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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是一個深入探討變形圍棋的專題，通常在圍棋的世界中最重要的

是角落與邊的占取，所以有許多定石的產生，而有「金角、銀邊、草肚皮」

的說法，本研究從多層棋盤的立體模式開始，一路思考改進，最後到球體

模式；討論當棋盤在無邊無角時棋局會有什麼變化，研究中呈現把棋盤轉

換成立體的歷程，最後的球型造型，為原來只有平面模式的棋局增加許多

趣味，讓我們了解到把平面的圍棋的遊戲，轉換成球面遊戲，增加了不少

難度，從單線模式到雙線模式對思考邏輯的挑戰也不斷的增加。最後的成

果是一種球狀的圍棋遊戲，可由三組雙線交錯而成；傳統鍛鍊的棋力也將

隨之面臨很大的挑戰。 

 

 

 

 

 

 

 

 

 

 

 

 

 

 

 

 

 

 

 

 

 



壹、 研究動機 
 

    四年級的暑假，我迷上了魔術方塊，可以在一分半

鐘之內完成六面，那天我帶著智慧方塊去上圍棋課，發

現上面的線條似乎與圍棋有幾分神似，因此開啟了研究

立體圍棋的動機，有句圍棋諺語說：「金角、銀邊、草肚

皮」，我心想，像魔術方塊的邊角都有其它連結，無邊又

無角時棋局究竟是甚麼狀況呢？因此我先在草稿紙上畫出了正立方體，並開始展

開一連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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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研究器材 
 

 

一、保麗龍球、魔術方塊 

二、粗紅筆、圓規、紙、筆記本 

三、球形磁鐵、大頭釘型磁鐵、美式大頭釘 

四、螺絲釘 

五、兩種不同顏色的塑膠球 

六、塑膠片、打孔機…… 

 

 

 

 

 

 

 

 

 

 

 

 

 

 

 

 

 

 

 

 

 

 

 

 

 

 

 



参、研究方法 

 
一、創造立體棋盤 

 

1. 我先試著用一般的棋盤去思考做出多層棋盤的立體棋盤，再由對奕中討

論其中所產生的變化與優缺點。 

2. 以正立方體的棋盤去思考對奕中所產生的變化與優缺點 

3. 以球體的棋盤去思考對奕中所產生的變化與優缺點 

 

二、以立體座標探討最佳的棋線位置 

 

三、請兩位懂圍棋的人〈段位以上〉來下立體圍棋，再把他們的棋譜記錄下來，

並思考把立體圍棋寫成平面的棋譜。 

棋局的討論 

棋譜的產生 

殘局的討論 

 

四、思考表面的幾何圖形結構 

 

五、思考圈數與交點的關係 

 

六、整理棋士的看法 

 

 

 

 

 

 

 

 

 

 

 

 

 

 



                          

 

                       肆、研究結果 
一、創造立體棋盤： 

 

 1. 以透明塑膠片當棋盤，在我跟哥哥多次的

對奕中，發現中心非常的難下就算下成

功了死子也很難拿出來，棋譜很難畫，

考慮只下在立體的表面。 

 2. 以正立方體當棋盤，最後發現在角落的大

頭釘不知該釘那個面，可改善成球形。  

 3. 接下來我們把棋盤設計成球狀，在球面上

下，而球面上的棋盤格線則以數學上的三維座標漸增的來討論。  

 

二、選擇棋盤： 

選擇棋盤「三 D模式」標準如下： 

1. 簡單容易下 

2. 對稱 

3. 去邊去角化 

 

在前項的研究中，我選擇不在中心下子，而且將棋

盤轉換為球面的形式，球面上棋格線以三維座標的方式

來產生，棋譜可以三個相互交錯的圓來表示。 

 

三、棋局討論： 

〈一〉x、y、z 各有兩個圈。〈平面於 x、y平面，y、z平面，z、x平面各

產生一個圓結合在球面上，產生六個交點〉 

棋譜如下：當第 7手下在 A點時將局面上的雙位數的棋子全部吃掉，再

下到第 16手就又吃掉了所有奇位數的棋子，就恢復了原本的局面，一

直循環下去。 

 

 

 

 

 

 

 



 

 

 

 

 

圖 6：第 6手吃掉 1、3、5 

圖 9：第 9手吃掉 2、4、6、8 

圖 13：第 13手吃掉 10、12 

圖 15：第 15吃掉 14 

圖 16：第 16手吃掉 7、9、11、13、15 

圖 17：恢復成圖 1 

 

 

 

 

 

 



〈二〉x、y、z 各有兩個圈。 

 

一段選手先下 

第二十手二段選手投降 

 

 

 

 



 

二段選手先下 

第 14手二段選手想了很久 

第 19手二段選手想虛手 

若可虛手則平手 

若不能虛手一段選手則獲勝 

1、 雙方都兩隻眼了能不能虛手 

2、 若都不能虛手，可避免平手 

 

 

 

 

 

 



 

一段選手先下 

第 21手吃掉 4、8、20 

二段投降 

 

 

 

 

 



 

二段選手先 

第 16手一段投降 

 

 

 

 

 



 

二 D先手 

14手吃掉 E〈13手〉 

17手吃掉 C、D〈6、8手〉 

18手吃掉〈17手〉 

25手二 D投降 

 

 

    



四、收集規則圖形所拼湊成的球面圖像如下：只有排球符合 

  

 

 

 
五、圈數與交點的關係： 

 



 

 



 

 

 

 



               伍、討論： 

一、立體圍棋造型的決定 

若只是要作出立體圍棋有無限多種的做

法，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把一般的棋盤堆疊起來，

為了視覺上的方便則棋盤應透明化，因棋子的連

結模式是立體的所以也應該做成球狀；但是問題

緊接著來了，球狀棋子如何下在棋盤上呢？想了

許久，較可行的方法是在透明塑膠片上打出圓形

的洞，考慮對稱性，19X19便要有 19層棋盤，太

複雜了，我決定先從簡單的做起，2X2與 3X3先

做起。 

但是這樣下時中心部份的棋子相當不易取

拿，而且邊角的連接氣數較少，仍與其他棋子的

地位不同，若考慮去邊去角則棋線應是圓形，考

慮立體造型應該是球形為佳。 

至於棋子，原先我是用美式圖釘釘在保麗龍

球上，後來爸爸建議我使用磁鐵會比用釘子還

好，因為用釘子會破壞保麗龍球，多下幾次便會

使釘子容易鬆脫，而無法再繼續下，怎麼在保麗

龍球上黏上鐵片讓磁鐵可以吸附上去呢？「用螺

絲釘栓在保麗龍球上看看？」爸爸隨便說說，想

不到一試效果特別好，用強力磁鐵當棋子比用大

頭釘當棋子還好很多，可以不斷重複使用，不會

破壞保麗龍球。去了幾個文具行，不易買到許多相同顏色的吸鐵圖釘，而且都不

便宜，所以我採用不同的造型來區分敵我雙方的陣營，想不到下起來更炫，而且

換手時也容易依顏色區分出棋局。 

    過程中我發現我的立體圍棋少畫了一面，所以我把立體圍棋補了漏畫的那一

面。我才發現兩條線的會變三條線而變成三條線時就變成永遠下不完。而原本四

條線的會變成六條線而變成六條線時就要靠自己的實力來下了！ 

 

二、棋局討論: 

〈一〉x、y、z軸的方向各有一個圈〈三線〉。 

再多次對奕中都出現循環的狀態。 

〈二〉x、y、z各有兩個圈〈六線〉。 

無邊無角許多定石手筋征子的觀念都不容易用上，適合一般初學者對奕練習攻

殺。棋局中若擁有雙活眼的一方可虛手，則可能出現平手狀態。如下圖所示，不

同顏色代表敵我雙方。                  



 

 

 

三、以球面來看規則圖形的拼接 

若換一個角度來看，圖形相互拼接也可以產生交點來落子，只是每一個點

的氣數可能由四氣變成三氣，我想知道有哪些規則的圖形可以拼湊成球面所以蒐

集球類的圖像中發現，很少規則圖形可以拼湊成球面，棒球的縫線沒有交點落

子，籃球只有兩交點也無法進行棋賽，連足球嚴格說來也不

全是由相同多邊型所組成的，而排球可說是由六個相同形狀

組合而成，產生八個交點可以落子，但就像先前嘗試過的正

立方體一樣無法判定輸贏，但是改善了無法決定落在正立方

體的哪一個面的困難。 

 

四、以不相交的同心圓圈數三組相交來看產生的交點 

若是 n圈則有 6 個交點可以落子，原來的棋盤有 361個交點，也就是八圈時

，就有多於一般棋盤的交點。 

 

 



五、大家與棋士使用後的看法 

    多數使用的對象都有很大的興趣，具圍棋基礎的同學都很喜歡玩。但是高段

位棋士則提出了特別的看法： 

    （一）此種棋局傳統鍛鍊棋力高者未必容易獲勝。 

    （二）當棋局無邊無際時是否只有對內圍地的觀念，而同時對另一面圍地的

作用會消失？ 

    （三）若只侷限雙線模式討論會不會像抓葡萄遊戲一樣，只要揪住一個重點

就決定勝負了(先抓者勝)，而喪失了棋局佈局攻殺的意涵。 

 

陸、結論： 

 

在這個實驗中讓我發現了，球面立體圍棋可以達到去角去邊與把棋盤立體

化的作用，使得圍棋中最重要的邊與角消失各點氣數都一樣「金角、銀邊、草肚

皮」這鐵律不再適用，拉近了許多棋力強弱之間的距離。 

強力吸鐵的作用使的對奕時可以有較多的活動性，而且觀看棋局時可把玩

棋盤，有較立體空間的感觀，美感與趣味性都很令我們想繼續玩下去。 

目前我只做到三維座標各方向兩個圈，已經很好玩了，目前還沒發現必勝

的簡單棋路，但要先說明不可虛手的規定。我想若要增加困難度，可以在三維座

標各方都再加圓上去，如此便有更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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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語】080826 

本作品研究在球面上重現圍棋棋盤，並探討球面上的棋

盤其下棋的規則及其結果與一般圍棋盤下棋的差異。作品創

意十足，極富教育與娛樂的意義，過程符合科學精神，為難

得的好作品，可再加強數學基礎的分析與討論，使作品更加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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