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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第一届全运会奖杯奖牌式样

上图：第八届全运会奖杯奖牌式样

放手一搏 棋高一着
□本报记者 王健

方寸之地，却牵动着亿万人的
心，这就是棋类运动的魅力。经过
30年的“卧薪尝胆”，10年的韬光
养晦，中国围棋终于占了上风。而中
国象棋，从来都是中国人的天下。即
使是舶来品的国际象棋，谢军等人也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围棋：

力压日韩占上风

在世界七大职业围棋大赛中，中
国棋手古力拥有五项世界冠军头衔。
而以古力为代表的中国围棋选手，已
将日、韩选手甩在了身后。

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围棋
曾是日本人的天下。当时，日本有小
林光一、藤泽秀行、加藤正夫等超一
流棋手。此间，中国围棋可谓备受煎
熬，直到聂卫平的出现。

在1984年举行的第一届中日围
棋擂台赛上，中方由聂卫平担任主
帅，马晓春为副帅；日方则以藤泽秀
行为主帅，加藤正夫为副帅。所有的
人都以为比赛将一边倒，日本取胜当
无悬念。

比赛一开始就出乎人们的意料，
先是江铸久接连击败日本五将，逼得
小林光一出场。而小林光一又连胜中
国六将，直接对阵聂卫平。聂卫平没
有让国人失望，他先后击败小林光
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帮助中国
队取得最后的胜利。

前三届中日擂台赛上，聂卫平取
得 1 1连胜，被中国围棋协会授予
“棋圣”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聂卫平的胜利，
并不代表中国围棋超越了日本。相
反，当时围棋界仍是日本人实力占
优。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日本的超
一流棋手棋力不再，此时，围棋界
“一统天下”的是韩国人，代表人物
为曹薰铉、李昌镐和李世石。

尽管常昊、罗洗河等中国棋手实
力不俗，但根本无法撼动李昌镐的地
位。同时，聂卫平、马晓春等老一代
棋手逐渐隐退，使得中国围棋进入
“寒冬”。

1999年，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开
赛。随后，中国围棋进入韬光养晦的
10年。此间，常昊“宝刀不老”，
古力“横空出世”。而韩国第一高手
李世石宣布放弃韩国联赛，只参加中
国联赛。

如今，在与日、韩的竞争中，中
国围棋终于占到了上风。

国际象棋：

一枝独放不是春

几百年来，国际象棋一直被西方
人所垄断。1956年，这个西方的舶
来品传到了中国。经过几代人的不懈
努力，终于在1991年10月29日，在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国际棋坛默默
无闻的小姑娘谢军冲破重围，震惊世
界。

谢军的胜利至今仍为国象迷所津
津乐道。当时，21岁的谢军的对手
是保持世界冠军头衔达13年之久的
格鲁吉亚棋手齐布尔达尼泽。尽管对
手实力强劲，但谢军最终以4胜2负9
和积8 . 5分的总成绩获胜，成为中国
第一个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谢军

也是国际象棋史上第一位欧洲以外的
女子世界冠军。

一枝独放不是春。诸宸、许昱
华、赵雪、侯逸凡……中国女队人才
辈出。1996年，谢军、诸宸与队友
夺得第32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
赛第二名。而在随后的四届国象奥赛
上，中国女队都夺得了冠军。

目前，中国女队是“小鬼当
家”，由赵雪、侯逸凡、沈阳、居文
君、谭中怡组成。尽管在2008年的
奥赛上只得到了第8名，但未来依旧
可期。

中国象棋：

智运会包揽五金

中国象棋界的宗师级人物，非
“胡司令”胡荣华莫属。胡荣华15
岁首次参加全国比赛即夺取冠军，连
续10届蝉联全国冠军。他曾14次获
得全国个人赛冠军，此战绩前无古
人。

胡荣华在国际比赛中成绩同样优
异，他是连续6届亚洲杯赛团体冠军
中国队主力队员。而在长达40年的
棋坛生涯中，他对象棋理论的研究及
象棋全局古谱进行了发掘、整理，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

2008年10月，首届世界智力运
动会在北京举行。其中，中国象棋共
设男子快棋、男女个人、男女团体五个
项目。有着“梦之队”称号的中国象棋
队，包揽了全部五个比赛项目的金牌。
而在“重头戏”男子个人赛中，许银川、
洪智包揽前两名。最终，中国象棋世界
第一人许银川名不虚传，以没有丝毫
漏洞的发挥昂首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