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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常常被不懂棋的人误解成思维能力的较量，其实不然，应该说它是

智慧的较量，虽然思维在智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并不是全部。一个

好棋手除了热爱棋并有很好的思维能力之外，其他心理过程也有很大的

贡献。这里仅以国际象棋为例，说明各种心理过程对棋手的影响，大多

数内容都可类推到其他棋类活动当中。 

 
 

1.记忆因素 

初学国象的人首先必须理解并记住一些基本概念和技巧。理解主要基于

逻辑思维，正常的人都具备一定的能力，因此记忆内容往往更为重要。 

科学家们在一系列著名的实验中，比较了国际象棋大师和新手的差异。

在实验中，给象棋大师和新手看实际比赛的棋局各 5 秒钟，然后打乱棋

子的位置，让他们重新恢复棋局。结果发现，大师正确恢复棋子的数量

是 20~25 个，而新手平均只有 6 个。但当大师和新手所看的棋盘上为

随即排列的棋局时，他们恢复的棋子的数量没有差别，都是平均 6 个。

科学家们认为，当棋局随机排列时，大师与新手都把每个棋子当作一个

组块，因此恢复出的棋子数量没有差别。而当使用实际比赛的棋局时，

大师的组块包括更多的棋子，所以恢复出棋子的数量比新手要多。大师

与新手相比，记忆存储的信息量大，存储的熟悉的棋局模式多，这些差

别很可能决定了大师与新手棋艺水平的差别。 



按照心理定律论中的学习定律，这些记忆人人都可以通过反复练习来形

成，只不过有的人可能记得相对快一点，有的人可能相对慢一点而已。 

 

2.注意分配 

下一个阶段要学会如何分配自己的注意资源。 

按照主题竞争定律，注意分配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你正在对奕，在

布局阶段你会尽量注意双方所有棋子的位置和可能的变化，以争取击败

对手或取得优势（即当前主题）。但到了残局阶段，你只会注意棋盘上

所剩的那几个棋子，不会再注意已被拿到棋盘外的那些棋子，因为所剩

棋子的信息是对当前主题的支持，已被吃掉棋子则与当前主题无关而不

再需要注意资源。 

然而在对弈中，注意分配的情况更加微妙。有的人残局下得很好，但是

在中盘战斗中常常失误丢子，很可能是注意分配不当所致。因为在残局

当中，棋盘上所剩棋子数不多，注意资源的使用比较集中，有利于计算

思考；而在中盘时，双方常有有很多的活跃棋子，需要将你的注意资源

覆盖到更多的对象上。这种分配能力也需要大量的练习和对弈来掌握。 

通常来讲，对弈中不应带有强烈的情绪，因为它带来的当前主题太情绪

化，会使你的注意力过于集中，甚至集中到错误的方向上去。比如说，

你发现对方非要吃你的一个子，你如果跟他斗气，就会忽视全局利益，

很容易招致失败。 

 

3.思维方式 

接下来更难的课题是熟练掌握不同的决策思维方式。 

面对一个决策问题，是采用逻辑思维还是采用非逻辑思维，实际上是由

当前主题所决定的。比如说在时间充裕的慢棋比赛中，当前主题是尽量



把下一步走子可能带来的变化都想清楚以决定最好的一步，因此应选择

慎密的逻辑思维方式；当在每方只有 5 分钟的超快棋比赛中，当前主题

是在数秒之内走出尽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步子，因此他必须用反应快的直

觉思维方式。 

根据心理学研究的意见，人的决策依赖于三个标准的权衡：准确性最大

化，认知努力最小化和负性情绪最小化。当在时间充裕时（通常在慢棋

比赛中才有），你会采用逻辑思维方式，其优势在于因果清晰及合乎规

则，所用的权衡标准是准确性最大化。当在时间紧张时（不仅在超快棋

中，慢棋比赛进入时间恐慌时也会出现），最好采用直觉思维，其优势

在于反应速度快、不受认知资源限制的影响，这时所用的权衡标准不仅

仅是准确性，还有认知努力最小化，即能用对自己简单的变化就别用复

杂的变化，以节省时间。 

 

4.战术灵感 

按照未知偏差定律，没有预兆的思维失误与没有预兆的思维灵感都归因

于同一类神经生物现象：神经系统中存在着随机触发的神经信号。 

所谓“突发灵感”，就是当你不断思考一个问题时，心理多维空间的随机

性偏差在那一时刻正好偏向了对解答问题有利的方向。因此，一个人能

成为在国际象棋领域的天才，首先其心理上必定有兴趣在棋盘上进行大

量的思考，其次其神经系统在思考的过程中产生有利偏差的随机概率较

大，而产生不利偏差的随机概率较小。 

我们可以用最近两次世界棋后挑战赛中的三位棋手作个相对比较。首

先，必须肯定侯逸凡、科内鲁和乌什尼娜都有兴趣在棋盘上进行大量的

思考。可是，乌什尼娜比较容易在思考中产生不利偏差，她那“可怕的”

第三局就是这种不幸的结果。科内鲁不容易产生大的失误，这是她等级



分长期稳定的基础，但是也不容易见到她有令人称奇的战术表演。侯逸

凡则既有灵光一现的战术能力，又有很少失误的稳定性，所以能在两次

挑战赛中总计 7 胜 8 平，未失 1 局。 

 

5.竞技状态 

由于影响棋手的心理因素很多，因此如何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就是一个

难度很大的课题。即使顶尖的棋手，也都经历过状态的起伏。除了充足

的睡眠、营养、体能储备、排除干扰等等条件之外，还必须坚持有规律

性的训练。棋手都知道，一旦停止了规律性的训练和比赛活动，下棋时

判断的敏锐度和计算的准确度肯定会下降。 

这是什么道理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神经系统每时每刻都会不断出现

累积偏差，这是很可悲的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通过坚持训

练，这些累积偏差会得到外部反馈信息的校正。比如说，一个你以前记

住的开局变化，由于大脑的累积偏差作用，现在记混了，而通过训练或

比赛，能够提醒你出了什么偏差，就可以及时更新你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