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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英⽂版陆续发表于lifein19x19围棋论坛：

The traditional name �Taichi� and the false name �tengen�

在中国古代，从未将围棋棋⼼命名为“天元”，“天元”⼀词另有其含义以及运⽤的领域。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先天五太

先天五太是中国古代哲学描述的，从⽆极过渡到天地诞⽣前的五个阶段，是从“⽆”到“有”的五

个宇宙阶段：“太易、太初、太始 、太素、太极”。

（参考⽂献：《易纬·乾凿度 》、《列⼦》）

1、太易 ：太易者，未⻅⽓也。

（太易，神的起始，⽓尚未出现的阶段。“阴阳不测之谓神”）

2、太初 ：太初者，⽓之始也。

（太初，是⽓的开始，未出现形的阶段。太初，只有先天⼀炁  qì）

3、太始：太始者，形之始也。

（太始，是形的初始，尚未有质的阶段）

4、太素：太素者，质之始也。

（太素，是质的起始，尚未成体的阶段）

5、太极：⽆极⽣太极 ；太极，代表天地开辟前阴阳未分的宇宙状态；即将分出阴阳两仪、天与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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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内经》素问·天元纪⼤论篇、五运⾏⼤论篇

⻅：中医四⼤经典之⼀《⻩帝内经》素问·天元纪⼤论 篇

“⻤臾区 ⽈：⾂积考《太始天元册 》⽂⽈：太虚寥廓，肇基化元，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

真灵，揔统坤元，九星悬朗，七曜周旋，⽈阴⽈阳，⽈柔⽈刚，幽显既位，寒暑弛张，⽣⽣化化，

品物咸章。⾂斯⼗世，此之谓也。......帝⽈：光乎哉道！明乎哉论！请著之⽟版，藏之⾦匮，署⽈

《天元纪》。”（天元纪⼤论篇）

“岐伯⽈：昭乎哉问也！⾂览《太始天元册》⽂，丹天之⽓经于⽜⼥戊分，黅（jīn）天之⽓经于

⼼尾⼰分，苍天之⽓经于危室柳⻤，素天之⽓经于亢氐昴毕，⽞天之⽓经于张翼娄胃。所谓戊⼰分

者，奎壁⻆轸，则天地之⻔⼾也。夫候之所始，道之所⽣，不可不通也。”（五运⾏⼤论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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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帝内经》“太始”与“天元”的记载，⻅上，《太始天元册》讲的是天地、阴阳的演

化过程。

2、“天元”的本义；“元”：头、⾸、始，基本、根本的意思；因此，“天元”有“天（地）之

始、天（地）的本元”之意；“太始天元”⼀词，笔者解释为“太始时期，天地之始 、天地的本

元”；⽽《太始天元册》所述，就是天地宇宙起源的模型了。

三、中国古代数学的“天元术”与“四元术”

中国古代数学的天元术，“⽴天元⼀为某某”相当于“设未知数x为某某”。

https://zhida.zhihu.com/search?content_id=182557080&content_type=Article&match_order=1&q=%E5%A4%A9%E5%9C%B0%E4%B9%8B%E5%A7%8B&zhida_source=entity


中国古代数学的“四元术”，四元术开头处有“⽴天元⼀为××，地元⼀为○○，⼈元⼀为△△，

物元⼀为☆☆”，相当于“设未知数w、x、y、z，为××、○○、△△、☆☆”。

详⻅：1、天元术是什么_天元术的主要贡献 ，2、中国古代数学《天元术》与《四元术》的⽐较研

究

现今，还在使⽤“⼀元⼆次⽅程、⼆元⼆次⽅程 ”等数学名词 。

四、 关于⽇⼈“涉川春海”命名棋⼼为“天元”

⽇⼈“涉川春海”即：⼆世安井算哲（1639-1715年），研究古代数学、天⽂历法、围棋等领域，

命名棋⼼为“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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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安井算哲 Vs 道策 “天元”局【对局时间：1670年10⽉】

1、⽇⼈“涉川春海”，胡乱命名“天元”之误；

⽯⽥芳夫《围棋官⼦基础》摘录

2、国⼈错把⽇式命名视同中古⽂化，⼈云亦云，洋洋⼤观之⽂章。

⽐如，流⾏的这种说法：“在我国古籍中，‘天元’⼀词早被引⽤于《史记·历书 》：‘王者易

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推本天元，顺承厥意’。”

那么，上述说法能否考证出“天元”⼀词与围棋棋⼼的联系呢？答案是否定的。

五、敦煌《碁经》与北宋《棋经⼗三篇 》

敦煌《碁经》“碁⼦圓以法天,碁局⽅以類地。碁有三百六⼗⼀道，倣周天之度数...”，

北宋《棋经⼗三篇》论局篇第⼀“夫万物之数，从⼀⽽起。局之路，三百六⼗有⼀。⼀者，⽣数之

主，据其极⽽运四⽅也。三百六⼗，以象周天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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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极”关系，⻅：“道⽣⼀ ，⼀⽣⼆，⼆⽣三，三⽣万物”、“⽆极⽣太极，太极⽣

两仪，...�

因此，“⼀”代表了太极。故⽽，棋⼼即为“太极”。

2024-7-22补注：此处的“⼀”代表了太极，与天元术、四元术中的“⼀”，意思完全不同。如果

将太极意义上的“⼀”，与天元术中“设天元⼀为某某”的“天元⼀ ”⽣搬硬套地结合起来，将

围棋盘的棋⼼命⽈“天元”，那么，根据这个所谓的“逻辑”，另将棋⼼命名为“地元”、“⼈

元”、“物元”也是可以的吧？

六、碁⼼（棋⼼），中，天⼼，太极

东汉⻢融著《围棋赋》：“迫兼碁岳兮，颇弃其装。”其中谈到“碁岳（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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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围棋赋》宋·章樵注

宋代章樵（《古⽂苑 》）的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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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è]⾳义与“岳”同，碁⼼（棋⼼）并四⾯各据中⼀⼦，谓之“王岳”，⾔不可动摇也。【注1】

【注1】刘善承主编的《中国围棋》在论述此点时，所引宋·章樵的注⽂⽂字，存在错漏。

关于“王岳”或“五岳”的渊源，可以参⻅“五岳真形图”，今河南嵩⼭“中岳庙”存有此图的碑

刻。





“五岳真形图”碑刻

从上可知，宋代（章樵）已将“棋盘中⼼⼀点”称为“棋⼼”，这是直接了当的、且容易理解的名

称。

宋代章樵所述棋盘“王岳”（五岳）猜想图

明“⽯室⽼⼈秘法 永嘉鲍⼀明编”《⽯室仙传》“碁经 图说”卷之“启蒙”章节，将棋⼼称为

“中”，⻅下图：

https://zhuanlan.zhihu.com/p/574196242


温州图书馆藏“⽯室⽼⼈秘法 永嘉鲍⼀明编”《⽯室仙传》

此书的“守城部⼀”载有：“起於⼀，⼀者，数之始，即太极也。《棋经》所谓据其极⽽运四⽅者

也。”





明嘉靖三年（1524年），林应⻰编著的《适情录》第四卷“守城部 下⼆”也载有：“起於⼀，⼀

者，数之始，即太极也。《棊经》所谓据其极⽽运四⽅者也。”

这种思想哲学观念，属传统“道家”⽂化，承⾃北宋《棋经⼗三篇》，与外来佛教或僧⼈⽆涉。

详⻅：明《适情录》并⾮是“中⽇合作”的棋著

明代嘉靖三⼗六年（1557年）的《秋仙遗谱》，较早提到了“太极图”19变与“天⼼图”30变，

在卷⼆“敌⼿出局”第32局更有⼀局全局棋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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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三⼗六年【1557年】《秋仙遗谱》

《秋仙遗谱》太极图 “第⼀变，⽩取势，三⼗⼀着”





《秋仙遗谱》“天⼼图 三⼗变”

天⼼图 共三⼗变，俱⽩胜。“⼀变，三⼗⼀着”

明代万历年间许⾕编《⽯室仙机》“卷之⼀”有“太极图”共⼆⼗局。

万历丙⼦（1576年）《⽯室秘传》“⼰集”列出“太极图五⼗局”，早于⽇⼈“天元”局近百

年。



《⽯室秘传》“⼰集”太极图

清初汪汉年，也有“太极图”棋谱多局存世。



汪汉年与盛⼤有 ⼀局（1-25⼿）

徐星友 、施襄夏称“棋⼼”为“太极”。

太极图起⼿，⾮正当之着。⾄于⼆投三六，⽩必⽤倒垂莲或镇神头 周旋。太极图起⼿，务虚声⽽

⽆实际，不⾜取也。� 徐星友《兼⼭堂弈谱 》

古谱或有太极图起⼿者，务虚声⽽⽆实际，不⾜取也。� 施襄夏《弈理指归 》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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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元”⼀词的含义⽐较宽泛，⽇⼈将之⽤于棋⼼的命名，不妥。中国古⼈将“棋盘中⼼⼀点”命

名为“棋⼼”、“中”、“太极”或“天⼼”，⽆疑更为精准；清代棋⼈，⼀般称之为“太极”。

现今围棋教科书中，普遍将“棋盘中⼼⼀点”（棋⼼）称之为“天元”；杭州棋院⼤厦也名⽈“天

元”⼤厦，更有许多以“天元”冠名的地⽅棋院。那么，是否有改名的必要呢？笔者认为，既然已

经命名了，就不必再改了。

但是，我们应增⼴⻅识、开拓思维，不可⼈云亦云，要了解到“天元”的起始与由来。“天元”⼀

词在中国古代的其它领域应⽤很⼴，但它并不是专有的、传统的围棋名词，因此也不能直接表征中

国传统的围棋⽂化。

（全⽂完）

围棋 传统⽂化 ⽇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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