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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福金《黑白》与金薰《围棋的故事》中的

围棋文学意象对比

——兼论中韩围棋叙事的文化差异
刘远熠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 成都  610097

摘　　　要　 ： 　围棋作为东亚文化共有的精神符号，在中韩现当代文学中呈现出不同的书写范式。本文以储福金的作品《黑白》与

金薰的小说《围棋的故事》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应用、结构功能与主旨表达三个维度探讨两部作品如何通过围棋意

象构建文学世界，并分析其背后的中韩文化差异。研究发现，《黑白》以围棋为历史镜像，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的传承困境；《围棋的故事》则聚焦围棋的现代性异化，折射韩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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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围棋发源于中国，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智力竞技项目。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外传，围棋出现在了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包括中原地

区、曾经的“蛮荒之地”和一些“边陲小国”等。围棋中所包含的文化魅力让它在东亚各国的文化土壤中得以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围

棋作为中华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代表，不仅是一种竞技技艺，也是一种文化与哲学的载体。在东亚发展的背景下，其在东亚文学中也必

然会占据一席之地。

前身为历代中原帝国藩属国——高丽的韩国，尽管在二战后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美西方所谓“先进文化”的“熏陶”，但其依旧保留

了相当的传统文化；同时，中韩双方在20世纪以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愈发重视，而围棋便是两国共同文化的代表之一。尽管围棋发源

于中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出走”韩国的围棋文化，必然带有当地的色彩。而近期韩国第九届 LG 杯上，韩方

选手似乎最终依靠“盘外招”取胜的相关舆论，也在各类国内国际的社交平台上引发了相当的舆论风波，尤其是取得了相当于“围棋世

界杯”含金量的 LG 杯的韩国选手在后续的比赛中，未能展现出“棋王”应有的围棋水平，让这次的舆论再度发酵。关于中韩围棋文化

的相关对比，也走入了大众视野，在未来也会引起更多的关注，对于相关议题的研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作为被文学评论界称为“中国首部表现棋文化的长篇杰作”的作品，中国作家储福金的《黑白》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代表中国围棋

相关文化，同时在其中围棋与人物形象、文章主旨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韩国作家金薰，作为韩国现当代的代表作家，其文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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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大都能够反映韩国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传统，其作品《围棋的故事》（原名为《바둑이야기》，由于暂无中文译本，故暂时使用其直译

名）也以围棋为核心叙事元素。尽管两部作品均以围棋为作品的关键线索，两者的创作路径折射出迥异的文化立场。储福金以棋写史，

将围棋融入中国近现代命运史，展现儒道精神的现代转化；金薰则以棋写人，通过师徒博弈揭示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价值的瓦解与重

构。本文通过对比两部作品的文学意象，探索中韩文学对围棋文化的差异化阐释，力求实现对两部作品中的围棋这一意象的文学比较分

析，试图得以窥见背后民族文化差异。

一、语言应用：围棋书写的修辞分野

（一）《黑白》的诗文传统与思想体现

 1. 江南文脉，浸润出独特诗性语言风格

生于江南之地，储福金的语言风格深受“温婉细腻”地域文

化的滋养；同时，正如“翰墨施教德艺馨”，“大家闺秀”一般的

文人独有一种温婉和君子仕人气度。在长篇小说《黑白》中，这

种语言特质通过围棋意象的书写得以充分彰显。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唯有在烟雨中，江

南的诗意与秀丽才得以展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无烟雨，不江

南”，而“意境”与“诗性”，就是江南文学中那不可或缺的烟

雨。当描写到主人公陶羊子的围棋生涯时，在通俗小说常用的线

性叙事，已然是“俗手”，而如同已老的棋势，唯有跳脱，才得

以另立新盘，储福金采用“以景入棋”的古典笔法正是小说全篇

的一记“妙手” [1]。

如陶羊子初观棋局时的经典场景：“黑子如夜，白子如雪，

纵横十九道，写尽人间哀乐 [1]。”黑白色彩的对仗、自然景物夜与

雪的喻体与具体数字的象征，将棋局空间从三个角度绘声绘色地

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通过“黑”与“白”围棋两色的对比，在

视觉上构造了一股强烈的张力，与此同时“阴”“阳”两向，也在

其中体现；而以历史经纬来度画棋盘，则体现了时空上渺小个体

与命运的密切联系；将人间哀乐“写尽”在方寸之间的棋盘上，

更是赋予围棋以生命的哲思，此时围棋的变幻莫测与人生的起落

无常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实现了围棋这一意象在哲学意义上

的飞跃 [2]。

同时，类似的语句在小说中也多次出现，寻根究底，影响小

说语言的，便是早已深植在江南文脉中的“意象并置”传统。成

文于明代的传奇《牡丹亭》中，杜柳二人生情历事的牡丹亭，既

作为线索，其中景色的变化也是二人心境的喻示。诸如此类，江

南文学中的园林风光，不仅仅是作为故事上演的舞台，更是作为

人物人生境界的“提词器” [3]。而在本文中，围棋对弈之境界中

意象的并置与交融，在语言上，使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构

造“更上一层楼”。在描写到任守一时，其语言更是这一特点的

体现：“他落子时总先以指尖轻叩棋枰，似在叩问天地玄机。”

此处“叩问”这一动作更是传神，在复现先前“轻叩”动作的同

时，又添了与天地交流的庄重感，既承接了对对弈氛围的描写，

又实现了“景”“人”“动作”的一体交融 [4]。

2. 语言特点与围棋规则的符号化叙述。

在围棋意象刻画的方面，哲学思想则是储福金行文中对围棋

意象的书写核心。通过小说中对于具体棋局和相关意象的描述，

与围棋密切相关的语境潜移默化地展现了相关思想，并以围棋的

语言说清了哲思。

在小说中，有着“任守一论棋”这样一个经典段落 . 在其中

“气”这一概念，在论断中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气为棋之本，无

气则棋亡 [1]。”即其一，“气”指围棋中活棋的“气”，体现了围

棋的具体规则；其二，与理论中的“三清之气”相连接，以棋子

得气而活与《庄子·知北游》中人得气聚才生相联系，阐释了基

本的生命观。

这种“棋”与“道”之间的“不谋而合”，使得围棋这一具

体变幻莫测的智力游戏与飘逸潇洒的气魄相暗合，以方圆之术，

阐天地之道，实现对了“方寸之间，亦是天地”的这样高深的围

棋文化和其中蕴含的棋道精神的描摹。而“劫争”的冲突场景，

则作为小说剧情的“催化剂”，通过反复地施加，推动着“棋道

相融”这一奇妙的“化学反应”持续进行书写，是这一反应更加

地“不可逆转”。“这局棋的劫材不在棋盘，而在四万万同胞的血

气之中 [1]。”这段话将棋局中的“劫材”与当时面临他国侵略的民

族危机结合，同时与“气”耦合，赋予了传统棋理以国家情怀和

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

同时“有无相生”的思想在这篇小说中也得到了演绎。在小

说中，陶羊子焚烧掉了棋谱，叙述者却对此评论道：“灰烬里飘

散的不是棋谱，而是对‘无’的顿悟。”这部分内容，与“埏埴

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的朴素辩证观与内容达到了一种别

样的默契，正如小说中最终实现由棋谱向棋理的飞跃，物质虽然

消失，但其承载的精神却得以升华 [4]。

3. 诗性语言与哲学隐喻的叙事功能

在叙事层面，储福金独特的语言为小说实现在审美空间构筑

和围棋文化阐释方面实现两手抓，提供了“握把”。 

在小说中，通过浓缩和复现，作者将百年时间汇于一局围棋

之中，。随着布局、中盘、收官，一项项进程的开展，时长百年

的一幅画卷，已然被压缩成了画布中的一个色块，但随着镜头的

放大，看似无异的色块，却是春光漫溢的花园。整体时间上的收

束，避免了“物是人非”实现了物理时间与心理时间的叠合；如

南京沦陷时期的棋局描写：“每一枚棋子落下，都像在秦淮河面

激起血色的涟漪。”将民族的伤痛堆叠在一枚枚棋子上，再通过

一枚枚棋子的堆叠实现了对于民族苦难的别样记叙。而看似重复

的围棋术语，却在相近中通过具体的变化，体现了围棋的定式与

超然，如任守一解说“大雪崩定式”时，通过与前文相近的语

言，在进行棋理分析与介绍了宇宙观中的不同概念。

而以上的种种，最终串成了一个意象链，勾连起个体命运与

家国历史，更绘制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精神图谱。正如陶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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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所言：“真正的棋道不在十九道内，而在天地呼吸之间。”

（二）《围棋的故事》的留白叙事与暴力美学。

金薰的语言如同出鞘的短刀，在寒光凛冽中直指人性的幽

微。他的文字摒弃了传统围棋文学中常见的玄虚隐喻，转而以极

简的语法结构与激烈的意象对抗，构筑起一幅充满现代性焦虑的

精神图景。这种语言特质，既承袭了韩国文学“恨”（한）的美学

传统，又融入了全球化语境下的存在主义哲思，形成独特的“冷

硬派围棋叙事”[5]。

1. 留白叙事与心理张力的极致压缩

金薰的叙事策略与韩国传统水墨画中的“余白”技法一脉相

承，但其留白并非为了营造空灵意境，而是刻意制造一种虚无之

感。在师徒对弈的关键场景中，语言却相反地呈现出克制：“棋

子落下的声音在无窗棋室里回响，像钝器击打铁板。金东秀的呼

吸声越来越重，李鹤洙的指尖在棋罐边缘划出浅痕 [6]。”

此处通过感官的放大（落子声、呼吸声和指尖摩擦声），将

物理空间的封闭性转化为心理压力的计量器。这种“去语境化”

的叙事实验，令人想起卡夫卡《审判》中无缘由的焦虑——围棋

对局不再是智力较量，而是生存困境的抽象模型。

而更耐人寻味的是金薰对围棋术语的“消音处理”。当描写

AI 介入棋局时，他刻意略去具体算法描述，仅以“屏幕蓝光在金

东秀瞳孔中闪烁”的意象，暗示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殖民。这

种具体描写的缺席本身构成强烈的批判——当围棋剥离文化基因

沦为纯粹计算，语言也随之失语 [7]。

2. 暴力美学与存在主义困境的互文

金薰将围棋博弈重塑为选手在精神理念上的直接冲突与碰

撞，在棋枰上投射出韩国社会的撕裂之痛。这种暴力美学的建构

通过三重维度展开。

李鹤洙折断棋盘的场景被赋予了庄严感：“木纹断裂的脆响

像骨节脱臼，飞溅的木刺在他掌心刻出血色棋路。”将师徒决裂

升格为不同代际之间的对抗和后人对前人即传统的挑战，是肢体

暴力的仪式化呈现。  

金东秀作弊暴露后，李鹤洙的谴责犹如酸液：“你的棋里带

着铜臭味，每步都是对棋道的亵渎。”这种腐蚀性隐喻，指向韩

国经济腾飞时期物质主义对传统价值的侵蚀，与朴景利《土地》

中地主毁约场景形成历史回响 , 是一种语言暴力的直接抒发 [7]。

五局棋的进程暗合韩国现代化进程的五个阶段，当描写第四

局时，叙述者突然插入：“窗外传来示威队伍的吼声，与落子声

共振成破碎的赋格曲。”这种声音蒙太奇，将棋局博弈与社会动

荡并置，揭示个体命运在结构暴力中的渺小，体现着在其作品中

结构暴力的拓扑学映射 [8]。

3. 现代性异化的语言实验

金薰通过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段，展现了技术时代围棋文化的

异化危机 [5]。

金东秀依赖 AI 计算时，他的思维过程被描述为“脑神经突触

与二进制代码的短路对接”。呼应了韩国科幻文学中的“技术恐

惧”，暗示围棋正在从“心术”退化为“算术”，将身体与机器

进行了嵌合书写。

小说将“气”重新定义为“算法生存概率”，将“劫争”解

释为“数据流的对冲博弈”。这种术语的数码式表达，不仅颠覆了

围棋的哲学根基，更隐喻着韩国传统文化在 IT 强国身份下的失语

困境，以科技化的语言，实现了传统话语的别样表达。  

在最终局的对弈中，金薰采用超现实笔法：“棋盘网格开始

流动，黑子化作石油，白子变成美元，十九道线是纳斯达克的 K

线图。”这种金融化意象，将围棋异化为资本博弈的符号，直指

新自由主义对东亚文化主体的吞噬，将小说中的时空感知内容虚

拟化扭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时空突破。  

二、结构功能：围棋意象的时空编码差异  

（一）《黑白》的“纹枰史观”与家国同构

小说中“中原棋战”的棋盘布局，暗合民国军阀割据的地缘

格局。当陶羊子以“三连星”开局时，叙述者评论道：“这三颗

星子，恰似武汉、南京、重庆三镇，撑起半壁江山。” 对小说中

主人翁所处的空间，进行了政治隐喻。

陶羊子一生经历三次“世纪对弈”（民国初年、抗战时期、改

革开放），每次对弈都是历史转折的微观投影。这种棋局与时代

的螺线咬耦合，令人想起黄仁宇“大历史观”中的时间结构，在

全篇的时间安排上的采取了螺旋叙事的结构。

小说中任守一珍藏的明代古谱《呕血谱》，在战乱中辗转流

离，最终被陶羊子焚毁。这一过程象征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

的断裂与重生。焚谱场景的灰烬，“不是终结，而是种子”——

呼应本雅明“历史的天使”意象，合理运用了棋谱的档案功能 [9]。

（二）《围棋的故事》的“密室博弈”与精神自我异化

金薰通过封闭空间的极致压缩，展现了韩国社会的现代性焦

虑 [8]。书中的五局对弈全部发生在“无窗棋室”，刻意剥离时代背

景（如 IMF 金融危机、世宗号沉没事件）。这种“遗世独立”，

将人性本质的荒诞更好的呈现出来。同时小说强调“棋子落枰声

放大十倍”“汗水滴落棋盘的晕染轨迹”，这种超现实感知，隐喻

韩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身份迷失。弟子金东秀使用AI作弊时，“屏

幕蓝光在他瞳孔中闪烁，像植入的芯片 [6]。”这种描写指向韩国科

技崇拜背后的精神真空。当李鹤洙发现弟子作弊后，折断棋盘的

动作“如同斩断族谱”，象征韩国社会的代际差异和冲突，也是

小说对于传统师徒制的解构。

三、主旨表达：文化基因的差异化突变  

（一）《黑白》的“弱德之美”与文化复调

时储福金通过陶羊子的“以柔克刚”，重构思想的当代意

义 —— “不争”的辩证法 [2]。陶羊子在特殊时期间“闭门打古

谱”的选择，看似消极，实则是《老子》中“柔弱胜刚强”的策

略性实践，这体现了一种消极抵抗的美学。这种非暴力抵抗，与

顾准、陈寅恪等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形成互文。

在“小说中，中日棋手多次以和棋终局，这种“无胜负”叙

事，既是对“零和博弈”现代逻辑的否定，也暗含费孝通“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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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观。  

（二）《围棋的故事》的“胜负痴迷”与民族创伤

金薰通过围棋异化，揭示了韩国现代化的精神代价 [10-11]。“盘

外招”的文化病理学，和竞技伦理的溃败也体现在了情节当中，

比如弟子金东秀的作弊行为，恰似韩国经济奇迹中“汉江奇迹”

的阴暗面——为胜利不择手段的国民心态。这种描写与2018年平

昌冬奥会裁判争议事件形成遥远回声。出人意料地也与如今的 LG

杯中的争议“背书”。

李鹤洙自毁棋谱后流落街头，成为“都市游魂”。这一形象隐

喻韩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画虎不成反类犬”——对于

自身传统文化的抛弃，又难以消化他国优秀文化。

四、对比视角

从两篇文章各自的语言运用上来看，代表中国文学的《黑

白》倾向于以围棋承载“天人合一”的古典美学，语言注重意象

叠加与历史厚重感；韩国文学则通过围棋揭示个体与时代的冲

突，语言更具穿刺性与现代主义色彩。

而在小说结构方面，两篇文章各有特色，《黑白》通过构建

政治隐喻、螺旋叙事，力求以实现对中华围棋文化脉络的整体展

现，更具民族性。与之相比，《围棋的故事》的叙事则更体现“个

性”，即主要为进行主人翁的刻画而服务，而通过描写相应的角

色的最终目的，则是对当下韩国社会问题的发问。而但都在时空

安排上，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小说中的时空概念，以实现

较大意图的叙事。

最后，在小说主旨上，《黑白》重视围棋文化的传承和中华传

统文明观的抒发，更具民族性，其根本目的是弘扬和传播民族文

化。而《围棋的故事》则是以棋写人、写社会，围棋只是作为文

章抒发主旨的一个承载物，相应的作品中的围棋文化也只是韩国

相关文化的一个代表，其根本目的则是阐明当下社会中日益激烈

的矛盾，意在唤起人们寻求改变，根治社会矛盾。

五、结论

两部作品如同黑白双子，在东亚文明的棋盘上演绎着相生相

克的永恒之局。《黑白》以江南烟雨晕染出的诗性智慧，试图在历

史废墟中重建“道”的连续体；《围棋的故事》则以釜山港的咸

涩海风，刺痛现代性铁幕下的精神创口。这种差异既是文学审美

的分野，更是中韩文化基因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差异化突变。当凝

视这两局棋时，看到的不仅是文学意象的博弈，更是整个东亚在

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的艰难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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