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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云南昆明广福路一侧，穿官渡古镇

西 门 而 入 ，直 行 百 余 米 ，便 来 到 云 子 博

物馆。

这是一座古朴大方的仿古四合院。目

之所及，随处可见围棋元素：通幽小径，由

黑白鹅卵石铺就；1 万颗黑白棋子，拼成墙

上的太极八卦图；青石桌面，刻着可供对弈

的棋盘。

“ 云 南 围 棋 子 ，简 称 云 子 ，距 今 已 有

1100 多 年 历 史 。 唐 代 傅 梦 求 所 作《围 棋

赋》有云：枰设文楸之木，子出滇南之炉。

直到今天，云子仍是手工滴制而成……”讲

解员说起云子的制作工艺，引来游客一片

惊呼。

俯身端详，白子润糯如羊脂美玉，黑子

雅致若清潭秋水。拿起黑子对光观照，竟

泛出碧玉光泽。

“这云子背后，藏着不少故事呢。”58
岁的刘廷举是云南围棋厂首屈一指的点棋

师傅。随他走进博物馆后院的制棋车间，

云子淬火而生的过程一一展现。

制棋——
“手赋予棋子的灵性

温 暖 ，是 机 器 做 不 出
来的”

站在内温 1200 摄氏度的窑炉边，热气

扑面而来。刘廷举的徒弟右手持圆头铁杆

伸进窑炉、蘸满熔浆，快速滴落在左手中的

细长铁板上，再利落地翻手收料。熔浆遇

到铁板，初时赤红，随即变为乳白色，终至

冷却，一颗正圆扁平的云子便具雏形。

一蘸一滴一转，看似简单的动作，3 至

5 秒 一 气 呵 成 。 一 条 铁 板 上 滴 六 七 枚 棋

子，大小、厚薄、圆度，皆有精准要求。若

不 够 圆 、有 花 纹 或 气 泡 ，通 通 视 为 废 子 。

这一套动作如此往复，一日要做几千遍。

在云南围棋厂，刘廷举的“滴子”功夫

无人能及。“手腕要稳，力量拿捏到位，全凭

手感把控棋子质量，渐渐形成肌肉记忆。”

效率最高时，他一天能滴 6000 多颗云子，

废品率不超过 5%。

一颗云子的诞生，“滴子”只是环节之

一。从选料、配料、熔融、滴子，到退火、打

磨、清洗、分拣，直至精细处理、包装等，总

共 12 道工序，耗时三四天。高温窑炉 24 小

时不熄，控温保证火候。每个步骤精益求

精，才能产出“上品”云子。

刘 廷 举 从 口 袋 里 随 手 掏 出 一 把 云

子 ，眼 睛 一 扫 便 知 成 色 。“ 黑 白 云 子 各 有

特 点 ，质 地 细 腻 、坚 而 不 脆 、沉 而 不 滑 。”

他 将 云 子 拍 在 棋 盘 上 ，声 音 如 玉 器 相 击

般悦耳。

“黑子为何能在光下呈现不同色泽？”

听到提问，刘廷举会心一笑。原来云子制

作中，精选紫石英、玛瑙等 30 余种矿物石

料，经不同配比制成，就能产生碧绿、宝蓝

等色泽。

手工点棋车间外，装满云子半成品的

藤篮一字排开，正在晾晒。刚出炉的云子

本是亮光，经打磨后变成磨砂亚光。细瞧

白子这边，既有象牙色，也有乳白色。刘廷

举解释，发黄的是“老云子”，较白的是新一

代云子，产量更高、价格更亲民，“我们也要

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创新。”

云子因艺而珍，制棋工匠代代传承，尽

善尽美的追求始终如一。正式出品前，每

一枚云子都要经过卡尺测量，误差不能大

于 0.5 毫米。哪怕有极其细微的瑕疵，也得

回炉重造。

“古往今来，做棋的人将心性与精力融

入其中，手赋予棋子的灵性温暖，是

机器做不出来的。”云子传承人、云

南围棋厂原厂长何华封如此感慨。

传承——
“ 心 无 杂 念 做 好 云

子，让上千年历史的技艺
代代相传”

漫步云子博物馆，一张张老照片、一副

副珍贵棋子依次陈列。谈起云子的故事，

云弈培训学校围棋老师毛丽瑶如数家珍。

云子的生产始于唐代，盛行于明清时

期，素有“国宝云子”之称。遗憾的是，到了

民国初期，云子的制作配方及技艺逐渐失

传。上世纪 60 年代，恢复云子生产制作被

提上日程。

云子重生，并不容易。昆明市第十二

中学及校办工厂组织科研小组，对几颗残

存的老窑棋子进行成分分析，并查阅大量

历史典籍，反复摸索试制。 1974 年，失传

已久的云子终于回到棋盘上。

老照片记录了当年制棋工匠技术攻关

的场景。1987 年，工程师何华封调入云南

围棋厂，进一步改良云子的配方和技艺。

白天，他泡在生产一线，钻研矿料纯度、环

境温度等难点；晚上，他从厂房回到实验

室，潜心研发新配方、改进生产工具。

刘廷举 1992 年进厂，是何华封的徒弟。

刚来时，熔炉烧的还是焦煤，把云子原料研

磨成粉，放入坩埚高温熔化。一天要盯班十

几个小时，刘廷举连鼻孔都是黑的。后来，

熔炉改成硅碳棒加热的电炉，不仅控温更稳

定，产量和环保程度也大大提高。

工艺不断革新，云子的标准化生产流

程和技法日臻完善。近年来，云南围棋厂

先后研发了 3 个保密配方，申请了 13 项专

利。何华封、刘廷举带领团队，研发出 40
多款云子产品，2019 年行业首创的环保云

子畅销海外。

懂行的人评价云子，“透着一股沉静、

儒雅之美”。纹枰对弈使用云子，更显围棋

风骨。从陈祖德、聂卫平、芮乃伟到柯洁

……云子陪伴一代代围棋高手征战国际赛

事、为国争光。

在 2021 年公布的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云南围棋子（云子、永子）

制作技艺榜上有名。喜讯传来，刘廷举叮嘱

徒弟们：“心无杂念做好云子，让上千年历史

的技艺代代相传。”

发展——
“ 与 时 代 同 频 ，才 能

保证云子技艺的生命力”

云南围棋厂 2013 年落户官渡古镇，前

院博物馆欢迎八方来客，后院一道小门，通

往制棋车间。静谧的环境，依稀听到打磨

石头的声音。工匠静坐炉前，“长铁蘸其

汗，滴以成棋”。

这方窑炉，刘廷举已守了 31 年。从学

徒到老师傅，再到生产部负责人，他如今把

重心放在“传帮带”上。拿“滴子”手艺来

说，入门不算难，但练成至少需要四五

年，“刚开始滴子，要么容易滴歪，要么

会留个小尾巴。得手把手教，熟能生巧。”

目前厂里的 20 多名师傅，都是刘廷举

带出来的，最长的已经干了十来年。手工

制棋，光熟练掌握技艺还不够，关键要耐得

住寂寞，静得下心，“但凡心里挂念着其他

事，绝对滴不出好棋”。窑炉 24 小时不停，

工人三班倒，纵使经验丰富的师傅，一天最

多也就滴 10 副棋。

在体育制造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不

断提高的当下，传统手工技艺是否会被取

代？随着时代发展，这个疑问难以回避。

其实，围棋成型机研发成功后，单面凸

云子已经可以由机器制造，产量提高、成本

降低，为提高云子市场销量打下基础。但

中高端精品子，仍要靠手工制作。刘廷举

表示，“这其实并不矛盾。云子最精妙的是

滴子工艺，同样的原料和配方，机器模仿人

的动作，更快捷；手工滴出来的更有灵气。”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

其职必举。有一次，刘廷举和 6 个同事花

了一个月时间打磨 20 副特殊云子，打磨时

既要去掉每个棋子的龟纹，又不能碰到棋

子底部的字。只此小事，工匠的认真与执

着可见一斑。

“云子工匠的初心，一生做好围棋子。”

师父何华封的这句话至今影响着刘廷举。

即便已年近花甲，他依然保持旺盛的创新

热情。对不同配料的料性、熔炉的控温调

整、耐火材料的选择等，他了然于胸；配方

怎么微调、棋子如何做得更通透，刘廷举时

常琢磨到深夜。

历经重重淬炼的云子，而今也被更多人

知晓。在云南云子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科普传承基地，每年有 10万余人参观了解围

棋文化。2017年，柯洁与“阿尔法围棋”展开

举世瞩目的人机大战，指定用棋正是云子。

“与时代同频，才能保证云子技艺的生

命力。”在何华封看来，云子发展亦如棋局，

要把路走“活”走通。

夜色渐浓，手工点棋车间依然亮着灯，

触摸还带有温度的黑白棋子，几代人接续

传承的工匠精神隐隐“流淌”。

12道制作工序，上千年技艺传承

一枚云子的淬火新生
本报记者 郑 轶

一枚云南围棋子，工匠一蘸一滴

一转，举手投足间赋予其灵性；一个

高品质篮球，手工贴皮而成，更加防

滑耐用；一根台球杆，工匠反复打磨，

在力量和准度间不断平衡……当下，

机械化生产日益发达，但仍有一批工

匠 坚 守 手 工 技 艺 ，千 锤 百 炼 锻 造 精

品。他们的身影勾勒出中国体育制

造业发展的另一面。本版今起推出

“ 关 注 体 育 产 业·工 匠 精 神 ”系 列 报

道，敬请关注。

——编 者

■关注体育产业·工匠精神R

4 月 9 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

式在天津举行。回顾 128 年的发展历

程，名人堂的建立，让中国篮球拥有了

标志性的荣誉史册。

此次入选名人堂的人物和集体于

2022 年产生。他们是：穆铁柱、胡卫

东、刘玉栋、王治郅、宋晓波、丛学娣、

郑 海 霞 、蒋 兴 权 、许 利 民 9 位 入 堂 人

物；15 位“特别致敬人物”；以及一个

优秀集体——“新中国篮球运动杰出

贡献奖”获奖人（五十杰）。

从动议到建成，中国篮球名人堂

的建立耗时 7 年多。这个过程仿佛一

次“寻根之旅”，中国篮球的历史和精

彩瞬间被回忆、被致敬、被铭刻：1896
年，中国第一场篮球比赛在天津举行；

1913 年 ，中 国 篮 球 首 次 参 加 国 际 比

赛；1921 年，中国队首次获得国际篮

球比赛冠军；1936 年，中国队首次参

加奥运会篮球比赛；1936 年，奥运会

篮球决赛首次由中国裁判舒鸿执裁

……岁月长河里的那些人和事，对中

国篮球而言，既是“星星之火”，也是发

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中国篮球名人堂也是一项文化工程，顽强拼搏、为国争

光是其中的重要内涵。在这些中国篮球代表人物的讲述

中，运动员们的事迹展现在人们眼前，令人感佩：“已将疼痛

视为习惯”的刘玉栋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从膝盖里取出十块

碎骨；每天成百上千次传球和投篮配合，才成就了郑海霞和

丛学娣这对经典组合……

回顾历史，筑牢根基；弘扬精神，传承文化。如今，许利

民、丛学娣、宋晓波、胡卫东、王治郅等人依然在篮球运动领

域发光发热，或从事青少年篮球人才培养，或助力篮球运动

推广。

体育拥有催人奋进的正能量。随着体育运动日渐成为

生活风尚，承载于体坛历史中的优秀精神文化，不断鼓励越

来越多人自强不息、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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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体育运动日渐
成为生活风尚，承载于体
坛历史中的优秀精神文
化，不断鼓励越来越多人
自强不息、积极向上

本报兰州 4 月 9 日电 （记者赵帅杰）记者从甘肃省群众

体育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甘肃计划举办 2000场全民健身赛事

活动，继续做好全省 84个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

放工作，努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据介绍，今年甘肃将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举办农民丰收

节等方面下功夫，广泛组织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举办甘肃

省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会暨全民健身大会，办好“陇越骑联”

自行车长征赛等品牌赛事，营造浓厚的健身氛围，倡导体育生

活化、健身经常化；引领推动各地方开展社区运动会等小型多

样的赛事活动，把运动会办到群众身边。

甘肃今年将举办2000场全民健身赛事活动

本报重庆 4月 9日电 （记者王亮）8 日至 9 日，2023 中国

（悦来）体教融合大会在重庆举行。大会分为线上分享活动和

体教融合大会系列论坛两部分。在 8 日进行的线上分享活动

中，嘉宾从行业发展、产业思维、国际实践等维度，分享了关于

体教融合的见解与思考。体教融合大会系列论坛 9 日在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体育及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奥运

冠军、产业代表等，展开专题演讲和多场论坛，解读体教融合

相关政策、探讨体教融合发展方向。

2023体教融合大会举行

4 月 9 日，2023 年全国竞走大奖赛（第二

站）在江苏太仓落下帷幕。在 8 日上午进行

的男子 20 公里项目比赛中，2021 年全运会冠

军张俊以 1 小时 17 分 38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

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 1 秒，同时创

造了今年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李炎东和

李兴富分获亚军、季军。

本站比赛是 2022—2023 赛季世界田联

竞走巡回赛最高级别的黄金级分站赛，与此

同时，男子 20 公里项目的比赛也是中国田协

增补的 3 站杭州亚运会及布达佩斯世锦赛国

内选拔赛之一。因此，除此前已获得世锦赛

入场券的王朝朝和牛文超外，其余选手将争

夺仅剩的一个参赛席位。

云南队的张俊是目前中国男子 20 公里

竞走最优秀的选手之一。今年 24 岁的他曾

代表中国队获得东京奥运会第八名，并随后

在全运会上夺冠。不过，3 月 5 日在安徽黄山

举行的亚运会及世锦赛选拔赛中，他以 1 小

时 21 分 19 秒的成绩获得第五名，未能直接获

得世锦赛参赛资格。

8 日上午 8 时开赛的男子 20 公里项目是

本站大奖赛首项比赛。张俊状态出色，以 1
小时 17 分 38 秒的成绩率先到达终点。这个

成绩刷新了该项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

时也是中国男子 20 公里竞走项目的历史第

三好成绩。排在前面的只有王凯华在 2021
年创造的 1 小时 16 分 54 秒的全国纪录，以及

里约奥运会冠军王镇 2012 年在太仓走出的 1
小时 17 分 36 秒。

对张俊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成绩超

越了钱海峰此前在亚洲竞走锦标赛上走出

的 1 小时 19 分 09 秒，使他在最后一张男子

20 公里竞走世锦赛入场券的争夺中占得先

机。根据中国田径协会 3 月 26 日公布的《男

子 20 公里竞走项目参加 2023 年杭州亚运会

及布达佩斯世锦赛补充选拔办法》，增补的

选拔赛仅剩 5 月将在葡萄牙里约马约尔举

行的世界田联竞走巡回赛分站赛一场比赛，

其余中国队选手必须在该站比赛中超越张

俊，才能赢得最后一个世锦赛参赛资格。

女子 20 公里竞走的世锦赛参赛资格已

在黄山站大奖赛的比赛中确定，但本站比赛

依旧激烈。最终，里约奥运会冠军刘虹以 1

小时 28 分 49 秒的成绩夺冠，2017 年伦敦世

锦赛冠军杨家玉以 53 秒之差获得亚军，苏文

秀获得第三名。在 9 日上午进行的 35 公里竞

走项目比赛中，王榛浩和常相锟分获男、女子

组冠军。

本站比赛期间，2024 年巴黎奥运会正式

公布了竞走项目设置调整。北京时间 8 日

晚，世界田联和国际奥委会共同商定，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竞走混合接力比赛确定为全

程马拉松距离（42.195 公里），由两人四棒交

替接力完成。

据世界田联介绍，将共有 25 支队伍参加

巴黎奥运会竞走混合接力比赛，每支队伍包

括一名男运动员和一名女运动员，4 个棒次

分别为“男—女—男—女”，每个棒次距离大

致均等，均在 10 公里以上。世界田联表示，

混合接力项目设置为全程马拉松距离是出于

马拉松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以及其与奥运会

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该项目的晋级方式将

在随后公布。

2023年全国竞走大奖赛（第二站）

男子 20公里竞走，张俊创造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本报记者 刘硕阳

本报杭州 4月 9日电 （记者陈晨曦）8 日晚，2023 年中国

足协超级杯在浙江省杭州市黄龙体育中心落下帷幕。2022
赛季中超联赛冠军武汉三镇队最终以 2∶0 力克 2022 年足协杯

冠军山东泰山队，夺得队史首座超级杯。

本场比赛，武汉三镇队派上了新加入的球员韦世豪和加

纳外援阿卜杜—阿齐兹·雅库布，两人在上半时开场仅 10 分

钟就联手攻入一球。易边再战，武汉三镇队由谢鹏飞再下一

城，将比分扩大为 2∶0。

中国足球协会超级杯创办于 1995 年，一般在中超联赛赛

季结束后的年末或是新赛季开始前的年初举行，由新科中超

联赛冠军对阵足协杯冠军，若联赛冠军同时获得杯赛冠军，则

由联赛亚军递补参赛。

武汉三镇队捧得中国足协超级杯

本报北京 4月 9日电 （记者李洋）2023 中国攀岩联赛揭

幕战 9 日在武汉体育中心攀岩基地完赛，山东选手张丁峰和

湖南选手邓丽娟分获男子、女子速度冠军，广东选手胡隽喆和

贵州选手韦雅丽分获男子、女子两项全能冠军。

8 日进行的男子、女子速度决赛分别有 16 人参加，比赛采

取捉对比拼的淘汰赛模式。曾获得攀岩世界杯速度赛铜牌的

曹龙在八进四比赛中爬出 5.09 秒的好成绩，但他在半决赛出

现失误被淘汰，张丁峰最终以 5.46 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女子

组方面，前不久在全国锦标赛中摘金的邓丽娟以 7.12 秒的成

绩再次夺冠。

在 9 日进行的女子两项全能决赛中，韦雅丽和贵州选手

吴春花分获冠、亚军，广东选手陈卓莹获得季军。在男子两项

全能决赛中，胡隽喆、浙江选手陈勇辰、广东选手姚晋伟分别

获得冠、亚、季军。

中国攀岩联赛揭幕战完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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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刘廷举制作云子。

庄志斌摄（人民视觉）

图②：双面凸云子的滴制

瞬间。

本报记者 郑 轶摄

图③：退火、打磨、清洗后

的云子正在晾晒。

本报记者 郑 轶摄

图④：云子成品。

虎遵会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