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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版西安设擂 中日韩名人争霸

世界围棋续写“ ”
本报记者 彭训文

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的新一由人民日报海外版主办的新一
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将于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将于 20152015
年年11月月44日至日至99日在西安举行日在西安举行，，届届
时时，，来自中来自中、、日日、、韩三国的围棋韩三国的围棋

““名人名人””料定又将会上演一出世界料定又将会上演一出世界
围棋领域的围棋领域的““三国演义三国演义”。”。20102010年年
起起，，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开始在湖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开始在湖
南常德举行南常德举行，，由中日韩三国的围棋由中日韩三国的围棋
名人战的冠军参加名人战的冠军参加。。而中国围棋名而中国围棋名
人战人战，，同样由本报于同样由本报于 19881988 年创年创
办办，，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围棋领域最如今已成长为中国围棋领域最
具影响力具影响力、、时间最长的传统赛事时间最长的传统赛事。。
回顾中日韩之间围棋文化交流或是回顾中日韩之间围棋文化交流或是
交锋的历史交锋的历史，，此消彼长此消彼长，，相互制衡相互制衡
成为重要的关键词成为重要的关键词。。

连笑获名人战挑战权

本报电 连笑七段近日在厦门瑞
颐大酒店以 2∶0 零封拥有世界冠军
头衔的周睿羊九段，获得春茧杯第
27届中国围棋名人战挑战权。

在9月底结束的棋圣战五番棋决
赛中，连笑曾以 1∶3 负于周睿羊，
这次他成功“复仇”。这是连笑首次
获得名人战挑战权，他将通过五番棋
向在位名人陈耀烨九段发起挑战。连
笑和陈耀烨的五番棋决战将于 12 月
开始。

图为连笑 （左） 与周睿羊在比赛中

各界庆祝围棋大师
吴清源百岁寿辰

本报电 围棋大师吴清源百岁寿
辰庆祝会 23 日在北京会议中心举
行，数百位社会各界人士为吴老先生
祝寿，物理学家杨振宁、京剧艺术家
梅葆玖、影星张震等到场送来祝福，
吴清源女儿吴佳澄到场感谢大家的祝
福。聂卫平等中国围棋界众多知名人
士也到场祝贺，王汝南代表中国围棋
协会授予吴清源围棋发展杰出贡献
奖。

运动员将配备
防雾霾装备

本报电（记者潘旭涛） 在剧烈运
动时，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是一般人
的 1.5倍，加之运动员经常暴露在室
外，遭受雾霾的威胁远高于常人。国
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副局长吕铁杭近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将为运动
员配备防雾霾口罩。

作为国家队运动员防雾霾专用产
品提供方，上海兴诺康纶纤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丹青说，该公司
生产的绿盾口罩具有防霾与抗菌双重
效果，此前已经为天安门执勤警察提
供了防霾口罩。

汽车场地越野赛
奉贤站将发车

本报北京电（记者彭训文） 全国
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 （上海奉贤站）
日前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该
项赛事将于今年 12月 6日－8日在上
海市奉贤区海湾镇上海大寅俱乐部赛
车场上演。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地
的上百名国内顶尖车手参赛。

据悉，该站是 2014 年全国汽车
场地越野锦标赛分站赛的最后一站，
也是国内顶尖车手冲击总决赛的最后
一搏，比赛激烈程度值得期待。

环万峰林国际
持杖徒步大会落幕

本报电 “中国·黔西南环万峰林
国际持杖徒步大会”日前在贵州黔西
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落幕，来
自国内外的400多名专业人士和1000
多名业余爱好者参与。活动在当地典
型的喀斯特盆谷峰林
地貌万峰林景
区内进行。

25 日晚，在北京五棵松体
育馆上演的由北京武术院主办
的卡拉特杯北京国际武术综合
搏击对抗赛，是当今全球最出
色的综合格斗比赛之一首次登
陆中国内地。8场对抗赛汇聚了
来自俄罗斯、美国、巴西、波
兰、爱沙尼亚、中国等国的格
斗 高 手 、 搏 击 冠 军 、 散 打 巨
星、摔跤之王、洲际拳王、金
腰带得主，其中3场中外选手的
对 决 更 是 重 头 大 戏 。 这 一 赛
事，又将商业格斗赛事推向一
个高潮，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武
术散打与世界各种搏击术交流
的新契机。

曾经，功夫巨星李小龙、
成龙等通过电影等媒介，将中国
功夫展现给世界，让世界见识了
中国武术的风采。同时，李小龙
也是一位将中国功夫与世界各
种优秀的搏击技术融会贯通的
高手，他既是武术散打搏击家，
也是综合格斗的宗师，并创造了
新的搏击流派截拳道。

在冷兵器时代，世界各国
的各种文化中都有自己不同形
式的格斗搏击术。有五千年文
明史的中国，武术文化更是源
远流长。《水浒传》中记载的浪
子燕青打擂的故事，就是现在
的格斗比赛。现在我们看见，
中国武术在时间的流转中不断
演变，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

要发展融合。各国的格斗搏击之术也都走出自己
的地域，汇入世界的对抗竞技之中，是骡子是马
都要拉出来遛遛。

近10多年来，中国武术散打在与世界各国搏击
术的对抗中趟出自己的道路，如2000年开始的中国
内地精心包装的中国散打王争霸赛，一时间成为不
仅是武术界而且是世界搏击领域的热切关注的焦
点。此后，武术散打加强了与外界格斗术的交流，
现在每年都会有武术与拳击、与空手道、与泰拳、与
自由搏击的对抗赛。很多中国过去只练散打或摔
跤的单项选手，都自觉地研习泰拳、拳击、柔道、空
手道、跆拳道等技法。而要赢得比赛的胜利，不仅
要有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体能，还要有勇敢的英雄
气概、良好的心理素质、合理的战术安排。

近年来，将各种搏击术融合到一起的对抗争
霸赛事在国内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不同搏击术
交流融汇的内在要求；一方面是观众对观赏搏击
对抗赛的需求。拳法的规则研讨，场地的借鉴包
装，选手的博采众长，都促进着各种搏击术的外
延越来越宽泛了，并竞争着世界的制高点。同
时，各种国外的搏击术也引入中国，形成一些包
装更加精心、观赏效果更好，爱好者日益增加的
搏击赛会，如英雄榜综合格斗大赛、武林风综合
格斗之夜、真武综合格斗大赛、紫禁之巅武术搏
击大擂台、锐武终极格斗赛等，这些现代商业格
斗赛事观赏性和对抗性越来越强。

有人认为，综合武术竞技已成为了当今世界
武坛各类先进武术比赛的主
流理念。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对于中国武术散打来
说，在这样的机遇与挑战之
中，只有勇敢前行，才能打
遍天下无敌手，四海之内皆
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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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苗”是振兴足球前提
李志鹏

““培苗培苗””是振兴足球前提是振兴足球前提
李志鹏

一周前，国足与来访的洪都拉斯队的热身赛以0∶0闷平，让球

迷对国足的感觉依然郁闷。联想起亚洲杯预选赛最后一轮，国足在

输球的情况下靠同组对手帮忙才得以“被晋级”。从上世纪末的亚

洲一流并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辉煌，到如今沦落到连打进亚洲杯都

困难，仅仅十多年的光景，国足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中国足坛“教父”——徐根宝选择“金
盆洗手”，将一手打造的东亚足球俱乐部出售给
上港集团时，人们毫不吝惜地将荣耀的名号献
给了这位已入古稀之年的足球人。

标志性的茶色眼镜、上海口音浓厚的普通
话，这是属于徐根宝的符号。而他历经十年培
养出的年轻球员，如今已活跃在中超乃至国际
赛场，将徐氏足球的印记带向了中国足球的未
来。

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

1992 年奥运会预选赛，是徐根宝作为教练
登上中国足球舞台的开始。谁知“横下一条
心，一定要出线”的决绝，却以“兵败吉隆
坡”的眼泪告终。

不过，在徐根宝看来，这次失利让中国足
球因祸得福。联赛职业化由此提上日程，徐根

宝本人也成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初期最成功的
教练之一，奉行“抢逼围”战术的上海申花在
他的调教下风头正劲，范志毅、申思、祁宏等
球员也迅速成为国家队主力。

此后，徐根宝又率广州松日升级、大连万
达夺冠，又在上海申花、中远双雄鼎立之时黯
然“下课”。

潜伏崇明岛，十年磨一剑

若非成功打造上海东亚，如今的徐根宝决
然担不了“教父”盛名。此前，“谢天谢地谢
人”的言论让他陷入“假球”风波，重归上海
的挫折又让外界对老帅产生质疑。这时，徐根
宝选择走入幕后，在自己位于上海崇明岛的足
校培养起年轻球员，打造“中国的曼联队”。

从 2005 年上海东亚足球俱乐部成立，到今
年高价出售给上港，整整十年。假赌黑泛滥、

人才断裂，这是中国足球整体滑落的十
年，却是偏安一隅的徐根宝收获的十年。

从乙级联赛直至中超，当年的“娃
娃军”不仅站稳了脚跟，甚至已经开始
影响中国足球。尽管徐根宝依旧没有实
现自己三年内拿到中超冠军的“誓言”，
但如今，“徐家军”正活跃在多支联赛球
队中，武磊、张琳芃等球员已成为国家
队的中坚。

此时的徐根宝，正值“从心所欲而
不逾矩”的年纪。也许正是这样的“从
心”，让他选择回到原点，重归崇明岛
接手U15年龄段“孙辈”球员。

青训体系、后备力量，这正
是中国足球最为缺乏的。徐根宝
说过很多大话，却做成了众口
称赞的青训大事。下一个十
年，他的大事又开始了。

足坛教父徐根宝：下一个十年
本报记者 刘 峣

足坛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教父徐根宝：下一个十年
本报记者 刘 峣

参与人口低是软肋

人们总在问：“中国 13亿人，难道连 11个具有亚洲一流水
平的足球选手都选不出来吗？” 事实上，中国的足球参与人口
是多少呢？1994年，中国足球开始实行职业化，足球的参与人
口陡增。经过了几年的积累，国足涌现了像范志毅、区楚良、
徐云龙、宿茂臻等优秀球员。现在，中国足球人口逐年缩水，
据中国足协的数据，注册职业球员人数仅有 8000 人。在日本，
在仅有 1 亿的人口基数下就拥有 50 万的注册球员；而放眼欧
洲，法国的146万乃至德国的650万人 （德国总人口仅有8000余
万），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天文数字。

青少年培养是重点

足球水平进步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是青训。以今年世界
杯冠军德国队为例：1998年世界杯以及2000年欧洲杯上，德国
队表现都令人失望，于是他们宣布了一揽子改革计划。德国足
协规定，每一支德甲德乙球队必须拥有符合标准的青训体系；
并限制每一支球队的财政分布。这两手改革保证了俱乐部的健
康运营以及有足够多的青训球员来支撑俱乐部的发展。

十年过去，到了2014年巴西世界杯，德国人的改革到了收
获的时刻，以拉姆、施魏因斯泰格这一代球员为球队的元老人
物，厄齐尔、托马斯-穆勒这一代球员扮演球队的中坚力量，再
加上又涌现出了格策、许尔勒这样的“90后”新生代球员，德
国队年龄结构合理，技战术水平突出，于是在世界杯上一路过

关斩将取得冠军。
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青少年培养在足球运动中处于至关重

要的地位。然而，现今中国的青少年却似乎都不太愿意走上足球
场，这其中也许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兴趣不足。近几年中国足
球的惨淡表现，使青少年失去了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二是时间
不够。现在的学生的业余时间被侵蚀得所剩无几，周末、寒暑假
的时间奔走于各种补习班，根本不可能参与足球运动。三是家长
观念误区。认为足球是粗野的运动，容易带来伤病，成为职业球
员不易。四是学校担心足球运动引起伤害事故。

振兴应从娃娃抓起

要改变足球后备力量不足的现状，日本足球的经验或许可
以借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日本足球也很疲软。日本足
球改革就是从基础群众和青少年入手的，狠抓青少年足球以及
校园足球，使青少年足球参与人数逐年增加。本世纪初，日本
职业俱乐部也开始加大对后备梯队的培养力度，日本足协推出
了俱乐部梯队的全国性联赛。终于，在 2010 年南非世界杯上，
日本队打进十六强；日本女足则在2011年女足世界杯决赛上击
败美国队成为世界冠军。

所以，要振兴足球，必须从青少年足球开始。多给学生课
余时间，让他们更多地接触足球、喜欢足球，并通过足球去体
会人生道理，比如坚强、勇敢、毅力以及团队协作等；多让家
长体会到足球带给孩子们的正能量；多让青年球员获得更好的
文化教育以及科学的技战术训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
出真正符合现代足球发展趋势的优秀球员。

三国“名人战”的兴起

围棋相传起源于我国尧舜时期，早在战国时代的 《世本》 一书
中就有“尧造围棋，丹朱善之”的说法。“苍天如圆盖，陆地似棋
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诸葛亮的诗句正概括了随后围棋在
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生百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唐朝时期，围棋被传往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从此，中日韩
三国间的围棋交流成为维系时间最长的文化交流形式之一。

“名人”头衔源于唐代，当时只有大国手才能封以“名人”称
号，而“本因坊”、“棋圣”均来自日本。上世纪后期开始，围绕

“名人”这个围棋盟主称谓，三国围棋界都展开了自己的“名人
战”。

日本是最早创办名人战的国家，早在1962年，藤泽秀行就已经
成为日本围棋“名人”，如今已举办新旧名人战 50 余届。韩国在
1968年第一次举办了名人战，诞生了徐奉洙、曹薰铉、李世石等多
个叱咤韩国棋坛的“名人”，如今也举行了近40届。中国名人战创办
最晚，从 1988 开始，已举办了 27 届，马晓春、古力成为夺得“名
人”最多的棋手。马晓春创造了 13连霸的纪录，古力则连续 6年问
鼎。

中国名人战始于 1988 年，由当时创刊不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
主办，这也是人民日报社至今唯一连续举办的赛事。据本报的老
记者回忆，首届比赛还是在人民日报社食堂里举行，条件十分简
陋。其后，经过 27 年的风雨历程，如今的中国围棋名人战已经成
长为中国围棋界的品牌赛事之一，为中国围棋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
灭的功绩。

而纵观三国围棋各自名人战的历史，问鼎名人战的棋手，大多
迅速成长为那个时期本国棋坛的“盟主”，并接连蝉联“名人”称
号。可以说，名人战基本上如实反映了三国围棋实力的真实水平。

三国围棋“名人”的交锋

早在首届中国围棋名人战举办时，本报就和主办日本名人战的
《朝日新闻》商定，合办中日围棋名人战，由每届中日名人战冠军进行
三番棋对抗赛，朝日新闻社负责提供经费。正是在那个时代，马晓春
从连续 3年的一盘不胜到后来连胜小林光一，中国棋手开始在世界棋
坛开启新时代。

后来，这项举办了 7届的比赛因故中断；而中日韩三国名人对抗
赛由韩国方面举办过 1 次后就中断了。在此后的时间里，促成三国

“名人”的三角对抗，一直是本报同仁及众多棋迷心头的梦想。
直到 2010 年，在湖南常德举行的“世界名人争霸战”上，三国

“名人”头衔的保有者才有机会来争夺“名人”中的“名人”。那一
年，中国“名人”古力在争霸战中称雄，韩国的李昌镐居次，日本的
井山裕太垫底。当时三国媒体评论一致认为，该排名基本符合三国围
棋实力的排序。

随后的争霸战，韩国的朴永训、中国的江维杰先后在 2011 年和
2012年称雄，日本的井山裕太、山下敬吾则接连垫底。从此，世界围
棋名人争霸战开始成为衡量三国围棋发展态势的风向标。

最近几年来，韩国围棋民营道场发展迅速，朴廷桓、金志锡等棋
手在今年的LG杯等大赛中出尽风头；我国棋手去年包揽六项世界个人
大赛和一项擂台赛的冠军后，今年遭到了“韩流”的强烈冲击。而在
20世纪初还是世界围棋中心的日本，自2006年以后就从未在世界大赛
中获得冠军。

随着中国围棋甲级联赛向李世石等韩国世界冠军敞开大门，及今年
李世石称雄古李十番棋，中韩争霸早已成为“常态”；而近年来日渐式微
的日本棋手能否一战成名，找回日本围棋的昔日荣光；三国围棋之间如
何相互制衡、此消彼长……这一切，随着新一届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的
到来，注定又将成为三国棋迷间津津乐道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