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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孔

从路边摊点到全国比赛棋桌

周长存：痴迷车马炮诱惑
文/片 本报记者 刘慧娟

自幼喜欢下棋，从
马路边上的棋摊直到全
国比赛的棋桌，从小棋
童到省级高手。痴迷于
下棋而辞掉工作，将兴
趣当做职业，培养下一
代棋童一并实现自己的
大师梦……在泰城的棋
坛中，活跃着这么一位
年轻人，他就是周长存。

1 日上午，记者在位于通天
坊附近的一家棋院内见到了周
长存，这位年轻人理着平头，一
幅黑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由于
不是周末，没有前来学习棋艺的
孩子，但他却依旧坐在办公室的
桌子前一边看着棋谱，一边在摆
弄着棋局，连记者的到来也没有
察觉，直到旁边的人提醒，周长
存才放下手中的棋谱招呼记者。

“你看我研究棋谱都入了迷了，
不好意思啊！”周长存笑呵呵地

说，平日里闲着没事时，他就常
常一个人研究棋局，有时候为了
想出一步棋子的走法，连饭都忘
了吃。

谈到下棋的经历，周长存自
豪地告诉记者，虽然他现在只有
三十岁，但是他下象棋的资历却
有二十多年了。“我差不多是从
五六岁就开始下棋了，可以说是
无师自通。”周长存说，刚刚开始
接触象棋时，他就觉得这里面蕴
含着无穷的乐趣。“当时没有正

规棋社，大家下棋就围坐在街
头、路边。最疯狂的时候是寒暑
假，为了下棋，每天都去棋摊找
人下棋。几年下来，泰安市区下
棋的人几乎都认识我。”周长存
兴致勃勃地说。当时下棋就是凭
着一股子冲劲和爱好，差不多从
吃完早饭就出去，到了夜里十一
二点回来都是家常便饭。“要不
是因为那会夜里会熄路灯，说不
定他能一直下到天亮呢。”见证
过周长存“棋路”的泰安市棋牌

协会秘书长周传新说。
同样见证过周长存下棋经

历的棋友，泰安市棋牌协会主席
王瑞国说，虽然没接受过正规的
象棋教育，但在多年马路棋摊的
历练下，周长存的棋艺在不知不
觉中越来越精湛。随着能和他一
决高下的棋手越来越少，周长存
在棋界也小有了名气。“他是一
名业余选手，但与专业选手的对
决中，一点也不胆怯，甚至还能
技高一筹呢。”王瑞国说。

马路摊里练出中国象棋高手

大学毕业后，周长存根据所
学的专业去了一家大型酒店从事
管理工作。几年下来，他从普通的
员工成了业务主管。但他对象棋
的感情却越来越深，平时里除了
工作，他就泡在象棋里，和同事
下、和朋友下、和陌生人下，甚至

在他工作的酒店里，也被他开发
了很多棋友。

谈起那段经历，周长存的妻子
崔萌萌告诉记者，周长存一方面要
干好工作，另一方面又要下好象
棋，那会感觉时间真是太不够用
了。“思索再三，我就劝说他把工作

辞了，专心下象棋。”崔萌萌说，象
棋既是丈夫的爱好，更成了他的职
业。从此，周长存便一门心思投入
到了象棋的世界中，有了充分的时
间去研究棋谱，提高棋艺。

“截止到现在，我差不多已经
参加了几十场象棋比赛，包括十

几场全国比赛，上个月刚刚参加
了泰安市第十八届运动会象棋比
赛，拿了个人一等奖。7 月 10 号
第二届全国智力运动会山东地区
的选拔赛就要开始了，我这两天
一直在准备这个比赛。”周长存
说。

辞职后将爱好培养成职业

“我不仅喜欢下象棋，而且还喜
欢收集与一切象棋有关的东西，各
种各样的棋子、棋盘我这都有。”周
长存说，目前他已经收集了上千册
棋谱和几十副不同材质的棋子，以
及火柴盒、邮票、扑克牌等一切与棋
谱有关的东西。

正说着，周长存从办公桌的抽
屉里拿出来一大摞东西，记者打开
发现里面全都是各种棋谱和棋子。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橘中秘》棋
谱，成书的时间大概在明朝，现在非

常罕见了。”谈起这本棋谱的来历，
周长存说，2004 年他去上海游玩，正
好赶上一个古籍书店举办拍卖会，
当发现拍卖的是一本棋谱时，他立
即加入到竞拍的行列。

“这本棋谱起步价十元，每次加
价也是十元，买的人很多且互不相
让，价格一直涨到了六百多元。后
来，其他人看到我实在喜欢这本书，
相互之间一商量，就把这本棋谱让
给了我。最后，我以 680 元的价格竞
拍到了棋谱。”周长存说，买来之后，

只要有时间，他都会认真地揣摩和
研究这些棋谱，并充分运用到平时
的联系和实战中。

“现在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培养自
己的学生下棋，至于参加比赛已经成
为次要的事情了。”周长存说，他辞职
以后，在朋友开的一家棋院当了老
师，专教孩子下棋。“结了婚，有了家
庭，对比赛的事情也就看得淡了，我
只想好好培养学生，让他们替我实现
未能实现的梦想，争取能培养出几名
国家级象棋大师来。”周长存说。

收集一切和象棋有关的东西

周长存经常一边研究棋谱一边和自己下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