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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倚剑

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燃灯塔下开办了一场热闹的非遗市集燃灯塔下开办了一场热闹的非遗市集，，来自大运河沿线省市的非遗相聚一来自大运河沿线省市的非遗相聚一
处处，，展示着古老文化和技艺的魅力展示着古老文化和技艺的魅力。。

作为通州区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通州区代表性项目之一，，车志红的民间土棋引发人们爆棚的好奇心车志红的民间土棋引发人们爆棚的好奇心。。五花八门的土棋从哪来五花八门的土棋从哪来？？怎怎
么下么下？？背后有什么故事背后有什么故事？？记者走进车志红的工作室一探究竟记者走进车志红的工作室一探究竟。。

田间地头的棋

一间四层小楼，既是展示厅、图书馆，
也是工作间。白板上是放大的象棋棋盘，
桌上是未下完的残局。车志红踩着凳子
自高处取下一大摞棋盘，“苹果棋”“雨燕
棋”“十二连”……各式各样，眼花缭乱。

“目前我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棋大概
有八九百种。这些棋名字各不一样，实际
上可以根据玩法和目标分为几个类型，包
括围堵类、吃子类、成形类、占地类、封堵
类、到达类等。咱们平时下的五子棋就属
于成形棋，围棋则属于占地棋。”说起与棋
有关的知识，车志红如数家珍。

这八九百种棋，都是车志红从十几岁
时就开始收集的，经过大约四十年的努
力，形成如此规模。有这样的毅力和热
情，都因为他打小儿就是个棋痴。

“小时候家住北京城里，但我喜欢往
城外跑。那时通州这边都是村庄和田野，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割草放羊，闲了就到地
里找东西吃，生韭菜、生茄子这类蔬菜不
用说，玉米秆也能吃，地里哪一根吃起来
甜滋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地里吃
饱了、跑累了，孩子们就坐下来，捡堆石
子，掺着果核、种子，在土地上划出方格子
下棋玩。那会下的棋都是村里人口口相
传，或者现想出来的玩法，规则常变，一天
一个样。今天用石头下棋，明天就用野
果。同样的玩法，今天三个小伙伴，分三
堆棋子，明天人多了，就多找些石头，棋盘
多画些格子，孩子们能兴致勃勃地玩上一
下午。

“土里翻出来的棋子，土地上画的棋
盘，可不就叫‘土棋’！”车志红笑着说道，
这也道出了“土棋”的特点，即它们都来自
田间地头，朴素而简单，灵活而多变。

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老百姓的
娱乐简单纯粹，图的就是一个方便快捷，
往往就地取材，石子、树枝、草梗都化作民
间游戏的道具。对于土棋来说，田间地头
能看到的一切皆可入棋，棋子就是人们的
所见所感，比如西北地区的虎羊棋等棋
类。广阔大地处处是棋盘，玩法和规则由
人而定，无需随身携带器具，无需费时解
释玩法，随时随地摆上一局，三五分钟即
可分出胜负，一下午能杀上几十盘，大家
轮流上阵，玩得过瘾。这些特点都赋予民
间土棋无限的生命力。

乡土生活的棋

对车志红而言，下棋不仅是童年的乐趣，更是他与
家的羁绊。

他的父亲和爷爷都爱棋。家里保留着一块厚
厚的方石棋盘，石面刻出五行五列方格，几代人在
这方棋盘上度过闲暇时光，但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有
多少年的历史。

长大后，借着工作机会，他开始到全国各地收集
棋、研究棋，在一方棋局中花费了许多心思。北京地区
的棋是他最关注的，在各区之中，他认为又属通州的土
棋最为丰富有趣。

车志红将收集到的棋盘摆开，满满一大桌，其中有
“十二连”“西瓜棋”，也有“撑大肚”“二十人打虎”“鸡毛
蒜皮大肚鲶鱼”，这些名字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其实，‘撑大肚’的棋盘为方形，内套一个圆形，先
占住四角者为胜利。‘撑大肚’体现了过去老百姓盼望
吃饱饭的一种朴素心愿。‘赶大集’以到达为胜，因为赶
集总是有先有后，先到者无论买卖都具备优势。至于

‘鸡毛蒜皮大肚鲶鱼’则类似于成语棋，下棋人持棋数
格子，念着‘鸡毛蒜皮’，在第四格落子，如果格子里有
别人的棋子就吃掉，这也是在告诉人们胸怀大度，不去
计较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车志红一一解释。

小小一盘棋，不仅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和
经验，还讲出了生活道理，好玩有趣，意味深长。

车志红多年走街串巷，拜访老人，寻访消息，聆听
故事，将相近的棋种重新归纳整理，得到了约 20种通
州土棋。这一数字在北京市各区中是相当高的。“通州
有句俗语：‘男子打鱼女子下棋’，说明从前下棋是非常
受欢迎的活动。许多棋种不仅有人记得，而且有实物、
有玩法，还能找到人对弈，这在如今是特别难得的。”他
研究发现，其他各区留下的土棋中，还有不少与通州土
棋相近，应当为同类玩法的变种，说明市内各区玩家间
的交流也很多。

现在，车志红已收集了大约三四十副通州出产的
老棋。其中，一副民国时期的“十二连”非常独特。纸
质棋盘和外壳已经泛黄，木制棋子色彩略显黯淡，捧在
手里，仿佛能看到百年前棋手执棋对弈的场景。

虽然万物皆棋局，但不少土棋其实也是有专门生
产厂家的。

车志红收集的这些老棋基本都出自当时的“通县
郎府小辛庄木制棋厂”。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正是
棋厂兴盛之时，每年生产一百多万副棋，行销全国。当
时通州棋厂生产的棋种类繁多，成语棋、旅游棋、十二
生肖棋，各种花样不亚于今日的棋类市场。

车志红认为，通州区丰富的土棋资源为棋厂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因此棋厂能够不断推陈出新，
生产出多种多样的创意新棋，在全国市场中占据一
席之地。

充满创意的棋

沉浸土棋几十年，车志红在通州土棋棋坛颇
有名气。“从小就下棋，对规则和玩法已经相当熟
悉了。和别人下通州土棋，我的赢面还是比较大
的。”车志红的语气中带着几分骄傲。

下棋既为娱乐，也分高下。不过对于深入研
究了几十年的车志红来说，下棋已经不限于“棋”
本身，更是一种规则的博弈。“万物皆可为棋。棋
子、棋盘的形式有千百种，规则才是棋局的实
质。看明白、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算是把棋给下
透了。”车志红总结自己多年来下棋的经验，认为
下棋的关键就是对规则的理解和形成自己的逻
辑。吃透规则，才能针对规则找到合适的落子之
处，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布局逻辑，从而破解对
方的逻辑，从对手的角度思考下一步动作，再回
到自己的逻辑作出应对。下到最后，就是在比拼
对未来的预判，谁看得远、看得准，自然获胜的概
率更高。

“都说世事如棋，棋如人生。下棋其实就是在
培养人的认知，培养记忆力、逻辑判断力、观察能
力和冷静思考的能力，对下棋者的思维方法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处事方
法。所以下棋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尤其适合孩
子们。”如车志红所言，他现在正在努力让土棋重
回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回到孩子们的桌上手边。

在基本玩法和规则的基础上，车志红选择融
入不同文化内涵和故事背景。他随手拿出厚厚一
沓纸张和一大袋五颜六色的棋子，这都是他设计
开发的新棋，有些已经成型，有些还在设计阶段。

以古都北京为背景的棋盘将北京老城平面图
搬上纸面，中轴线清晰可见，紫禁城的宫殿、城市
内的钟鼓楼均在其中，落子其上，就像在探索老城
的过去；“停车棋”设置“停车场”和“出发点”，棋手
分别移动棋子，先将“车”停入“停车场”者获胜，受
到小朋友们的喜欢；“雨燕棋”则是“鸡毛蒜皮大肚
鲶鱼”的变形，玩法虽相似，但植入了野生动物保
护的相关知识点，孩子们既收获了欢乐，又学到了
知识。

车志红在传统华容道基础上，融入红色文化，
创作了“长征路”滑块棋，玩家需通过移动“乌江”

“大渡河”“赤水”等滑块，让“红军”滑块安全抵达
终点。这款棋被选入了北京礼物，成为北京市向
外推介的文创好物。

五十多年的棋史是车志红不断创新、开发新
棋的“底气”，对文化和社会的关注是他推陈出新
的动力。对他而言，文创开发是让人们重新注意
土棋，使之再焕生机的办法，也是让土棋跨越乡土
的局限，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