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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子落惊风雨，局成泣鬼神！”这是我国
清代围棋界对“当湖十局”的至性评价与普
遍认同。

那么，这十来盘棋局为何要以“当湖”
（平湖别称）来冠名呢？是不是因为平湖人
下的，还是因为在平湖下的呢？

“沧澜雾霭雷鼓浪，但听张宅落子声。”
作为平湖的世家大族之一，张氏在围棋这个
领域中却是一枝独秀，五代善弈，至二十二
世张永年达到了顶峰。

张永年（1697—1776），字丹九，号月骞，
晚年又号适庐老人，太学生，候选州同。与
胞弟张凤苞一同居住在当湖日晖漾的直方
堂。日晖漾朝东的水流名叫“甘河”（俗称南
河），南河两岸的这一地块古称“鸣珂里”（今
南河头）。张永年后来又在宅东构屋，中庭
垒石为山，前植桂，后栽松，间以种种花草，
堂名“适庐”。

张永年为人豪放，喜欢交结，每天畅饮
放歌，吟咏作乐。31岁时被荐举孝廉，但他
坚辞不就，潜居于日晖漾旁的直方堂，一心
一意地弈棋自娱。他“棋达三品”，弈棋水平
不俗。清光绪《平湖县志》本传说他“好弈，
能得其妙诣”。张永年的两个儿子张世昌、
张世仁承继父风，性至孝，亦善弈。父子三
人，在围棋界有着“柘湖三张”的美誉。

张永年为了那两个同样喜欢围棋的儿
子能够提高棋艺水平，自己也想再棋高一
着，就想请顶级国手来家授棋。清乾隆四年
（1739年），范西屏、施襄夏两人应张永年延
聘，先后前往张家授弈。张永年能够请得到
范、施两位国手棋圣来家教棋，其实力自然
不可小觑。乾隆初年的平湖张家正处于鼎
盛时期，张永年有这个经济实力；张永年棋
达三品，凭着已有的棋力自然已经不是等闲
之辈，在江南一带有点知名度，又广为结交
同道弈友，他有这个人脉资源，况且与山阴
的俞长侯是故交，由俞长侯出面去请范、施
这两位高足，来当湖自然不在话下。

范世勋（1709—？），字西屏，海宁郭店
人，自幼聪颖，七八岁时就能与当地高手抗
衡。后拜俞长侯为师，十二岁时与师傅齐
名，十三岁即在全国崭露头角。十六岁随师
游松江，屡胜名家，成为国手，已经是天下公
认的第一高手。二十余岁游京师，与各地名
手较量，战无不胜，名驰全国，被棋坛推崇为

“棋圣”。当时棋林高手梁魏今、程兰如、韩
学之、黄及侣都纷纷败在他手下。

比范西屏小一岁的施襄夏（1710—
1771），名绍闇，号定庵，也是海宁人。出身
书香门第，幼时弃琴学弈，也拜俞长侯为师，
学了一年便能与范西屏争个高下了。后受
教于著名国手徐星友、梁魏今和程兰如，一
变往日棋风，终成“天下第一手”。

张永年凭着自己的个人魅力和活动能
力，不仅请到了两位棋圣来家授棋，而且成

功撮合两人在当湖对弈十番棋。按我国明
清时期的习惯，高手相约，一般以十局棋为
轮。“十番棋”就是一场悬崖上的白刃格斗，
特别是在争夺棋界第一把交椅的争擂胜负
中，胜者名扬四海，败者则可能一蹶不振。
范、施年力相当，又同是“天下第一高手”，可
谓“二美具”“两难并”，他们之间的对局角
逐，势必呕心沥血，竭力施展平生绝技。此
年，范西屏 31岁，施襄夏 30岁，正值年盛气
旺、精力弥满、绝艺癫狂、所向无敌之际，棋
艺都到达了顶峰。

乾隆四年农历四月的某日，范西屏与施
襄夏先在日晖漾边张永年宅第内的“适庐”
里对局，后又移至东湖西岸水边张园里的

“水西云坞”。两位大师一连对弈了十三局，
传世十一局，史称“当湖十局”。

“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气势磅礴，
杀法精紧，是范西屏、施襄夏一生中最精妙
的绝诣杰作，也是我国古代座子局中的登峰
造极之作，在围棋界获得赞誉无数。范、施
两人成名前对局无数，但无留棋谱；成名后
难为交手，鲜有记谱，也无传世。因此，“当
湖十局”遗谱便成为两位大师留下的唯一对
局记录。从棋局看，这十一局将中国围棋的
传统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手段之酷烈，令
人惊诧；算计之精深，夺造化功。难分胜负，
叹为观止，从而留下了被公认为“座子局”顶
峰的棋谱，从而也产生了“当湖十局，后发制
人”的围棋术语。

由于张氏已经意识到范、施对弈的“当
湖遗图”来之不易而且必定不同凡响，所以
曾秘藏了数年，以致最后散佚其中 2局。自
乾隆十五年（1750年）金楙志刊印的《围棋
近谱》首收“当湖十局”的 7局起，乾隆二十
九年吴峻《弈妙》、吴駉《弈妙二编》新增 2
局，乾隆五十五年臧念宣、吴修圃所辑《弈
理析疑》再新增 1 局，直至道光五年（1825
年）温佩良编印《弈汇》再新添 1局，至此才
录见11局。

“当湖十局”在江浙一带发酵后，产生了
辐射，逐渐散播到全国各地，进而传播到海
外，影响到日本、琉球、朝鲜半岛、东南亚甚
至欧美一些国家，其传播至今方兴未艾。在
乾隆时期，“当湖十局”的影响范围主要是在
浙北和苏南一带，也就是嘉兴、湖州至苏州、
无锡、常州、金陵，其次就是京津地区。嘉庆
后，以扬州为中心，逐渐影响到安徽、江西、
山东以及湖北、福建、广东和四川。清末，成
都成了传习“当湖十局”的西部中心。进入
民国时期，“燕京大都”北平和“十里洋场”上
海就成了传习“当湖十局”的两个文化中
心。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国手们纷纷战胜
日本与韩国的顶尖棋手，国内出现了围棋
热，尤其是1982年《围棋》月刊分期连续发表
陈祖德应约撰写评注的“当湖十局”（后来又
出版了《当湖十局细解》），“当湖十局”成了

炙手可热的必读教材。各种书报杂志纷纷
刊载“当湖十局”，形成了一股“当湖十局
热”，且至今持续高烧不退。

2011年7月6日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
频道《走遍中国》栏目第 187期首播了时长
25分 10秒的纪录片《当湖十局》，产生的影

响极大。2017年7月31日，CCTV电视围棋
快棋赛在平湖开赛之际，中央电视台“体育”
频道《体育新闻》栏目播出了题为《登峰造极
之境：“当湖十局”的由来》电视纪实片，给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提高了平湖因“当湖十
局”而形成的辨识度。2020年 9月 21日，当

湖十局主题公园开园，成为全球所有围棋爱
好者的向往之地；同年 12月，平湖市被中国
围棋协会授予“中国围棋之乡”称号。2022
年 9月，作为中国围棋协会《围棋与名城》丛
书之一的《围棋与平湖》正式出版发行，“当
湖十局出平湖”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 邓中肯

但听张宅落子声
——妙绝古今的当湖十局

2025 年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 47 个植树
节，上了年纪的乍浦人民不会忘记，上个世
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平湖特别是乍浦人
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在乍浦九龙山上开展
大规模的绿化造林，使历史上光秃秃的九龙
山陆续披上绿装。1997年 3月，经国家林业
部批准，九龙山成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民国以前的历朝历代没有对九龙山大规
模植树造林的记载，李天植的《乍浦九龙山补
志》上卷土产篇有这样一段记载，明末清初，九
龙山植被覆盖率并不高，沿山农户栽植之树
木，未及成林，即伐为柴薪。而从1842年英国
军队从海上拍摄汤山、观山的照片，以及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照片中看到，九龙山上树
木稀疏，大部分山上光秃秃的，很少能看到大
树，有的景点偶然看到几株大树，感觉很突兀。

历史上，乍浦也有乡间富家大族喜好栽
植花卉，并著书立说，总结栽植经验，清初有
王路著《花史左编》，是平湖花卉种植的经典
杰作，李天植的从孙李庆乙种菊数百本，著
有《菊经》。清初，汤山有古茶树几株，独山、
黄山和陈山竹子比较多，松树是九龙山的主
要树木品种，“凡山皆有之。无干霄合抱者，
以居人种至十年余，即欲伐为薪。”只有一些
大户人家的祖坟，如西常山屠坟，陈山冯家、
林家祖坟，树木茂盛，那是因为有人看守。
李天植也曾将老家蜃园中的两株罗汉松、银
杏古树移栽到九龙山上。

九龙山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始于
民国 22年（1933），据《乍浦镇志》记载，民国
22年（1933）春，九龙山营造乍浦要塞林，共种
植马尾松等树苗 949177 株，麻栎、洋槐各
1000株，但因无人管理，成活极少。民国 24
年春，在灯光山至独山的面海南山坡上种植
苗木65860株。次年3月1日，从建德林场调

运阔叶树苗5万株、西湖林场马尾松45万株，
阔叶树苗5万株和行道树。植树节用苗6000
株，始假植于黄山、汤山麓。嗣后由东桥、庄
山（今乍浦镇东片）两乡征集劳力，每日为200
到300人，分两队，于3月8日到16日，上山种
植，驻军亦派人协助。东桥乡负责灯光山至
陈山；庄山乡负责黄山至益山，独山因距乍浦
较远，往返不便，于3月10日派人运马尾松5
万株，由驻军派人负责种植，共栽马尾松及阔
叶树苗木553625株，植树面积达1170亩。同
时在乍浦至独山的沪杭公路段补植榆树、女
贞 1675株。民国 26年（1937）11月，乍浦沦
陷，大批侵华日军路过乍浦，沿途纵火焚烧，
所植树木尽毁。因此，到 1949年，平湖乍浦
九龙山基本上还是光秃秃的荒山。

平湖乍浦九龙山第二次规模较大的人
工植树造林是解放后的1955年春季开始，当
时，平湖县人民政府发动群众开展育苗造
林。1958年4月，平湖县人民政府分配给九
龙山范围内的黄山乡乌桕种子1000斤、大桥
乡（即后来称瓦山乡）800 斤、乍浦镇 1000
斤，由这三个乡镇负责育苗种植乌桕。1959
年，平湖县人民政府贯彻中央农林牧副渔全
面发展的方针，由当时的乍浦人民公社组建
育林生产队，是年春，植树43万株，成活率为
50%；毛竹林 500亩，植竹 13641株，成活率
达 70%。同时开辟苗圃 22亩，采集楝树籽
900斤、棕榈籽 30斤、海桐籽 60斤、枫树籽
2.25斤、黄金树籽 1.125斤等，自行育苗。至
1960年止，乍浦三个乡镇在九龙山累计造林
2248亩。成活成林面积为 1545亩。是年冬
季，平湖全县抽调 18200人次，对九龙山 11
个山头，7200多亩荒山绿化，种植淡竹、毛竹
45912 株、各种树苗 50 万株、直播油茶籽
4000多亩。平湖县同时组建了平湖县林场。

1962年，组建两年的平湖县林场停办，
九龙山的人工造林绿化工作又落实到了乍
浦三个乡镇。当时平湖县对九龙山绿化的
政策是，政府投放树苗，乍浦三个乡镇的相
关生产队划片营造和管理九龙山的绿化造
林工作，副产品收益归生产队，林木收入三
七分成。当年，乍浦三个乡镇在九龙山诸山
又种植黑松、麻栎、果树等 120万株。同时，
为了保护诸山林木，乍浦对九龙山实行封山
育林，建立了护林小组，分段专人管理。在
1962年—1971年平湖县林场停办期间，乍浦
镇、黄山乡、瓦山乡有山林管理任务的各生
产队都专门设护林员 1至 2人，常年分片巡
山，有效地防止了人为毁林事件的发生。

1971年平湖县恢复林场体制，平湖林场
从维护山林地的权属着手，通过逐步理顺山
林管理体制，对沿山农户垦植的边缘林地逐
一进行清理，清退回收了 200 多亩零星林
地。同时在乍浦人民封山育林的基础上，开
始有计划地采取点播造林、育苗造林及整地
造林等措施，使九龙山有林面积不断扩大。
到1985年，平湖林场经营面积6588亩，其中
有林地5039亩，林木蓄积量16906立方米，毛
竹蓄积量1.45万株。到1989年时，九龙山建
有防护林4794亩，经济林127亩，毛竹59亩，
到1992年时，活立木总蓄积量29355立方米，
上层大都由常绿针叶树组成，优势树种为黑
松和马尾松，间有杉木、柏树和国外松。在汤
山、外蒲山、瓦山、独山等山有小片阔叶林，主
要树种有枫香、檫树、乌桕、香樟、麻栎、剌槐
等。下层是灌木丛和草本层，灌木丛大都为落
叶树种，如：柞木、糙叶树、算盘子、合欢、丝棉
木、瑞香等；草木层有维管束植物 104科362
种，其中蕨类植物10科17种，裸子植物6科18
种，被子植物 88科 327种，植被生长较为繁

茂。经过六十多年连续不断的人工植树造林，
当年乍浦人民在九龙山播下的树苗种子和种
植的树苗也都已长成大树，昔日光秃秃的九龙
山很快披上绿装。到目前为止，平湖林场所辖
的九龙山6305亩林地，森林面积5451亩，森林
覆盖率86.5%，绿化率达97.5%。1997年3月，
经国家林业部考核，批准九龙山森林公园为
国家级森林公园。

九龙山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提高了森林
覆盖率，不仅成为九龙山开发旅游业的最大
自然景观，而且九龙山森林公园已成为天然
氧吧，经过森林保护层过滤的九龙山空气越
来越好，生态越来越优。2020年，浙江森林

氧吧评选结果公布，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入
选该榜单，为嘉兴市唯一上榜单位。

九龙山生态好了，国家森林公园内野生
动物资源也更为丰富，据有关科研部门调研
考察，现在脊椎动物有 74科 348种，其中兽
类 10科 29种，鸟类 54科 291种，两栖类 4科
7种，爬行类6科21种。如今，当人们走在九
龙山茂密的树林、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聆听
森林里百鸟齐鸣的优美声音，真正体会到大
自然给九龙山的好山好水好风光。而九龙
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吸引了
江浙沪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也因而推动和促
进了平湖乍浦九龙山旅游业的发展。

荒山变绿林

■ 乍浦历史文化研究会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生态嬗变

当湖十局主题公园大门口

光绪二十三年（1897）刊行的《海昌二妙集》第一次出现了“当湖十局”的名称 范西屏与施襄夏对局古谱

1987年出版的《当湖十局细解》

1842年乍浦的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