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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鉴
杭州棋院，也叫智力大厦。一进

门，就要放低声音的地方。

别处，欢声笑语、击节喝彩。此

地，鸦雀无声、冷静沉稳。“啪啪”的落

子声，倒成了动静。7楼  楼围棋比

赛，4楼9楼国际象棋角力，另有象棋

与桥牌的对决。

这是“三棋一牌”首次齐聚亚运会，

也是自广州亚运会以来，围棋项目时隔

  年再次出现在亚运会赛场上。

棋牌的赛事不少，自己也有单独

成项的智力运动会。但在洲际性的综

合性运动会中，出现的频次并不高。

来到亚运会，你最大的标签不再是或

许已经叫得响亮的名字，而是中国代

表队队员。这份特殊性，让棋牌选手

相当看重。

综合性运动会，是个契机。跳出自

己的专业领域，让更多人看到自己正在

从事的这项运动。看到，了解，接触，爱

上……这条轨迹，是所有项目都希望完

成的完美线路。这般，才可能生生不

息，才可能后继有人。

智力大厦里，进进出出的很多面

孔，是外国人。印度的、哈萨克斯坦

的、蒙古国的……有穿着裁判制服的，

也有棋手。这些在东亚更受关注、更

具影响力的智力体育项目，其实正在

慢慢外溢。

外溢的，不仅是传播项目本身，还

有人。昨天，与柯洁手谈的是新加坡的

康占斌。康占斌  岁，比柯洁父亲的

年纪更长。他一坐定就掏出一枚徽章

送给小柯，柯洁拿在手里看了又看（见

下图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康占斌

曾是中国围棋队的国手。  世纪  年

代的国内段位赛、个人赛等赛事中，还

能查到他与江铸久、俞斌等人的对弈记

录。康占斌在新加坡以教授围棋为主

业。他喜欢柯洁的棋风，还希望有机会

请柯洁去新加坡下棋。

亚运会的舞台，因其涉猎广，因其

体量大，成为不可忽视的窗口。印度喜

爱的板球，中国人看得津津有味；中日

韩钟情的围棋，科威特记者前来报道。

交流，往往比对抗更管用。在连接中增

进了解，在互鉴中共同繁荣，这大概是

一届体育盛会所能带来的最大收获

了。当然，绝不止于是体育。

“跳级生”侯逸凡亚运
场外音

■ 华心怡

花放心

可记得 16岁的
你？强说愁的年纪。
她，已经拿下了世

界冠军。
还记得 26岁的

你？只觉得青春还长，
怎么挥霍都没人管。
她，已经成了高校

的正教授。

逸 凡群之才 卓尔不
亚运
独家

时，她与小伙伴玩玻璃跳棋，赢遍了

哥哥姐姐。父母知道后有点惊讶，

就商量着给她报名一项智力运动。

少年宫里只有围棋和国际象棋，小

女孩看着国象的棋子更有趣便给自己定

了“终身”。学着学着，很快有了起色。

一年级的暑假，父母带着女儿去山东投

奔名师。在江苏老家，侯爸爸是一位公

务员，侯妈妈在医院工作。两口子很安

稳，也很普通。为了女儿，母亲辞去了工

作，陪她辗转各地学棋。“很幸运，我的父

母一直都非常支持，而且带我走的路也

都很顺畅。”北漂的时候，父亲也来了，进

了棋校工作领一份薪水。一家三口在中

国棋院边上租了小小的两居室，有些挤，

但温暖。虽然热爱国象，又刻苦肯练，但

到底年纪太小，“家人齐齐整整地在一

起，让我的情绪很稳定。”

另一个把侯逸凡当宝贝的，是中国

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叶江川。当年，是他

破格将侯逸凡招入国家队。平日里，叶

指导工作再忙，都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摆一盘棋，随时准备和侯逸凡下一盘。

叶江川曾经评价侯逸凡有着与生俱来的

大气，“胜负不会对她有太大影响。每个

人在取得世界冠军的前一阶段，都要接

受非常严峻的心理考验，但她很轻松地

度过了。”侯逸凡是如何做到“心如止水”

的呢？“可能和我性格有关吧。我在做计

划之前，会仔细思量。一旦决定了，就义

无反顾，心无旁骛。”

好老师
如今，侯逸凡是深圳大学的一名教

授，主要帮助高水平选手成长。在经过

那么多名师指点之后，她也长成了一名

老师。“我受到过许多帮助，我想帮助人

也是很快乐的事情。”

侯逸凡从英国留学归来，更见开

朗。那个曾经下起棋来会忘记吃饭的女

生，现在已将自己冷静缜密的思索贯穿

入事无巨细了。说起AI来，她是那么洒

脱。“AI这回事，很早以前我就不纠结能

不能赢了。对我来说，只是和AI下一盘

棋，这没什么意义。AI的意义在于，通过

和它比赛，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精进自

己。把它当作一种练习的辅助工具来

看，就好。”

问如何能看到更多女选手成长起

来？她也是没有废话，“练呗。”应该是有

信服力的，侯逸凡自己也是这样练出来

的。毕竟，两代棋后谢军、许昱华口中“为

棋而生”的小侯，成为全国冠军之前，她留

在老师家里2000多盘棋的记载；在十一

二岁最贪玩的年龄，不管是否在训练时

间，她总呆在训练室里抱着国象专业书籍

打谱。“学棋，需要一点痴。”不管什么样的

热爱，应该都是需要这份“痴”的。

当老师，更多是为了推广国象。上

赛场，是为了心中那份执着。“跳级生”侯

逸凡，棋路不凡，人生路宽广。

特派记者 华心怡
（本报杭州今日电）

侯逸凡，“跳级生”。似乎经历

了所有。但昨日在亚运会国际象

棋赛场初见，却发现几乎已拿遍所有

荣誉的她，将将不过29岁。“亚运会金

牌有过两块了，但每个运动员都会珍

惜为国家参加综合性运动会的机会。

所以，我又回来了。”她这般直接地开

始了这场对话。没毛病，这回，侯逸凡

还是冲着冠军来的，并且没有谁会怀

疑结局的确定性。那个更年少时，喜

欢在头发上别着五颜六色发卡的女

孩，其实没变。今日，她戴上了日月星

的耳坠，摇曳生姿。

“女帮主”
从小，侯逸凡就是“别人家的孩

子”。她5岁学棋，仅4年便被国家队

破格收编。同一年，她获得了世界少

儿国际象棋冠军。13岁，她成为女子

特级大师。16岁，她封后国际象棋，有

史以来的最年轻。之后在2011年、

2013年和2016年她又三次夺得女子国

际象棋世界冠军，成为国象史上最年

轻的四冠棋后。18岁，她进入北京大

学学习，在不耽误竞赛的基础上，两次

获得学科综评第一。23岁，她获得世

界级罗德奖学金，入学牛津大学。

这已经是侯逸凡最精简版本的履

历，其间，还有更多纪录。侯逸凡的标

签是“最小”。“确实很多纪录都会有年

纪最小的前缀，但其实我并没有给予

太多的关注。我只是为那些棋局所着

迷。”她一直不喜欢“学霸”这类词。当

你与侯逸凡交谈过，你会发现她实在

是有着严密的逻辑性和客观性。“学

霸”一词，太过简单粗暴。天赋加上高

强度的努力，“还有一点点运气，让我

走到了今天”。在圈里，侯逸凡被称为

“女帮主”。她不仅仅有实力与男选手

过招，更有机会赢下比赛。在国象这

种智力运动中这是十分稀有的。

正因为她的理性，所以当她淡出女

子国象时，众人都觉得有些不理解。之

前，国际棋联最高等级的男子大师赛

中，侯逸凡往往是受邀的唯一女棋手。

毕竟，她还拥有“男子国际特级大师”的

称号。侯逸凡之前的淡出，其一是因为

当时课业繁重，其二是在参加男女混合

大赛时她获得与男选手对决的机会太

少，而在女选手中她基本无敌。“其实说

淡出也不恰当，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高

校教师了。我需要兼顾兴趣，视野，以

及其他。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我会试

着尝试更多并享受过程。”简

单、干脆，让人难以回击，一如

她的棋。直到现在，在“退隐”

赛场多年后，侯逸凡仍旧是世

界女子等级分第一人。

宝贝儿
侯逸凡是朴素的，智慧的

光芒是她最好的装扮。早慧

的人，并能够一路奔跑着攀上

高峰，没有跌跤，不见迂回，那

是因为她的身边始终有许多

贵人。

把侯逸凡当作宝贝儿的，

很多，首先，当然是父母。5岁

扫码看侯逸凡
王者归来

■ 侯 逸 凡

    年 参 加

第四届亚洲

室内与武道

运动会国际

象棋女子个

人比赛

图 新华社

■ 侯逸凡在杭州亚运会女子个人赛第

四轮比赛中 图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