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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石佛”范廷钰

快乐的“草根”棋 王
张 程

宋 健

范廷钰在比赛中。

他在科技事业领导岗位达 !" 年之久，他

组织实施了把科技洒向农村的“星火计划”、

培育国家高科技产业的“火炬计划”，以及国

家基础研究“#$% 计划”，他就是原国家科委

主任宋健。

这是中国首位 !"岁以下的世界冠军；
这是继李世石之后第二位以三段身份夺取世界冠

军的棋手；
这是围棋史上最年轻的九段；
这是仅次于李昌镐的最年轻冠军选手；
……
有了范廷钰的存在，多项纪录在本届应氏杯一一

作古。四年一届的应氏杯，被称为“围棋界的奥运
会”。范廷钰此次持外卡参赛夺得个人首个世界冠军，
技惊四座，在棋界引起了巨大轰动。

淡定老成的小将

应氏杯的研究室外，悬挂着过去六届冠军的照片。
如今在常昊之后，又添上了这一位小将范廷钰。范廷
钰 #岁学棋，$!岁入段，转职业仅 #年即夺得世界大
赛冠军。手捧冠军奖杯，范廷钰显出高于年龄的淡定：
“我并不在乎冠军头衔，我只关心棋局，在棋盘里挖掘
奥妙才是我真正的乐趣所在……”

范廷钰虽然年仅 $%岁，不过长相却很老成，稳健
的棋风，再加上其超强的定力，举手投足间散发出的
风度，像足了年轻时的李昌镐。由此，范廷钰在中国
棋界便有了“少年石佛”的美誉。比赛时，旁人很难
从他的脸上读出战况几何，谁赢谁输。“淡定”———这
正是棋坛前辈们对他的印象。

谦逊努力的“草根”

沉着稳重的范廷钰可不像同年龄段的很多年轻人
一样，对于外面的世界总是充满渴望、好奇。每一天，
他花在棋盘上的时间都在 $&个小时左右。本次应氏杯
决赛过后，当被问到夺冠感想时，“希望应氏杯的冠
军能够成为一个新的起点。”这样的回答表现出了他谦
逊低调的一面，“现在和我年龄差不多、实力也差不
多的棋手有一大拨，以前我跟其他棋手下棋，因为我
年龄小，都是我去冲击别人，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可
现在拿到应氏杯冠军后，不再是我去冲击别人了，而
是别人来冲击我，但我又不像当年的李昌镐那么强，
搞不好我会低迷下去，还需要继续苦练。”

其实，范廷钰的围棋之路并不容易。范廷钰 # 岁
开始学棋那年，工程师的父亲范雄彪毅然辞掉了工作
陪伴他，一直到范廷钰成为职业棋手后，他和父亲、
祖母在北京也只是租住在仅十几平方米的房子里，母

亲则留在上海上班，贴补家用。这样的倾情投入，成
为范廷钰坚定的后盾。仅仅 $'年时间，范廷钰就从一
个只识黑白棋子的幼童成长为奖金最高的世界围棋大
赛冠军，夺冠年龄仅次于 !!年前的李昌镐。还有最根
本的不同在于李昌镐能有曹薰铉这样的名师指点，范
廷钰却从草根野路子中一路走来，实属奇迹。

快乐的小画家

范廷钰小学读完后，就再也未能上学。但在他小
学时，父亲就开始教他中学课程；他小学最后三年虽
不上学，却是全年级第一名；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
他居然还是一位小画家。而今，他读的书涉及哲学、
文学、心理学等范畴，同时也在练习书法，修身养性，
已小有成果。莫看范廷钰小小年纪，他还能轻松自如
地教棋呢。经他辅导过的不少冲段少年已获得职业段
位，他去道场授课，学生还得提前占位子；出门在外，
他待人接物有礼有节，其综合素养比起很多在校大学
生来都高出不止一个“段位”。

如此传奇的成长经历的确无法复制，但透过他的
成长历程可发现，范廷钰收获成功的原因还在于“快
乐”二字。范廷钰热爱下棋，即使很累但很快乐；他
做功课是为了更好地赢得时间下棋，故而他也快乐；
被人视作苦差事的教棋，他反觉得这可以锻炼他的口
才和表达能力，还能够传播自己的围棋之道，与人分
享棋盘上的心得体会，所以他也会快乐地做好言传身
教。

“星火计划”

点燃星星之火

改革开放后，科技领
域有一个口号叫“科学技
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
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
术”。$()# 年，宋健受命
担任国家科委主任时，感
觉如履薄冰。因为有一个
重大难题等着他去破解，
那就是寻找和开拓科技和
经济结合的新路。

科技体制改革并不像
今天人们想象的那么简
单，当时很多人尚不理解
科技对经济建设的深远意
义。

那时候农村改革起步
不久，购买农副产品依旧
用各种“票”，有时有票
也买不到。有一次，宋健
和几个朋友带着鱼票去买鱼，骑车转了
一上午，才买了点小鱼。宋健感叹“我
们的农业真是太落后了”，“如果不靠
科学技术发展农业，不仅农村没有希
望，也满足不了城乡人民生活的需要”。

宋健认为，应该找到一条道路，使得
科技跟人们的生活搭起桥来。于是，“把
科学技术洒向农村”成了科技体制改革
的突破口，“星火计划”应运而生。

$()* 年“星火计划”提出后，很
快就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支持。“星火计
划”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取得了
“双赢”的效果：农民很高兴，科技界
动了心，各部门都满意，都支持。

“火炬计划”

照亮高新技术产业

继“星火计划”之后，探索科技、
经济结合的另一个措施是“火炬计划”。

+()% 年 ' 月初，国家制定了 《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 计划”。
“火炬计划”是“)%'计划”的姊妹篇，
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高技术企业，
改变高技术产品全部依赖进口的局面。
但是，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火炬计
划”的深远意义。有人认为，高新技术
是智力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经济初
启，发展高投入的高新技术产业与国情
不符。宋健则认为“高新科技已成为跨
世纪竞争的制高点和未来经济增长、社

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主要推
动力”。

针对高技术需要高素质
人才，而当时大学毕业生每
年有几十万，国家又不可能
像过去那样包分配的情况，
宋健及国家科委冒着很大风
险、下了很大决心，动员科
技人员和大学生下海，为此
还从机关调了一批干部，带
头下海创业。国家也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鼓励
和支持发展民营企业。从
此，个人独立创办高新技术
企业渐成风气，形成潮流，
高新技术开发区遍地开花。

高新区的定位很明确：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
要战略基地，是高技术产业
的孵化器，是企业改革的示
范区，是高技术向传统产业
和全社会扩散的辐射源，是
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桥头
堡。”从 +())年第一个国家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关村试验
区”诞生，到 !"世纪 ("年代，国家相
继批准设立了 *' 个国家级高新区。
“火炬计划”的这个实施载体在全国形
成了系统布局，火炬之光照遍了神州大
地。

上书总书记

“科教兴国”成国策

作为一名科学家，宋健深知教育的
重要性。在党的十五大会议召开前，宋健
郑重地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一封信，建
议把“科教兴国”写进党和国家基本战略
中去。党中央接受了宋健的建议，现在
“科教兴国”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

如今，退休后的宋健依旧关注着国
家科技的发展，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充
满信心。他还赋词一首，写道：“炎黄
始祖发祥，索岁月五千照九苍。创农耕
织造，电磁火药，诗书风雅，算术九
章。欣立共和，一星两弹，敢与诸雄论
短长。看明日，唤吾侪励道，科技兴
邦。”

意存笔先 书尽意在
———涂向东的书法艺术

书法是一门
艺术，给人一种
美的享受，它美
在笔墨的运用
上、美在书写的
汉字上、美在变
化形式上，散发
独特的艺术魅
力。涂向东自幼
喜爱书法，断断
续续数十载兴趣
不减。他先是临
习颜、柳、欧、
二王等诸家名
帖 ， 真 、 草 、
隶、篆都有研
习，博采众家之
长，以期厚积薄
发。后他独喜米
芾，天真率意，
自然天成之趣，
深研之下越发随
心所欲，自得其
乐。

水滴石穿，
业精于勤，多年的孜孜以求，沉心墨
海并致力研究，尤为难得，现在他的
行草用笔潇洒、法度严谨，刚柔相
济、清净端庄，自然古拙，未加雕
饰，有自成一格之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因
其有追求、有情趣、有境界。

书法不只是结构写形，骨法用
笔，更得抒情传神，谱写新意。要
想在书法创新上有所突破，必须既
能突破古人又要超越别人和突破自
己。“法处求法”脱化变革后而能
风神独具，欣愿书法新秀，人才辈
出，蔚成大中华之一代书风。祝愿
涂向东在今后漫漫书法创作的道路
上越走越广。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著名书法家 权希军）

涂向东，男，生于太
原，祖籍四川。现为中国摄
影家协会会员、人民艺术网
顾问、人民艺术网艺术家协
会副主席。其书法、摄影作
品曾多次被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
文化报》、 《人民艺术报》、
《中国书画报》、 《香港商
报》、《旅游商报》、《当代
水墨》等媒体刊载。

涂向东自幼酷爱书法，坚实的楷书功底，奠定了他端
庄硬朗的书风。他的行草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虚实变
幻，明快隽秀，神韵独具，充满生机与活力，给人以清新
典雅之美感。

中国的书法艺术在享誉世界的国粹文化里独领风骚，
较之于中国武术、中国医学相比，中国书法更能代表中国
文化的内涵。纵观书法书体之变，由篆而隶，由隶而楷，
由楷而行、而草，毋庸置疑地诠释了由汉字的线条、结体

之美到汉字书法的气势以及谋篇布局之美。
涂向东的书法正是溯源而来，故能立身潮流，自成面

目，卓然一家。
除了书法外他还热衷于对诗歌词赋、旅游摄影的研

究，诸多古今文化的滋养和性情的本真都体现了他的道德
修养和人生的历练。

常言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涂向东的书作一如他本
人的端庄儒雅，其章法更是他娴熟技法的精妙体现。身为

人民艺术网顾问、艺术家协会副主
席、山西企业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他
正不断总结经验，修成自我，并以前
代大师的杰作为路标，勇猛精进，一
步步向中国书法的纵深境地迈进。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

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刘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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