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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常常有桥友会问：“不懂得挤牌，是否就打不好桥牌？”答案当然是未必

尽然。因为，对于某一副牌，不采用挤牌的人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打法；只是采

用挤牌或许可以有一个更安全、成功机会更大的打法罢了。不过，在专家的心

目中，挤牌是桥艺中最刺激的一种技巧。如果你不把它彻底占为己有，又如何

领略这个桥牌中最大的乐趣呢？ 

一般桥友对挤牌所采取的态度，多半是敬而远之，但事实上挤牌真如想像

的那么难以亲近吗？答案更是绝对否定的。只要你透彻了解挤牌的原则，以及

确实掌握其所需要的条件，你就能够在不知不觉中从挤牌得到不少好处了。 

本书译自纳福（Clyde E·Love）所著之《桥艺挤牌全书》（Bridge 

Squeezes Complete），因仅节译该书之基础部分，故中文书名冠以“基本”二

字。今后当视读者需求，设法予以补全，以维护原书之完整。 

译者谨识 

六十四年元月七日 

  



第一章 简单挤牌 

  

§1. 挤牌的定义 

大致上说来，一手牌通常包含了一些较无价值的牌，以及一

些扮演有用角色的牌（诸如预见的赢墩，挡张，护卫张......等

等）。这些牌分别叫做“闲张”（idle card）和“忙张”（busy 

card）。 

有时候，一个桥手可能被迫垫掉手中的一张忙张，理由很简

单，那就是他已经没有闲张可垫了。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我

们说这位桥手是受挤了。 

在下面这两个终局形势中，合约是黑桃或无王，南家引牌另

一个防家的牌无关紧要。 

例(a)： 例(b)： 

 

— 

 

 

 

— 

9 — 

AK10 J 

— AJ3 

— — 

 

10 — 

QJ5 Q 

— KQ8

— 

  

J10 

5 — 

87 — 

10 76 

在例（a）中，南家引梅花的时候，北加可以垫掉他红心上

的闲张，但是东家就受挤了。如果他抛掉 10，南家的 5就大

了；如果他垫掉一张方块，北家的 10 也建立了。所以，虽然南

家只有三个顶张，但是他赢得了所有的四墩牌。 

例（b）中，在南家打第一张黑桃的时候，西家和北家都可

以抛掉一张梅花闲张，但是在打第二张黑桃的时候，西家就受挤

了。不管他怎么垫牌，北家都可以取得剩下的所有墩数。 

 

§2. 挤牌术语 

挤牌有它自己的一套术语，而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些

术语学好。 

每一个挤牌的必要情况是：有一个敌家必须至少在两门花色

上持有忙张。在典型的情况下，庄家在这些花色都持有某些牌，

而其中的一张可以由挤牌建立起来。这些可能建立为赢墩的牌叫



做“威胁张”（threat card）。上面的例（a）中，威胁张是 5，

10；例（b）中是 J， J。 

庄家持有威胁张的花色称为“威胁花色”（threat-suit），

其他的花色称为“自由花色”（free suit）。当牌局进行到某一

个阶段的时候，庄家开始引他的自由赢张，在没有阻碍的情形下

把这些赢墩提光。这些赢张的最后一张，也就是迫使敌方做一个

致命垫牌的这张牌，我们称之为“挤张”（squeeze-card），而

这一墩牌我们称之为“挤墩”（squeeze-trick）。当庄家准备开

始打他这一串（这里的“一串”可能只是一张牌）赢张时，挤牌

就“建立”（established）了；而当挤张即将打出时，我们称这

挤牌“到达”（reached）了。在例（a）中，挤牌已经达到了；

而例（b）中，挤牌只是建立了，必须再打一墩牌之后，挤牌才算

达到。 

庄家的两手牌（也就是庄家本身和明家的牌），在被害者左

方的称为“上手牌”（upper hand）；在其右方的称为“下手牌”

（lower hand）。在例（a）中，南家是上手牌；而例（b）中，

北家才是上手牌。 

所有的挤牌都能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无王挤牌”

（notrump squeeze），而另一种是“王牌挤牌”（trump 

squeeze）。无王挤牌可能发生在王牌合约中，在挤牌建立后，打

牌过程主要已与王牌无关，如果还有王牌的话，也只是用来迫使

防家垫牌。另一方面，在王牌挤牌中，庄家的王吃能力是挤牌的

主要因素。因为王牌挤牌比较少见，所以我们把它留到高等挤牌

在向各位介绍。 

 

§3. 简单挤牌 

在可以举出的各种挤牌的变化中，最普遍的一种是“两门花

色挤牌”（two-suit squeeze）。虽然这种最普遍的挤牌也是最

简单的一种挤牌，但是这里的“简单”二字指的是“单一”的意

思。在这种挤牌的典型形式中，庄家在两门花色持有威胁张，而

整个防御重担落在一个敌家身上。进一步来讲，当这种简单挤牌

建立的时候，庄家只能剩下一个失张；也就是说，只差一墩他就

可以用顶张赢得所有的墩数了。 

简单挤牌有一个很重要的性质：当两个威胁张都跟挤张在同

一手牌上的时候，挤牌无法产生。 

为了便于思考，在这一章的主文（不包含练习）里面，我们

假设南家持有挤张。 

 

§4. 四个条件 

下面的叙述，是了解挤牌不可或缺的基础。在这些叙述中，

我们假定由庄家引牌。 

只要满足下面的情况，简单挤牌一定出现： 

（B）某一个防家须“兼顾两门花色”（Busy in two-

suits），他的同伴无能为力。 



（L）庄家“只剩下一个失墩”（only one Loser）。 

（U）至少有一个“威胁张在上手牌”(threat lies in the 

Upper hand）。 

（E）必须“有桥引可以到建立的威胁张”（an Entry to 

the established threat）。 

这四种条件必须熟记在心里，为了便于记忆，你可以记得这

些条件合起来刚好是英文的“蓝色”（BLUE）这个字。 

有三种可能的桥引条件，我们将在§5.，§12.，§13.这几

节里面分别加以研究。 

不论那一种挤牌，条件（B）都是绝对需要的，这一点我们

已经在前面讲过了。（E）是必要条件也很明显。至于缺少条件

（L）或条件（U）会发生什么情形，则从下面的例子或许可以看

得出来。无王合约，南家引牌： 

例(a)： 例(b)： 

 

 

8 

 

— 

 

— — 

AJ8 AJ 

— J 

— — 

Q — 

KQ Q7 

9 Q 

 

J J 

 

— — 

5 64 

76 — 

在例（a）中，庄家只能赢得这四墩牌中的两墩，也就是说

他还有两个失墩。当他引黑桃的时候，西家有一张闲张可以利用，

于是挤牌失败了。在例（b）中缺乏了条件（U），也就是两个威

胁张都在下手牌中。北家必须比东家先垫牌；不论他抛掉那一张

威胁张，东家在该门花色的护卫责任都已解除。 

 

§5. 第一种桥引条件 

在三种桥引条件之中，实战中最常出现的是下面这一种： 

E1：北家——也就是挤张的对家——所持有的威胁张，其本

身花色就附有一个桥引。 

譬如，§1.所举的例子，就是这种桥引条件。 

当桥引条件是（E1）的时候，威胁张可能分开在庄家的两手

牌里面，或者也可能两个威胁张都在北家手中，但有个重要的附

带条件：当北家持有两个威胁张的时候，必须是西家持有挡张，

因为条件（U）对东家不能成立。 



 

§6. 练习 

挤牌有如一部机器，而学习运用机器的唯一方法就是实际操

作它。因此，练习是这一本书的命脉。但为了充分发挥练习的价

值，你必须小心的避免双明家打牌。因此，你单看自己这一方的

牌和叫牌过程，订出一个假定的计划。不要一开始就先入为主的

认定这副牌司一定造成一个挤牌的结果；应该认为你“只不过是

在打一副牌而已”。其次参考紧接下来这些出牌记录，把你原先

的计划和这些记录比较、比较。然后，再看敌家的牌和分析。对

整副牌应有通盘计划，绝不要走一步、瞧一步。 

因为条件（L），（U）和（E）大部分决定于你方自己的牌，

所以你可以决定（至少假定）这些条件是否成立。至于条件（B）

是否成立，通常必须假定两个威胁张的挡张在同一个敌家手中。 

 

练习 1. 

65 叫牌过程： 

AK42 北 东 南 西 

AJ83 1  — 2  — 

J65 3  — 4NT — 

 

5  — 5NT — 

6  — 7NT — 

— = 

A103 

 

Q8 

KQ742 

AKQ 

 

西家首引 9。 

第一墩：东家跟 J。 

 

分析 1. 

987 KQJ42 

J7 109653

1065 9 

87432 109 

     

你现在少一墩牌，同时唯一的机会是挤牌。东家显然还持有

K-Q；如果他还有四张红心，则他必须兼顾黑桃和红心这两门花

色，所以我们假设他有这样的红心。目前只有一个失墩。有一个



威胁张 10 在受挤者的上手牌。红心本身就有一个桥引可以到持

有红心威胁张的北家手上。所以除了提掉自由赢墩以外，没有什

么好预备了。 

 

练习 2. 

KQ103 叫牌过程： 

864 北 东 南 西 

Q754 — — 1  — 

74 1  — 2NT — 

 

3NT — — = 

 

AJ5 

AKQ2 

A6 

J985 

     

西家首引 2。 

第一墩：东家以 K赢进。 

第二墩：回攻 6；西家 10 赢进。 

第三墩：续引 Q。东家跟出梅花。 

第四墩： A。东家垫 4。 

第五墩：引 J。东家出 8；A赢进。 

 

分析 2. 

762 984 

J9 10753 

J1093 K82 

AQ102 K63 

 

在开始出牌之前，你是否还会考虑到挤牌有什么目的？如何

挤法？以及何时是挤牌的适当时机？或者，你是否想像第八，第

九，或第十墩牌之后，四家的牌是什么样子？你是否期待防家在

你兑现自由赢墩的时候垫掉一张红心？其实这都是浪费时间，当

挤牌确定是唯一的机会时，你所要做的就是试探红心的分配。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得避免一个可能的误解。我们所谓

某一副牌的挤牌在某一个合约可以成立，在另一个合约则否，指

的是该合约的王牌（或无王）。因为挤牌的条件决定于牌张的位

置，和合约的高度全然无关。 



期待红心成 3—3分配是一个脆弱的依据。那么，能不能来

个挤牌？如果某一个防家持有 K（毫无疑问是东家，但管他是谁

呢？）和四张红心，条件（B）就成立了。打完第四墩牌以后，条

件（L）也对了。凭 Q和 2这两个分开的威胁张，不管受挤者

是谁，条件（U）也一定成立。红心威胁张的桥引是现成的，条件

（E）也成立了。所以除了把黑桃剥光之外，没有什么好做的。唯

一要注意的牌是 K，而不是红心。 

在本书里面，我们会逐渐插入一些防御摘要，而现在就开始

似乎不算过早。最有力的反挤牌武器之一是“攻击条件（L）”。

也就是说，防御者应试图阻止庄家把失墩抛得只剩下一个。譬如

在练习 2.中，西家应该可以看出除非东家有一张 A或者有 K和

红心挡张，否则没有机会击垮合约。但若是后面这种情形，如果

梅花赢墩提光了，东家就会受挤了。因此，西家应该在第三墩就

改引 J。你不妨试试合约是否还能完成？ 

在一大堆学习挤牌的理由中，如何防御敌方的挤牌是最重要

的一项。有很多情况的挤牌无从防御（如练习 1.）；但在某些情

况下，我们可以找出一个致命的防御来防止被挤（如练习 2.）。

如果你是一个非挤牌论者，想必也就无法把握防御方受挤的机会。 

 

§7. 保留在两门威胁花色的赢墩 

在练习 1.和练习 2.中，当庄家取得控制的时候，只在一门

威胁花色留有赢张。当然，这不是常见的情形。 

当你在两门花色持有赢张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妨追

溯一下这两门花色的垫牌情形。虽然这不算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不过仍然可以简化。在挤牌打出之后，所要决定的只是先试那一

门花色；然后记住这们花色的垫牌情形，不必理会另一门花色。

当第一门花色试过之后，如果这门花色的威胁张还没有建立，则

应该试另一门花色，不论该门花色是否垫过怕。 

 

练习 3. 

K72 叫牌过程： 

96 北 东 南 西 

Q754 — 

AK76 1  — 1  — 

 

2  — 4NT — 

5  — 6  — 

— = 

AQJ109 

 

Q 

AK63 

Q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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