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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时期，我国的民间书坊编辑出版了不少通俗日用类书，内

容贴近日常生活，包罗万象，有的类书专辟有“棋谱门”，收录了不

少象棋、围棋史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明棋类活动的一些情况。

这些棋类活动史料中，以象棋史料更有意义，可惜这些史料至今尚不

为棋界所知，亦未引起学界的应有关注，本文拟对此略作介绍。 

           一、晚明通俗日用类书收录象棋史料述略 

笔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室编辑出版的《明代通俗

日用类书集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2012 年版），翻

检所得，发现晚明时期有 10 部通俗日用类书收录了棋类文献，内容

虽然大同小异，有相互抄袭的现象，但仍有不可小觑的史料价值。这

10 部收录象棋史料的类书，分述如下： 

1.《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残本），不著撰者，万

历二十四年（1596）刊本。此书卷十四为《棋谱门》，分上下两栏，

上栏为象棋，下栏为围棋，版式颇为独特，为的是充分利用版面。象

棋部分收录的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象棋歌诀以及走法的

说明。首录“象棋总歌诀”云：“将军不离九宫内，士止一尖不离宫。

象飞四方营四路，马行一直一尖冲。砲须一子打一子，车行直路任西

东。惟卒止能行一步，过河横进退无踪。”这相当于棋子走法的说明。



此录“胜宜得先”：“得子得先名得胜，得子失先却是输。车前马后须

相应，进退应须要付车。”其中“付”为“护”的误字。余为中砲局

势、士象局势、飞砲局势、象局势、破车势的歌诀，最后为引子指明，

乃记录步法的说明。最后为“象棋局面图式”，为现行象棋的开局图

式。第二部分为全局图，题为“象棋秘妙金鹏十八变法行子指明”，

表明这部分内容来自《金鹏十八变》，共辑录三个全局图，即得先顺

手横车破直车弃马局、得先顺手横车破直车弃马他不打局、得先屏风

马破当头炮局。棋谱记录凡杀子和将皆于数字下直接注明，与传世《适

情雅趣》中的《金鹏十八变》有所不同，似出于不同的版本。第三部

分为残局图，题为“象棋秘刻新势”，以数字为顺序，收录一计害三

贤、二士入桃源、三战吕布、四马投唐、五虎下西川、六将下江南、

七贤过关、八面埋伏。这种以数字顺序开头的残局排列，后来的日用

类书称之为“局势名数”。 

2.《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不著撰人，徐三

友校，万历二十五年（1597）书林闽建云斋刊本。该书卷十二《棋

谱门》，其中象棋部分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为文字歌诀，内容同

于其他日用类书，唯局论的每一句后多了一句小注，如“将军不出九

宫内”一句，小注为：“常守宫中行一步”；“士止一尖不离宫”，小注

为：“不出九宫行囗字。”这一点同于后来刊刻的《新刻全补士民备览

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第二部分为全局谱，标为《象棋秘妙金鹏

十八变行子指明》，共有四局，即得先顺手横车破直车弃马局、得先

顺手横车破直车弃马他不打局、饶先顺手横车破直车沉砲局、屏风马



破当头炮局，为晚明类书中所收全局谱最多的，这一点同于后来的《新

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第三部分为残局谱，其中“象

棋秘妙新式”收录残局谱，收录一计害三贤、二士入桃源、三战吕布、

四马投唐、五虎下西川、六将下江南、七贤过关、八面埋伏、九子十

登科、十三太保、行者让路、双蝶恋梅、韩信背水，长板救主，共计

14 局。 

3.《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明余象斗编，万历二十

七年（1599）余氏双峰堂刻本。其中卷十五《五谱门》，收录象棋内

容为：一、象棋秘旨，分总括歌、中炮局势（包括士象局势、飞砲局

势、象局势、破车势）、象棋局面图式、行子指明、宜用心机等，除

了“宜用心机”外，这部分的内容与《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

宝》无甚差别。新增的“宜用心机”云：“象棋易习最难精，妙着神

机自巧生。得势舍车方有益，失先弃子必无成。他强我弱宜坚守，彼

弱吾强可横行。更熟此书心意足，管叫到处有芳名。”这与万历三十

五年（1607）成书的《三才图会》中的棋诗大同小异，但在时间上要

早上 8 年。二、棋势新式，有青云得路、九子十登科、新三气周瑜、

三气周瑜、新乌龙摆尾、新小七纵局、香风穿柳、双蝶恋梅、暗度陈

仓、新小背水局、四马投唐、董卓锁二乔、步步随、五虎下西川、老

马还乡、力追四寇，共计 16 局，为日用类书中最多者。 

4．《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徐会瀛编，万

历书林余献可刊本，前有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云豪士天乐生序。

卷十四为“棋谱门”。收录象棋内容，一、文字部分与上几部类书无



异。二、残局部分较《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多出“九子

十登科”、“十三太保”二局。三、全局部分同《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

记万书萃宝》，唯少收第二局。一当头砲，一屏风马局，这样的编排

似乎耐人寻味，预示了棋坛布局的新动向。 

5.《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龙阳子始纂，

万历三十五年（1607）潭阳余文台刊本。该书卷十五《八谱门》，其

中《象棋谱式》名下，一开头就是起手式，较为别致。主要内容为歌

诀文字和残局谱。歌诀文字部分，与其它日用类书无异，只是“破车

势”误作“破军势”。残局部分收录：孔明擒孟获局、砲打襄阳势、

四车相见势、砲打樊城势、得胜回朝势、梅花斗雪势、野马跳涧势、

枯木逢春势、兴致强之势、老蚌吸月势、萧何追韩信势、金鸡抱卵势，

共计 10 局。 

6.《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徐企龙编，万

历三十八年（1610）积善堂杨钦斋刊本。该书卷十四为“棋谱门”，

收录文字与残局两块内容。其中歌诀之类的文字部分与其他类书无甚

差别，只是局论的每一句后多了一句小注，与《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

用便观五车拔锦》同。残局部分标为【象棋新势诀】，收录残局比《新

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的一至十局势名数，多出行者让路、

双蝶恋梅两局。                    

    7.《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刘子明辑，万历四

十年（1612）书林刘氏安正堂重刊本。该书卷十为“棋谱门”，由三

部分构成，一为象棋谱式，即常见的文字歌诀之类，二为全局谱，表



明《象棋秘妙金鹏十八变法行子指明》，共有四局，同于先前出版的

《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三为残局，较《新刻全补

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多出韩信背水、长板救主、乌龙摆

尾三局。 

8.《新刻搜罗五车合并万宝全书》，明徐启龙编，万历四十二年）

1614）闽建林树德堂刊本。这个徐启龙当与徐企龙为同一人。该书卷

十二为“棋势精要”，分为【象棋局式】、【象棋新势诀】两部分，内

容全同《新刻全补士民备览便用文林汇锦万书渊海》。 

9.《鼎锲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不著撰者，明刊本，卷七《博

弈门》，歌诀文字部分相同外，局势名数出现了新变化，为：一子布

阵、二龙乘珠、三思疑惑、四门斗底、五通变现、六丁神将、七贤过

关、八仙出洞、九曲黄河、十里埋伏。该书又收录孔明七擒孟获局等

10 局，这部分只比《鼎锓崇文阁汇纂士民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少

了“萧何追韩信”、“金鸡抱卵势”2 局。 

10.《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郑尚玄订，崇祯十四年（1633）

序刊本。卷九所收只有【象棋谱式】、【新增棋势妙法】，这两部分内

容与《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比较，仅多出“不

要打去”一局。 

以上十部类书，有时间可查的，最早为万历二十四年（1596）刊

本，最迟为崇祯十四年（1633）序刊本。至少有八部类书的问世年代

均要早于《橘中秘》，且是在短短的 18 年间接连出版，多少反映了当

时民间象棋的流行情况。其中有 4部类书收录了全局谱，合计为 4局。



仅《新刻人瑞堂订补全书备考》明确可知晚于《橘中秘》问世，但内

容上缺乏新意，可置勿论。 

         

二、晚明通俗日用类书收录象棋史料的几点讨论 

我国的象棋扎根于民间，多为贩夫走卒所喜好，文人学者留意

者相对较少，因此求取历史上的象棋史料较为困难，我们不能不将搜

寻的目光投向民间著作，晚明产生的众多的通俗民间日用类书便成为

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这类类书重视的是日用性、娱乐性，使用者广泛，

反映了庶民大众的生活形态。郑振铎先生曾指出：“斯类通俗流行之

作，为民间日用的兔园册子，随生随灭，最不易保存。研讨社会生活

者，将或有取于斯。”1然而，这类日用类书也存在着资料来历不明、

辗转抄袭等缺点。为此，笔者在此拟对这些类书收录的象棋三部分内

容分别做些讨论。 

第一，关于歌诀文字。明崇祯五年（1632），江左书林刊本朱晋

桢与《橘中秘》，是众所周知的名谱，辑录了传自前人的歌诀，反映

了明代流行的五种布局方式。这类歌诀通俗易懂，长期流播人口，往

往因人而异，记录下来的并不一致。比《橘中秘》更早的晚明通俗日

用类书中，都收录了这类歌诀文字，内容上相互抄袭，只是编辑方法

略有变化而已。现以刊行时代最早的《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

宝》为例，其中的局势歌诀原文为： 

中砲局势 

 
1 郑振铎《西谛书目题跋》，文物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10—11 页。 



起砲在中宫，棋观气象雄。 

马常守中卒，士上将防空。 

象要车相付，卒宜左右攻。 

居将砲车敌，马出渡河容。 

笔者按，“棋观气象雄”一句，只是泛泛地说明中砲局势富有气

势。《橘中秘》作“比诸局较雄”，有了推崇当头炮局为最优布局的意

味。最后二句，《橘中秘》作“若将砲临敌，马出渡河从”。 

                     士象局势 

         砲向士角安，车行二路前。 

过河车砲上，砲在后为先。 

集车拏士相，仍教砲向前。 

敌人轻不守，捉将不为难。 

     笔者按，“士象局势”，《橘中秘》作“士角砲局”，更为准确。

“砲在后为先”，《橘中秘》作“砲又马相连”；“集车拏士相”，《橘中

秘》作“车先图士象”；“不为难”作“有何难”。 

                          飞砲局势 

                 砲车边塞上，临阵势如飞。 

虚隙并图象，冲前敌势危。 

绝敌寻先子，无语自沉吟。 

车将车破敌，变化少人知。 

    笔者按，此诀《橘中秘》作：“砲起边塞上，翻卒势如飞。横并

当头妙，冲前落后宜。乘虚士可得，有隙象先图。夹辅须车力，纵横



马亦奇。”两者差别较大。 

                            象局势 

                 象局势能安，行车出两边。 

车先河边立，马在后遮拦。 

砲急寻常动，上士必相圆。 

相眼深防塞，中心卒莫行。 

势成防动砲，攻敌两河边。 

劝君依此诀，捉将有何难。 

笔者按，《橘中秘》只有八句：象局势常安，中宫士必鸳。车先

河上立，马在后遮拦。象眼深防塞，中心卒莫行。势成方动砲，攻敌

两河边。             

      破车势 

一车在中宫，鸳鸯马上攻。 

一车河上立，中卒向前冲。 

引车塞象眼，砲又后先从。 

笔者按，《橘中秘》作“破象局诀”，共有八句，作：一砲在中宫，

鸳鸯马去攻。一车河上立，中卒向前冲。引车塞象眼，砲在后相从。

一马换二象，其势必英雄。从内容看，说的是中炮盘头马车巡河挺中

卒，以马换象的战法，类书说成“破车势”不够贴切，且“一车起中

宫”亦属荒谬。由此我们更能深入体会到崇祯年间文人学者朱晋祯编

辑的《橘中秘》，对晚明民间通俗日用类书的提升意义。 

第二，关于残局谱。为便于学习，晚明通俗日用类书刊出了不



少象棋实用残局，作为使用者学习的参考。若汰去重名者，可得近

50 局棋势。经过梳理，可以发现按数字顺序编辑的所谓“局势名数”

比较流行，且以《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和《鼎锲龙

头一览学海不求人存》为代表，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系统，应有不同的

素材来源。此外，这些类书还收录了其他一些残局。如《新刻天下四

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标榜“棋势新式”，估计大多数皆为近期流行

之局，尤其是四局带“新”字的局势，应为晚明新创的民间残局。如

“新乌龙摆尾”局，即清康熙时刊行的《韬略元机》中的“乌龙摆尾”

局，可知该局的渊源即在晚明。而新小七纵局，则为《适情雅趣》中

“七擒七纵”局的简化局势。至于这些局势与其他谱录中相关残局之

间的错综关系，以及具体的着法，尚有待于爱好者的进一步诠注。 

     第三，关于全局谱。晚明通俗日用类书所收的全局谱并不多，

均注明来自“象棋秘妙金鹏十八变”。且《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

观五车拔锦》卷十二《棋谱门》中“象棋秘妙新式”收录有残局谱。

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考虑，我认为这些棋谱资料应来自于一本名叫

《象棋秘妙》的民间著作。这本著作除了收录残局谱外，所收的全局

谱名为《金鹏十八变》。兹将《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

卷十中的全局谱与《适情雅趣》中的《金鹏十八变》进行核对，发现

了几处不同之点：第一，记录法有所不同。日用类书所收全局，凡是

遇到吃子及打将时均加注明，此不见于《适情雅趣》本。第二，日用

类书有些接变部分的着法，与《适情雅趣》中的《金鹏十八变》并不

一致。第三，日用类书中的接变有省略甚至缺漏现象，如“饶先顺手



横车破直车沉包（砲）局”中，在黑方马二进二下注明“变”，但“变”

事实上被漏刻了或误删了，这只能说明类书编辑者的粗心大意。鉴于

两者的种种不同，我认为明代流行的《金鹏十八变》，除了《适情雅

趣》版本系统外，还存在一个《象棋秘妙》版本系统，两者大同小异，

后者在晚明民间流行更广，而为通俗日用类书所广泛采录。保存在晚

明日用类书中的《象棋秘妙》，仅为此书的吉光片羽，但仍为我们的

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