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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
赛尘埃落定，丁浩九段坐实最强“00
后”之名，在今年的一头一尾先后捧得
LG杯和三星杯两个世界冠军。

谢尔豪在决胜局以半目之差落
败，但八强战“屠龙”申真谞荡气回肠，
也为中国棋手包揽冠亚军立下首功。

本届比赛，“三星杯”四冠王柯洁
九年来首度无缘本赛，中国棋手不到
韩国棋手一半人数，却在八强占据五
席、四强占据三席并最终包揽冠亚军，

“存在感”极强。而人工智能（以下简
称“AI”）对围棋运动的影响，从本届
比赛也可见一斑。

丁浩和朴廷桓的半决赛，当朴廷
桓在右上方点角，丁浩主动和他展开
了“芈式飞刀”的较量，这是一个以变
化复杂著称的大型定式。

然而，当丁浩以早已约定俗成的
方式飞靠出头时，朴廷桓却还以一手
罕见的扳断，丁浩顿时蒙了圈。

据讲解该场比赛的韩国九段棋手
透露，丁浩飞靠的下法是较低配置的
电脑AI给出的方案，而韩国棋手已经
从AI得到了更新的变化图。

丁浩果然“中刀”，局部吃了不小
的亏，幸而朴廷桓对后续变化也演练
得并不纯熟，最终被丁浩一步步完成
逆转。

从这件事中不难看出，AI已经拥
有围棋的“最终解释权”，任你水平再
高的人类棋手，还是要从AI那里得到

“正确答案”和“更新的正确答案”。
围棋已经从过去的“头脑为王”的

智力运动，演变为了一种复合型运动
——它仍然是一项脑力运动，但同时
也有了“信息战”的色彩。棋手不仅要
思考更好的着法，更要想方设法从AI
那儿“获取”更多的信息、更好的着法。

而后者也不是像“芝麻开门”那样
简单四个字就可以实现的，人和机器
之间的交流，即便现在不需要通过编
程等专业手段，但要更高效的“人机对
话”，同样需要“沟通”的技巧。

AI 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围棋棋
手的成长路径。谁能和 AI 更好更高
效地“交流”，谁能更深入地领悟并照
搬AI的招法，谁就可以突破传统棋手
的上升曲线，扶摇直上。

申真谞今年胜率高达恐怖的

90%，就得益于训练中对AI的利用，实
战中很多着法，和AI吻合度极高，“申
工智能”之名非虚。

但是，AI 毕竟是公平的，随着越
来越多的棋手深入和AI磨合，申真谞
的优势正在显著缩小。

今年，他在烂柯杯、梦百合杯和三
星杯三项世界大赛中，分别不敌辜梓
豪、李轩豪和谢尔豪这三位中国“豪”
杰，他距离当年李昌镐式的垄断实力，
还有很远的距离。

而且，随着其他棋手更深入地研
究AI，申真谞在这方面的先发优势还
可能被进一步蚕食。当李世石和柯洁
先后输掉“人机大战”，当柯洁摘下眼
镜黯然拭去泪水的时候，很多人认为

围棋运动前景堪忧。但几年过去，事
实证明，AI 并没有让围棋运动式微，
相反还赋予了围棋新的魅力。

一方面，人类棋手面对面对弈的
乐趣和张力，是AI不可能取代的，它
更像是一个完美的“陪练”。另一方
面，AI 的广泛普及，也大大降低了围
棋的入门门槛，扩大了围棋的受众人
群，从广东到全国，“围棋少年”的数量
不降反增，各类业余比赛层出不穷，以
至于还有不少专业棋手为了增加比赛
机会而退回业余。

而从观众的角度，有了 AI 的辅
助，配合解说员的解读，人们也更容易
看到比赛中的各种精巧之处，棋手出
现失误、因为和AI建议的着法不同导
致胜率大跌的“车祸现场”，也让观看
比赛的娱乐性有所提升。

AI为围棋关上了一道门，但也为
围棋打开了很多扇窗。

五年漂泊 脱颖而出
丁浩2000年 6月出生于山西大

同，受父亲影响学会下棋，但当地学棋
氛围并无优势，遂辗转太原、北京求
学。2013年，定段赛他在最后一轮靠
半目取胜，幸运地迈入职业棋手行列。

早早被标上“低调”“专注”标签而
被外界看好的丁浩，偏偏遇到了一个
竞争空前激烈的时代：身前有“八冠
王”柯洁引领庞大的“一冠群”（仅夺得
过一次世界冠军的棋手），“00后”里
又相继涌现了谢科、李维清、廖元赫，
甚至比他们小很多的王星昊等强手，
尤其在衡量年轻棋手的两大标志——
职业联赛战绩和段位上，丁浩比其他
对手历程更为坎坷：

2014年，14岁的丁浩好不容易获
得参加围乙联赛的资格，整整两年之
后才加盟河北新奥队出战围甲联赛，
这样的“起步”在当今中国棋界算是晚
的。后来，丁浩坦陈这一过程受到了
家庭条件的影响，“家里的经济条件不
好，我一直想放弃……签了（职业）俱
乐部之后，家里的负担小了一点，别的
事情就还好，因为我就可以专心下棋
了……”

2018年，效力于实力强大的龙元
明城杭州队后，他的生活环境才真正
安定，“专心”带给他的是从围乙“少年
棋手”到围甲“主将”身份的蜕变。当
然，这种变化的根基还是实力的提
升。2019年，他依靠围甲全程胜率，首
次获得中国顶级联赛“最有价值棋手”
称号，终于在如云的强手中脱颖而出。

2021年度，他又获得“最佳主将”
称号，这一年是他真正的爆发期：连夺
倡棋杯，国手赛、大棋士赛三个国内头
衔战冠军，第二次率队获得联赛总决
赛亚军。一年之间，从职业七段一路
升级到顶——中国棋院第49位围棋

职业九段棋手。

五战冲顶 水到渠成
当然，对职业棋手而言，最重要的

检验还是国际大赛的成绩。
入段第二年，丁浩就得以参加第

二届百灵杯世界围棋公开赛预选，但
一如大多数新手那样他数战数败，直
到2015年第二届梦百合杯预选赛，他
才首次获得了世界大赛本赛的资格。

八年以来，丁浩一共五次出战世
界大赛本赛，但前四次都不约而同地
止步于16强，这也是年轻棋手经常会
遇到的一道“坎”，有些棋手终身难以
跨越。

丁浩的第五次世界大赛本赛，正
是从2022年开启的第27届LG杯，丁
浩又一次站在世界大赛16强的舞台，

这次他击败了“韩国围棋太子”金志
锡。“窗纸”捅破，丁浩一发而不可收
拾：此后他胜金明训进入四强，半决赛
仅用121手降服世界冠军姜东润。这
一届LG杯决赛是经历众所周知的影
响之后首次恢复线下比赛，在中国棋
院二楼比赛厅，丁浩以2比0零封杨
鼎新，圆了世界冠军之梦。

首夺世界冠军的当晚，在接受采
访时表情淡然的丁浩说：“如果刚刚定
段时告诉我会获得世界冠军，那我一
定非常高兴。但是今天的我感觉很平
静，是时候了吧。”

这种淡然，是出于性格，也是出于
磨练，在此之前，丁浩刚刚经历了职业
生涯中难得一见的低谷，他率领的龙
元明城杭州队从联赛亚军直线滑落到
保级圈，亚运选拔受挫，他的职业等级
分排名也从第二名一路降到差点跌出
前十……但这没有动摇丁浩的信念，
他用实际行动验证了“水到渠成”的真
谛。

中国围棋第一个“00后”冠军显
然不愿就此止步，在韩国京畿道举行
的本届三星杯本赛，赛程紧密，整整两
届未能收获三星杯的中国年轻棋手却

集体大爆发，四强中占据了三席，而丁
浩更成为强中之首，决赛力克谢尔豪，
一年之内第二次登顶世界之巅。

五个外号 尽显风范
中国“00”后个性鲜明，丁浩属于

偏“宅”的类型，勤奋是毫无疑问的，对
现代棋手推崇的AI，每天固定花五六
个小时训练的丁浩感受破深：“这几年
与AI交手有4500局，有的棋可能就
下十几手，觉得形势不对就重新下。
这样练了几千局之后，思维方式有所
改变，看棋的眼界提升了，不知不觉与
AI的吻合度越来越高。”但又有独特
的见解，“其实更多地把与AI对局视
为一种消遣，我愿意选择水平比人类
稍强一些的AI，如果对手是完全赢不
了的强AI，下多了也会失去兴趣。”

听音乐和读书是他除围棋之外最
大的爱好，有趣的是他喜欢听接近自
然声响的“白噪音”，从十六七岁读到
《三体》后，痴迷于刘慈欣为代表的科
幻读物。2021年9月，丁浩像很多队
友那样入读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棋手一般选择人文、商学或法学学科，

他却选择了新闻专业。值得注意的
是，入学不久他就迎来爆发期……

尽管自身低调，但是成长迅速的
丁浩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棋迷的关注，
由此收获了一些有趣的外号。首先，
他在一个知名对弈网站使用的网名

“风骨上人”得到关注，棋迷觉得很符
合他的性格，只是略嫌拗口，后来由此
创造了一个传播甚广的“简称”——和
尚。

丁浩升段大器晚成，但早早在网
上获得“丁九”雅号，因为他和包括韩
国世界冠军在内的一流高手对阵胜率
不低。随着越来越多的棋迷关注，又
产生了亦正亦邪的外号“上将”，显然
出自《三国演义》“我有上将潘凤”的
梗。这俩外号均带点戏谑，但丁浩硬
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将其变成了正面赞
誉。

后来，丁浩在和韩国棋院官网关
联的弈城网账号“baidu”又被发掘，
按字面以及丁浩的性格推测很可能原
意是“摆渡”。随着丁浩登顶，棋迷觉
得以往的外号都不够霸气，就根据这
个未得到本人解释的账号，衍生出新
的外号“度总”。

最强“00后”纹枰新霸主
丁浩夺得三星杯冠军，一年两获世界冠军

第 28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决赛于 11月 28
日结束，目前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新闻专业三年级的丁
浩以2比1战胜谢尔豪，赢得中国德比胜利，这也是中国
围棋第49次夺得个人世界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丁浩在今年 2月 1日首夺世界冠军
（第27届LG朝鲜日报杯世界围棋棋王赛），一年之内两
夺世界冠军是中国棋坛许久未见的现象，意味着一位
“00后”棋坛霸主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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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已经拥有围棋的“最终解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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