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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传承

回想到棋院宿舍，单霞丽颇为感慨。少年单霞丽的学棋岁月，

是在当时的上海棋社宿舍住训度过的。“我们是运动员的身份，

每天几点钟要去跑步锻炼，几点钟学文化知识，几点钟打谱，

都有明确的计划表。因为是住训的缘故，晚饭时间较早。吃过

晚饭，还会自觉安排打谱训练。”单霞丽说。

现在的情形与当年当然不同。以国际象棋为例，除了各区

三线队，以及二线队、一线队的序列以外，各种培训机构的火

热程度不比围棋等来得低。居文君大战雷挺婕的女子世界锦标

赛对抗赛期间，正值暑期。记者注意到，有国象培训机构组织

小学员前往观赛。因为居文君出生普陀区的缘故，当特级大师

阿里克·格森和女子特级大师达娜·雷兹尼斯 - 奥佐拉到上海

棋院普陀分院交流，并与小棋手进行车轮大战时，更是引起家

长和学员的广泛关注。奥佐拉在发言时称，“大部分人成不了

丁立人和居文君这样的世界冠军，但都能享受到下棋带来的知

识和快乐”。她也深为上海的国际象棋热、项目开展人数之多

而感到开心与羡慕。

提及下棋的快乐，最近，抖音上的网红象棋棋手可不少。

国际象棋方面较火的是王玥。中国象棋方面最著名的该是许银

川，而阿拉上海的“炸蛇大师”赵玮也正迅速蹿红中。身为上

海队主力，赵玮不仅常年参加象甲联赛，还早早就“触电”——

担任五星体育“棋牌新教室”嘉宾，出任电影《惊天破》特约

象棋顾问并客串角色。如今他又在抖音上直播，与棋迷或者业

余棋手短兵相接地进行比赛。可以说，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开

拓到哪里，赵玮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而哪里就真会出现不少

棋迷粉丝捧场。在单霞丽看来，当年上海象棋江湖中的茶社之类，

以及万人现场观战叫好声不断的场景还宛然在眼前，可随着互

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业余棋手之间、

业余棋手与职业棋手之间、职业棋手之间的各种交流。单以职

业棋手的训练来说，从往昔的每日打谱难得一战，到时时刻刻

可以在网上与高手对决。在 AI 时代到来以后，无论围棋、中国

象棋还是国际象棋都迎来了运动方式巨大的变化。“我们穷尽

脑汁追求棋艺精进的目标是不变的。”单霞丽感慨地对记者说道。

向世界推广中国棋文化

沪上知名棋类书刊编辑家、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杨柏伟

告诉记者：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关系，有点像堂兄弟、表兄弟，

毕竟在不同的“家庭”长大，可能长相有点像，生活习惯却不同。

不过，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选手倒是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赵玮的夫人章晓雯是国际象棋女子国际特级大师，2011 年

世界女子国际象棋团体锦标赛冠军成员。她经常面向全世界的

国际象棋棋迷，用英文解说比赛。

倪华参加过俄罗斯国际象棋联赛，也在中国联赛中与外

援棋手交手过。在他看来，如今的中国，到了为国际象棋运动

做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了。记者在上海棋牌文化博物馆看到此间

陈列有 1985 年收藏的来自北京的玉质十二生肖国际象棋，有

1983 年收藏的来自于台湾地区的塑胶材料的八仙国际象棋，还

“上海杯”象棋大师公开赛是上海自主品牌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