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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手 非常时代的火种
曹志林1947年生于上海，得益于

上海重视青少年围棋培训的良好氛
围，他师从顾水如、魏海鸿等名师。他
学棋并不算早，比小他两岁的华以刚
入门还晚，成了“年长的师弟”。不过
他还是在17岁时正式进入上海棋社
（上海棋院前身）集训队。次年，也就
是1965年，他成为了国家围棋集训队
队员。可惜生不逢时，很快“文化大革
命”开始，围棋运动也受到灭顶之灾：
1969年 10月，国家围棋队解散；1970
年12月，上海棋社撤销。

所幸的是，周总理指示围棋运动
要“保留种子”。1970 年 12 月，陈祖
德、吴淞笙、王汝南、曹志林、华以刚、
邱鑫和黄德勋等七位国手由山西“五
七干”校回京，至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
劳动。他们的年龄刚好依次相差 1
岁，这就是中国围棋史上著名的“三通
用七君子”，其中曹志林位列第四。他
们七个被分配做不同工种，曹志林和
陈祖德一起做起了“模具钳工”。

因为对外关系需要，1973年国家
围棋队就恢复了集训，“三通用七君
子”基本归队，此后各种比赛也陆续恢
复。厚积薄发的曹志林很快在赛场上
爆发，在1974年和1977年两度夺得全
国个人赛亚军，而当届冠军棋手分别
是中国棋坛两代领军人物陈祖德和聂
卫平，曹志林也因此被中国围棋协会
评定拥有职业八段资格。此外，1976
年曹志林随中国代表团访日时，取得
4胜3负的佳绩，其中还包括战胜日本
九段棋手宫本义久。

根据组织统一安排，1977年全国
个人赛结束不久，曹志林就从国家队
退役，回到上海……

媒体人 编辑记者一肩挑
曹志林回到上海的主要“任务”，

就是参与《围棋》月刊的复刊筹建工
作，此后他受邀担任杂志副主编，并主
持日常编辑工作。

这份杂志在围棋界鼎鼎大名，是
1960年在陈毅元帅大力支持下于上
海创刊，陈帅生前还两度为月刊题
词 ，单 期 发 行 量 曾 高 达 8000 册 。
1966 年 10 月，因当时政治环境而停
刊，1978 年 7 月复刊。1987 年，《围
棋》月刊与新民晚报社、中国围棋协
会一起倡议举办了中国围棋天元赛；
1987 年 3 月 12 日，马晓春加冕首位

“天元”。迄今为止，天元赛已成为中
国围棋持续最久的“新闻棋战”、卫冕
制“头衔战”。

1994年，《围棋》月刊转由新民晚
报和上海市体委联合主办，改名《新民
围棋》，直至2002年 12月因故停刊。
曹志林长期作为刊物主要负责人之
一，编辑记者一肩挑。即使在杂志停
刊之后，他还经常在晚报创作围棋专
题，笔触细微，视角独特，深受读者欢
迎。退休之后，他还在上海建桥学院
支持下，主持《围棋周报》编辑工作。

作为资深媒体人，曹志林对晚辈
非常关爱，鼓励年轻记者报道围棋，一
位北京记者想集齐《月刊》，尚缺几期
旧刊，打电话向曹志林求助，曹志林认
真地翻找出一些合订本给他寄去。山
东《齐鲁晚报》的记者刚刚跑棋牌条线
时有些不熟悉，来上海采访围棋比赛
时，曹志林给他很多帮助和指点，还赠
送了专业书籍。

报刊工作之外，曹志林积极推动
围棋书籍出版，他非常感触于日本漫
画《棋魂》的影响力，遂根据中国围棋
历史和典故进行再创作了中国版《棋
魂》，但因为和出版社的沟通中关于版
权问题出现纰漏，导致一些原版漫画
迷们的公开抵制。曹志林请出版社出
面联系，在新民晚报社和这些“意见代
表”当面沟通中，也爽快承认了自己的
过失。这件事从始至终并非出于他个
人名利，纯粹是出于对围棋宣传推广
的需要。此后他还创作了《中日擂台
赛演义》，以他更擅长的方式宣传围
棋。

铁嘴 与时俱进“说书人”
曹志林早年在围棋圈内有个昵称

叫“阿宝”，出自上海俚语“阿宝背书”。
曹志林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

亲从事与舞台剧有关的工作，受此影
响，曹志林从小就颇有艺术表演的天
赋和兴趣。选择围棋职业之后，他也
时不时展露一下自己的文艺才华，诗
朗诵、话剧，一直是他在围棋队、编辑
部内的“保留节目”。他表演时头头是
道，台词滴水不漏，而且富于情感、起
承转合，“阿宝”雅号由此而生。谁也
没想到，这一特殊才能在上世纪80年
代中期得到了彻底爆发：

从1984年开始举办的中日围棋
擂台赛引起外界广泛注意，成为继乒
乓和女排之后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力的
体育新力量，创造连胜奇迹的聂卫平
甚至被视为“围棋擂台上的民族英
雄”。这其中，媒体的推波助澜，起到
了明显作用。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改革开放早
期，群众对知识信息的需求如饥似渴，
刺激了报刊等平面媒体飞速扩大和发
展。电视媒体异军突起，节目形式推
陈出新。以往围棋比赛直播，相对于

足篮球等显得动感不足，而且内容阳
春白雪，曲高和寡。而就在中日擂台
赛期间，涌现出曹志林、华以刚、王元
等“讲棋人”，他们用深入浅出、引经据
典的方式，创造了围棋直播的全新感
受。表演天赋和经验十足的曹志林，
在其中独树一帜，从此获得“铁嘴”的
称号。

他始终以“完全不懂围棋为何物”
的观众为“对象”，对比赛进程进行声
情并茂地渲染，旁征博引一些围棋典
故和棋手故事，用浅显有趣的比喻来
阐述棋理，讲解围棋术语，很多偶然打
开直播频道的“门外汉”为之惊鸿一
瞥，关注起围棋直播和比赛内容。陈
祖德夸奖他“不要说棋迷们听了为之
倾倒，就是几乎不懂棋的人听了也会
笑口常开，一路博得喝彩”。1990年
第五届中日擂台赛，钱宇平对日本主
将武宫正树的比赛在南京五台山体育
馆举行，曹志林受邀现场讲棋，将座无
虚席的体育馆现场气氛完全调动起
来，武宫正树从对局室里一走出就询
问：“外面为什么这么热闹？”

难能可贵的是，年事已高的曹志
林一直与时俱进，电视直播、现场讲
棋、电台专栏，他无所不试，无所不精，
晚年他开创互联网平台音频围棋专
题，制作了多达95期的《黑白世界》，
前不久还开设了抖音公众号，研究以
视频方式传播和记录围棋，第一个视
频发布后就为他赢得数万粉丝，近20
万的“点赞”，跻身“网红”。

“出镜”经验丰富的曹志林还是个
“外貌协会”，晚年还自掏腰包做“消眼
袋”手术。还特别注意发型和衣着，染
黑头发“保持年轻活力”。

中国围棋最佳“说书人”走了
纹枰国手、资深记者曹志林病故

要用一个词完成对曹志林老师
的定义，恐怕还是“棋人”，他的人生
和中国围棋紧密结合，鞠躬尽瘁。
除了作为棋手、媒体人和棋评家之
外，他还多年从事围棋教育，带教出
朱元豪等职业棋手，并出任过上海
建桥学院围棋进修学院副院长；他
积极研究围棋教学新方法，提倡“以
实战为主”，率先尝试利用网络平台
推广、实践，还饶有兴趣地关注人工
智能技术对围棋的影响；他还积极
组织和参加围棋赛事活动，提倡以
升段升级赛等方式提升围棋人口
……对围棋事业的方方面面呕心沥
血、无所不及，被棋界人士评价为

“为围棋而生”。
曹志林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公

开活动，是2022年 11月 27日举行
的职业棋手特别对抗赛。参赛的主
角是因病告别一线赛事已久的钱宇
平九段，这位昔日的“上海神童”，曾
是继聂卫平之后第二个结束中日擂
台赛，同时也是第二个闯入世界大
赛决赛的中国棋手。可惜因为身体
原因长期告别赛场，近年只能偶尔
参加业余围棋比赛。在曹志林、李
家庆和上海清华北大校友会的围棋
爱好者们积极组织下，为钱宇平和
另一位上海职业五段棋手赵栋创办

“职业棋手五番棋对抗赛”。曹志林
出席了第一站赛事，和以往一样，精
神十足的他再一次扮演多重角色：

裁判长、讲棋人和现场活动主持人，
把一场对抗赛搞成了老少咸宜的嘉
年华。

曹志林生性开朗豪爽，对晚辈
棋手关怀无微不至，对命运多舛的
钱宇平更是长期无私地关怀。他曾
张罗钱宇平出传记，受原中国棋院
院长华以刚之邀，上门了解钱宇平
身体状况。支持钱宇平通过电脑网
络延续“围棋生涯”。为减轻钱宇平
家庭生活压力，他多次为他联系参
加业余比赛，跟棋迷下指导棋。这
次围棋活动中，曹志林就现场主持
了钱宇平指导棋资格拍卖。同时作
为资深媒体人，曹志林对钱宇平的
围棋生涯认真研究，在这次活动中
他还当众纠正钱宇平相关的两大著
名典故：

其一“少年长考”，钱宇平幼年
时和日本名宿安永一下指导棋，一
步长考技惊四座，安永一和陈祖德
都记录是“一个小时有余”，安永一
留下“小孩就是天才，天才就是小
孩”的著名感慨，而当时在现场观战
的曹志林经过多年反复考证，判定
为“半小时多一点，一个小时应该远
远不到”。

另一就是首届中日擂台赛，钱
宇平试图阻止小林光一连胜的“赢
棋认输”，曹志林也在反复研究，近
期他根据网络上依靠人工智能技术
的相关研究，作出全新判定：“钱宇
平有取胜机会的前提，是小林光一
坚持要杀棋。如果小林光一及时收
手采取稳妥战术，那他依然是最后
的赢家。”曹志林还专门邀请钱宇平
和他一起录制了一期视频节目对这
此进行探讨。

从录制抖音节目开始，曹志林
不再染发，这次活动他也是顶着一
头自然白发和棋迷交流。现场专职
摄影师的大海，为他拍摄了几张特
写照片，受到一致称赞，但谁也没想
到，这竟成为他留给围棋界和棋迷
的最后印象。钱宇平在得知曹志林
去世的噩耗后，痛苦万分乃至彻夜
难眠……

——记曹志林最后一次围棋活动

无私助力钱宇平

2023年1月12日19时零3分，曹志林老师的生命定
格在76岁。国手、编辑、记者、评论家、讲棋人、网红……
他一生曾扮演多姿多彩的几重“角色”，而且每一个都精
彩异常。尤其作为棋界独树一帜的“说书人”，曾把无数
门外汉拉拽进了围棋的绚烂世界。但如今，再听不到他
的“下回分解”！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张晓露

曹志林和钱宇平 张晓露 摄

曹志林讲棋 张晓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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