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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水如曾在河滨大楼以棋会友
●▲● 周边漫步

顾水如，著名
围棋大师，有“围棋
圣手”之美誉。
顾水如晚年

曾在河滨大楼
居住，还留下一
段和大小棋迷
切磋棋艺的
佳话。

被誉“围棋圣手”
顾水如祖籍金山枫泾镇，1892年

生于围棋世家，9岁开始学习围棋，对

家藏的范西屏《桃花泉弈谱》、施襄夏

《弈理指归》等棋谱悉心研究。从棋

谱中渐悟棋理之后，他便不再满足于

读谱摆局。当时枫泾镇某布店一老

者，棋艺甚高，顾水如

屡战屡败，但他毫

不气馁，回家后甚

至把棋盘画在蚊

帐顶，反复推

敲，再与老者

对弈，每局

皆胜。

16岁的顾水如在乡里已无敌手，

他便到上海精进棋艺，先后受教于无

锡范楚卿、合肥张乐山等高手。1909

年，顾水如到《时报》上班，报馆有不少

围棋高手，顾水如照样屡战屡胜，后来

便在报纸上开辟《围棋》专栏，登载棋

局、棋话等，由此小有名气。1914年，

顾水如到高手云集的北京比试棋艺，

接连击败北京名手汪云峰、伊耀卿等，

一时轰动京城，被誉为“围棋圣手”。

三年之后，他受邀东渡日本，成

为我国赴日学习围棋棋艺第一人，接

受现代棋理熏陶，熔中日棋道于一

炉。此后，顾水如定居天津，在北方

棋坛独步十余年，与当时称雄江南的

刘棣怀并称“南刘北顾”。

一生爱才惜才
顾水如1933年回到上海定居，在

渔阳里寓所办过“上海奕社”。他对扶持

后起之秀不遗余力，曾辅导过少年时

期的吴清源，也是国手陈祖德的老师。

1949年之后，家住陕西南路的

顾水如时常在襄阳公园指导别人下

棋。机缘巧合，他发现年仅7岁的陈

祖德天赋异禀。经过他的精心培养，

陈祖德迅速成长。陈祖德非常敬重

顾水如，即便后来顾水如从陕西南路

搬到了北苏州路的河滨大楼，陈祖德

依旧常去探望。

1960年，顾水如受邀担任《围棋》

杂志副主编，登载棋局、棋话以及死

活题，给众多围棋爱好者带去学习交

流的机会，杂志影响大，上海各大报

社争相模仿，围棋的棋局及解法也随

着报纸传播开来。1962年，上海市围

棋学校创立，顾水如担任校长，吸纳

培养了许多围棋界的新人。

晚年的顾水如以下棋为乐，家里

从不锁门，屋里摆着几副围棋同时开

战，和河滨大楼中的大小棋迷，研究

棋局，切磋技艺。河滨大楼原名河滨

大厦，由华懋地产公司建造，公和洋

行设计，钢筋混凝土结构，1935年竣

工。建筑为现代派风格，平面沿苏州

河和道路呈连续弯转形布置，围合出

南北两个开放型院

落，中间转角处顶

端设八角形塔亭。

人生的最后几年，顾

水如搬到松江居住，

直至1971年病逝。

文 沈琦华 韩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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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邮政总局
地址：北苏州路   号

大楼由英籍建筑师思九生设

计，华商余洪记营造厂承建，1924

年11月竣工，钢筋混凝土框架结

构，地下一层，地上四层。

邮政总局大楼为欧洲折衷主

义建筑形式的代表作。“U”形平

面。东南转角圆形，为构图中心。

两侧均为主立面，有通贯三层的简

化科林斯巨柱式列柱。转角处顶

部为钟塔，冠以17世纪流行的意

大利风格的巴洛克式穹顶。钟楼

两侧各有一组三人组成的群雕。

邮政大楼二楼营业大厅面积1200

平方米，有“远东第一大厅”之称。

公济医院旧址
地址：北苏州路   号

公济医院创办于1864年，现保

留的公济医院东楼为1918年由马

礼逊洋行设计，坐北朝南，钢混结构

五层。公济医院旧址2015年被公

布为第五批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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