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励“飞刀”为对局创新

“不务正业”的全国冠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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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荣华之所以成就一代棋王，

棋界宗师，看看 60年来他留下的
名局就清楚，不断求变，推陈出新，

是胡荣华象棋艺术至臻至远的源
泉。坐到棋盘前，他心里只有一个

念想———争胜。而评价现在一些棋
手的状态，胡荣华一针见血，“对失

败的恐惧大过对胜利的渴望。”他

拿过去民间推手比赛打比方：两位
高手招式摆了很久，谁都没有上

前，最后一抱拳，算是比过了，“有
些棋赛就是这样，（棋手）都在背和

谱。下棋若子不过河，谁愿意看？”
问胡荣华：最近有没有印象较

深的对局？他提到去年象甲半决赛
上海队与杭州队的快棋赛中，谢靖

擒下王天一的马炮残局。按司令的
说法，这盘棋，徒弟谢靖终于掷出

一把“飞刀”（象棋里的新招）。“赢

快棋，一定要有‘飞刀’。”

在司令看来，一些棋手心态出
了问题，想赢怕输，但越是怕输，就

越可能输棋，而只有赢棋，才可能
长棋。为此他支持后手贴时先手和

棋算输等规则革新，激励棋手创新

争胜。司令带头，圈内人呼应。国家
象棋大师董旭彬最近提议，象甲附

加快棋赛须分胜负的对局移至第一
盘。胡荣华赞同，“这个‘小手术’

一动，首盘输棋的一方，后几盘必

须全力以赴，拿出全部水平了。”
窗外，春鸟啁啾。胡荣华从

沙发上起身，要去四楼看看棋
手。七十有五的胡司令，早已解

甲归田，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在关
心象棋运动的发展创新。一代宗师

殚精竭虑，真是中国象棋的幸事。

本报记者 金雷 张建东

    高手在民间。 象棋这项群众基

础雄厚的智力运动，从民间来，也应
该回馈民间。 而新民晚报， 是一张

“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报纸，服务对
象是广大市民。也因此，新民晚报与

象棋结缘， 晚报与胡荣华早就成为
朋友。

胡荣华还记得， 上世纪八十年

代，新民晚报牵头办的“绿林好汉挑
战上海队职业棋手”的擂台赛，吸引

了众多棋友的关注。 当时比赛安排
在江宁路美琪大戏院对面的静安区

体育俱乐部， 这种新颖的比赛还吸
引到企业赞助奖品。

“有一次是奖冰箱。 那盘棋，我
输给一个有‘襄阳王’称号的业余好

手。 他平时在襄阳公园下棋小有名
气。 ”回忆起当年的擂台赛，胡荣华

记忆犹新，却没有半点输棋的难堪，

反而因为把象棋的魅力与民间的智

慧结合起来，而由衷高兴。

此后，胡荣华还参与新民晚报牵
头主办的超级象棋赛，在上海与另一

位象棋特级大师吕钦进行三番棋对
决，引发众多关注。那场比赛，胡荣华

险胜，但他说自己印象深刻的，是新
民晚报创新引入“贴时”的新赛制，打

破当时象棋比赛“一团和气”的困局，

为象棋运动吹来一股新风。

上世纪 90年代末，本报率先发

起全市性大怪路子比赛， 特邀胡荣

华制定比赛规则。大怪路子的“胡氏

规则”被采纳并延用至今。

新民晚报体育版开设 《运动
汇》，也就是现在周末《文体汇》的前

身，胡荣华还特地担任顾问，他希望
这份专刊秉承晚报长期重视智力运

动的传统，多报道、支持棋牌比赛和

运动员。 晚报因为有这样一位志趣
相投、相扶相持的朋友而荣幸，象棋

运动发展也因为这样一段缘分而得
益。 今年恰逢新民晚报创刊 90周

年， 又是胡荣华驰骋棋坛 60周年，

都是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这份友

情、 这段缘分， 期待碰撞出更多火
花，助力象棋运动再攀新高峰。

金雷 张建东

■ 1945年生于上海， 象棋特级大

师，1988年被亚洲象棋联合会授予
象棋国际特级大师称号。 当代象棋

学派奠基人，棋界人称“胡司令”。

■ 15岁获得首个全国象棋个人赛
冠军，55岁再获全国冠军， 保持最

年轻和最年长全国象棋冠军的纪
录。

■ 唯一十次蝉联全国冠军的棋手，

唯一获得十四届全国个人冠军的棋

手。

■ 现任中国象棋协会副主席，亚洲
象棋协会第一副会长。著有《反宫马

专集》《胡荣华象棋自战解说谱》《胡

荣华飞相百局》《十连冠的棋艺精
华》（与徐天利合著）。 另有《胡荣华

对局集》（上下册）《旷代棋王胡荣华
全集》（共三卷）等。

———新春访象棋泰斗胡荣华

    约胡荣华见面的这天，是
农历腊月二十四。 在南京西路
上海棋院二楼的休息室， 胡荣
华慢悠悠地走进来， 脸上挂着
迎接新年的喜庆，“刚从文史馆
的迎春团拜会回来。 ”

在临窗的沙发坐下， 胡荣
华身侧，一盆金橘果实累累。 一
晃， 胡司令在棋坛叱咤风云整
整一个甲子，成就前无古人，也
难有后来者， 但话题一进入楚
河汉界， 七十有五的象棋泰斗
依旧亢奋，周身洋溢 60年前首
获全国冠军时的似火热情。

    话题从棋院一楼新开放的棋

牌博物馆聊起。馆内，陈列着胡荣
华捐赠的 1960年全国个人象棋赛

冠军金牌。这枚系着红丝带、才徽
章大小的奖牌，分量极重，它见证

胡荣华开启棋王生涯，为中国的象
棋事业，创出新时代。

60年前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

宫，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亲自给胡荣
华颁奖，颁奖仪式后又和胡荣华一

同用餐。“事先不知道陈毅元帅
来。”胡荣华回忆，“吃饭时我坐在

陈毅元帅边上，他给我夹了块烤
鸭。”烤鸭的香味早已飘散，但陈毅

元帅那句“好哇，娃娃赶上来了，英

雄出少年嘛！”的感叹，为才 15岁

的胡荣华日后书写棋坛神话，写下
序言。

棋牌博物馆里，胡荣华的另一
项捐赠是 2008年北京奥运接力传

递的“祥云”火炬。“在外滩跑的，每
人就跑 200米。关键是时间节点，

你要算好这段距离的用时。”历史

铭记的场面，胡荣华道来平静如
水，如同捐出火炬时的平淡从容。

他解释，博物馆开建，和家人一商
量，就把它捐出来。“当时接力奥运

火炬，我是作为上海象棋界的代
表。”胡司令的另一层意思是：象棋

界的荣誉更适合由象棋界珍藏。

    这里是新落成不久的上海棋

院，退休后的胡荣华时常来坐坐。
同事熟练地给他泡上茶，他说：“过

去喝绿茶，现在也喝点红茶，”顿了
顿，补充道，“大多是喝白开水。”

胡荣华现在一天的作息，通常
是早上起来，从南京西路的家里步

行去功德林，喝碗粥，吃个菜包。走

一走，也是一种锻炼。这天去茂名

南路锦江小礼堂出席文史馆团拜
会，他选择步行，“来回么四五千

步。这个量，比较合适。”聊到这里，

胡荣华想起年轻时一位体委领导
曾跟自己说，“小胡，你们棋手也要

锻炼身体，每天跑个一万米。”他说
笑，“真要跑一万米，还吃得消？领

导的话，只能‘阳奉阴违’。”
吃完午饭，胡荣华照例睡上一

觉，醒来后，有棋赛的话，会上网

看。“朋友也给我传来棋谱。”说到
象棋，胡荣华来了精神，腿一搁，手

一扬，语调也高了。

    胡荣华的爱棋，是对红黑 32

子的敬畏。任何一盘棋，都来不得
半点掺假。早年胡荣华代表上海象

棋队出访广西桂林，当地安排他与
业余好手 1敌 13的盲棋表演赛。

一位胡荣华熟识的棋手说情，9号
对手是当地商业局干部，希望司令

手下留情，和一盘。

胡荣华向来反对弄虚作假，拒

绝下“人情棋”。13盘盲棋，他胜了
9号棋手，与水平不俗的 6号棋手

言和。等到说情的那位棋手来询
问，胡荣华道歉：“匆忙中把 9号看

成了 6号⋯⋯”如此一来，智慧地
化解一段人情，又维护象棋的公平

公正。司令，实在是高。

    早几年胡荣华带队征战全国

大赛，传出棋赛间隙他带着队员
“斗地主”的趣闻。当时有领导担心

这会影响到年轻棋手的备战，胡司
令其实另有用意：虽然技术上，打

牌与象棋完全不搭，但打牌的心态
对下棋有所借鉴，牌的偶然性大，

要求牌手胆大心细，敢博输赢。“有

次万春林手握两只小怪、两把炸弹
加三个 2，还不叫地主。”他解释，

“放在棋上就是棋风过于求稳。下
棋，要敢博弈，一点没风险却想赢

棋，怎么可能？”

打牌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棋

手调节心态。胡荣华自己的心得，
即是逢比赛从不摆棋。五羊杯笑傲

弈林，棋赛间隙胡荣华闲庭信步，
别人在那里摆棋，他却捧着金庸、

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爱不释

手。他教导后辈，正确的用功应在
平时的训练，与其临时抱佛脚，不

如临阵放松。
上海队夺得 2003年象甲联赛

团体冠军后的表彰会上，胡荣华为
“不务正业”正名，“有时斗斗地主，

只是为了调节心理。”

陈毅元帅给我夹了块烤鸭

步行出席“团拜会”2

敬畏象棋智拒“人情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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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上挂着笑容的胡司令侃侃而谈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

去
年
五
月
，胡
司
令
与
小
棋
手
车
轮
战

图

IC

    扫扫二维码，

看胡司令向新民
晚报读者致意

車
老友记

记者手记棋坛胡司令 荣华一甲子
帥

馬

文体人物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