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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进行的第五届全国智力运
动会象棋赛场外的大走廊里，摆放着
一排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象棋对弈机
器人“元萝卜”，很多棋迷爱好者都忍
不住上前一试身手，连一些专业高手
和裁判，在比赛之余也会摆上几步，感
受一下“人机大战”的乐趣。在智博会
上，与智力运动有关的人工智能技术
产品层出不穷……到合肥给上海象棋
队助阵的象棋泰斗胡荣华，谈起了人
工智能技术对棋手的影响。

“前几天和一位分管领导吃饭，得
知围棋国家队用集体研究的方式和人
工智能对弈，结果被让两个子。这说
明什么？说明我们人类很渺小！按照
传统理念，围棋那么深奥，出现过一些
天才棋手，留下经典对局，如今用人工
智能一研究，发现还处于很初级的水
平。作为棋手，首先当然要虚心学
习。”

但是胡荣华坚持只能把人工智能
当做学习工具，不能一味效仿和依
赖。“这方面我赞同柯洁的观点，现在
大家都是‘点三三’了，可是多少人理
解人工智能‘点三三’后面完整的、连
贯的思路？缺乏理解，只是死记硬背，
对弈就会变得很单调。然后再发展下
去，就只剩下消极的东西。”

也曾在胡荣华象棋学校推广“元
萝卜”的胡司令，认为现在人工智能对
棋手的影响正处于
过渡期，“现在肯定
是潮流，肯定会替
代很多传统的观
念 ，这 是 必 然 过
程。我对人工智
能，包括机器人的
理解是，它会教你
怎么下不会错，但
是它教不了你走出
创新的招，不会教
你怎么下必胜！最
终还是要靠你自己

拿出一点‘货’！”胡荣华15岁首次参
加全国个人赛就一举夺冠，开启“十连
冠”伟业，独霸棋坛20年，被外界公认
最大的价值就在于他敢于创新。

“现在大家更多关注围棋和阿尔
法狗，其实象棋的问题也一样。我认
为现在象棋棋手想冒尖，必须付出比
以前更多的努力，去打破常规，尝试一
些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东西。相反，
你要偷懒，想混混，那是比以前容易多
了，按照软件背一背和棋谱，对于一定
水平的高手，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胡荣华就此评价这次全智会上海队象
棋队的表现，“大学生团体赛，第一台
的赵玮没下半个小时就和棋了，按照
我的标准，这就是不负责任，这种比赛
你想要拿成绩，你想要提高自己，就要
尝试突破，敢赢该赢的棋！”果然，在大
学生混合团体赛最后一轮，在看似没
有希望夺冠的情况下，二台蒋融冰奋
勇争胜，拿下关键1分，原本领先他们
的天津队却畏首畏尾输了棋，金牌还
是挂到了上海队员的脖子上。反之，
上海象棋队在男子团体赛中先赢后
输，最后一轮只需打平即可夺冠，却一
时“手软”跌出前三名。

“竞技世界就是这样，不进则退。
相信将来人工智能会促使人类棋手思
考出更多的变化，也就是所谓的‘活学
活用’。要勇于探索人工智能想不到
的，这才是人类棋手的志气——想成
为顶尖棋手，一定要有这种志气！”

第五届全国智力运动会，11月 4
日下午在安徽省合肥市隆重闭幕，在
前四届全智会上包揽金牌榜首的上海
队，在本届全部6个项目中均收获金
牌，最终以13金9银9铜共31枚奖牌
的佳绩，蝉联金牌数第一。

前四届全国智运会上海代表团
“头号功臣”、前上海棋牌管理中心主
任单霞丽，在 2021 年退休后继续担
任中心总教练，负责五智会的备战工
作。新任上海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上海棋院院长刘世振，以及副主
任欧阳琦琳等一起通力合作，在空前
激烈的竞争中，有条不紊推进备战，
积极引进人才。尤其过去三年克服
各种困难，力保一线棋手的训练和备

战不耽误。今年还陆续安排各参赛
队伍封闭训练，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这 13 枚金牌的获得，没有一块是偶
然的。

“首先是抓好训练，既有封闭式集
训的效果，也包括参加一些大赛锻炼；
其次是人才引进，在上海市体育局支
持下，花费了不小的资金，完善了队伍
短板，这次智运会的比赛，很多引进人
才制造了亮点；第三是继续做好后备
人才的培养，像围棋项目上海棋院和
清一俱乐部等人才培养的衔接做得非
常好；最后，还要感谢智运项目赞助商
对运动员的关心和支持，为他们的良
好发挥提供物质保障。”

上海代表团团长、上海体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徐彬及代表团秘书长、上
海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光圣专程赴合
肥参加五智会开幕式，凸显对大赛的
重视，但“合肥之战”开局不利，一度被
浙江队压制，刘世振总结：“这次我们
开头很艰难，不过好在整体实力很全
面，每个项目上都有不少具有竞争力
的项目。感谢老将们的奋力拼搏，以
及年轻棋手的辛勤努力！”

下一届全国智运会将于2027年
在重庆合川举行，上海的智力健儿们
马上就要开启新一轮的备战……霸主
地位不可能是永久的，重要的是借助
智力运动会的平台，延续上海棋牌运
动的优秀传统，发掘和发扬棋牌文化，
为打造智慧城市增添更多风采。

人类很渺小 但要有志气
胡荣华妙谈人工智能——

“五连冠”！上海“智慧”实力担当

根据通报在10月 15日举行的第33届大连
马拉松中，“在男子全程领先集团

抵达终点前的人车分流点处，一辆赛事工作车驶离赛道
时，由于裁判预判和司机操作不当，发生意外卡顿停驶，
阻挡了运动员跑进线路，干扰了比赛正常进行，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

《中国田径协会路跑赛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中国
田协决定作出如下处理：通报批评赛事组委会，要求其
于2023年11月 13日前向协会递交书面整改报告；内部
约谈相关裁判员，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内部约谈执行公
司智美体育文化（浙江）有限公司，要求其于2023年 11
月13日前向协会递交书面整改报告。

一份通报中，中国田协指出：“2023年10月15日举
行的2023青岛海上马拉松，开赛两个小时后，在完赛物
资发放区因布置不合理、流线不顺畅、疏散工作组织不
力，导致大量人员滞留并引发哄抢，造成了不良的社会
影响。此外，赛事还存在运营公司筹备工作不细不实，
对协会专家指导意见未采纳，以及组织工作不规范，部
分号码布发放混乱等问题。”

据相关规定，中国田协将取消青岛海上马拉松组委
会下一年度申请中国田协认证赛事资格，要求其于2023
年11月13日前向协会递交书面整改报告；不予认证青岛
艾克斯体育文化有限公司下一年度参与运营的赛事，要
求其于2023年11月13日前向协会递交书面整改报告。

中国田径协会将视两项赛事组委会及公司整改情
况决定是否追加处罚。

今年以来，国内马拉松赛事的数量呈现
井喷之势。仅 10 月 29 日一天，全国就有北
京马拉松、成都马拉松、西安马拉松等超过
20场马拉松赛事同时举行。

地方积极办赛，跑友热情参赛，中国的
路跑产业正加快复苏。然而，近期部分赛事
密集出现问题，也敲响了警钟。

大连马拉松赛终点附近，一辆赛事工作
车阻挡了选手的冲刺；青岛海上马拉松完赛
物资发放现场出现混乱情况；苏州太湖马拉
松一名男跑者佩戴女选手号码簿“替跑”。

事实上，越来越多人参与马拉松运动，
反映了人们对健康的追求，体育正在成为更
多人的生活方式。而各地乐于举办马拉松，
一方面满足越来越多跑步爱好者的需求，另
一方面，也看中路跑赛事具有的城市营销、
带动消费等功能。

正是这样的良性互动，推动着路跑产业
不断向前，近年来，中国的路跑从赛事数量、
参赛规模、办赛能力和竞技水平上都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

中国田径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马

拉松及相关路跑赛事从2014年的51场增长
到2019年的1828场，五年时间数量增长超过
30倍。而经过多年发展，国内城市公路马拉
松的竞赛组织、医疗和后勤保障、交通管制
等方面已经有一套较为成熟的标准并不断
完善。随着国内公路马拉松赛事的办赛水
平和参与程度的提升，我国马拉松选手的水

平也逐步提高，在杭州亚运会上，
中国选手何杰勇夺中国队在亚运
史上首枚男子马拉松金牌。

不过，对于赛事组织者来说，
不管马拉松承载了多少功能，需知其核心始
终是一场竞赛，完善安全措施，保证竞赛的
公平和公正乃是赛事组织的必答题。如果
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哪怕包装和呈现再“精
彩”，也拿不到及格分。

有业内人士分析，前两年受到疫情影
响，大部分路跑赛事处于停办状态，不少路
跑的赛事公司业务惨淡，专业人才出现流
失，导致今年恢复办赛后，很多赛事在组织
上准备不足，出现问题后应对能力不够。

然而，最近网上的一些炒作和对马拉松
赛事的攻击，对疫情后刚刚复苏的中国路跑
产业无疑是一种伤害。对于路跑出现的问
题，应该更加理性看待，出现问题并不可怕，
组织者吸取教训不断改进，办赛水平才能长
足进步。当然，赛事组织者要勇于承认自己
的问题，做到更加公开透明，对社会的关切
及时回应。

中国路跑运动的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各
方更应珍惜和呵护，需要“警钟”，亦少不了
来自社会各界的“春风”。

（摘自新华社）

中国田协通报大连马拉松和青岛海上马拉松问题处理情况

马拉松，要“警钟”也要“春风”

胡荣华（左二）和欧阳琦琳（左一）等研究人工智能机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