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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场外音

体坛观察

 月，同里，天元赛如期而至。  年，

天元赛如一杆画笔，自落纸便饱蘸墨汁，

绘出围棋世界每一季的春色。而这一

季，分外妖娆。

今年是天元赛锐意革新的一年，首次

开放候选赛，覆盖国内所有职业棋手。中

国围棋协会主席常昊说，希望借天元赛的

平台，提供更多优秀年轻棋手成长的机

会。预选赛现场，   名棋手济济一堂蔚为

壮观，擂响棋坛的春雷。

最终，参加三番棋决赛的，是芈昱廷

九段和连笑九段。出生于    年的芈昱

廷和出生于    年的连笑，是近几年天

元赛决赛“最高龄”的一场对决。但两位

都是同里的老友。在位天元芈昱廷早年

就曾闯入决赛。挑战者连笑，更是曾经

“三连冠”。

与同里特别有缘的连笑说，感恩天元

赛从不间断地举办，见证包括自己在内的

一代又一代棋手的成长。这一路成长，受

惠天元赛的锐意改革，更多一份抱负。年

轻棋手的冲击，让他们的老大哥也激发出

新的潜力，借助围棋人工智能的训练，攀

向新的高峰。而在他们身后，  后、  后

的棋手也用越来越多的冠军证明自己的

成熟。天元赛的舞台，满园皆春色。

昨晚，申花与国安昨晚激战“八万人”（上海体育

场），以1比1打平。

从1994年4月在老虹口体育场的首次相遇，到

昨晚沪上相遇，过去30年，京城的绿与申城的蓝，共

同绘制出一幅中国绿茵场上的特别画卷，留给一代

代教练、球员和球迷品鉴，也激励后辈传承经典，努

力让这块“招牌”历久弥新。在历史底蕴稀缺，近年

来又受到各种原因影响屡次与“年轻”俱乐部告别

后，过了而立之年的申花与国安好似两个守望者，等

待着中国足球下一个春天的到来。

底蕴和精神，是不少申花与国安球迷在球队经

历低谷时，常挂在嘴边的词语。有不少人诟病这些

词汇太过“虚幻”，但有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这些

“神秘力量”确实可靠。昨天，申花在上半场被对手

压制的情况下，靠着精神力顶过最困难的时期，由路

易斯抓住机会扳平比分；另一边的国安，也凭借深厚

的底蕴和适合的战术，在外界一片看衰声中，即便少

一人作战，也能顽强守住平局。“有时候，让队员接受

并融入球队的文化，会比战绩更重要。”坚守马竞12

年的西蒙尼，早就道破了天机。只可惜，在如今的中

国足坛，能坚持到让球员融入俱乐部文化中的，只是

凤毛麟角。

30年积淀下来的情感交集，自然是剪不断，理

还乱的。开赛前，申花球迷可以为初次来沪的国安

粉丝与体育场外的小贩讲价，入场前闲聊时，也总会

说上一句：“争归争斗归斗，内心还是希望老朋友能

过得顺利些，毕竟现在的（大环境）情况摆在这，希望

我们还能再斗上30年！”可一旦进入比赛，竭尽全力

便是对老友最好的尊重，快节奏攻防，球员一次次贴

身拼抢，斯卢茨基与苏亚雷斯在场边的激情指挥，现

场超过3万名球迷营造出的热闹氛围……如申花主

帅赛后所言：“这是一场高质量的比赛，虽然是平局，

但球迷应该挺享受的。”难怪赛后有球迷戏言，每年

看着申花和国安斗法长大，如今看着，蓝绿两队俨然夫妇做派——

场内争夺场外和。这或许就是老牌球队之间的惺惺相惜。

残酷的绿茵场上，也会充满温暖。京沪战前，现场放起《夜空中

最亮的星》，全场的申花国安球迷一同打开手机灯，将“八万人”变成

“荧光海”，纪念不久前离世的国安球迷杨雪。如此感人的场景，让

见惯大场面的国安教头苏亚雷斯动情，赛后发布会上，他特意在点

评比赛前，感谢申花和国安球迷的用心：“足球比赛结束了，生活还

要继续，今晚这一幕让人动容，真心感谢所有参与者。”申花俱乐部

似乎也有意让这场比赛变成“老友记”，包括本报原摄影记者周国强

在内的三位“老法师”(见下图 从左至右为周国强、洪南丽、颜燕德），

昨天一同获颁“30周年最美瞬间奖”，让这个夜晚更多了几分温馨的

气息。至于赛前赛后那些由前任带来的“杂音”，就让它伴随斯卢茨

基那句坚定的“一派胡言”，消失在飘着小雨的申城夜空中吧。

30年弹指一挥间，当年与申花国安一同

角逐顶级联赛冠军的那些沙场老将，大

多已走进历史，而这些年的中国

足坛新贵们，来时都会喊一句“以

成为百年俱乐部为目标”，可真

正付诸行动的，又有多少？

三分钟热度谁都有，最难

的，是“坚守”。从这个角

度看，未来的某一天，当

中国足坛有了更多像申

花国安这样持续30年，

不论战绩排名，只要遇上

便是城中热事的焦点对

决时，它距离腾飞，也就

更近一些。

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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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庆功，就能成功”。追完沪语版《繁花》的连笑，除了
能七七八八把上海话听个大概，另一个收获就是汪小姐和魏
总的这句创业“名言”。来到同里与上届冠军芈昱廷争夺天元
头衔之前，连笑大张旗鼓地给自己庆了个功。距离他上一次
获得天元赛挑战权，已经过去7年。“真的没想到，我还能回
来。信心，我有！”29岁，算是棋坛的老大哥了。巅峰，低谷，什
么没见过？笑笑，也就都过来了。在同里的三番棋后，连笑还
会有另一轮庆功吗？这一次，为了加冕。

文体人物
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笑

回马枪
2021年，连笑进了三个决赛——天元赛、名人战

和龙星战，结果，他连着输了，带着三个亚军回家。郁

闷吗？“可能年纪大了，所以对胜负没有以前看得那么

重。不过三个亚军，多少有些可惜。”三个亚军，也是一

种尴尬。现实无情。年岁增长，带来的是阅历，带走的

是锋芒。

他已经很久没有想过，自己能够再进决赛。“尤其

是天元赛，你需要连赢五场才能来到同里。现在，我连

赢两场都很少。”显然，连笑是哀兵。而他，又是那么看

重头衔赛。小时候打日本棋谱，受日本围棋的影响颇

多。棋圣战、名人战、本因坊战并称三大头衔战，“那个

时候就觉得特别厉害，特别向往。所以对于头衔战，大

概也会多一份在意。”2015年10月，连笑3比0战胜陈

耀烨，成为历史第九位名人战冠军。2017年4月，连笑

在天元赛三番棋决赛中挑战陈耀烨，以2比0胜出，将

天元头衔收入囊中。3年后的11月，连笑获得棋圣战

冠军，他就此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过天元、名人和棋圣三

项重要国内头衔的棋手。“而且头衔战似乎和我还挺有

缘分，每次打头衔战，我的棋运也都还不错。”

但连笑的连续高光，似乎在那一刻到达了顶峰。

之后，便是慢慢往山下走了。“今年参加天元赛，状态一

般，我就随便下下，结果居然一盘又一盘，最后赢下挑

战权。”有些地方，大概就是与有些人有缘。前两年

低迷的时候，连笑在天元赛还进过四强，甚至有过连

赢四场。“所以这一次，我的心情就是两个字——兴

奋。决赛，我又来了。”从他口中的“曾经断了念想”到

“再度燃起希望”，是啊，一个“老兵”再争殊荣的回马

枪，干得漂亮。

距离连笑第一次在同里天元赛夺冠，已经过去7

年。他长了5公斤左右体量，减了一点“来势汹汹”，但

没有人怀疑，在温和外表和谦逊表态之下，依旧藏着一

颗冠军的心。

进行时
可能很多人觉得连笑很佛系。他说自己并不太能

言善道，哪怕在直播时，他会用游戏术语和棋友精彩互

动，效果不错。他还说，有闲的时候，最想做的事情就

是“玩”，然后感叹一句：“啊呀，真的好久没出去旅游

了。”女粉丝很多？连笑是这么说的：“一个时期有一个

时期的关注，我们不都这样？”

但如果你和连笑多聊几句，就会发现连笑的佛系

背后还有一点东西。看《繁花》，汪小姐、玲子、李李三

个女性形象，连笑想也不想就说自己最喜欢的是李李

这一款。李李明艳、张扬、热烈，每次出场，都要让聚光

灯全部打到自己身上。除了“以貌取人”，连笑还有点

“以名取赛”，“我喜欢天元赛，你听听这个名字，就是那

么响亮，那么霸气。”

连笑也感叹岁月匆匆，“突然就觉得一上赛场，谁

谁谁都比我年轻。怎么一下子就老了，我觉得自己心

理年龄还没跟上啊。”他显然也是不服老的。关于网友

说的“退役倒计时”，连笑很有些老将的傲娇。25岁的

时候他就想巅峰后再拼两年，27岁了他告诉自己再坚

持两年，29岁了，他一不小心又进了天元赛决赛。“现

在不像以前，会有一两个人把等积分拉得很开。大家

其实非常接近，一场比赛的胜负，就可以让很多人的排

名发生变化，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小棋手并没有完全

超越我们，取代我们。”和巅峰期相比，连笑觉得自己反

应没有当时快了，但他立即补充道，“理解还在。”想过

退役吗？他稍稍“调皮”道：“我感觉现在自己还是进行

时吧。有几个比我年纪大的棋手依旧活跃，总要等他

们都退了我再来考虑自己的事情。”

连笑更丰富的内里中，包含着一种坚定。天元赛，他

绝不会满足于一笑而过。决战，顶峰再相见，江湖再相见，

棋迷在期待……记者 华心怡 金雷（本报同里今日电）

本文配图 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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