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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大力”已转型
智运会，古力是留下过深刻印

记的。2009年在成都，第一届智运

会围棋男子职业个人决赛，古力取

胜王雷六段，为重庆队摘得围棋首

金。那一年在古力的棋手生涯中

非常亮眼，他接连拿下丰田杯、LG

杯和BC信用卡杯三项世界大赛冠

军，但来成都前，古力内战却表现

平平，智运会金牌是他在国内赛场

赢得的首个冠军。当时决赛落败

的王雷打趣：“他（古力）太能搅了，

把我给搅晕了！”彭荃、李哲等对手

也承认，“古大力”的翻盘功夫实在

厉害。

翻看当时领奖的照片会发现，

古力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依旧是那

个棋枰旁的玉面郎君，赛场下的豪

爽男儿。不过，也有很多事情变了，

“古大力”的翻盘功夫如今用在了围

棋推广上。

有一段时间未见古力九段，但关

于他的近况，大家都关心着，知道他

与常昊、刘菁等组成新一届中国围棋

协会的工作班子，担任协会副主席，

也知道他从今年3月起，接过重庆市

围棋协会首任会长的担子。在智运

会赛场相聚，与古力聊事业、聊未来，

真切地感受到，世界冠军正积极转型

为围棋事业的工作者和推动者。

古老师爱取经
为五智会围棋比赛颁完奖，中

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和王汝南、古

力一行来到合肥的庐阳实验小学，

为“全国围棋特色学校”揭牌。仪式

后，世界冠军於之莹等国手与小棋

手们下指导棋，古力饶有兴致地在

一旁观看。其间，另一拨孩子过来

观棋，古力询问他们的情况。得知

学校为低年级学生开设围棋启蒙课

程，古力便向老师取经，交流起讲授

围棋的方式。

俗话说：重庆人都喜欢吃子。

这个“子”，是辣子，是饺子，也可以

是棋子嘛。现在的古力，脑瓜子里

转的全是如何扩大重庆的围棋人

口，弘扬围棋文化。这是他身为重

庆市围棋协会首任会长的义务，也

是他作为围棋世界冠军要给家乡的

回报。他透露，目标是未来五年内

协会注册会员增至30万人，实现青

少年围棋普及人数超过10万人，

“作为一名重庆人，我一直觉得有必

要让更多的重庆孩子参与和热爱围

棋这项运动。”

古力发现，如今普及围棋，打交

道的多是90后的父母，与80后不

同，这代年轻的家长大多不了解中

日围棋擂台赛，也未听闻聂卫平、常

昊等棋手的故事，让孩子学棋，单纯

出于围棋启智的目的。

“我如果去讲棋，可能孩子不一

定都爱听。要用适合他们接受的方

式教棋。”古力说，低龄儿童学围棋，

可能更适合小棋盘吃子、小棋盘围

地等入门的方式，因此合适的围棋

师资非常重要，“重庆各个区的少年

宫开设围棋兴趣班，但情况又不太

一样，像渝北区面积非常大，若孩子

每次学棋跑20公里也不现实”。古

力透露，协会计划与西南大学等高校

合作，为重庆培训更多的围棋老师。

古会长勇创新
扩大围棋人口的同时，如何让

围棋文化浸润城市，让更多人感受

国粹的魅力，是古力一直在思考和

探索的，“推广围棋，需要创新的方

式”。

不久前，协会首次将围棋升级

赛挪到城市商业空间——江北区的

重庆世纪金源购物中心，结果令人

欣喜。2000余名小选手、4000多名

家长，在参赛的同时，产生超7000

人次的消费。“后来从商场那里得

知，餐饮和零售的销售额环比活动

前增加了一倍多。有的服装店一下

子就卖出好几件衣服。”古力希望能

多尝试双赢的方式，创新办赛的同

时助力重庆当地的实体经济，他表

示，“像江北嘴、朝天门这些商圈更

热闹、人流更多，我们也在计划，看

看有没有机会与那里的商场合作。”

古爸爸不着急
聊着聊着，就聊到自家孩子的

培养。古力的女儿也学棋，之前棋

友晒出古力陪伴女儿下升级赛的照

片，全程观战的古爸爸表情、动作丰

富，对孩子棋艺的关切溢于言表。

当然作为父亲，古力更多是鼓励孩

子按照自身的兴趣和特长发展。女

儿现在投入更多的是艺术体操和芭

蕾，最近还参加了全国性的芭蕾舞

大赛，这让他颇为骄傲。至于围棋，

古爸爸笑称：“不能看她下，看了就

着急。”不过，关于女儿与围棋的缘

分，古力并不着急，这大概就是冠军

爸爸的底气，“不走职业棋手路的

话，她什么时候学棋都来得及”。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合肥今日电）

从杨浦区长海路399号的上海

体育大学正门进入，穿过一条笔直

的林荫小道，一座大气、质朴、稳重

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便显现在眼前。

它就是上海体育大学的办公大楼，

一代又一代的上体学子，亲切地昵

称她为绿瓦大楼。

曾经，它是旧上海市政府大楼，

也是上海迄今唯一留存的大型宫廷

式建筑；后来，它成为新中国第一所

体育高等学府所在地，几十年来为

国家培育无数体育人才。九十载光

阴如水，它静伫于此，镌刻了上海近

代发展和新中国体育发展的历史烙

印，愈显绝代风华。

媲美外滩建筑群
走进上海体育大学的校园，一

座具有中国古典宫殿式外观的建筑

气势夺人。这幢建筑具有中西合璧

的审美风格：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

筑高4层，东西分三段，中部为主楼，

歇山顶，绿色琉璃瓦屋面，两侧屋面

为庑殿顶。外立面和室内细部装饰

如屋脊、仙人走兽、斗拱、雀替、梁枋

彩画、门、窗、格扇、栏杆等均仿清官

式做法。“从建筑美学的角度看，其

整体价值可与外滩建筑群相媲美。”

著名历史学家熊月之如是评价。

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明尼苏

达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贯中西

的一代建筑大师董大酉先生，是绿

瓦大楼的总设计师。在设计上，绿

瓦大楼以“中国固有形式，掺以新时

代之需要，实用与美观并重”为原

则，外观上以中国清代建筑为蓝本，

在内部功能上，采用近代化的水电

设备，电梯、暖气、卫生设备等一应

俱全。这种将民族风格与现代化结

构、外部形式与内部功能、坚固性与

实用性均有机结合起来的设计形

式，在当时领风气之先。由于其外

观采用了端庄内敛的墨绿色，仅在

屋檐的边缘绣上一条明黄色的彩

带，绿瓦大楼的名号也由此得来。

绿瓦学子遍天下
1933年10月10日，绿瓦大楼正

式落成。就在绿瓦大楼落成仅4年不

到，1937年抗战爆发。在那段岁月

里，绿瓦大楼被轰炸、被占领……

198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把绿瓦大楼

登记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该

楼入选上海市首批优秀历史建筑。

1952年，时年60岁的著名体育

教育家吴蕴瑞接到来自中央的任

命：新中国的第一所体育高等学府

华东体育学院将在上海组建，请他

牵头负责筹备工作。当年11月，学

校成立，吴蕴瑞被任命为院长，这就

是后来的上海体育学院，如今的上

海体育大学。

华东体育学院宣告成立时，院址

最初定在原圣约翰大学内，与华东政

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共用校区。但

是，随着办学规模的日益扩大，原有

校舍和训练场地已无法满足需求，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的

贺龙元帅亲自为学校选定新校址。

1956年夏，华东体育学院更名为上海

体育学院并迁址江湾，行政办公大楼

就定在了绿瓦大楼，这里也迎来了自

己崭新的历史使命。

如今，绿瓦大楼已守望上海体

育大学70多年，它已然化为上体的

标志，成为上体人的精神家园。无

论是赛场上光芒闪耀的冠军，还是

幕后掌控全局的教练；不管是运动

科学领域钻研的先锋，或是奔波在

赛事第一线的体育新闻记者……一

代又一代绿瓦学子，正在为我国体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本报记者 李元春

空间
城
运 绿瓦大楼的前世今生

智运会上专访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古力——

他把翻盘功夫用在围棋推广上

■ 绿瓦大楼成为体育人的精神家园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围棋棋盘，共361个
点，在这里，八夺世界冠
军的古力施展经天纬地
的才能；棋枰之外，天地
更宽广，弘扬国粹，中国
围棋协会副主席古力依
旧怀揣热忱的心。

■ 古力和小棋手们下指导棋

■ 古力（右）

尝试各种手段

推广围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