ 马 12-+$
/*后 5’45$ 5.-5/
2* +/452 马 +$452
.*象 6’-0/ 马 7!-62
!*后 5$-+" 象 1!-+.
(*马 7’-6"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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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象 %&$’( 机会均等)

图 &(

*#半开放性布局

+!,西西里防御 +!#-*$-(
%.$%/,

这一防御为半开放性开局中最

流行的着法0其变化多样0局势尖

锐复杂0深受棋手喜爱)
+!,中心弃兵变例

!# -*$-( %.$%/
*# 1*$1( %/21(
3# %*$%3
+如图 &(,
3# 44 1(2%3
(#马 5!2%3 马 5&$%6
/#马 ’!$73 1.$16
6#象 7!$%( -.$-6
.# "$" 象 7&$-.
&#后 1!$-* 8.$86
9#车 7!$1! 后 1&$%.
!"#象 %!$7( 马 ’&$76
!!#车 8!$%! "$"
!*#象 %($53 后 %.$5&
!3# :*$:3 马 %6$-/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马 $%&’" 象 ()&’*
!+#象 $"&,% 马 -+&(.
!.#马 ’"/(. 0*/(.

白方弃兵获得主动权1
234龙式变例 2南斯拉夫进攻4

!# -3&-" (*&(+
3#马 ,!&$% ’*&’.
%# ’3&’" (+/’"
"#马 $%/’" 马 ,)&$.
+#马 0!&(% ,*&,.
.#象 (!&-% 象 $)&,*
*# $3&$% 5&5
)#后 ’!&’3 马 0)&(.
6#象 $!&(" 2如图 )+4

图 )+

以下有三种变化7
2!468马/’"9!5#象/’"象

-.9!!#象0%后:+9!3#5&5&50+9
!%#王0!0"9!"#马’+象/’+9!+#
-’后 0+9!.#车 ;-!:+9!*#后 -39
后/-39!)#车/-39白优1

2346#8马 ’*9!5#5&5&5
马 0.9!!#象 0%马 :+9!3#后 ’%象 ’*9!%#;"车 :()9

!"#;+马 ("9!+#;, ;,9!.#象 ;.-.!*#$"<白方获得明

显优势1
2%46#8:+9!5#;"马 -+9!!#象 -3’+9!3#$"<局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面复杂!

图 "#

$%封闭性开局

后翼弃兵 &’%() (*+%,)-
变例 ’.&拒吃弃兵-
’% (+/() (0/(*
+% ,+/,)&如图 "#-10/1#

$%马 2’/,$ 马 3"/4#
)%象 2’/3* 象 4"/10
*% 1+/1$ 50/5#
#%象 3*/5) 20/2#
0%马 3’/4$ 6/6
"% ,)7(* 马 4#7(*
8%象 5)710 后 ("710
’6%马 ,$7(* 1#7(*
’’%车 9’/,’ 象 ,"/1#
’+%后 (’/9) ,0/,*
’$%后 9)/9$ 车 4"/,"
’)%象 4’/1+ 均势!

变例 +.&接受弃兵-
’% (+/() (0/(*
+% ,+/,) (*7,)
$%马 3’/4$ 马 3"/4#
)% 1+/1$ 象 ,"/3)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象 #$%&’ ()*(+
+" ,-*,. 象 /’*,!
)"马 0$*&. 1)*1+
2"象 &’*(- &)*&!
3" 4*4 马 02*&+
$4"马 #.*(! 象 ,!%(-
$$"马 (!%&+ 象 (-%5$
$-"马 &+%52 车 12%52
$."车 #$%5$ &!%5’
$’" (.%5’ 象 #2*()
$!"象 &$*(. 4*4 均势6

第三节 对局示范

为了加强对开局具体变例的学习和运用7下面向大家演

示一些精采的实战对局7以提高初学者的兴趣并从中得以借

鉴6

第一局 意大利开局

$" (-*(’ ()*(!
-"马 /$*#. 马 02*&+
."象 #$*&’ 象 #2*&!
’" &-*&. 马 /2*#+
!" 5-*5’ (!%5’
+" &.%5’ 象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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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马 ()*+,
-" .%. 马 +,*&’
/" #0*&’ 象 #,*&’

此时对黑方来说较好的着法是 /"1234$."&# 2&5$$"
车 +$6马 +!5$0"后 +0象 +)5$’"象 73后 2!5$,"象 +!
王 +!5$3"后 &0 ()45$)"后 &,王 (!8

$."后 2$%#’4 象 &’*9$
$$"象 &,*(! 6 王 +-%(-
$0"象 &$%73 马 &)%+!
$’"马 (’%+34 象 9$*2,

如 $’"12)则 $,"象 7) :7;$3"后 (!<
$,"象 (!%7)4 2!%23
$3"后 #’%(’ 象 &-%(3
$)"象 7)*(3 象 2,*+3
$!"象 (3%+) 64象 +3%()
$-"象 73*() 7!*()
$/"后 (’*() 王 (-%+-
0."后 ()%(!<

第二局 意大利开局

$" +0%+, +!%+3
0"马 7$%(’ 马 #-%&)
’"象 ($%&, 象 (-%&3
," &0%&’ 象 &3%#)
3" 20%2, 后 2-%+!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马 %&$’!
("车 ’)$*) +($+!
&" ,-$,. ,($,!
/" 0-$01 #$#
)#"象 2)$%3 44

白方较好的走法是 )#"象 *15
)#" 44 0($0!
))"象 %3$*1 后 *($+&66

此着妙手退后即摆脱了黑后与白车在同一直线7*线8的

不利位置9又随时准备支持 +线黑兵 7+!兵8的挺进9积极

展开中心战斗5例如:)-"马 ;+-马 *.<)1"马 *.+3或 )-"
4*+<)1"2++35

)-"象 2.$+1 车 ’&$*&
)1"马 ;)$+- 象 ;!$,(6

因白方有 )."马 2.的威胁5
)."后 +)$2- *3=+.
)3"马 ’1=+. 马 2!$*3
)!"象 +1$’) +!$+36
)("车 ,)$+) 44

如 )("’.马 %!)&"*3马 03黑方得兵5
)(" 44 2($23
)&"马 +.$;1 后 +&$2(
)/"象 *1$’. 马 *3$’1>
-#"马 +-=’1 后 2(=’.
-)" *.=+36 4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这里较好的选择是 !"#$%象&%’!!#后(!后(!’!)#车

(!马 $*’!*#车 !("+!*#车 (%,象 $-.车 /(0
!"# 11 象 203&%
!!#象 &"3() 11

如 !!#后 (!则 !!#1后 /*4!)#马 2"象 2!4!*#车 $0
5车 $04!%#车 $"马 $*4!-#后 &*2*4!6#马 (*4象 (*!0#
2(后 7*8黑方优势9

!!# 11 象 &%:;)
!)# <!:;) 后 &*:&)
!*#车 $":$05 车 /0:$0
!%#象 ()3&" 车 $03$%
!-# 2)3$* 车 $%3<%5
!6#王 <"3;! 马 &-3<*5
!0# ;):<* 车 <%:<* 黑胜9

第三局 双马防御

"# $!3$* $63$%
!#马 <"3&) 马 7032-
)#象 &"32* 马 <03&-
*# (!3(* $%:(*
%#马 &)3<% 11

正确的着法是 %#=3=
%# 11 (63(%

较有力的着法是 %#1马 $%’可使黑方获取均势9
-# $*:(%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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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象 %&$’!
&"马 ()*%!+ 王 ’&*%!
,"后 -.$%/0 王 %!$’1
.#"马 2.$3/+ -4*3/
.."车 %.$’.0 马 31$’)
.5"象 3.$%4+ 象 ’!$%1
./"象 %4*’) 象 %1*’)
.4"车 ’.*’)0+ 王 ’1*’)
.)"车 6.$’.0 王 ’)$-4
如 .)"7王 -1则 .1"后 -)8
.1"象 34*-) 车 9&$’&
如 .1"7后 -)则 .!"后 3/8
.!"后 %/$-/0 王 -4$3)
.&" 25$240+王 3)*24
.,"后 -/$-40 王 24$6)
5#"后 -4$3/0 王 6)$64
5."后 3/$2/0 王 64$6)
55"后 2/$6/0 王 6)$2)
5/"车 ’.$2.

第四局 双马防御

." ’5$’4 ’!$’)
5"马 (.$%/ 马 2&$31
/"象 %.$34 马 (&$%1
4"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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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 ’(%&!)
("马 *!%’+, 王 #-%’+
+"后 &./’01 王 ’+/#(
-"马 2./30 马 3(/#+

如 -"4马 2$则 5后 #03(6.7"80马 8(6.."&$9黑方

难以防守:
5" &;/&$, 3+/3(
.7"象 3./*! <+/<(
.."象 *!%#+ 象 ’-%#+
.;" 7/7/7 车 <-/’-
.0"后 ’0/#$ 车 ’-%’;
.$" &$%#!, 象 #+/*!1
.!"王 3./2. 车 ’;/&;
.(" <;/<$, 车 &;%&.1
.+"车 <.%&. 象 *!%<$
.-"马 30%&! 3(%&!
.5"车 &.%&! 后 &-/*!
;7"车 &!/&(11王 #(/#+
;."车 &(/*( 白胜:

第五局 俄罗斯防御

." #;/#$ #+/#!
;"马 *./’0 马 *-/’(
0"马 2./30 象 ’-/2$
$"马 ’0%#!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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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象 *+,-&.
’" *$,-& 车 /0%10
0" /$%/+ #!,1+
2" #&%#+ 马 /(%#!
34" -&%-+ 马 #!%1’
33"象 /3%1$ 马 1’%/!
3$" -$%-& 后 #0%5+.
3&"王 13%/3 1+%1&6
3+"后 #3%13 后 5+,/+.
3!"王 /3%73 马 /!,#+6
3(" -&,#+ 后 /+,#+
3’"车 )3%*3 后 #+,1!
30"象 -3%*$ 后 1!%/!
32"车 *3%#3 马 *0%-(
$4"车 #3%#! 后 /!%-$
$3"象 *$%)3 象 -0%/!
$$"象 1$%#3 后 -$%*3 黑胜8

第六局 俄罗斯防御

3" 1$%1+ 1’%1!
$"马 73%/& 马 70%/(
&"马 /&,1! #’%#(
+"马 1!%/& 马 /(,1+
!"马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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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象 ()%&*
*"马 +,-&. #/-&.
)"后 &’-&. 0%0
1"象 ($%+. 象 &*%#!
$0" 0%0 车 ()%&)
$$"后 &.%#, 马 2)%+!
$’" 2’%2, 后 #)%(!
$,"象 +$%2’3 后 (!-2’
$."马 (,%4/ 象 +)%&!

如 $."54!则 $/"象 (*6王 4*7$/"5()8$!"象 &)
王 &)8$*"车 9&$6:$!"象 &)后 &/8$*"后 +,马 #.8$)"
(.3

$/"象 +.-&! (*-&!
$!"后 #,-;*6 王 4)%()
$*"车 9$%&$ 后 2’%(!
$)"后 ;*%;/ 王 ()%4)
$1"车 &$%&, 象 #!%(.
’0"后 ;/%;*6 王 4)%()
’$"后 ;*%;)6 王 ()%&*
’’"车 &,-&!6 后 (!-&!
’,"后 ;)-4*6 王 &*%#!
’."马 4/-&! 车 &)-&!
’/" #’%#. 车 9)%&)
’!" +’%+. 车 &)%&*
’*"后 4*%() 车 &!%&.

<’1<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 车 ()*+)
!,# -)%-&.

第七局 苏格兰开局

/# (!%() (0%(&
!#马 1/%$2 马 3"%-4
2# +!%+) (&*+)
)#马 $2*+) 马 1"%$4
&#马 +)*-4 30*-4
4#象 $/%+2 +0%+&
0# ()*+& -4*+&
"# 5%5 象 $"%(0
,#马 3/%-2 5%5
/5#象 -/%1& -0%-4
//#后 +/%$2 马 $4%1)
/!#象 1&*(0 后 +"*(0
/2#车 6/%(/ 后 (0%+4
/)#后 $2%12’ 后 +4%$4
/&# 7!%72 马 1)%74
/4#车 (/%(& 10%14

较可靠的着法是 /4#8象 +09/0#车 $(/车 6-"9/"#车

("车 ("9/,#车 (":象 ("9!5#后 3"后 (0;
/0# $!%$) 象 -"%$&
/"#马 -2%(! 车 $"%("<

应走 /"#8象 +29/,#-+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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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车 ’)*’+
,-# ./*’+ 后 .0&1/
,!#马 ’,&2/ 象 .+*2%
,,#车 .!&./ 后 1/&’3
,%# 4,*2% 车 5)&4)
,/#车 ./&.0 40&4+
,+#马 2/&40 后 ’3&’)
,0# ’+&’0( 马 10&.+(
,3# ’0*.36( 77

如 ,3#车 .+则 ,3#7.’((,)#车 ’+车 408,"#车 2+
后 ’39黑方有一定的和棋机会:

,3# 77 后 ’)*.3
,)#车 .0*.+( $0*.+
,"#马 40&’3 6 王 $)&.)
%-#马 ’3&4) 黑方认输:

第八局 苏格兰开局

!# ’,&’/ ’3&’+
,#马 $!&.% 马 ;)&40
%# 2,&2/ ’+*2/
/#马 .%*2/ 马 $)&.0
+#马 ;!&4% 象 .)&;/
0#马 2/*40 ;3*40
3#象 .!&2% 23&2+
)# ’/*2+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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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象 &%$’( 象 &)$*+
%%"后 ,%$-. 象 /0$*1
%2"车 -%$*% 31$3+
%."象 ’(43+5 ’143+
%0"车 *%4*+5 -14*+
%("后 -.$’. 6 王 ’)$3)
不能 %("7王 -%1因 %+"后 ’+8
%+"后 ’.$’+ 后 ,)$*)
%1"后 ’+43+ 6王 3)$’)
%)"后 3+$’( 6王 ’)$3)
%!"后 ’($3+ 6长将和9

第九局 西西里防御 :龙式;

%" *2$*0 &1$&(
2"马 ’%$-. ,1$,+
." ,2$,0 &(4,0
0"马 -.4,0 马 ’)$-+
("马 /%$&. ’1$’+
+"象 &%$*. 象 -)$’1
1" -2$-. 马 /)$&+
)"后 ,%$,2 #$#
!"象 -%$&0 象 &)$,1
%#" 32$30 车 <)$&)
%%"象 &0$/. 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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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马 &’%()
!*#象 +*,() 车 (-,()
!)# .)%.’ 马 /0,.’
!’# 1"%1) 马 .’%/0
!0#马 2)%&"3 44

如 !0#象.0马,&)5!6#后&*车,(*5!-#+(马/07局

势复杂7互有机会8
!0# 44 后 2-%9’
!6#象 &*%.0 象 16,.0
!-#后 2",.0 车 /-%(-
!:#车 2!%2*3 44

如 !:#1’马 .’5"$#马 1*车,(*7黑方可进行有力的

反击8
!:#44 车 ()%(’;

应走 !:#4后 2-5"$#&’2&5"!#1’马 .’5""#马 1*
后 /-5"*#后,/-王,/-5")#马,.’象 /’5"’#马 1*象,
2*5"0#(2车 /)7机会均等8

"$# 1)%1’33 车 (’,1’
"!#车 2*%2’3 车 1’,2’
""#马 (*,2’ 车 (-%&-
"*#马 &",/) 象 26%(0
")# &)%&’33 象 (0,2’
"’# &’,/0 &6,/0
"0#后 .0,.6 王 1-%/-
"6#后 .6%.- 王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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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 后 )(&’(
!*#车 +,-., / 王 .0-’0
12#后 +"&." / 黑方认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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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基本战术

在国际象棋对局过程中!运用强制性手段来实现预期目

的的着法称之为战术"对局中可出现的战术技巧多种多样!内
容极其丰富"尤其是在实战中经常是几种战术的巧妙配合!综
合运用所形成的战术组合更是妙着连珠!引人入胜"

实施战术的目的是为了有效杀伤对方的战斗子力!获取

物质优势 #指得子$或杀王!以及在劣势情况下谋取均势或

和棋"
下面向大家介绍几种在实战中较常见的典型战术手段"

第一节 双重攻击

双重攻击是实战中最常用的战术手段之一!它可以多种

形式表现"

%&捉 双

以一个棋子同时攻击对方除王以外的两个棋子!称之为

捉双"这在一般情况下可以获取子力优势"
请看例局 #%’($所示为各种子力进行捉双的情况)
例局 %着法如下)后 *+,黑方车-象两个棋子同时受到

白后的攻击!必丢其一"
例局 .着法如下)%&车 /0,白方车在 12象的支持下侵



入第 !横线"黑方由于后和马同时被捉"无法避免失子#

例局 $ 例局 %
用后捉双 &白先’ 用车捉双 &白先’

例局 (着法如下)$*+象 ,(-黑方象在 ,.车的支持下

进入,(格"同时攻击白方车和后两个棋子"白方无法避免失

子#
例局 /着法如下)$*马 01-黑方后和车同时受到白方马

的攻击"必失其一#
例局 2着法如下)$*,/-黑方车和马同时受到白方兵的

攻击"必失其一#

例局 ( 例局 /
用象捉双 &黑先’ 用马捉双 &白先’

例局 1着法如下)$*王 31"黑方马和象同时受到白方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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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攻击!必失其一"

#$抽 将

例局 % 例局 &
用兵捉双 ’白先( 用王捉双 ’白先(

用一个棋子同时攻击对方的王和另一个棋子!由于被将

军一方必须应将!无法顾及另一个棋子!必然造成子力损失"
因此抽将是双重攻击中一种很厉害的战术手段"

请看例局 ’)*++(所示为各种子力进行抽将的情况,
例局 )着法如下,
+$后 -./象 0)1#$后23.利用将军抽吃黑马"
例局 4着法如下,
+$车 3)/王 541#$车20)!抽吃黑马"
例局 6着法如下,+$象 3./王 7&1#$象2-4!将军抽

车"
例局 +8着法如下,+$马 3&/王 541#$马204!将军抽

后"
例局 ++着法如下,+$9%/ 王 9&1#$95将军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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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杀带捉

用一个棋子攻击对方某一个棋子的同时#又威胁杀王#称
为叫杀带捉$因对方为了解杀而不得不放弃被捉的棋子#蒙

受子力损失$

例局 % 例局 &
用后抽将 ’白先( 用车抽将 ’白先(

例局 ) 例局 *+
用象抽将 ’白先( 用马抽将 ’白先(

请看例局 *,-*!所示为叫杀带捉的情况.
例局 *,’白先(着法如下.*"后 /01威胁 ,"后 2&3或

,"后420#黑方为解杀#无法避免失子$
例局 *!’白先(着法如下.*"后 /!1威胁 ,"后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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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后#$%&黑方为解杀&无法避免失子’

例局 (( 例局 (!
用兵抽将 )白先*

例局 (+ 例局 (,

,"闪 击

用两个棋子同时攻击对方两个目标&即一方两个棋子与

对方一个棋子或要害格子位于同一线路时可使前面的棋子离

开该线去攻击对方某一个棋子或王&而露出后面棋子 )指后-
车或象这类远射程棋子*&攻击对方在该线上的棋子或要害格

子&称为闪击’
请看例局 (,.(/所示为闪击的情况0
例局 (,)黑先*所示局面中&黑方 1/象和 2%兵与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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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于同一线路 #$%&’(斜线)上*此时黑方可走 (+,
-.使 象 前 面 的 棋 子 兵 离 开 斜 线 去 攻 击 白 方 位 于 /0格 上 的

车*而露出后面的棋子象*攻击白方在斜线上位于!"格的车*
形成闪击*白方无法避免子力损失1

例局 (2#白先)所示局面中*白方 -0后和 /.车与黑方

’3格 #要害格)位于同一斜线 #4(&’3)*此时白方可走 (+
车 -.*使前面的棋子车离开斜线去攻击黑方位于 -%格上的

后*而露出后面的棋子 #后)威胁进入 ’3格 #要害格)将杀

黑王1黑方面临被将杀或失后的双重威胁*败局已定1
例局 (5#黑先)所示局面中*黑方 /5后和 45象与白方

$5后位于同一横线*此时黑方可走 (+,象 -.6*白方必须

应将*无论应以 "+7-或 "+车8-.*黑方都能吃白后而获得

明显的子力优势1

例局 (2 例局 (5

2+闪 将

用两个棋子同时攻击对方的王和另一个目标1即一方两

个棋子与对方的王位于同一线路上时*可使前面的棋子离开

该线去攻击对方另一目标*而露出后面的棋子进行将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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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闪将!
请看例局 "#$"%所示为闪将的情况&

例局 "# 例局 "%

例局 "#’白先()由于白方车和象与黑方的王位于同一线

路 ’第 *横线()此时白方可走 "+象 ,#攻击黑方的后)而露

出后面的棋子车进行将军)黑方必须应将而无法避免失后!
例局 "%’黑先()由于黑方车和象与白方的王位于同一线

路 ’-线(上)此时黑方可走 "+.象/01吃掉白方象并攻击

白后)而露出后面的棋子车进行将军)白方必须应将)而无

法避免子力损失!

1+双 将

双将是闪将战术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方用两个棋子同

时攻击对方的王)一般王被将军时有选择垫将2避将或吃子

解将三种应将方法的可能!而双将时被将军的一方只有避将

一种应将方法)因此双将是很厉害的战术手段)经常造成对

王的致命打击!
请看例局 "3$**’白先(&
例局 "3+着法如下&"+象 4155 ’白方车和象同时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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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王!形成双将"王 #$ %&车 #’( 白胜)
例局 %*!着法如下+,马 -.// 0白方车和马同时照将

黑王!形成双将"王 1’ %&车 2’()白胜)

例局 ,3 例局 %*

例局 %, 例局 %%

例局 %,!着法如下+,&象45// 王1’ %&车2’(
白胜)

例局 %%!着法如下+,&车 1$//王 #’ %&车 #$(
白胜)

第二节 牵制战术

一方的某个棋子受到对方远射程棋子0指车6象或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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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由于受攻击的棋子后面有价值更大或没有保护的棋子

处于同一线路 "直线#横线或斜线$上!使得受攻击的棋子

不能行动或难以行动!称为被牵制%其中包括全牵制#半牵

制#暗牵制三种类型!现分别介绍如下%

&’全牵制

如果被牵制的棋子后面是王!这就使被牵制的棋子完全

不能行动!称为全牵制%
请看例局 ()*(+所示,

例局 () 例局 (+

例局 ()"白先$!在这一局面中由于黑方 -.马受到白方

/0象的进攻!而在同一斜线上受攻棋子 "-.马$的后面是王!
这样就形成了全牵制%此时位于-.格上的黑马则完全失去了

行动自由!无法起到保护位于 1+格黑后的作用!现在不难看

出白方只须简单地走&’后21+即可得后!获取足以取胜的子

力优势%
例局 (+"白先$!在这一局面中!白方在中路1线上形成

全牵制!此时白方走 &’后230即可得后!获取足以致胜的

子力优势%

4.5&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半牵制

如果被牵制的棋子后面是除王以外的其他棋子#称为半

牵制$由于被牵制的棋子仍有行动自由#进行牵制一方需注

例局 !%
例局 !&
意被牵制一方有运用闪击战术进行反击的可能性$
请看例局 !’(!)所示*例局 !’+黑先,局面中#黑方位

于 -&格的象在./01’斜线上牵制着白方2%马#被牵制的棋

子 +2%马,后面不是王#而是后 +除王以外的其他棋子,$国

际象棋行棋规则中已明确规定王是唯一不允许兑换+送吃,的
棋子#而其他子力是允许的$此时 2%马虽被牵制#但仍有行

动自由#不过除非2%马的走动能给对方造成更大的或等价的

威胁#否则将造成子力损失$由于现在白方 2%马无论怎样走

动均无法对黑方产生威胁#因此黑方只须简单地走/"3&白方

即无法摆脱 2%马被吃的厄运$

例局 !’ 例局 !)

例局 !)局面中 +白先,#白方后与黑方马和后在同一横

线 +第 !横线,上形成半牵制#此时白方走 /"马 2&即可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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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子力优势!但是白方如错误选择 "#车 $"%攻击黑方 $&马

的话’则由于白方后失去了保护’黑方可采用闪击战术手段

进行有力的反击!着法如下("#)马 *+,&#-*.或 &#后 *+
车 *+/+#-*后 0+1后 2&黑方获得子力优势!

+#暗牵制

如果被牵制的棋子后面不是王或其他棋子’而是一个要

害格子’称为暗牵制!
请看例局 &34&5所示(例局 &3.白先1局面中’在678

25斜线上’白方 09象与黑方 :;马和 25格 .要害格1形成暗

牵制!此时黑方 :;马不能离开’否则白方 2"车将入侵 25格

在己方09象的配合下将杀黑王!如此看来’黑方位于$7格的

马便失去了保护!白方可走 "#后<$7’即获得子力优势!

例局 &3 例局 &5

例局 &5.白先1局面中’在 2线上白方 2"车与黑方 2;
象和 25格 .要害格1形成暗牵制!此时黑方 2;象不能离开’
否则白方 2"车将侵入 25格在己方 *;马的配合下将杀黑方

王!由此不难看出黑方位于*9格的马已得不到2;象的保护’
白方走 "#象<*9即获得子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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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引入战术

采取弃子或子力交换手段!按一定的意图把对方棋子诱

入某一格子!称为引入"在实战中经常与其他战术!如双重

攻击#牵制$$等结合运用!为形成某种战术打击创造条件!
有时也可直接构成杀王"

请看例局 %&’()所示*

例局 %& 例局 (+

例局 ()

例局 %&,白先-局面中!
白方通过 ).车 /012王3/0这

一弃车的手段把黑王引入 /0格!
意 图 是 在 4%5/0斜 线 形 成 白 方

6(象 对 黑 方 78马 和 /0王 的 全

牵制!使黑方位于69格的后失去

保护!白方得后胜定"
例局 (+,黑先-局面中!黑方通过 ).$后 /)12%.王

/)这一弃后手段把白王引入 /)格!为实施抽将战术创造条

件"经过 %.$马3:%1(.王 ;%马3<)之后!黑方获得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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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胜的子力优势!
例局 "#$黑先%局面中&从表面上看&黑方似乎无法应

付白方下一着走后’()’*+将杀的威胁!但是黑方此时可巧

妙地采取弃子引入这一战术手段&通过对白方王进行连续攻

击而首先置白王于死地!着法如下,#-.后 /#&0-王)/#
象 1"2&"-王 ’#车 3#+&黑胜!

第四节 引离战术

采取弃子或子力交换手段强制性地使对方某个棋子离开

其重要的防御位置&称为引离!这种战术与引入战术相似&经

常与威胁杀王或得子相结合并为其创造条件!
请看例局 "04""所示,
例局 "0$白先%中&白方通过 #-车)’*5王)’*引离

黑王&使黑后失去保护!0-后)6*&白方得后胜局已定!

例局 "0 例局 ""

例局 ""$白先%&此局面中黑方王处境危险&如果白方能

进兵’07’"&即可将杀黑王!但此兵现在被黑方60车在横线

上完全牵制&无法挺进!在此情况下&白方巧妙地运用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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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强制性地引离 "#黑车而取胜$着法如下%&’后 "&()
车*"& #’+,-!白胜$

第五节 堵截战术

用己方一个棋子进入对方远射程棋子的线路上!阻止该

子!保护其他棋子或要害格子!称为堵截或截断$它常与其

他战术如引入.引离//等结合运用$
请看例局 ,01,2所示%

例局 ,0 例局 ,2

例局 ,03白先4!在此局面中!白方如能成功地用车或后

进入底线即可将杀黑方王!但是现在由于黑方底线有56车防

御而暂时不能实现$如果现在走 &’后*57车*57运用引离

手段把黑车调离底线!则黑方尚有 58象防守 96格!白方车

仍无法入底线成杀$那么白方的后是否有可能进入底线呢:让
我 们来看看如下着法%&’车 96()象*963如 &’/车*96
则 #’后*57引离战术成功!白方获 得 足 以 致 胜 的 子 力 优

势4之后!由于黑方象被引入到 96格而使得黑车线路受阻!
无法防御白方后入侵底线之 "6格!#’后 "6-!白方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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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堵截战术!黑王被将杀"
例局 #$%黑先&!在这一局面中!黑方位于 ’#格的兵如

能升变为后!即可取得足以致胜的子力优势"那么黑方能否

实现这一目的呢(让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黑方立即进兵的着

法)*+,’-!-+象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白方车在底线有

效地阻止了黑方 ’线兵的升变!并且黑方在 ./兵被吃之后!
’-兵也即将被消灭"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黑方

’#兵的升变!将取决于白方0*车能否有效地控制’#兵的升

变格 %’*格&"
上面黑方立即进兵的着法使白方车在底线有效地阻止了

黑方 ’#兵的升变!实际上黑方可以巧妙地走 *+,车 1*2送

车至白王口中!-+王31*%如 -+象3./车30*黑胜&’-!
黑方成功地运用堵截战术!保障了兵的升变!胜局已定"

第六节 消除保护战术

用强制手段进行子力交换或以大兑小来消除对方保护某

一棋子或要害格子的子力"这种战术常在攻王及获取子力时

使用"
请看例局 #45#6所示)
例局 #4%白先&!此局面中!在 7*8’6斜线上白方后在

象的支持下!威胁入侵 ’6格将杀黑王"但此时 ’6格尚有 .4
黑马保护!白方运用消除保护战术 *+车3.42以大换小消除

黑方保护 ’6格 %要害格&的马!而黑方无论应以 *+,后3
.4或 *+,9.均无法阻止白方走 -+后 ’6: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例局 !"#黑先$%在这一局面中黑方可用强制手段 &’象

()*+消除白方 )*马对 ,-白后的保护%无论白方怎样应将

均无法避免失后.如 &’/0)%1’后(,-.

例局 !2 例局 !"

第七节 基本战术习题

&’双重攻击战术练习

&’ 1’

白 先 白 先

3!&&3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黑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白 先

##" #%"

白 先 黑 先

#&" #’"

黑 先 白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黑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黑 先

练习题答案 $双重攻击战术%

"#"#后 &’(王 )* !#后 &*王 +, ’#后 &,-.
!#"#后 /0($"#1车 /0 !#车 ),%
’#"#1车 )!(!#后 +"车 &!2
0#"#后 +3(后 +3 !#车 ),2
3#"#后 +3(后 ), !#后 )0-.
4#"#马 54(后 )3 !#马 +*王 &, ’#马 )3-.
*#"#1后 )! !#王 &"后 +"(’#车 +"马 )! 0#王 5"马

50.-
,#"#象 )*车 )* !#后 &,(王 &, ’#马 )*王 5* 0#马

53-.
6#"#1车 7" !#王 5!车 5"(’#王 5"马 )’ 0#王 5!
3#马 +3.-

"8#"#后 )4 5) !#马 5+0(王 &, ’#马 )4-.
""#"#车 93(后 )! !#王 &’车 ), ’#后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象%" "#王%"象&’ ’#(&马)*+,#后&,马-’*#
王 ."马 &,/0

!’#!#$象 -"+"#车 -"车 )*+’#后 )*后 (1 ,#象 &!后

%!/0
!,#!#马 .2车 .2 "#车 (2后 (2 ’#马 )1后 34 ,#车

3!后 (4 *#后 )*0/
!*#!#后 .4车 .4 "#车 .4王 .4 ’#马 )2王 -4 ,#马 -*

0/
!1#!#(2+王 %15!#$3’ "#车 64王 64 ’#(4后0

/7"#车 -4+车 (2 ’#车 -, .- ,#象 -,0/
!2#!#车 )!王 -2 "#车 )4+王 )4 ’#象 (10/
!4#!#车 )2+马 615!#$马 -* "#车 -*+7"#后 %2王 %2

5"#$车 %2 ’#车 -4马 -4 ,#车 (2车 (2 *#象 .1
0/7’#车 (2车 (2 ,#车 -40/

!8#!#$车 %" "#王 %"马 ., ’#车 .,象 )* ,#王 ."车

&!/ 0
"9#!#后 %4+王 %4 "#象 -1王 64 ’#车 %4:
"!#!#$后 .!+"#王 .!象 )’ ’#王 -!车 .!:
""#!#$后 .!+"#王 .!马 -’ ’#王 %!车 .! :

;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牵制战术练习

#" !"

黑 先 黑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黑 先

%%"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练习题答案 !牵制战术"

#$#$%车 &#车 &# ’$车 &#(

’$#$%象 &) ’$后 *)车 +#(

,$#$-. /0 ’$后 0.12

)$#$马 &3 -& ’$象 43车 4# ,$后 /312

3$#$象 -.车 -.!#$%车 45 ’$后 06王 &5 ,$后 05

("’$后 +612

.$#$马 &)-& ’$象 &)马 &6 ,$车 75车 446 )$象 0.1

2

6$#$象 &6后 0) ’$车 +5(

5$#$%车 -, ’$后 -’车 -/, ,$王 0#车 /#(

8$#$后 /)象 +6 ’$车 -.后 -. ,$+.王 -5 )$后 -.1

2

#9$#$象 /6王 /6 ’$05后王 05 ,$后 /’12

##$#$象 45后 +5!#$%车 45 ’$后 45马 45 ,$车 &5

("

’$后 4,象 *3!’$%车 745 ,$车 &5后 &5 )$后 -.",$
车 03马 +3 )$车 +312

#’$#$车 &,马 *3 ’$车 -,12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引入战术练习

#" $"

白 先 白 先

!" %"

黑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黑 先

$" %&"

黑 先 白 先

%%" %’"

白 先 黑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练习题答案 !引入战术"

#$#$%&王 %& ’$后 ()*
’$#$车 +,车 +, ’$-.王 /. 0$-+后12
0$#$3后 4# ’$王 4#车 40 0$王 %#车 4#*
)$#$后 +.后 +. ’$/,后 +, 0$象 /&*
&$#$车 (,王 (, ’$马 %54% 0$后 4,*
5$#$车 %&王 %& ’$后 +’后 /0 0$马 (&12
.$#$3后 60 ’$王 60象 /5*
,$#$3后 /’ ’$王 /’马 -) 0$王 -’马 70*
8$#$3后 %0 ’$王 %0象 6&*
#9$#$车 %.车 (5 ’$王 6&车 ((, 0$车 4.王 %, )$车

-%.*
##$#$后 %,王 %, ’$车 7012
#’$#$3马 +’ ’$车 +’车 6# 0$王 6#车 %#*

)$引离战术练习

#$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黑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黑 先 白 先

!%# !&#

白 先 黑 先

练习题答案 ’引离战术(

!#!#)车 *+ +#后 *+马 ,- .#王 /-后 0-1
+#!#)象 /$ +#后 2"象 3.1
.#!#车 0"后 *+ +#车 /"1
-#!#后 *%车 *% +#车 4&56
"#!#后 2-后 2- +#马 *%王 ,& .#车 4&1
$#!#车 3%车 3% +#后 4$王 *& .#车 *!王 7% -#后 *$

8%+!8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后 %"车 %" &#车 ’(!
(#$#马 )*马 )* &#马 +"
,#$#-后 +. &#后 +.马 %/ /#王 ’&车 0& .#王 %/车

%&!
$1#$#-后 2& &#后 )$后 0&34
$$#$#后 56象 56 &#车 )(43
$&#$#车 2(后 2( &#后 %.43
$/#$#车 7$后 7$ &#后 5.43
$.#$#后 +(车 +( &#象 )643
$6#$#-车 )" &#后 )"马 ’/ /#%’后 %6!
$*#$#马 ’6马 ’6 &#后 ’"!
$"#$#车 ’(车 ’( &#象 0*车 ’" /#象 ’"!
$(#$#-后 768&#后 76马 2/!9&#后 )$马 2/ /#后 2/

后 )&!9&#象 )$马 +& /#象 +&后 )&!:

6#堵截战术

$#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黑 先

&" ’"

黑 先 黑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黑 先

##" #%"

黑 先 黑 先

练习题答案 &堵截战术’

#"#"车 ()&#"*象 () %"后 +),-#"*后.() %"后

/012-#"*马 (0 %"车 /)12’
%"#"车 3%车 34&#"*后 +5 %"后 +4
5"#"车 (0象 (0 %"+612
7"#"车 /4象 /4 %"后 (4,-#"*车 /4 %"后 8)12
0"#"37后 +5 %"车 9412-#"*车 (4 %"后 :512
6"#"*车 /# %"王 /#:%21

;$5#;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王 %#’&()
*"#"$象 +, &"象 +,-&"车 %+,车 .#()/后 +0()
1"#"象 .*后 ’2 &"车 .0)(
#3"#"$车 +4 &".+-&"后 .2’0()/后 54)(
##"#"$车 %# &"车 %#象 ’2 ,"王 6#后 .&()
#&"#"$后 +, &"后 +, .% ,"车 %#象 64()

0"消除保护战术练习

#" &"

黑 先 白 先

," 4"

黑 先 白 先

7#,#7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 %"

白 先 白 先

&" ’("

黑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

白 先 白 先

练习题答案 $消除保护战术%

!"!"&后 ’( #"象 ’(马 )* *"王 )!象 +,-.
#"!"后 )/王 )/ #"车 ’0象 10 *"车 ’/2
*"!"&后 3! #"后 3!象 +#-.
("!"后 45王 1/ #"后 15王 15 *"车 45王 1/ ("马 )0
2

,"!"车 1*车 1* #"6(.-
0"!"后 60王 4/ #"后 45王 45 *"4).-
5"!"后 ’5象 ’5 #"马 )0王 6/ *"马 1/.-
/"!"象 60车 60 #"马 4,.-
7"!"车 +# #"车 +#马 3* *"王 8!车 4! ("车 +!车 +!
2

!9"!"后 6(象 6( #"象 45王 6, *"4(2
!!"!"马 60王 6/$!"&46 #"后 )0.-%#"后 )04) *"

象 )02
!#"!")/车 )/ #"车 65王 65 *"车 6!2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第五章 攻杀技巧

有关国际象棋的攻杀技巧!人们在实践中积累和总结出

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初学者来说究竟怎样着手学习和掌握这

一技能呢#我们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证明首先应该以熟悉各

种子力的性能特点!及其子力之间的配合作用为基本原则"从
各种子力对王实施攻杀的基础模式入手!在此基础上由浅入

深进一步学习和掌握如何依据攻杀基础模式!使其灵活运用

于实战!从而有效地培养和提高战术意识和攻杀能力"
在本章中!我们将以典型例局图解这种简明易懂的直观

方式向大家演示如何运用不同子力及不同子力之间相互配合

进行攻杀的基本技巧"

第一节 用车攻杀

$%单车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例局示范

黑 先

$%&& 车 ’()*(
"%车 *$)+$ &&
!如"%’,则"%&车

*$
,%车 *$车 *$-%王

’"白方失子.#
"%&& 后 /01/$
,%车 +$1/$ 车

*,)*$
-%车/$1*$ 车*(
1*$2

白 先

$%后 +")/3 后 *3)/0
!如 $&&后 /3则 "%车 4(

车 4( ,%车 4(2#
"%后 /31/5 后 /0)*3
,%后 /5)/3 后 *31/3
-%车 4"14( 车 6(14(
0%车 4$14(2

白 先 黑 先

70,$7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马#$%&’ 车&(
)&’

*"后 +$)+, 后 -,
)+,

."车 #!%#( 车

&’%&(
/"车 #()&(0

!"11 象 -*%#.
2如 !11车 &!3则 *"象

+!4
*"车 #,)#. 11
2如 *象 #.则 *后 #,得

车5黑方胜局已定64
*"11 车 &$%&!3
."后 +/%+! 车 &!)+!0

*"车 2象4配合攻杀

2!4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车 &(0 !"车 7(0

白 先 白 先

!"车 7(0 !"车 8!0

9,.!9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例局示范

黑 先 白 先

!"** 象 &+,
$"王 #!车 -!%

!"马 ./,#.
$"车0.1%

白 先 白 先

!"象 .1,王 #1
$"象 &/%

!"后 .1,车0.1
$"车0.1%

2’+!2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黑 先 白 先

!"## 后$%&’
(")%车 )!*

!"后 +,’车$+,
("车$+,*

白 先 白 先

!"车 ),’王 -.
("象$+/后$0.
&"车 -,*

!"象 -/象 1.
("后$+.车$+.
&"车 %,’象 +,
2"车 +,*

白 先 白 先

3,&!3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马 #$ %#
&"后 #’ 王(#’
)"象 *$+王 %’
,"车 -’.

!"马 /0象(/0
&"后(1’象(1’
)"车 -’.

白 先 白 先

!"后(*0+王(*0
&"车 *2+王 %0
)"象 *$+王 *0
,"象 #’.

!"象 #’+象 *2
&"后 *2 %*
)"车 *$.

黑 先 白 先

!"33 后(-,
&"后(-, 马 %)+
)"*% 车 *2.

!"象 *$ 马(-2
&"象(%0+ 王 %’
)"象(-2+ 象 %2

45)!4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车 (马)配合攻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0!*/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例局示范

黑 先 白 先

!"++ 马 ,-.
)"王 &!车/#!%

!"马 ,0.王 &$
)"车 #$%

白 先 白 先

!"马 10.王 2$ !"后/&0.#&

3!4!3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车 &$%

黑 先 黑 先

’"(( 后 #’
!"后)#’ 马 *+,
+"王 &’ 车)&!%

’"(( 马 -+,
!"车)-+ 车)-’,
+"王)-’ 车 #’%

白 先 黑 先

’"车 -+ 后 .!
!"后 &/ 车 0-1
+"后)&$ 车)&$
2"车)-1%

’"(( 后 &2
!"车 -! 后)&!
+"车)&! 车 -’%

3!2’3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黑 先 白 先

!"## 马 $%
&"车 $! 后’(%)
%"*( 马 $&)
+"车’$& 车 *!,

!"马 $-)王 (-
&"后’(. *(
%"马 */))王 (0
+"车 (-,

黑 先 白 先

!"##车 1!)
&"王’1!后 1-)
%"王 2!后 1&)
+"王’1&马 3%))
/"王 1!车 10,

!"车 43!后’$+
&"马 2.)王 20
%"马 5-)王 10
+"车 1-)王’1-
/"车 1!,

6%+!6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兵$配合攻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车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车-./%

!"马 +,0#+
)".+后 #’
(如 )11象 2$则 3
后 #30*

3"后-+/王-+/
’"车 4/%

白 先 白 先

!"车 5!0王 2/
)"后 2’0王 6/
3"象 +30车-+3
’"后 .’0后-.’

!"车-2/王-2/
)"后-.70+.
3"车 +/0后 ./
’"车-./%

87’!8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白 先 白 先

&"车 ’()王 *$
("马 +,)车-+,
."车 /$)王-/$
0"车 ’$%

&"车-1,)后-1,
("车 1! 后-12
."车-12%

黑 先 白 先

&"33 *(
("象 ’( 后 *.
."后-4,)王 5$
0"象-*. 车 ’&%

&"*2 ) 王 5$
("后 52 车 ’$
."5’ *’
0"后-5,王-5,
!"车 5&%

620&6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双车配合攻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

白 先 白 先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车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后+,-象+,-
)"车+,-%

!"后+#-./#
)"车 0$

白 先 白 先

!"车 0+0’.王 1$
)"车 21’%

!"后 /$.车+/$
)"车+/$%

3$4!3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车 #!$王 %&
’"象 ()$车 ()
*"车 +* 车 #)
,"车 %*-

!"车 #.$王 %)
’"后/%0王/%0
*"车 %.-
1!22象/#. ’"
后/#.王 (0 *"后

#0-3

黑 先 黑 先

!"22 后/%’$
’"王/%’车 %&
*"后 4) 马 (&
,"后 5) 车/%.-

!"22 后/#’$
’"车/#’ 车 +!$
*"车 #! 车 +/#!-

67,!6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黑 先 白 先

!"## 后$%&’
(")% 车 )!’
&"王 %( 马$*&’
+"车 &$*&车 ,$)(-

!"车 ).’王 %,
("马 *, 车$*,
&"车 %.’王 ),
+"车 /).-

白 先 黑 先

!"马 01 20
(")3 后 )3
&"后 /+ 车 *.
+"车 %,-

!"## 车 45,
("后 23 后$*!’
&"王$*! 车 5!’
+"王 0( 车 /(-

671!6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第二节 用后攻杀

!"单后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车 &*+马 #*
("马 ,$+后-,$
."车-#*王-#*
/"后 0*%

!"车 1/+#1
("后 12+王 ,*
."后 ,$ #2
/"后 #*%

白 先 白 先

3(2!3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后&#$
’"后 ()%王 *+
,"车&*)%-*
."后 /+0

!"后 /)王 *)
’"后 *.%王 -+
,"后 #.%王 *)
."后 /.%王 -+
1"后 (1%王 *)
)"车 *1%-*
+"后 /)0

’"后 2象3配合攻杀

2!3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后 /+0 !"后 *+0

白 先 白 先

4,1!4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 !"后 &’%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后 )/%

!"车 &$0王1&$
+"后 &2%

黑 先 白 先

32’!3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车$%&’
&"王$%& 后 %()

!"后$*+’王 ,-
&"后$,.)

白 先 白 先

!"后 /-’后 0-
&"后$0-)

!"马$0+’后$0+
&"后$%.)

黑 先 白 先

!"## ,1
&"*, 象 *.
2"车 3! 象 ,-
("后 31 后 %&)

!"马$0. 王$0.
&"后$4+’王 0-
2"后 0.)

511!5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黑 先

!"后 #$%后 &’
("后 #)%后 *)
$"后+*),

!"-- 象 ./%
("王 0!车1!%
$"后+1!后 *$, 2$象

+1!后 *!,3

白 先 黑 先

!"象+0’ 王+0’
("后 04% 王 &)
$"后 0),

!"-- 车 )+*$
("&0 车+0(%
$"王+0(后 0/%
/"王 &(象 0$%
4"王 0(象 *!,

564!5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马$配合攻杀

#%$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白 先 白 先

%"后 )’( %"后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后 &’(王 )*
"%后 &+,

$%后 -.(王 /*
"%后 /+,

白 先 黑 先

$%车 0*(王 0*
"%后 0+,

$%11 马 -2(
"%王 02后 03,

黑 先 白 先

4*3$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 象 $!
%"王&$!马 ’()
("王 *! 后 *%+

!"车&,- ’,
%"马 ,.)王 *.
("后 $-)王 */
0"后 *-+

黑 先 白 先

!"## 马 ,%)
%"王 *! 车&*%)
("王&*%车 */)
0"象 *- 后 *0+

!"象&’. 王&’.
%"马 $1)王 $/
("后 21),-
0"后&,-)王 ’/
1"后 ’.+

0"后 3兵4配合攻杀

3!4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561!5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 !"后 &$%

’()例局示范

黑 先 黑 先

!"** &+,
("王 #! 后 -!%

!"** 后 ./,
("王 0! 后 .(%

白 先 白 先

!"后 &(,王 #$
("后 &1%

!"车 2/,象32/
("后 4$%

561!5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车 #$% 王&#$
’!((车&#$ )"后

&*!+
)"后 #,%王 -$
,"后 #.%王 /$
0"后 #$1

!"车 -$%象&-$
)"后 -.%王 2$
,"后 2.1

白 先 白 先

!"后 -3 马 /$
)"后 /. 马 *.
,"马 -3 %王 4$
0"马 /$ 车 -&/$
5"后 -3 %王 #$
3"后 #.1

!"车 4$%王&4$
)"车 4!%王 #$
,"车 4$%王&4$
0"后 4!%王 #$
5"后 4.1

6!3!6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第三节 用象攻杀

!"#基础杀式 !单象$双象#

白 先 白 先

"%象 &’( "%象 )*(

白 先 白 先

"%象 &+( "%象 ,-(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象 #$% !"象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王 +, -.
)"象 /,%

!"车01’2/1
)"象 +,%

白 先 白 先

!"马0#,2象0#,
)"象 3.%

!"车0#’23#
)"象 &’%

4$’!4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 后 %&
’"后()* 王()*
+"象 #’,

!"-- 后 .’/
’"王 0$ )1/
+"王 01 后(0’/
$"后(0’ 象 2+,

白 先 白 先

!"象(03 车(.$
’"后(.$/王(.$
+"象 )*/ 01
$"象 4+ 0$
1"象 )*,
5$--后 )’ 1象 21
后 2!

!"马()3 马()3
’"后 .* 马 .*
+")3/ 后 )*
$"象 )*,

6$*!6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象&
#$()

第四节 用马攻杀

*+)基础杀式 *单马,双马)

白 先 白 先

+"马 -’( +"马 #$(

白 先 白 先

+"马 -.( +"马 /0(

12!+1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马 #$% !"马 &’$%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车 +,- 车.+,
)"马 /$%

!"车 0$- 车.0$
)"马 #1%

黑 先 白 先

!"22 车 3/,-
)"象 /4 马 +4%

!"后 0$- 车.0$
)"马 #1%

511!5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后 #$ % 王 &’
("马 )* % 王 +’
,"马 &$%% 王 &’
-"后 +’%车.+’
/"马 )*0

!"马 1/% 王 1’
("后 2$% 王 3’
,"马 4*% 王 1’
-"马 3$%%王 3’
/"后 1’%车.1’
$"马 4*0

白 先 黑 先

!"后 &$ 马 &/
("后.&/ +&
,"车 +!%王 &’
-"马 &$后.4,
/"车 +’%车.+’
$"马.)*0

!"55 车 4(
("象.4(马 #(0

6*$!6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马 #$%王 &’
("马 )$*

!"马 #+%王 )’
("马 ,+*

白 先 白 先

!"后-,’% 车-,’
("马 )$*

!"后 )’% 象-)’
("马 ,’*

白 先 白 先

.’$!.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车 #$% 王 &’
("马 #)*

!"马+,’%王 &-
("马 #.*

白 先 黑 先

!"后+&’ 王+#)
("马 /-*

!"00 后 &!%
("王 #( 马 /-*

第五节 马象配合攻杀

1!2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马 ,’* !"马 #’*

34)!3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马 #$% !"马 &’%

白 先 白 先

!"马 ($% !"象 #$%

)*+例局示范

黑 先 白 先

!",, 后-./0
*"1. 象 #20

!"马 $.’00王 .3
*"后 #3 马-#3

45$!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王 #$马 %!& !"马 #’&

白 先 黑 先

$"马 ()**王 (+
,"后 -+* 马.-+
!"马 /,&

$"马.-0 象.($
,"马 /)*#/
!"象 /’&

黑 先 白 先

$"11 后.(2
,"象.(2 马 /!*
!"王 /$ 象 30*
2"后 42 象.42&

$"王 -0 (2
,"王 () (!
!"王 -’ (,
2"王 /+ ($5后

0"象 #’&

6$’$6国 际 象 棋 入 门



黑 先 白 先

!"## $%
&"’$ ’$
("象)$%象)$%
%"车)$%车)$%
*"马)$%后)+(
,"-+ 马 .&//
0"王 -! 马 +(1

!"马)2* 象)$!
&"马 $0 象 20
("马 2).,象).,
%"车 23/ 后)23
*"马).,1

第六节 用兵攻杀

4!5基础杀式

白 先 白 先

!"-(1 !"6%1

7&0!7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例局示范

白 先 白 先

$%&’ 象 &(
"%)*+

$%车 ,*- 车 ,’
"%)’+

白 先 白 先

$%后 ./- 王 )(
"%,/+

$%车 ,/- 象0,/
"%)/+

白 先 白 先

1*2$1国 际 象 棋 入 门



!"后 #$% 马&#$
’"()*

!"车 +,% -+
’"-,*

白 先 白 先

!"车 .) /.
’"/0*

!"后 /$%象&/$
’"./% 王 .$
,"/1*

白 先 白 先

!"() 后 (0
’"后 #0%后&#0
,"(#*

!"王 2, 王 -0
’"王 31 王 -)
,"王 3$ 王 +$
1"王 2$ -1
$"+-*

410!4 国 际 象 棋 入 门



白 先 白 先

!"车#$%&’$
(")* & 王 +*
,"后 $-& 后 )%
*"),.

!"后 )/ ’)
("+) 车#)-
,"’) 王 )0
*"+-.

1%-!1国 际 象 棋 入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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