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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湖南永州，1999年毕业于

北京信息工程学院，2011年在
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修班进修，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出版作品《词典：南
方工业生活》《春天万物流传》，
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和第九届
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现居
深圳。

前世今生

在我国，最流行的棋是中国象棋。
然而论起来，围棋才是棋的祖宗。古人
讲对弈，专指下围棋而非象棋。

传说围棋源于尧帝教子的故事。其
子丹朱性格鲁莽，于是，尧发明了围棋，
用棋教他为人。中国象棋的起源尚无定
论，但在宋朝定型。英国学者李约瑟说，
其实国际象棋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就下
棋规则而言，围棋是最简单、最易入手
的，但也是最复杂、最难精通的。无论执
白执黑，你都可以在棋盘上任意一点落
子。无规则、无限制，变幻莫测。有人
说，围棋变化比宇宙原子总和还多。棋
盘由纵横各 19条平行线相交成 361个点
组成，双方交替落子，粗略估算，围棋至
少有 10的 171次方种变化。由于中途还
有“打劫”、打二还一、空中出棋等变化，
这就让围棋尤为烧脑。

人工智能很早就拿下了中国象棋和
国际象棋。因围棋极其复杂，计算量堪
比航天事业，因此直到 2016 年“阿尔法
狗”打败李世石、2017年打败柯洁，人类
才终于认识到AI（即“围棋人工智能”）拿
下了围棋。AI以前，对于点评围棋很难有
统一的意见。有时你的一招妙棋，在别人
眼里可能是昏招。聂卫平曾评价马晓春
的一步棋下得不好，马晓春说：“我一个世
界冠军下的棋，他看得懂吗？”这当然有赌
气的成分。如今AI来了，各大公司研发
了不同的围棋软件，一个普通的棋手凭借
这些围棋软件就有了更广的视角，可以做
自媒体讲围棋世界大赛了。

回到古代，过去的围棋是作为“六
艺”之一来训练贵族子弟的，是古代“国
家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必修课。在唐朝，
围棋作为一门技艺，被纳入了翰林院。
围棋高手被称作“棋待诏”，他们有时陪
皇帝下棋，有时训练皇子。如果东瀛国
来人，要与我天朝上国切磋棋艺，棋待诏
还要代表国家与这些围棋高手下棋，美
其名曰“围棋外交”。至于民间，也是遍
地流传。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有一个

“珍珑棋局”，这是世外高人无崖子为了
收徒而设的一个千古名局。事实上，这
个“珍珑棋局”是不存在的。

乾隆年间，我国围棋水平达到了巅
峰。1739 年，围棋国手范西屏和施襄夏
在浙江平湖对弈10局，后人称“落子乃有
仙气，此中无复尘机，是殆天授之能，迥
非凡手可及”，把他们当神仙一样看待。
这就是有名的“当湖十局”。想想这一
幕，两大高手衣袂飘飘，落子间风起叶
落，波涌鱼跃，天地为之一颤，特别适合
拍成仙侠类电视剧。我国有了冠此名的
围棋大赛，以纪念这一事件。棋运象征
着国运，棋力反映了国力。近代中国，围
棋彻底衰落。直到新中国成立后，重新
组建了国家训练队，然而与日本相比，实
力依然相差太远。每年日本派棋手到中
国来交流棋艺，中国国家队棋手被虐得

“满地找牙”。直到 20世纪 70年代，聂卫
平才破天荒地接连战胜日本围棋高手，
被誉为“民族英雄”，掀起了学围棋的热
潮。20世纪 90年代，中国新一代棋手层
出不穷，形成了可观的厚势。2000 年之
后，中国棋手多次在世界大赛中斩获冠
军。2010年之后，尤其是 2017年以柯洁
为代表的一批年轻棋手崭露头角，中国
围棋重新崛起。

三国演义

民国时期，中国出现了一位奇人，他
就是吴清源。

吴清源是福建人，少时被称为围棋
神童，拜在段祺瑞门下。吴清源私底下
经常找人下棋挣钱，在民间战胜了多名
日本棋手，在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山崎有
民发现了这棵好苗子，便向日本棋院的
濑越宪作报告：“不得了，这里出了一个
天才少年。”山崎有民出于对围棋的纯粹
爱好，全力资助吴清源到日本学习围
棋。1928年，14岁的吴清源东渡扶桑拜
濑越宪作为师。一个弱国少年寄人篱
下，在异国他乡学棋，其心境压力可想而
知。吴清源不负众望，1933 年连胜多名
高手，与本因坊的秀哉名人最后对决。
这局棋值得大书特书，已成世纪名局。
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挑战日本围棋最高
权威。这一局吴清源执黑，起手用了“三
三、星、天元”的惊人布局。第一子落在
右上角“三三”位置，这是本因坊的大忌，
一子既出，震惊棋坛。才下了几手，秀哉
名人就提出“打挂”。所谓“打挂”，就是
封棋暂停，择机再下。这是当时名人特
有的权力。秀哉名人每遇到难关就提出

“打挂”，然后回家与弟子们关门研究对
策，第二天再接着与吴清源对战。因此，
这局棋一共下了3个月。吴清源知道，在
棋盘之外的遥远中国北方正燃着另一场
中日战火。每天赛前两人各在一房等
候，秀哉名人以为吴清源压力挺大，让门
下弟子去看看情况。弟子一看，吴清源
在房里气定神闲地捧阅《道德经》。最终
秀哉名人虽然凭借弟子想出的一妙招险
胜了两目，但民意却倾向了吴清源。吴
清源虽败犹荣，一战成名。日本棋院也
因此规定，每局比赛不能过夜，必须当天
结束。吴清源在后来的十番棋里打遍日
本无敌手，令无数高手降级，可让天下一
先，被誉为昭和时代的“棋圣”。

吴清源对日本围棋作了不少重大改
革，但他心系中国围棋事业，对聂卫平多
有关照。战后的日本棋坛，进入黄金时
代，一时间高手如云，涌现了 6大超一流
棋手。20世纪 80年代之后，中韩围棋骤
然兴起，日本围棋开始显露疲态；尤其在
2000 年之后，日本围棋就像其国家经济
一样不断衰退。如今的棋坛，主要是看
中韩对擂了。

这里要重提一下濑越宪作。濑越宪
作门下还有一位显赫的高徒，就是被誉
为“围棋皇帝”的曹薰铉。在曹薰铉之
前，韩国棋手寥寥，没几个拿得出手的人
物。曹薰铉以一人之力硬生生地把韩国
围棋拉到了世界舞台中央，又在韩国开
办道场，培养出了独步世界棋坛的李昌
镐。师徒两人携手横亘于世界棋坛 20
年。曹薰铉与聂卫平是同时代人，两人
是棋盘上的一对老冤家。20 世纪 80 年
代，聂卫平风头正健，棋坛无敌手，企业
家应昌期特别看好聂卫平，为了给中国
围棋添彩，特意斥巨资办了“应氏杯世界
围棋大赛”。单独冠军一项的奖金就高
达 40万美元，这在当年可以买下两三百
套北京四合院。应昌期希望中国人主办
的世界大赛能由中国人夺冠，可以说这
项后来被称作围棋界的奥林匹克是专为
聂卫平而办的。1989 年，聂卫平过关斩
将，如愿闯入第一届应氏杯决赛，他的对
手就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曹薰铉。决赛
是五番棋，拿下3局就是胜利。前3局在
中国举办，聂卫平以2：1领先曹薰铉。眼
见聂卫平气势凶猛，韩国人急了，于是想
出了一辙：为公平起见，要求第 4局和第
5局绝不能在中国举办。中方只好退让，
经双方协商，把最后两局的赛场转移到
新加坡。聂卫平独身前往，先在香港参
加了一个桥牌比赛，后托人买机票飞新
加坡。偏偏他那趟航班中途要停曼谷，
聂卫平人生地不熟，又不懂英文，提前下

了机，反复折腾后才赶上了航班，但到了
新加坡，人也累得患了重感冒，赛前气势
就输了一截。最后两局聂卫平没能撑
住，铩羽而归。现场观战的应昌期格外
伤心，甚至不愿出席当晚的颁奖仪式。
据说曹薰铉在对弈中喜欢搞小动作，或
猛拍大腿，或大声惊叫，故意干扰对手。
时也，命也，终究是技不如人。从此，曹
薰铉开创了韩国围棋新时代。曹薰铉之
后，是李昌镐，再之后，是李世石，“大小
李”在棋坛接连称霸 20 多年。号称“石
佛”的李昌镐拿下了职业赛大满贯。喜
欢看韩剧的都知道，《请回答 1988》里有
个男主角就是以他为原型。2008 年，新
一代中国棋手古力等人羽翼渐丰，终成

“抗韩”大将。古力虽与李世石双雄并
立，但还是稍逊一筹。等到柯洁等人出
现，中国棋运才彻底恢复元气，围棋终于
在中国发扬光大。

如今的世界围棋依然是中日韩“三
国演义”，不过曾经的主角日本现在沦为
了陪唱。一花独放不是春，惜乎大江东
流，时运轮转，一代代棋士退隐更迭，日
本棋坛青黄不接，依然是老将井山裕太
在支撑。而韩国，则崛起了一位“00后”
棋手申真谞。这名小将几经历练，成了
最强棋士。

黑白情缘

高一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在学习之
余下起了围棋。大家没有棋盘棋子，就
以蓝黑两种墨水代表黑白棋子，先用钢
笔在作业本上画一个小棋盘，然后在交
叉点上画小圆圈，每画一个圈，表示一颗
落子。如被吃子，则在对应的圆圈上画
一条斜杠。就这样，大家用钢笔画圈下
棋，画的棋盘或大或小，也没有标准，甚
至也没几个人知道纵横各 19 条线的标
准。只是学习太苦闷，纯属娱乐。

有空了，大家就把作业本摆在桌面
开始下棋。一天中午，回到宿舍，我发现
隔壁宿舍里有一群人团团围住中间一块
空地窃窃私语。我凑上去一瞧，原来是
在下棋。一位同学从家中带来一副围
棋，跟另一位同学对弈，他的水平比我们
高一些。他执白，让了对方4子。开局不
久，从校外来了一个串门的小青年，见黑
方下得太臭，便忍不住指点一下，后来干
脆蹲下来亲自上阵。小青年果然非同凡
响，每下一步，执白的同学便陷入沉思，
并啧啧称赞：“好棋！”众人不明就里，把
钦佩的目光投向小青年。小青年把盘面
的四边全占了，而白棋只占了中腹。这
让棋盘看起来就像一面白色的太阳旗。
同学托腮皱眉苦思，不敢逾越黑棋的铜
墙铁壁。下到中盘，同学就认输了。

上大学时，我有一个舍友是浙江海
宁人。海宁是“金大侠”的故乡，书香馥
郁。这位海宁同学长得也像“金大侠”，
他跟我讲起了陈阁老的民间传说，还带
来了一副围棋。最初跟他下，我总是
输。后来我买了一本围棋入门的书，有
空就捧在手里。读了这本书，我才明白
自己过去下棋连门槛都没有摸到。我知
道了什么叫征吃、双吃、门吃、倒扑、接不
归等各种吃法，知道如何判断死活，如何
两眼活棋。越看越上瘾，又接连买了围
棋手筋、胜负手、布局和收官之类的书，
顺带也关注了围棋新闻，当时主流是韩
国的李昌镐和中国的常昊。后来再跟海
宁的同学下棋，弈至中盘，他不以为意地
说：“我输了，不下了。”他的兴趣并不在
此，我就在整栋楼上蹿下跳地去找对
手。当时北京城尚未完全扩张，三环以
内才是城区，三环以外，我们的校区在一
个叫四拨子的小村里，地处城乡接合
部。校外的民房又小又矮，也不是典型
的胡同和四合院格局。有时录像厅里偶
尔放点香港电影。大家没什么娱乐，有
一部分人有空就聚在一起下围棋。我找
到了一个棋友，常到他宿舍里下棋。他
是学计算机的，湖南郴州人，长得猴精猴
精的。这家伙棋力不错，棋风咄咄逼人。

来到广东打工，因忙于生活，我也远
离了围棋。看过作家王十月的一篇文
章，讲起他从湖北到广东打工的经历。
他的第一站是在佛山，刚下车不久，便被
两个巡防员拦住，要查他的暂住证。两
人翻起了他的行李包，把衣服一件件往
外掏，又掏出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讲围

棋定式的。书下面还有一副棋子，黑白
两盒，棋子光泽透亮迷人。这棋是王十
月在家里急需用钱的时候咬牙买下的，
他带着南下，打算为枯燥的打工生活做
伴。一个巡防员抓了一把棋子问他：“这
是什么？是不是用来搞破坏的？”王十月
告诉他那是围棋。另一巡防员说：“爱下
棋的是文化人。算了，让他走。”王十月
没想到，一副围棋为他解了围。

2003 年，我在福永兴围第三工业区
一家电子厂上班。老板是个围棋迷，身
高 1.8 米，留着一撮夹白的胡子，颇似音
乐人李宗盛。老板特别节俭，背心大小
破洞无数也舍不得扔掉，平时没别的爱
好，独沉迷于围棋。说起围棋来两眼放
光，劲头十足。他说，围棋才是最有意思
的棋牌游戏，他不喜欢麻将，说那是“小
儿科”，有的人打麻将还思来想去的，有
什么好想的，就那几种套路。他买了一
大堆围棋书，垒起来足有一个人头高。
有一回，我去阅览室，看见他跟四五个员
工在棋盘前盘腿而坐。要知道，在过去
的打工日子里，能碰见下围棋简直就是
遇见天外飞物。我便凑上去观看，老板
问我：“你也会下棋？”我据实回答，那是
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生疏了。老板当
即邀我对弈一局，他神情自若地说，让我
8颗子。我心有不服，这还没开始对弈，
也不知底细。让子就让子吧，一让就是8
颗，未免太自信了吧。我也没有推让，在
棋盘上摆了 8 粒黑子，先占了 4 个无忧
角。老板果然棋力深厚，四处围攻搜刮，
结果我输得很惨，只剩下很小的几块活
棋。这大概是我在南方遇上的第一位棋
手。按他的棋力，估计达到了业余五段。

在写作圈里，也有不少爱棋的人。
写棋类的故事，也是一些作家的志趣所
在。川端康成写过《名人》，阿成写过

《棋王》，茨威格写过《象棋的故事》，分
别涉及的是围棋、中国象棋和国际象
棋。中国当代还有几名作家也写棋类
小说。南京作家储福金写过《棋语》《黑
白》等围棋小说。至于电视剧，也有不
少这类题材。围棋是脑力运动，如何用
视觉语言呈现出来吸引大众，做好专业
性和观赏性的平衡，要费不少心思。太
专业了，一般人看不懂，不利于传播；不
专业，又成了胡闹，失去了传播价值。
有部动画片叫《围棋少年》，讲述少年江
流儿成为围棋高手的故事。但是其中
非专业的棋谱受到了围棋人士的诟
病。有棋手说，其实用电视里的画面来
判断，江流儿并不会下棋。近年还有一
部叫《棋魂》的电视剧，剧组专门请教了
一些专业棋手。

作家写棋，多半是写棋手背后的故
事，写的是棋道和人性。我也一直想写
这样一篇小说，但棋力不高，也只是爱好
而已。每当打开围棋视频，看看高手之
间拆招过招，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大概就
是围棋对普通人的意义吧。正如文学作
品，你喜欢去读它就好，不必人人都要去
写一部经典，当一个职业作家。

AI时代

要说到 AI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冲
击，棋手首当其冲。AI 在不断进化，阿
尔法狗在不断学习成长，李世石与阿尔
法狗下了三局，尚能赢得一局。一年之
后，阿尔法狗升级，改名为大师，又与柯
洁比拼三局，这一次人类净输了三局。
此狗非狗，狗是英语里的 Go，即围棋。
英 语 里 为 何 将 围 棋 称 作 Go 而 不 是
Weiqi 呢？欧美人最早是从日本那里接
触到围棋的。中国围棋传入日本后，日
本人将棋称作“碁”，近乎吴语，读音为
gio，最后又读成了 go。这就是此狗的
前世。

AI 进入围棋领域，真是让人欢喜让
人忧。过去棋手要想提升，必须要拜名
师学艺。名师们通常要开办一个道场，
开宗立派，设馆收徒。棋手培养在中日
韩各国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方式。最早在
日本，就是传统的师徒相授，相当于父子
关系，徒弟吃住都在师父家里，徒弟的一
切也要听师父安排，与吴清源并雄的木
谷实就是这类典型。大家可以看看川端
康成的小说《名人》，小说再现了本因坊
秀哉名人与木谷实的最后一局。本因坊
授徒方式古老传统，而木谷实沿袭了这

个传统。包括吴清源，后来也以这种方
式培养了林海峰等人。曹薰铉从日本
学成归国，也在韩国推广了这种授徒方
式。这种教学，师徒亲密接触，能得到
亲传。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不
自由，授徒数量也是有限的，有宗派门
规的局限。到了现代，有些棋手开办了
各种道场，如中国的聂卫平围棋道场、
韩国的权甲龙围棋道场。柯洁等人就
是从聂卫平道场出来的。此时的道场
已经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学校，脱离了
过去师徒“一对一”的模式。如今，各国
棋院推行了更为现代化的培养体制。
现代围棋培训与我们企业培训体制一
样，形成了标准的流程，开发各种课程
软件。当AI出现之后，不少棋手转而投
向 AI，钻研 AI 的招数，提升棋力。申真
谞也通过AI提升了自己，在比赛中大概
率命中 AI 首选，与 AI 高度吻合，大家称
他为“申工智能”。

有一利则有一弊，有好之者则有恶
之者。AI的出现，让下棋不再那么有趣
了。棋手们几乎唯AI是从。今天，人们
下棋讲棋皆以AI为准绳，失去了人性复
杂之趣，失去了各种变数的可能性，也失
去了棋的灵动和美感。AI唯利是图，目
标单一。AI可以实时判断出棋局中黑白
双方的胜率。我国市面上的围棋AI软件
有星阵、绝艺和 Katago。腾讯开发的绝
艺在棋手中较为流行。人们讲棋复盘的
时候，每一句话总是以“AI建议”或“AI推
荐”为开头。你每落一子，AI就直接给出
了你的每一步胜率。这也给了棋手们作
弊的机会，尤其是在网络上下棋，双方通
过电脑远程对弈，私底下他可能偷用了
AI。韩国就多次出现过棋手利用 AI 作
弊，有个女棋手战胜了九段高手，后来专
家发现其与AI 吻合率高达 92%，女棋手
不得不承认使用了AI，韩国棋院罚她禁
赛一年。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棋手，即
便面棋，也能借助各种手段用 AI 作弊。
有的棋手不会招招利用AI，只在关键时
刻作弊。这种手段相当隐秘，你甚至没
法判定。这跟我们今天某些高明的文抄
公一样，只抄袭他人的一部分，嵌入自己
的一部分，然后修改组合。

柯洁在被阿尔法狗打败的那一瞬间
泪崩了。某种意义上，那眼泪是为人类
棋手而流的。AI终结人类传奇，开启了
它不可战胜的神话。人们描述当年范
西屏和施襄夏的“当湖十局”，那种仙气
缥缈可以用来对决最枯燥乏味的 AI 软
件。过去，柯洁下棋很“浪”，东一下，西
一下，让人摸不着头脑，在棋局中迷魂
阵一般表演，有天才般的灵气，有下嗨
了的酣畅淋漓，也有炫耀的成分。但是
这种灵动的棋风，在AI面前已经荡然无
存了。AI推翻了过去各种定式，比如点
三三定式，同时也固化了各种新的定
式，让变数越来越少，让下棋越来越单
一。AI推荐下法，人类无法抗拒。棋手
爱之恨之，爱恨交加，然后老老实实地
回到 AI 面前俯首称臣认真学习。AI 时
代，人类的智力不再受人膜拜。棋手拼
的只是看谁犯错更少，谁犯错少谁就是
胜者。偶尔也有超越AI的神之一手，也
是相当罕见的。

棋手在黑白之间深度计算，也伴随
着复杂的情感波动，演绎着一曲曲人类

“脑际争霸”。看棋手下棋，也是趣事。
柯洁每当弈到难分难解处，习惯用右手
拇指和食指狠狠地揪着自己的头发，然
后顺时针缠绕、拉扯、转圈。一边盯着棋
盘，一边扯着头发，同时大脑在高速运
转。有的网友戏称，这是在给脑袋上发
条呢。

学棋、爱棋、下棋、看棋，可以从中找
到纯粹的智力游戏乐趣。就像美剧《后
翼弃兵》中最后一幕，当刚刚拿下世冠的
女棋手独自一个人奔向街头下棋的普通
人群时，这些平凡的粗汉们哈着热气惊
讶站起来欢呼鼓掌。这让她体会到冠军
不是唯一，让她在游戏里找到了宽慰日
常生活的更重要的快乐。当职业冠军与
纯粹业余爱好者相视一笑时，两种快乐
融为一体。人的纯粹快乐与尖端竞技荣
耀同样重要。我们也不妨放下刷抖音的
手，不为冠军而去学一盘棋，体验训练大
脑的单纯快乐。这些年，有的希望小学
也把围棋请进了课堂，今年的高考作文
还特别借用了围棋“本手、俗手、妙手”的
术语来作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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