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围棋 2023年7月24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李家杉8

7月22日上午，北京中国棋院二楼会议大厅，中国围棋协会第十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正式召开，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书记朱国平主持会议，国家体育
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刘国永及共计40位来自全国各省市区围棋协会的代表与会。

经与会全体人员选举，今年年底将满47岁的围棋世界冠军常昊当选为新一届协会
主席，朱国平和古力当选副主席，上海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上海棋院院长刘世振，
上海籍“90后”世界冠军江维杰等当选执委。另外，协会还特别选举了聂卫平、王汝南、
华以刚等三位名誉主席。

师承聂卫平，一战让日本棋坛铭记
本版撰稿 特约记者 张晓露

1976年11月7日，常昊出生于临近
城隍庙的梧桐街上一户双职工家庭。
他的父母比较重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常昊6岁时在外地亲戚家对围棋产
生了兴趣，很快就被母亲送往上海市
体育宫围棋班，受邱百瑞启蒙。邱百
瑞指导曾先后教出过曹大元、杨晖、芮
乃伟、钱宇平等一大批国手。此后，常
昊还相继受教于上海的谢裕国、邱鑫
等教练，而整个上海围棋界地为少年
常昊“喂棋”的更是不计其数。可以说
常昊从起步就承载着诸多的希望。

常昊学棋一年半后，在扬州由邱
百瑞推荐给因中日擂台赛正如日中天

的聂卫平，聂卫平让4子和常昊下了一
盘指导棋后，在去东京比赛时，特地在
关系密切的日本名誉棋圣藤泽秀行面
前对常昊大为夸奖。中日擂台赛移师
上海期间，藤泽先生专门叫来常昊下
了一盘让4子的对局，结果常昊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盘对局之前，聂卫
平也专程赶到上海帮常昊“练”让子
棋。藤泽秀行回国之后，在日本棋院
官方杂志《棋周刊》上详细讲解了这盘
让子棋对局，他亲笔撰写的结语是：

“我请大家记住常昊这个名字！”
10岁，常昊加入刚刚成立的中国围

棋国少队，从此生活重心移至北京；12
岁，常昊夺得应氏杯世界青少年锦标赛

冠军；14岁，夺得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
一颗新星正在世界棋坛冉冉升起。

为加速中国年轻棋手成长，以全
面对抗势头正猛的韩日围棋，1993年，
中国棋院安排常昊等六位年轻棋手分
别拜聂卫平和马晓春为师，是为“聂马
大弟子”，其中常昊是第一个被聂卫平
亲自挑选的——在首次相遇九年之
后，聂常两代中国棋坛领军人物确认
了正式的师承关系。此后，常昊逐渐
在国内外正式赛事中取得佳绩，最具
有代表性的就是在聂卫平曾经树立功
勋的中日擂台赛，常昊先后取得五连
胜和六连胜，并最终成为这一历史性
赛事的终结者，当时，他刚满20岁。

当时的世界棋坛，曹薰铉李昌镐师
徒领衔的“韩流”所向无敌，尤其是被称
为“围棋奥运”的世界围棋第一赛事应
氏杯，被韩国棋手垄断了前四届，也造
就了世界棋坛“韩国四大天王”时代，常
昊无疑寄托着中国围棋未来的希望。

非常不幸的是，从1998年8月1日
富士通杯决赛22岁的常昊被李昌镐逆
转失冠开始，直至2005年初丰田杯决
赛负于李世石，常昊连续六次杀入世
界个人大赛决赛均告失利，可能之前
常昊的成长过于顺利，在他身上寄予
的中国围棋称霸的希望太大，怒其不
争的中国棋迷竟给他起了“千年老二”

的外号。换任何一个运动员，这样从
希望到绝望的身心折磨都是无比艰难
的，更何况是荟萃了世界顶级智商和
极度考验心理素质的围棋运动……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2005年
3月，就在输掉丰田杯之后一个多月，
在无数指责甚至谩骂声中，常昊在北
京昆仑饭店3比1战胜“毒蛇”崔哲翰，
夺得了围棋至尊王座应氏杯！时任应
氏基金会理事长应明皓，激动地将常
昊获胜棋谱专门制作装裱，在其父亲、
应氏杯创办人应昌期的墓前焚祭，正
应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
翁”的诗境。那一年，常昊28岁。

此后，常昊高歌猛进，带领中国队
首夺农心杯中日韩三国擂台赛，终结
中韩擂台赛，并相继于2007年、2009
年先后拿下三星杯和春兰杯。值得一
提的是，他在这两次决赛中战胜的对
手，正是他一辈子的苦手加挚友李昌
镐。此前常昊的“六连亚”，有一半正
是拜这位对手所赐。

此时常昊可谓历尽劫难，脱胎换
骨！中国棋迷给他新起了一个外号

“韧圣”，作为对他棋艺生涯的高度肯
定。而上海媒体更是将其和“上海速
度”刘翔“上海高度”姚明并称上海体
育三杰，加以“上海深度”的称号。

从常昊夺得应氏杯开始，中国围
棋龙虎一代如同打开了枷锁，罗洗河、
古力、孔杰等中国棋手相继夺得世界
冠军，中国围棋迎来“第二春”。除了
国际赛场，常昊作为主将，率中国移动
上海队三夺围甲联赛冠军，占据职业
棋手等级分第一……无论是国际赛场
还是国内比赛，常昊都无疑担当着领
头羊的角色。

当代围棋技术日新月异，随着古
力、柯洁等相继崛起，年龄增长的常昊
也不得不步聂卫平、马晓春的后尘，等
级分排名开始下滑，最终渐渐淡出一
线赛事，“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最为遗
憾，英雄迟暮和红颜老去。围棋是一
种基于传统文化的运动，难免会有一
种英雄胸怀夹杂其中，作为棋手渐渐
不能取胜，这种遗憾肯定是存在的。
但是我们和围棋的情怀并不会因此而
消失，可能要经历一个适应转型的过
程，继续以新的身份为围棋出力。”减

少比赛的常昊，更多地为推广围棋出
力，他帮助组建了福建厦门、浙江衢州
等地的围棋职业队伍。还随应氏基金
会一起赴海外传播围棋，尤其在哈佛、
剑桥等欧美名校中的宣传活动，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力。更令棋界人士自豪的
是，常昊和李昌镐多次被中韩两国政府
相邀，作为文化和体育杰出代表出席国
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2017年12月，常昊当选中国围棋
协会副主席。2022年，他又出任上海
市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理事长。走
上管理位置的常昊表示：“在我少年时
期，很多前辈给予无私的指导，肩负起
我的成长。现在是我们作为棋手为中
国围棋作出回报的时候，我们唯有付
出更多努力，携手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才能不负前辈开创的事业，让中国围
棋继续开花结果，取得更好的成绩。”

在日前结束的新一届代表大会
上，常昊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国围棋协

会主席，在就职讲话中他动情地表示：
“作为一名职业棋手，围棋已经融入我
的血脉和生命，可以说给予了我一切，
现在是我用全部力量去回报围棋的时
候了。”他还用“重大局”“走大场”“正
棋型”“筑厚势”四个围棋术语展望新
一届协会工作构想，表示要“以竞技水
平提高带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力争最
快速度恢复围甲联赛，扩大各项比赛
参与面”“提升职业棋手的荣誉感和自
豪感，用实际行动唤回对行业发展的
信心”“进一步提高全民普及力度，不
断增加围棋人口”。

作为新掌门，常昊面临的困难一
点不亚于下一场决赛。2018年中国
围棋协会与中国棋院完成“脱钩”后，
进行了一番“独立自主”的市场化尝
试，产生了不少问题，加上疫情的影
响，在比赛成绩和社会效益上都有所
反应。据悉新一届协会班子成立后，
将搬回中国棋院办公。

“上海深度”打破韩国棋手垄断格局

文化体育代表，从领头羊变掌门人 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名单公布，很
多棋迷会心一笑，主席常昊，古力是两
个副主席之一，执委中第一个就是刘
世振，棋迷笑言三位名誉主席之一的
聂卫平是最大的“赢家”，因为这些都
是他的“入室弟子”。

其实围棋的师承，和一般意义上
的“门派”区别很大。但值得注意的
是，中国围棋“陈王华”时代结束之后
在管理体系上确实经历了一些反复，
而本届协会领导班子人选很多出于聂
卫平门下，首先说明老聂收徒弟慧眼
识才。另一方面，聂卫平作为曾经的

时代风云人物，教给徒弟的不止是棋
盘上的东西，还有胸怀、眼界和为人处
世，这也是目前围棋协会领导尤其需
要的素质。

常昊和古力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
代表，他们是中国棋界前赴后继的领
军人物——常昊拿了三个世界冠军，
古力更是刷新到八个世冠的纪录并保
持至今。常昊性格内敛沉稳，古力做
事勇往直前。除了代表中国队出战团
体赛时两人配合默契之外，他们还有
着共同爱好——足球。中国围棋国家
队有一支足球队，古力在锋线上摧城
拔寨，常昊是后防线定海神针，后防线
另一个主力球员正是刘世振。他们常
一起看世界杯，看英超西甲，只可惜因
为协会换届，他们这几天还尚未来得
及关注女足世界杯……

如今刘世振担任上海棋牌运动管
理中心主任、上海棋院院长，古力担任
重庆围棋协会会长，由他们相助师兄
常昊搞好围棋协会的工作，还有聂卫
平这样的前辈“督军”，应当能承担中
国棋迷的期待。

和古力、聂老有共同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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