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众多围棋赛事中，由中国围棋协会和

新民晚报社开创的天元赛走过了38届，从未

间断过，即便是名号同样响亮的围棋名人

赛，也要比天元赛小一岁。“天元赛可以说是

笑傲江湖了。”聂卫平笑言。他深深认为，在

天元赛出现的历届“天元”，代表了中国围棋

不同时期的最高水平，这些冠军往往也都是

重大比赛中的世界冠军。

“中国围棋能够走到今天，天元赛起了

很大的助力。”聂卫平认为，正是由于天元

赛，让中国围棋步子能够迈得再大一点，“没

有新民晚报对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中国围棋

不会走得像现在这样好。”

早在1962年的全国六城市少年儿童围

棋比赛中，新民晚报就报道了10岁的小棋手

聂卫平，聂卫平在参观新民晚报报史长廊时

深感意外，说道：“新民晚报就是围棋人的

家。”在当时刊发的照片中，聂卫平手执棋

子，弟弟聂继波托腮，姐姐聂珊珊凝思，聂氏

三小将研究棋艺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一

直到后来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大放

异彩，都有新民晚报的精彩报道。

1987年初，为天元赛的举办，聂卫平特地

在新民晚报体育版上撰文叫好，标题就是《为

围棋天元赛叫好！》，并希望自己能成为首届

“天元”。这场比赛对他来说正逢其时，中日

围棋擂台赛正在关键时刻，他即将与日本“宇

宙流”武宫正树九段进行“世纪大战”，大战前

夕非常需要有高水平的对局来备战练兵。

虽然在快棋决胜中，首届天元赛决胜局

聂卫平四分之三子输给了马晓春，与“天元”

桂冠擦肩而过，但首届天元赛半决赛和决赛的两场三番棋

的热身备战，为他在第二届中日擂台赛上突破“宇宙流”起

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天元赛举足轻重，新民晚报倡议举办

的中日天元战，也给了中国棋手与日本“超一流棋手”进行

番棋大战的舞台，在第五届上聂卫平以2:0战胜日本林海峰

九段，实现中国棋手首次在番棋战中击败日本顶尖高手。

这场比赛也成了中日两国围棋走势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

此后中国天元连创“八连冠”，直至中日天元赛停办。

作为晚报的老朋友，聂卫平和赵超构、束纫秋、丁法章等

老报人都交往颇深，他对上海市民的口头禅也十分熟悉——

“吃好夜饭看夜报”。1991年第五届天元战首局在新民晚报

大厦进行，这场高水平的较量是刘小光和聂卫平的天元大对

决首场，时任新民晚报社社长的赵超构也来到对局室观战。

双方大战6小时50分，聂卫平才以一又四分之一子险胜。

1995年，由新民晚报等7家新闻单位联合主办的“沪上

第一拍——希望在行动

义拍”中，聂卫平捐出的

奖杯以30万元被上海大

世界股份有限公司拍

得，这个沪上第一拍，拍

出了浓浓爱心，聂卫平

也以实际行动和社会各

界一同支援着“希望工

程”。

今年已是新民晚报

创刊95周年，聂卫平感

慨：“这份报纸的生命力

确实了不起！能在95年

之后还能让人感觉越办

越好，它给我们上海乃

至全国喜爱晚报的读者

带来了很多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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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玥

第三十八届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在京打响，棋圣聂卫平欣然前来祝贺。身为“天元”元
老，聂卫平和他的“铁哥们”新民晚报的情谊远不止天元赛走过的38年。

聂卫平属龙，他的徒弟常昊也属龙，棋圣与新一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的聚首，是历历在目
的回眸，也是波澜壮阔的奔涌。龙年新春将至，聂卫平送上了他的龙年心愿：“希望大家共享
龙年的快乐，共同为中国这条龙的发展出力献策，相信中国龙一定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厉害！”

1988年，日本围棋巨匠吴清源到访上

海，在谈到中国围棋时曾表示：“中国不能

只有一个聂卫平。”也正是从1988年至今，

中国围棋世界冠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势

如破竹。聂卫平也培养出了常昊、古力、

檀啸等顶尖棋手，但谈及当下的中国棋

坛，聂卫平还不甚满意：“中国围棋当下缺

少一个狠角色。”

当AI的应用越来越普遍，棋坛就越发

渴望领军人物。聂卫平认为，中国棋手的棋力不

在话下，棋风仍可再大胆一点。比如当年的陈祖

德，他的棋风华丽，擅长攻杀，招法凌厉，让人闻风

丧胆。聂卫平亦是如此，他谈到自己当年去国外

参加比赛，很谦虚地说，自己棋力未必在他们之

上，但是外国棋手看见他就害怕，还未落子，心理

上已经胜了对方一筹。

棋圣威名远播，乃至“聂家军”的威慑力都传

为佳话。1994年，常昊战胜徐奉洙后，韩国记者

对他盯得很紧，总是问他跟谁学棋，听说是聂卫平

的弟子，大惊失色，追问聂卫平带了多少徒弟。常

昊说这次来的中国围棋协会副秘书长刘菁也是，

还有两位是周鹤洋和王磊。韩国记者说：“聂卫平

的弟子了不得啦。”聂卫平听说后，大笑说，下次要

用“聂家军”迎战韩国队，师徒五人再让他们开开

眼界。

聂卫平时常闭目思索，语速虽慢，思路清爽。

每每说到对棋坛的期待时，他气势如虹的样子，仿

佛又让人看到当年的“聂旋风”。和师父总是昂起

头的风格不同，徒弟常昊亲和力更甚。赛场上，师

徒二人剑拔弩张，为数不多次，常昊勇胜聂卫平，

总能成为大众瞩目的文章标题。

但在聂卫平自己看来，他的性格如棋风，十分

柔和。他下棋喜欢讲道理，以理服人。要是对方

不讲道理，就“杀”他。生活里，聂卫平一直盼着徒

弟们能够拿更好的成绩，过上更好的生活。当年，

他把一些可能被人淘汰的棋手培养成可以淘汰别

人的棋手，如今，不少学生都走上了管理岗位，爱

徒常昊也成了常主席。天元赛的赛场上，满目青

春，生生不息。

白发虽生，冯唐不老。聂卫平依然活跃在大

大小小的围棋赛事和推广活动现场，不遗余力地

希望中华围棋发扬光大。聂卫平和他的“聂家

军”，与新民晚报以及天元赛的情谊还会绵延下

去，近百年的新闻老字号和千年的围棋文化，会一

年年赋予天元赛醇厚的包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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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平本命年的 帅聂

老友聚会，聂卫平带着“监督员”一起赴宴。“老爸，

不能再喝了。”女儿聂云菲刚要阻拦，聂卫平笑着举起

酒杯：“你看，这里面是水。”近年因为身体原因，聂卫平

不得不控制起了自己的酒量，女儿在旁边，他更是谨遵

医嘱，绝不逾矩。

曾经因为爱喝酒，聂卫平有个“聂四斤”的江湖

封号。这些年里，聂卫平对酒的热爱难以割舍，聂云

菲都看在眼里。心有不忍的聂云菲曾多次询问医

生，最终得到了医生的建议：如果非要喝酒，最多只

能喝二两。

2020年的父亲节，聂云菲为爱酒的父亲设计了一

款专属白酒，名为“聂二两”。聂云菲希望爸爸能喝到

自己喜欢的酒，又能适量，便设计了一款二两装的白

酒，瓶身分黑白两款，犹如棋局，上面还有蔡志忠画的

围棋主题漫画。

聂卫平对女儿的宝贝众所周知，但其实这小小的

酒瓶里，也是一个女儿对父亲浓浓的爱。为了选酒，聂

云菲和妈妈去了多个贵州的酒厂，最终选择了一款窖

藏30年的酱香白酒。按理说，酱香酒都略有豆味，有

的豆味太浓，有的又太冲。而这款酒喝下去轻轻柔柔，

又有回甘，喝完后嗓子和胃都觉得温暖，不仅不会宿

醉，第二天醒来头脑更是清爽。

尝到这款酒，聂云菲认定了，觉得这就是最适合老

爸的酒。包装也由她操刀。她曾画过一幅父亲的小

画，聂卫平坐在棋盘前，左手执棋子，右手拿着酒瓶，又

是棋圣，又是酒仙，画风稚拙有趣。后来在自己的画作

和蔡志忠的漫画之间，聂云菲还是选择了名家的作品。

对于女儿设计的“聂二两”，聂卫平十分喜欢，走到哪里，都带

着。此前赴英国读书的聂云菲，目前正在“间隔年”，女儿在北京的

时间多了，父女俩也有了更多的相处机会，聂卫平的幸福溢于言表。

前不久，聂卫平父女还一起在北京参加了一场掼蛋表演赛。

聂卫平表示，当下各个行业的转型，要求国人的脑子要“越来越聪

明”，以围棋为首的棋牌类运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增加人们的

智力，这种形式也恰恰符合国人的发展需求。同样喜爱牌类运动

的聂卫平听闻上海近期成

立了掼蛋协会，来了神：

“会长是谁？”

你来我往的话题一个

接一个，一个甜甜的声音

响起：“老爸，九点半了。”

聂卫平立马“投降”：“好！

该回家了。”父女俩随即打

道回府，和大家相约上海

再见，同里再见。

聂卫平（漫画） 郑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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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