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家有一对双胞胎姐妹，姐姐芮可言，妹

妹芮可心。她们叫乃伟姑姑，叫我老姑父。

她们出生时，我和乃伟还在韩国。从那时

起，一有机会我们就想飞回上海，去抱起她们温

暖柔软的小身体，听她们咿咿呀呀地讲只有她们

自己能听懂的话。我们一路看着她们从婴儿慢

慢长大。

到底谁厉害
2009年，第14届三星杯世界围棋大师赛，两

名中国棋手孔杰和邱峻进入决赛。冬天，决赛三

番棋在上海大酒店举行。在各项活动中，有一场

大型的指导棋。乃伟有下指导棋的任务，我就带

着双胞胎姐妹去观摩。

带她们走到乃伟的桌子旁边。看到姑姑她

们非常高兴，小声地：“姑姑，姑姑”，像是小鸟在

唱歌。乃伟抱了抱她们，回去继续下指导棋。

安静的大厅里，这么多爷爷叔叔在认真下

棋，3岁的小女娃们也来了兴致。找到乃伟附近

一个空棋盘，轻声告诉她们，棋子要放在棋盘

上。于是两个娃非常认真地用小手抓起棋子，一

个一个放到棋盘上去。言言一直在靠近身体的

地方落子，心心则爬到桌子上，伸着胳膊往远处

下。瞧着她们认真的样子，中韩记者很多都围过

来，拍照摄像一通忙，但是两个宝贝完全不受影

响，只顾埋头摆子，很有大将风度。

愚园路上的小棋圣幼儿园，顾名思义，里面的

小朋友都学棋。幼儿园分围棋班和国际象棋班。

当然，咱家的孩子自然是要学围棋。和幼儿园的桑

园长谈过，感受到她对围棋教育的支持。升入中班

后，开始学棋了。她们的老师姓吴。两个娃曾经很

认真地讨论过：到底老姑父这个老师厉害，还是他

们学校的吴指导厉害。结论很一致，一个说，还是

吴指导更厉害，另一个则配合地点头。

好事！这说明了小朋友喜欢这个学棋的环

境，信任她们的老师。

我在闵行开围棋班，小朋友就开始正式跟着

我上课了。其实最早的时候，与其是教技术，不如

是带着娃娃们玩，用故事，用小朋友喜欢的诸如冰

淇淋巧克力啥的作比喻，也做诱饵，激发她们的兴

趣，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围棋，也学会了规则。

她们的爸爸芮乃健也是高手，曾经获得两届

全国大学生冠军。教她们自然是绰绰有余。

在家里，我有空时也给她们上课。记得有一

次，我刚要开始，两个娃就提醒：“江老师，你还没

点名呢。”在闵行的大课上，俺都是要点名的。

那么好吧：“芮可言。”“到！”“芮可心。”“到！”

她们这才放心了，开始上课。

有一次，朋友的女儿雅文来家玩。她比她们

大两岁。我决定让小朋友迎战一下雅文姐姐。

两个娃好像不需要商量，言言挺身而出，心

心则在一旁轻声嘱咐姐姐：“看清楚点……”

比赛是最好的学习
双胞胎开始参加升级赛了。

我们常说，比赛是最好的学习，不管是对我们

职业棋手，还是学棋才几年的小朋友，都是如此。

她们的妈妈讲过几个故事。有一次，言言最

后一盘苦战过关，升级了。她兴奋地举着成绩卡

片往外跑，太急了，摔了一大跤，但手里还高高举

着那张卡片。又有一次，言言刚刚输了一盘棋，

接着是最后一局，要赢才能升级。妈妈想去安慰

一下宝贝，问她要不要吃点或者喝点什么。言言

摇摇头，然后转身又回去赛场。远远望过去，她

一个人走到窗口，默默地望着外面……最后一局

言言赢了下来。我们的宝贝会自己调节情绪了。

心心的升级升段总是走钢丝，输到不能再输

了，然后开始赢。连老姑父也不由得感叹“心态

真好”！有一次，她又是这样升了段。妈妈问她

最想去哪里。她答，教室。于是，她们打车飞奔

到我在浦东的围棋教室。

双胞胎最早的出国比赛，是日本关西的少年

围棋赛。铸久会派出了三名小棋手，芮可言、芮

可心、王沁盈。为了送三个娃出征，我们组了一

个小团，从东京、箱根一路走到奈良京都和大

阪。在箱根的新干线车站，我们把她们送上车，

几个大人自驾继续前往关西。几天后，在奈良的

新干线车站，又接到了载誉归来的小棋手们。

比赛锻炼人。更有益的是看到世界其他

国家的小朋友，不同的肤色，不同的语言，却下

着同样的围棋。她们用英语和新朋友交流，一

起玩，也一起留下了珍贵的照片。

有趣的是，多年以后，已经是初中生的双

胞胎，在日本围棋大会又碰到了当年的小伙

伴，于是，大家再拍一张照片。

201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30周年，我们在浙

江长兴举办了一场纪念活动，从日本请来武

宫正树老师等。纪念赛的裁判都由

铸久会的学员担任。双胞胎

还不满十岁，就有

模有样地

坐上了

裁判席，而且完

成得很好。

时光流逝，我们家的双胞胎

渐渐地成长为铸久会的大姐大了。在

四明山围棋暑假寒假班，她们从队际赛的队长，

发展到做江老师的小助手，帮助小弟弟小妹妹们

学棋。

学棋为了什么
升五段后，学校功课越来越紧，小朋友下棋

的时间自然少了。但是寒暑假，她们还是会参加

一些活动。铸久会每年都组团去世界各地参加

围棋大会，双胞胎从来没有缺席过。从日本、韩

国，到美国，欧洲，她们下棋，游学，看风景。

在日本围棋大会，她们看台上姑姑和仲邑堇

的快棋表演，觉得仲邑小妹妹又可爱又厉害。表

演赛结束后大家合影留念。大会还有一个双人

赛，言言和她爸爸搭档，心心和老姑父搭档，我们

这两个组合都获奖了。

寒假则去美国参加铸久杯。在比赛中，心心

曾对上美国围棋协会主席。那盘棋她下得非常

认真，虽然最后还是输了，但是努力奋战的样子

让老姑父很开心。

不过姑姑有不同看法。有一次铸久杯，乃伟

要提前离开，飞去韩国比赛。她临行前对心心说，

如果已经肯定不行了就认输吧，关键是之前要努

力。姑姑走后，心心在一盘必败的棋中顽强抵抗，

搅乱局势，居然逼得对方超时了。心心获得了段

位组的第二名。发奖时听到自己的名字时，芮可

心那不敢相信的惊喜表情太可爱了。那次铸久

杯，姐妹俩都获奖了。国内的围棋活动，双胞胎

也参加过一些。曾经带她们去拜见林海峰老师，

也和李世石等知名高手合过影。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围棋锻炼孩子们的思

维能力，行走开阔孩子们的视野。学棋的小朋友

注意力集中，也习得了相当的抗挫折能力。

在我的印象中，她们从来没有报过什么奥数

班，但是学习成绩都不错。

2019年四明山暑假班最后一天晚上，几乎

所有的人都聚在书画院停车场那个平台上，等着

看流星雨。孩子们在地上摆开棋盘棋子，打开手

机的电筒，几个人一盘棋，热热闹闹地下着。

旁边有人问，你们在干吗？低头下棋的心心

回答：“我们在看流星雨呢！”

作为职业棋手的我们，当然是希望她们有更

多的时间下棋，希望她们棋力能够提高。但是，

只要宝贝能够在围棋中汲取营养，只要她们能在

围棋的陪伴下健康快乐地成长，我这个江老师兼

老姑父就十分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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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学棋娃娃
◆ 江铸久

7月19

日，在湖南株洲举行

的2022年全国围棋定段赛中

传来喜讯，上海12岁的小姑娘殷嘉

悦突破重围，定段成功，成为上海首

位“10后”职业棋手，同样也是全国

仅有的三位“10后”职业棋手之一。

一年一度的全国围棋定段赛有

“围棋高考”之称，每年皆有450余

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参赛，

经过15轮激烈争夺，竞争30个职业

棋手名额，其中男子20人，女子10

人。这些参赛选手，是经过层层选

拔的各省市青少年围棋佼佼者，因

此定段赛的竞争几乎可以用残酷来

形容。

今年的定段赛，曾经5年内出了

三位定段状元的上海清一围棋俱乐

部共有12人参赛，教练组做赛前预

测时认为，殷嘉悦虽然这两年进步很

快，但由于年龄尚小，并且才第二次参加全

国围棋定段赛，此次应定位于锻炼为主。

一波三折定段之旅
殷嘉悦的定段赛之旅堪称一波三折，原

定7月9日出发赴湖南株洲，却在当天上午

接到组委会通知：所属街道有疫情中高风险

地区的参赛棋手建议退赛。一心想会会高

手的嘉悦不得不遵守赛会的防疫要求，和妈

妈一起退了高铁票，心中却难免失望。可第

二天突然又传来好消息，得到了允许参赛的

通知，赶紧买了最后一班高铁票，凌晨时分

赶到株洲，等入住完毕，离开赛仅有7小时。

比赛进行得如预料中那般艰难，虽然

起跑顺利，殷嘉悦上来取得三连胜，但随着

对手越来越强，每一盘棋都很难赢。从四

胜三负到六胜四负再到七胜五负，殷嘉悦

发挥得很稳定，排名一直在10-20之间徘

徊。可是五负已经是定段最后的警戒线，

嘉悦已经到了走钢丝的程度，并且即使走

完钢丝，都要听天由命。

主带教练赵炎对殷嘉悦却很有信心，

他的评价是从棋的质量和内容分析，嘉悦

越下越好，并要求嘉悦不要考虑名次，只专

注于下好棋，发挥出自己最高的水平。

这恰恰是殷嘉悦的特点，从小到大，她

一直更喜欢跟高手下棋，更喜欢下关键棋，

下到最后三轮，嘉悦完全进入了比赛的状

态，不仅毫无思想包袱，而且发挥了她另外

一个与年龄不相称的特点：善于琢磨对

手。比如有一轮是老对手，她局后跟妈妈

分享了心得：“我知道她是稳健型棋风，所

以我尽可能找她作战，后面一杀起来我就

有信心了。”而如果对手是攻杀型风格，她

就会尽可能拉长战线引导到后半盘。这样

制定、执行战术的能力，对于一个12岁小

姑娘而言，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三轮，殷嘉悦丝毫没有心理包袱，以

三盘漂亮的完胜结束了比赛。当得知自己

以第十名的成绩，搭上了定段末班车之后，

嘉悦甚至有点蒙：“我已经是职业棋手了么？”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
2016年，还是幼儿园大班的殷嘉悦到清

一围棋俱乐部上的第一节课，上课老师便是

赵炎，这一教直至今日，两人不仅性格像，棋

风也像，不急不慢、善于思考、性格和善。

小学时期的殷嘉悦多才多艺，不仅多

次获得全市围棋比赛的好名次，奥

数也每年都获一等奖，甚至打得一

手好鼓。随着奥数竞赛的取消，所

在小学的奥数班甚至变成了围棋兴

趣班。一般而言，聪明孩子学什么

都快，但这个“快”也是一把双刃剑，

往往标志着因为快而导致基本功不

够扎实。在打鼓补基本功之时，让

殷嘉悦有些兴趣索然，很会思考的

小姑娘对父母表达了自己的疑惑：

“我学习打鼓是因为我喜欢，可现在

这些练习只让我感到枯燥，为什么

还要继续呢？”嘉悦父母对女儿的教

育一直很开明，只是把控着大方向，

很尊重孩子自己的意愿，于是除了

学校的文化课学习，特长就自然而

然选择了围棋。

2018年，清一围棋总教练、培养

过三位世界冠军的刘轶一打造了一

个“最强大班”，一年产生了23个“大

班五段”，创造了业界纪录。在打造

“最强大班”的过程中，刘指导也发现

了殷嘉悦基本功不够扎实的弱点，

就把已经一年级的嘉悦特别调回到

最强大班中。年龄比其他孩子大、

水平也比其他孩子强的嘉悦丝毫不

以为忤，道理很简单，她觉得刘指导

的课很好玩。可就在这好玩的过程

中，殷嘉悦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直到今天，这也成为了很多教

练对殷嘉悦看好的重要原因：因为

她的棋正、基本功扎实，未来的上升

空间依然很大。可这一切，都是在

不经意间自然而然地完成。

在这么多看似轻描淡写的巧合

背后，是孩子自己不懈的努力、家长

对孩子兴趣的支持、老师对孩子的循循善

诱，三者缺一不可。

一条高效冲段之路
“冲段少年”这个名称背后，充满着感

动、励志，却也有悲情和残酷的综合色彩。

目前，绝大多数最有实力的冲段少年云集

在杭州、北京等全日制专业道场，由于竞争

过于激烈，不少孩子都只能以学棋为主，文

化课为辅，甚至暂时放弃文化课学习。此

次定段赛新产生的30名青少年职业棋手

中，有28名出自全日制专业道场。

而殷嘉悦神奇地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

路，她不仅是名冲段少年，同样也是个学

霸。她是立达中学六年级学生，还担任班级

的学习委员。殷嘉悦多次在全国现场作文

中拿到一等奖，还曾代表学校获得“联合杯”

海峡两岸作文比赛一等奖。殷嘉悦妈妈说：

“我们希望孩子能发展自己的爱好，学习成

绩只要年级里前十几名就好，并不希望她要

去争第一。而围棋一直是她喜欢的，下棋她

觉得很好玩，根本不用盯。只是妞表面上嘻

嘻哈哈，实际上内心还是很要强的，所以一

点都不担心她的功课和围棋。”

于是，嘉悦每周一、三、五下午加晚上

会参加在清一围棋俱乐部的上海围棋少年

队训练，周末也会训练，但一有空余时间就

做作业。虽然学习的时间可能比不过学校

的同学，围棋训练的时间也远不如外省市

全日制专业道场的冲段少年，但“高效”两

字是殷嘉悦妈妈对女儿最满意的地方。

殷嘉悦的定段成功，给了“10后”少年

棋手一种截然不同的启示：训练量的堆积

固然重要，但学业与棋业本该相辅相成，通

过文化课开拓思路，跳出棋盘来下棋，对围

棋有百益而无一害，而围棋训练本身也能

提升综合素养与开发智力，对文化课的学

习大有裨益。

在这个相辅相成之间，联系的纽带则

是高效与科学的学习、训练。殷嘉悦的成

功，给了冲段少年不一样的启示与希望。

殷嘉悦在定段赛后的职业棋手申请表

里，“我的理想”一栏填了：“成为世界冠

军”。我们希望，殷嘉悦可以像之前走过的

围棋之路一样：快乐地成长，一直保持对围

棋的热爱，享受沿途一路的风景，自然而然

地追逐着梦想，相信神奇小妞会一直有好

运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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