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www.xinminweekly.com.cn

陈天惠表示，以前围棋比赛的胜负判定需要裁判人工数子；现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拍照后让AI数子的方式，速度显著提升，

并且还为每一场比赛的终局留下了档案。以上海为例，每个月

这里举办的各类围棋比赛总共有几万盘棋需要判定胜负，科技

的辅助大大减轻了裁判的负担。准确率方面也不用担心，只有

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AI会出现误判。陈天惠遇到过一个案例，

是一颗白子上有污渍，被 AI 误认为了黑子，并且影响了比赛结

果的判定，最后采取了人工改判。这种错误产生的概率，可能

只有十几万分之一。

作为高级别的资深裁判员，陈天惠近年来在围棋比赛中更

多的是担任裁判长的工作，但他非常清楚当下的一线裁判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在执裁青少年比赛中对争议的处理。青少

年比赛每次的参赛人数多、棋手年龄小，容易在比赛中产生纠纷；

他们一盘棋的时间比较短，可能十多分钟就结束了，一名裁判

最多同时需要执裁十几盘棋，压力可想而知。

低级别的青少年比赛通常对比赛过程不设视频记录，一旦

出现纠纷，很多时候双方各执一词，裁判需要对此做出准确的

判断。“为了求胜，棋手有时会做出违背事实的描述，这对于

裁判而言是常见的状况。但是有的棋手家长不理解，会主张‘我

的孩子还小不懂事，是不会说谎的’。这时我们还是按照规则，

耐心地向他们解释。”陈天惠说。

低级别比赛增多、青少年棋手增多，围棋裁判受到的现场

挑战也越来越多，执裁的难度增加。“实际上，无论是国际高

水平的比赛还是青少年的入门级比赛，围棋裁判主观误判的情

况是极少的，只要了解我们工作的特点和风格就能明白这一点。”

在他看来，队伍越来越庞大的围棋爱好者们不妨也尝试走上裁

判的岗位，亲身经历之后，将会更多地理解那位比赛中一直在

你身边的“冷静的服务者”。

这里，因为双方都未提出异议，裁判也就让比赛继续进行。

然而，A 队随后反应过来，向裁判提出 B 队的落子顺序错

误，裁判受理了这个申诉，给了 B 队相应的处罚。看上去似乎

是 A 队先出错了，但只要 B 队没有向裁判提出而是跟着下了，

也就等同于认可了这个错误的存在。A 队的“反诉”其实是符

合规则和裁判原则的。

而在日韩的比赛中，裁判会更为主动。例如在 2024 年的一

场韩国联赛中，中国的一名参赛选手可能是由于时间紧张，没

有按规则先吃完棋子再做下一步操作，结果立即被裁判主动介

入，直接判负。

尽管有这样的差异，但无论采取怎样的原则，裁判都要处

理场上的争议纠纷，进行记录；如果遇到难以决断的情况，及

时汇报裁判长；如果裁判长依旧无法处理，则再提交比赛的仲

裁组做出决断。深入细致地了解规则、冷静做出判断、为比赛

做好服务，这是对围棋裁判的基本要求。

围棋裁判的新挑战

“当我刚开始当围棋裁判时，这个领域的人是比较少的，

每次比赛看到的都是那些老面孔。而且，那时的裁判普遍年龄

偏大。”陈天惠回忆说。近十年来，学习围棋的青少年人数猛增，

裁判的数量也随之水涨船高；裁判的年龄段，也从年满 18 岁的

最低要求开始，到三四十岁的“中青年”再到六七十岁的老年，

各有分布。

另外，如今AI技术的辅助对围棋执裁的帮助也是显著的。

　　中国的围棋裁判工作更多是服务型
的；而在日韩的比赛中，裁判会更为主
动。但无论采取怎样的原则，围棋裁判

都要深入细致地了解规则、冷静做出判

断、为比赛做好服务。

2024年 2月，第25届农心杯第3阶段第3局申真谞对阵柯洁的比赛中，陈天惠

（右一）担任裁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