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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御城棋”是日本官方主办的每年时行的一次优秀棋士争霸赛，比赛地点安排在皇宫并当着将军的面
进行。
面对最高统治者，四大棋家各自派出顶尖高手与对方搏杀，“武士道”精神跃然盘上，胜者上天堂，
败者下地狱，因此，“绝妙之局”“吐血之局”层出不穷，比比皆是。
从宽永三年(1626年)首局正式的御城棋开始，加上之前的“御前棋”，至文久三年(1863年)最后一局止
，历时250余年，可谓长盛不衰。

该书由濑越宪作担任主编，参与收集棋谱的人数达三百人之多，共收录611局，其中陸城棋之前的御前
棋9局，御城棋524局，御城棋之外的名局78局。

“御城棋”作为围棋史上最残酷的“争棋”永久史册。
本书棋谱虽无解说，然而却是一部浓缩日本古代围棋精华，触摸围棋历史的经典著作。
该书印数偏少，值得棋友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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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濑越宪作，1889年生于日本广岛。
5岁从祖父学弈。
中学毕业后进入“方圆社”深造。
1909年与铃木为次郎(当时三段)下先相先测验棋6局，结果4胜2负，被定为三段。
1912年升为四段，1917年升为五段，1921年升为六段。
1922年与雁金准一、铃木为次郎、高部道平等创建“裨圣会”。
1926年被日本棋院推举为七段，1942年被推举为八段。
1948年任日本棋院理事长。
1955年被授予名誉九段并获“紫绶褒章赏”，1964年获第一届“大仓赏”。
曾于1919年、1929年、1942年、1960年四次访华并多次撰文介绍中国棋界状况。
?下有吴清源、桥本宇太郎、曹薰铉等棋坛巨匠。
著述颇丰，主编有《御城棋谱》《明治棋谱》以及著有《濑越围棋读本》《濑越围棋教本》等。
1972年去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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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御城棋在围棋发展史上的重要性
御城棋对局者名录
日本围棋四家掌门人一览表
日本别史纪年简表(德川家康任将军以后)
日本德川幕府历代将军一览表
日本围棋名人·棋所一览表
御城棋围棋·将棋将军上览图
第一章　御城棋以前的御前棋(第1局-第9局)
第二章　御城棋(第1局-第524局)
第三章　御城棋之外的名局(第1局-第78局)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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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八世林门入  出生年月不详。
本名祜元，本因坊五世道知门下，宽延二年（1749）出版的《道知四十番棋》为其作注解的井田道祜
的长子。
宝历七年（1757）七世转入门入去世而继任八世门入，翌年开始参加御城棋，最终为七段。
宽政元年（1789）宣布隐居，翌年四月二十五日获准，由迹目门悦继任九世家督。
宽政十年（1798）三月二十二日去世，取法名“门荣玄入居士”。
祜元门入留有遗谱33局，其中御城棋有31局。
九世本因坊察元  享保十八年（1733）出生，武州幸手人，本姓间宫，据称父亲是又左卫门。
八世本因坊伯元门下。
宝历四年（1754）四月老师伯元病危立察元为迹目，同年22岁时升为六段。
宝历七年（1757）申请晋升七段，但井上家六世春硕因硕七段提出以察元须战胜其弟子春达因硕，并
支持春硕本人晋升八段为交换条件，结果察元挫败春达因硕，并拒绝春硕升八段的要求。
明和元年（1764）与春硕因硕均晋升为八段，双方展开决定“棋所”的六局争棋，结果察元获胜，明
和四年（1768）九月成为名人，三年后被任命为棋所。
本因坊家自道知去世后，长期衰落，直至察元崛起，才开始重振门风。
天明八年.（1788）十月二十六日56岁时去世，葬于丸山奉妙寺，法名“日义”。
察元留有遗谱84局，其中御城棋有27局。
在察元担任名人棋所期间，正值日本十代将军家治统治时代，家治酷爱围棋，在宝历十三年（1763）
至安永九年（1781）增加了“御好棋”，每年的御城棋已达六七局。
十世本因坊烈元宽延三年（1750）生于江户，本姓山本，御数寄屋方组头山本氏之子。
幼年入九世本因坊察元门下，明和七年（1770）六月二十七日被立为本因坊迹目，七月一日拜见将军
，时年21岁六段，同年参加御城棋。
天明八年（1788）老师察元去世，继任本因坊位。
翌年立宫重乐山（即元丈）为迹目。
宽政三年（1801）与七世安井仙知仙角同时晋升为八段准名人。
文化五年（1808）十二月六日去世，享年59岁，葬于丸山本妙寺，取法名“日宝’’。
烈元留有遗谱百局，其中御城棋44局，御好棋2局。
坂口仙德  出生年月不详，武藏人。
五世安井春哲仙角门下，七世安井仙知仙角之父。
仙德首次参加御城棋年龄不详，据推测其子仙知当时为9岁。
天明二年（1782）去世。
此后的“天保四杰”之一的坂口仙得即为仙德之孙，仙德家庭共产生三代围棋高手，实属罕见。
仙德留有遗谱加上御城棋共有26局，其中有11局是与本因坊察元对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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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御城棋谱全集:围棋史上最残酷的争棋(套装上下卷)》是由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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