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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90后棋手已取得三个围棋世界冠军

80后们，
当心实地都被小弟抢去了

中国围棋的90后棋手甚至是95
后棋手的持续爆发，使得韩日围棋界
感受到了巨大压力。因为相比中国90
后棋手的茁壮成长，韩国的90后、95
后棋手冲击力明显较弱。目前韩国的
李世石、赵汉乘、朴永训、姜东润等80
后棋手仍为棋界中坚力量。中国的曹
大元九段就认为，“中国的90后棋手
就像是集团军，韩国则是尖刀排。”李
世石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韩国90
后棋手除了朴廷桓外就没有什么优
秀的选手了，所以我才说5年，10年后
中国围棋会领先于韩国。”

曹大元九段说，90后棋手是集团
军，这是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在近两年
的国际大赛上，32强或者16强甚至是8
强都能形成中国集团的人数优势，但
笑到最后的不一定是中国棋手。曹大
元九段就认为，目前“90后棋手”这个
整体可以独当一面了，但是每一个个
体都需要继续打磨，这
个群体中还没有出

现领军人物，不像韩国，虽然只有朴廷
桓一枝独秀，实力却是超一流。

对于围棋新锐的集体爆发，中
国围棋界还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国家围棋队的华学明曾在一次采
访中说，“虽然现在年轻棋手冲劲
很足，但目前还不能说中国围棋到
了改朝换代的时候。只有当年轻棋
手能够比较稳定地冲进多项世界
大赛前4名时，才能得出中国围棋
进入一个新时代的结论。”

中国90后的集团军已经多次证明
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在未来几年内，他
们的崛起必将改变中韩围棋格局。90
后棋手的集体崛起已经成为中国围
棋领跑世界的坚强基石，但如何打造
出足以光耀棋史的宝石，将是中国围
棋界的下一个课题。
本报记者 许恺玲

集团军与尖刀排

2012年中国围棋名人战，19岁的
檀啸五段夺冠，而他击败的对手也是
同样出生于1991年的江维杰。在2012
年的第八届中国围棋棋王争霸赛决
赛中，两位90后棋手成为决赛的主
角，最终20岁的彭立峣五段中盘胜16
岁的范廷钰，首次夺得国内职业大赛
的冠军。而这一届的中国棋王争霸赛
更像是一场90后棋手的大对决，因为
八强席位都被90后棋手包揽。

而就在今年的理光杯，两位90
后棋手成功会师决赛，生于1991年
的周睿羊和生于1993年的唐韦星
将争夺冠军，也意味着理光杯冠军
连续三年都被90后棋手夺走，此前
两届比赛的冠军分别是生于1993
年的檀啸和生于1998年的杨鼎新。

当90后棋手开始占据国内赛
场舞台的时候，他们也同样在国际
赛场标注属于自己的领地。去年2
月，生于1991年的本报棋手江维杰
在LG杯决赛中2：0击败“石佛”李
昌镐，开启了中国90后棋手夺取世
界冠军的序幕。随后生于1991年的
周睿羊在百灵杯中夺冠，这项世界
大赛的4强中有3人是90后棋手，年
纪最大的陈耀烨也不过是1989年

生人。之后生于1991年的中国棋手
时越又在LG杯决赛中零封元晟
溱，成为第三位中国90后围棋世界
冠军。除此之外，去年18岁的党毅
飞异军突起成为BC卡杯亚军，而
16岁的本报棋手范廷钰杀入应氏
杯决赛，中国90后棋手已经刮起了
一股强劲的“青春风暴”。

多年来在中国围棋界，人们已经
习惯了用“龙、虎、豹”来区分不同年
龄层次的棋手。“小龙辈”主要是指以
常昊、罗洗河为代表的生于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的棋手。“小虎辈”则
是指以古力和孔杰为代表的生于
上世纪80年代中前期的棋手。“小
豹辈”则是以朴文垚、陈耀烨等人
为代表的生在1990年前的新锐棋
手。然而，就是“龙、虎、豹”字辈的
棋手们尚在当打之年的时候，“90后”
甚至是“95后”棋手已迅速成长起来，
成为中国围棋不可忽视的新生力
量。如今90后棋手来势汹汹，已经
令前辈们难以抵挡。在最新的中国
围棋棋手等级分排名中，前十位中有
七位是90后棋手。尽管古力还是等级
分第一，但依旧感概，“我们这些80后
棋手要加油了，否则要掉队了”。

棋坛上演青春风暴

90后棋手崛起有优势

90后棋手修炼手册

联赛：

职业棋手的梦工厂

对于中国围棋新锐在
近两年来的异军突起，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是受益于中
国围棋近年来不断完善的
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和逐年
增多的比赛锻炼机会。当他
们成为职业棋手后，每年的
数十场围甲、围乙联赛，以
及新人王、全国锦标赛等大
小赛事，又为年轻棋手们提
供了更多的比赛机会。

90后棋手古灵益曾在围
甲联赛中掀翻韩国围棋第一
人李世石。在这之前，李世石

在联赛中获得了19连胜。
对于很多年轻

棋手

来说，参加世界大赛的机会
毕竟有限。而正是围甲比赛
提供了小棋手与高手过招的
机会，古灵益才有打赢“世界
第一人”的机会。

在国际大赛参赛资格
有限的情况下，围棋职业联
赛在中国的良好发展势头
帮助90后棋手更快冒尖。在
围甲联赛中，90后棋手已经
成为中坚力量。比如本报棋
院的山东景芝酒业队，其队
中三名主力棋手江维杰、周
睿羊和范廷钰都是90后棋
手，他们已经帮助棋队攻城
拔寨，范廷钰还曾获得联赛

“优秀主将奖”。说到现在新
锐棋手的崛起，古力坦言：

“现在的小棋手太厉害了，
在他们的追赶下，我感觉完
全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本报记者 许恺玲

中国的90后棋手忽如一夜春风来，迅速成为中

国棋坛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细看这些年轻棋手的成

长道路，他们的成功似乎早有预兆。这些新势力崛起

的背后是中国整个围棋产业的繁荣，他们的成功已

是大势所趋。

网络：

年轻棋手的试验场

研究棋谱对战练棋，是
棋手必不可少的功课。曾经
棋手们在道场“真人实战”，
如今的网络时代，让棋手们
有了在网上对弈的习惯，

“90后”的棋手几乎个个是
网络棋战高手。平日的训练
是单调的，离开了训练室，
他们习惯一头扎到网上，进
行网络对弈。

“一般白天在国家队训
练，晚上有空就在网上下
棋。”第一个成为90后世界冠
军的江维杰甚至在比赛期
间也会选择网络对战调理
状态，在 2 0 1 0 年的名人战
决赛期间，江维杰白天比
赛，晚上还参加网络围棋
赛，哪边都不耽误。早在江维
杰成名前就已在中日韩的网
络围棋战中声名显赫了，从
夺得名人头衔到拿下世界冠
军，他认为自己不断取得进
步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网

上对弈，因为“在网上有很多
怪棋手，我喜欢和他们下棋，
能学到很多东西”。

像周睿羊、彭立峣、党
毅飞这些 9 0 后棋手，都是
网络围棋的常客。有些“90

后”棋手在网络棋战中的
名气远远大于现实中的他
们，有些棋手甚至是有意
识 地 通 过 网 络 对 弈 来 练
棋。另一方面，不少围棋网
站都推出高冠军奖金的网
络围棋赛，训练之余不用
出门就能参加比赛赢奖金
补贴家用，这更让从小接
触网络的“90后”高手们对
网络围棋趋之若鹜。

有围棋名家感慨，如果
没有网络，这批90后棋手横
空出世的时间肯定要推迟。
而常昊也曾经感慨，“网络
的普及缩短了棋手成材的
周期，未来20岁左右夺世界
冠军或许将成常态。”

在谈到中国年轻棋手的
崛起时，韩国围棋第一人李
世石曾表示，中国棋手的培
养体系比较好，所以年轻棋
手成长很快。而对于90后棋
手的崛起，不能不提到他们
的起步之地——— 围棋道场。
随着中国围棋市场的日益红
火，围棋学校、道场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培养出一批批新
生代棋手。与老牌棋手相比，
90后的棋手几乎都是在围棋
道场中接受严格训练并进入
职业联赛摸爬滚打才冒出来
的，这也是现在学棋孩子的
基本道路。近几年的围棋职
业棋手定段赛，各道场几乎

垄断了升段名额，可以说90

后迅速成长，道场功不可没。
道场的“魔鬼训练”是出

了名的，每天的训练时间安
排得满满当当，每月还会进
行七八次内部循环赛。小棋
手只有进入了职业的门槛，
才有更多参加比赛的机会。
所以这样的高强度训练和比
赛，对他们来说变成了家常
便饭。现在的围棋道场都有
严格而科学的训练计划，下
局量非常大，棋手的基础都
打得很牢，各种棋谱应有尽
有，比赛的机会也非常多，每
个人最后能取得多大成就几
乎只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了。

道场：

小棋手的希望田

近几年中国的围棋人口大幅增
长是不争的事实，所以造就了围棋的
入段难过高考的残酷局面。棋手小小
年纪就必须接受残酷的竞争，所以当
他们迈入职业的大门后，曾经的惨烈
激发了他们更多的竞争意识，催生了
愈发犀利的90后世界冠军。

随着现代条件的优越及改善，
90后棋手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比
以前更多更科学的训练。一方面几
代棋手留存下的精华一滴不漏地
传入他们的脑海中，另一方面网络
也成为了棋手提高必不可少的手

段。所有比赛或前人的棋谱全都能
够在网络上下载，棋手们每天都可
以在网络上与形形色色实力不一
的对手进行对战，大量频繁的网战
也加速了90后棋手提高。

曹大元九段认为90后的自身
优势也很明显。“他们年轻、有效的
训练更多，计算不容易犯错，这些
都让他们在比赛中更有优势。”可
以说较之他们的前辈，90后棋手有
更多得天独厚的资源，在强调力
量、速度、效率的现代围棋中，他们
的崛起成为了必然。

北京时间3月4日，最年轻的应氏杯决赛对决将在上海继续上演。决赛双方一位是出生于

1996年的中国棋手范廷钰，另一位是出生于1993年的韩国棋手朴廷桓。范廷钰更是成为应氏杯

创办以来最年轻的决赛选手。从2012年开始，中国围棋棋手在世界大赛上已经取得了三个世界

冠军头衔，分别是江维杰、周睿羊、时越。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标签：90后。而在刚刚结束的农

心杯中，中韩两队均派出了90后棋手担任主将，上演最终的拼杀。在80后棋手当打之年，90后棋

手已经开始抢占实地，一场围棋格局之变似乎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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