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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一生是阿城《棋王》中的主人公，他身上所蕴藏的道家色彩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在王一生的形象中，

吃与棋两条线互相交错，达到中和。本文从构成其主要生存的吃道与棋道两方面入手，来浅谈其中包融

的道家色彩。最后再通过吃道与棋道的互相作用，看道家思想对现世生存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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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Yisheng is the protagonist of Acheng’s “The King of Chess”. The Taoist color contained in him 
has always been talked about by everyone. In Wang Yisheng’s image, the two lines of eating and chess 
are intertwined to achieve neutrality.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eating and chess, 
which constitute its main existence, to talk about the Taoist colors that are included. Finally,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ating and chess, we can see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Taoist thought for 
survival in thi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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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吃道中的道家色彩 

吃道也是生存之道。食是生存之本，王一生一直秉持“先吃饭，在下棋”的原则。吃是人必须遵循

的生之道，是人活着的自然而然的规则。“圣人终日不离辎重”，圣人之治也需“实其腹”，老子对“饱

腹”也是秉持肯定之态度[1]。王一生的原则也是对这基本之道的顺从，是“任自然”。但是“物壮则老”，

王一生对事物的需求始终保持着一种“知足寡欲”的态度。 
《棋王》一开篇就以简练的笔触描写了王一生对吃的虔诚与精细，以致到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

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的地步。其吃相是恶的，而这合于人一种本性自然的表现。棋是他的精神寄

托，可当有人问他是否可以为了下棋不吃饭时，他却摇摇头。人要生存，首先要顺道。他对我说，“一

天不吃饭，棋路都乱”。王一生始终是遵着自然的，他明晓“下棋不可以当饭吃”，解决了生的基本需

求，在自然的规律下，他的吃顺应规律让其生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其生也让其棋发挥至极[2]。 
但其并不奢求进一步的物质享受，只是满足于生存的基本需求。车站送别，人人沉浸于离别的忧

愁与对前路的担忧时，他坐在座位上码棋。对他而言，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何必感伤。当“我”提

出人吃饭是一种精神需求时，他表示了反对，并提出了“饿”与“馋”的区别。“饿”是人的自然而

然的生理需求，馋是对吃“好上加好”的需求。关于“我”所讲的邦斯舅舅的故事，他也犀利地指出

这人是因为馋而死，如果只是吃不会如此。此与老子思想中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相

契合。在下乡分场后，王一生来寻我，向我感叹现在的日子是“不错，真的不错。粮？钱？还要什么

呢？不错，真不错”。对“我”关于生活条件还不够好的牢骚，他批评道：“想的净是锦上添花。一

个人拼命想活着，最后都神经了，后来好了，活下来了，可接着怎么活呢？像邦斯那样？有吃，有喝，

好收藏个什么，可有个馋的毛病，人家不请吃就活得不痛快。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王一生对

于所拥有的生存条件只要处在基准就是知足满意，“光穷吃不行，得记着断顿儿的时候，每顿都要欠

一点儿。老话儿说‘半饥半饱日子长’嘛”。此守得不就是“知足者福”，“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可以长久”的理嘛。 
王一生这种知足建立于当时社会物资匮乏与家庭贫困带来的生存的紧迫感和饥饿感[3]。在这种环境

下，他秉持着道家“任自然”和“知足”的思想让自己从对物质的享受的追求中解脱出来，是一种被动

之举，但也有效避免追求物质而不得带来的精神痛苦。他对于吃的虔诚和精细和对吃的需求始终维持在

一个“中”的位置。顺自然让他生命力继续发展，获得身体的自由。知足让他没有精神上的贪“馋”的

痛苦，免受精神上的苦楚。这是一种蕴含着道家思想的生存智慧。 

2. 棋道中的道家色彩 

棋道是一种精神之道。如果说王一生吃道中的蕴藏的道家思想是被动为之，那么棋道中的道家思想

则是其主动选择，展现得更为明显。 
王一生之棋讲究造势，讲究顺应棋运，柔而化之，讲究无为而无不为。“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

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

需无为而无不为。”棋运就是道，顺应道不妄为，则无不为。“鱼不可脱于渊”，在道的规则下以“柔”

胜“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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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将道家思想贯彻于棋中，让他无往而不利，在最后的以一对九的车轮战中得到棋王之称。他顺

棋的“无为”让给他在下棋中“无不为”。 
但王一生下棋时并不咄咄逼人，在最后地区冠军前来要求平棋的结果时，他也言“和了吧”。在与

对手下棋时，他从不追求最后的“将”死，预见对方已成败局、大势已去后，旁观者还看不懂局面，他

便重新开始码棋。“太盛则折，太弱则泻。”这其中也包含着道家“万物复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

“守中”思想[4]。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一生擅长盲棋，明棋执着于实有的形，而盲棋就是忘棋，将棋与“我”

相融，“棋我两忘”，于是在棋中顺道造势无限自由。他下棋的时候，棋在动，而他为静，在清静中无

为，无为中又无不为。如庄子所说之“庖丁解牛”，王一生下棋时便与棋的世界融为一体，完全从现实

世界中抽离出来。在以一对九的车轮战中，“我”去给他送水，他便一惊，饮水后又回到了他的世界。

在对战结果已定时，“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

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

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这完全达到一

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玄远之境。“似无所见，似无所闻”却观“大千世界，

茫茫宇宙”他在此世中却又超然于世外。 
王一生将道的思想运用于棋中，而棋又是他的精神寄托，道家思想又势必通过棋道影响其之精神。

王一生追求的非通过棋来到名利，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拜城中下棋名手为师，也拒绝了最后地区冠

军棋世家后人的相邀，他所追求的是棋道，所以当捡垃圾的老人指点他的棋路时，他跟随其学棋。在动

乱的“革命”年代，人人都贴大字报闹闹嚷嚷时，他选择了棋道，让他获得精神上的自由来消解现实世

界的纷扰[5]。当某造反团和其对立派将他的名字贴得到处都是时，他也不为所动唯有下棋。他对棋道的

追求，也正是对现实之乱的一种“柔”的超脱和反抗，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棋。又如庄子问道来缓解

现实中无法解脱之痛苦。王一生把生命之意义投注于下棋中，在“棋我两忘”中畅游而达到道，获得精

神的无上自由。 

3. 吃道与棋道的“守中” 

王一生身上吃道和棋道互相交织，互相影响。虽然其吃道中含有“知足寡欲”的道家思想成分，但

是生之欲又时时影响其生存方式。因受时代物资紧缺和家庭条件的紧迫，王一生对饥饿感的恐惧时时缠

绕着他。母亲“先吃饭，后下棋”的思想在他的脑子里生根，对于教他下棋的老头对“为棋不为生”家

训的秉持，他也作出了“训坏了他”的评价。所以他被迫选择“知足寡欲”来缓解这种生存压力的痛苦。

然等他来分场找我，大家一起吃蛇肉，当“我”提到蟹肉，倪斌提到家中文人风雅的活动，那副精贵的

明朝乌木棋，甚至需要专门雇人来做燕窝的奢华生活时，本来一向主动邀人对局的王一生，还是待倪斌

主动发问，才从沉思中醒来点点头。王一生从来不主动去追寻物质的享受，但当他不经意间接触到时，

他又忍不住被这样的生之欲所吸引。他对于去总场参加棋赛的在意，是只为了棋还是为获得冠军之后可

方便调动至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而从后文，王一生失去报名资格，跟随倪斌去询

问文教书记是否还有机会继续参赛，得到否定答案后在落日下的长叹一声，可知这其中虽有不能与人比

棋的失落，但从随后比赛结束后他仍能邀请前三名，与之一比来看，失落中占比更多的是无法通过此拥

有更好的物质条件。 
可王一生棋道中的道家思想，也是他的立身之道，对生之欲之胜有压制。当倪斌把家传的明朝乌木

棋就此送给文教书记以换更好的生活环境，顺带帮王一生换得一个参赛资格时，大家都表示理解，调笑

倪斌的“路粗”，而他陷入了沉默，这似乎是对大家认可的生之道的一种质疑。在画家发出“生活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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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了”，“何以解忧？唯有一唉”的感慨时，他是惊奇的，生活太具体了，一切事物的精神价值都被抹

去，只有其物质价值，人们具体地将事物能换取的物质价值等同起来，活着是一件太具体不过的事了。

生之欲对精神世界的侵蚀让画家无法像捡垃圾的老人和王一生一样坦然地说，何以解忧，唯有下棋。当

人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过度被生所困时，他的生活就拘泥于生活中的物质交换中。王一生的生之欲被

其棋道所压制，他无法用母亲留下的无字棋去进行物质交换，他似乎在此时也认识到了“生会坏性，所

以生不可太盛”的训诫。在一对久的车轮战中，他从白天下到了深夜，其中只饮了些许水，饥饿感在他

对棋道的追求中消融。于一人的孤军奋战中，他似乎找到了活着的意义，人虽然限于生之道下，但却不

能拘泥于生之道。他实现了对了母亲“人最重要的还是活着，下棋只是消遣”之看法的超脱。虽然人要

先吃饭，先活着，但生命的全部投注不只是为了活着，而需要更高的精神追求。 
吃道和棋道互相作用，达到一个“守中”。吃是人们生存的必须，是自然的规律，过度地沉迷于精

神是妄为，使身体不自由也使精神缺乏健康的身体的支持。出于现实的压力，人们被迫选择知足寡欲来

免受对生之欲的困扰。然而当接触到更好之物时，心中所压抑的生之欲又难免生长。此时就需要棋道来

平衡，在精神世界中实现对欲的超脱，来完善对人生的关照。在顺应吃道的“无为”中又达到精神中的

“无不为”。正如文中的结尾写到“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

太像人。”“为腹不为目”就像是对立身之道中的道家色彩的最终回归。道家思想的智慧指引着人们的

生存之道，在王一生的身上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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