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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柳大华、党斐师徒盲棋表演赛现场，除
了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柳大华超强的象棋功力
让人叹服外，身为柳大华弟子的22岁河南小伙
党斐也让家乡人赞叹不已。这个正在武汉理
工大学上大三的帅气小伙，和师傅柳大华一起
为家乡棋迷展示了精彩的盲棋功夫。

8岁即拜在柳大华门下学棋的党斐，深得
老师真传。他在2003年的全国少年锦标赛上，
以不败战绩夺冠，被授予“象棋大师”称号，成
为河南第一个“象棋大师”。之后，党斐在柳大
华老师的家乡队——湖北队效力，随队征战全
国象甲联赛。现在，党斐已经回归河南啟福象
棋队，今年他将作为绝对主力代表河南参加象
甲联赛。党斐明确表态，他非常希望能代表家
乡出战，这样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无法比拟

的。他说：“我会尽最大努力来回报家乡父老，
请大家放心。”

客观地说，虽然在全国范围内的象棋大
师里，党斐的名气还不是很大，象棋功力也
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作为河南第一
个象棋大师，深得柳大华真传的党斐人气会
越来越旺。

其实，党斐的才华还有很多，在大学校园
里，他是个活跃分子，除了积极组织校园象棋
比赛外，还曾荣膺武汉理工大学校园十佳歌
手。这次“啟福·晚报象棋文化节”，党斐出
力不小，除了参加盲棋表演赛外，还是晚报
大讲堂“柳大华大师棋与人生”讲座的主持
人。此外，他积极参与赛事组织工作，忙得不
亦乐乎。

很开心有机会在这里写一写心目中的柳
大华老师，我自从8岁与柳老师相遇，一晃十几
年过去了。提起笔来，思绪万千。可以说，柳老
师不仅是我一生的恩人，更像是我的父亲。

下好棋，先做人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遇到贵人，而我生命

中的转折便是遇到了柳老师。
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与柳老师第一次见

面时的情景，那时我还是个8岁的孩子。第一
次看到心中的偶像站在面前，我的心中对柳老
师充满了敬畏。但是，没想到的是，柳老师走
到我的面前，微笑着拍了拍我的小肩膀，轻轻
地对我说：“要加油啊。”顿时，我的心中仿佛一
阵暖流经过。那年的夏天，我便来到了武汉，
开始了跟随柳老师学棋的生活。

柳老师常说：“下好棋，先做人。”我想，这也
许就是棋如人生的精髓所在吧。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在与柳老师相处的漫漫长路中，我在柳老师

家中生活的那几年始终是我心中最深的记忆。
由于从小来到武汉学棋，父母又忙于工作，

我在武汉学棋时的食宿便成了一个大问题。这
时，我的父母提出能否安排我在柳老师家中生活
的建议，没想到，柳老师欣然同意了。

在柳老师家生活的几年，柳老师不仅仅是我的
老师，更像是我生活中的父亲。虽然当时的学棋生
活很枯燥，但是我依旧非常快乐。在外地学棋的日
子里，家的温暖始终包围着我。

当然，我也会犯很多错误。记得有一次，我偷
偷地在训练的时间里跑出去到网吧上网，在我玩
得最开心的时候，突然感觉到门口闪过一个熟悉
的身影。我的心里顿时一惊，我知道是柳老师来
找我了。于是，我赶快关了电脑，低着头走出了网
吧。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心情，真的好害怕。但
是，柳老师看到我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示意让我坐
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来，把我送回训练室。坐在
车后座上，看着柳老师魁梧的后背，我的眼泪再也
忍不住了，吧嗒吧嗒掉了下来。那时的我，突然觉
得，面前的柳老师，更像是我的父亲。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小时候的我，便对这
句话有了深深地体会。

成功瞬间，与师为伴
永远都无法忘记我获得“象棋大师”称号时激

动的心情，更无法忘记那次比赛时与柳老师为伴的
分分秒秒。

2003年的全国少年赛，是我最后一次参加全
国少年赛，也是我最后一次在少年时期冲击大师称
号。比赛在我的无限期待中拉开了大幕，前几轮
我的状态非常好，非胜即和，一马领先。但是从
第六轮开始，比赛慢慢困难起来了。到最后一轮
之前，我竟然被对手超过了，沮丧的心情随之而
来，斗志也仿佛随之消失。那个时候，柳老师语
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个局面我是预想过的，被人
超过了不一定是坏事，它会使你更沉着。”柳老师
的话使我猛醒，自信又回来了。从柳老师手中接
过沏好茶的水杯，我气势如虹地上场了。最终，
经过一番缠斗，我顺利战胜对手，终于实现了冠军
与大师的梦想！

柳老师，谢谢您。那个瞬间，我将永记心间。
中国象棋大师 党斐柳大华：感谢中原棋迷的热情

首届啟福·晚报象棋文化节得到了广大棋
友的积极响应，从 4月 4日柳大华做客晚报大
讲堂时的座无虚席，到 4月 5日盲棋表演赛现
场的热闹非凡，大家对象棋文化节给出了非常
肯定的回应。昨晚，柳大华一行离开郑州前往
山东观看全国象棋团体赛。临行前，柳大华表
示，非常感谢郑州晚报和啟福置业搞了这么好
的一个活动，并对中原棋迷的热情表示感谢。

“这次文化节非常成功，作为承办方，我们
感到很欣慰。”首届象棋文化节总策划之一单
红钦高兴地说。

在盲棋表演赛现场观摩的棋友来自社会
各界，记者也随机采访了几位棋友，棋友都表
示本次象棋文化节搞得非常好，给棋迷提供了
一次近距离向大师学习的机会。来自郑棉三
厂的一位 71岁的老先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
名，但他说起柳大华的经历简直如数家珍，他
说：“这次活动搞得很好，河南象棋界很久没有
见到这样的场面了。”

盲棋表演赛网上受热捧
柳大华师徒在郑州的盲棋表演

赛和在晚报大讲堂进行的“棋与人生”讲座
得到了象棋专业媒体的关注，北京象棋专
业频道及泓弈象棋网全程跟踪报道了本次活
动，新浪、搜狐、网易等国内主流门户网站也
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泓弈象棋网是一个处于上升势头、颇具人
气的象棋专业网站。在该网站上，记者看到，
柳大华、党斐师徒的盲棋表演赛有七八百人在
线观看。据泓弈网负责报道该活动的小陈介
绍，能有这样的关注度非常不错，一般来讲，全
国大型象棋比赛的在线观看人数在 1000 到
1500人。

另外，在该网站的论坛上，记者看到“‘啟
福·晚报象棋文化节’柳大华、党斐师徒双人盲
棋表演赛”的专项报道帖子置顶后人气最高，
点击数近 4000人次，跟帖、回帖数在置顶帖里
面同样最高。看来，柳大华的中原之行在象棋
界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事件。

象棋文化节一定要坚持搞
而且要每年一个特色

记者：首届象棋文化节，你有什么看法？
卢一博：毕竟是首届，还有着许多遗憾和

不足。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是个非常好的活动，
激活了中原大地的象棋元素，这是一次河南象
棋界的盛会。

记者：理想的象棋文化节应该是什么样的？
卢一博：应该吸引更多人参与进来，懂象棋

的，不懂象棋的，大家都来积极参与，来了解中国
古老的传统，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记者：这样的象棋文化节以后还会继续搞
下去吗？如果继续搞，有没有好的设想？

卢一博：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现在明确
告诉你，每年都要搞，每年一届。希望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把象棋文化节做成品牌，更有
影响力。我希望以后每届都有一个特色，另
外看看以后可不可以时间再长一些，比如 3
个月、半年。

做人和下棋是对等的
接手河南象棋纯粹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记者：你本人平时下棋吗？
卢一博：我平时没时间下棋或研究棋，下

棋水平也一般。不过我觉得做人和下棋是一
个道理，是对等的，通过下棋能窥透人生。

记者：有人说，啟福接手当时无米下炊、举
步维艰的河南象棋队等于拯救了一支队伍、一
个行业。你是怎么认为的？会坚持下去吗？

卢一博：这里我要特别提及郑州晚报，没
有你们的报道，我们不可能知道当时河南象棋
队面临的困境，接手河南象棋队也就无从谈
起，我认为郑州晚报的功劳至少占一半。至于
我本人的想法，其实很简单，纯粹是一种社会
责任感。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企业挣了钱，
就要有意识地去努力回报社会。

每年投入百万，今年象甲保级最重要

记者：每年在河南象棋队身上投入多少，
能大致透露一下吗？

卢一博：俱乐部占据整整一层，这个固定资
产的投入不说，我们每年资金的投入在百万元上
下，这个水平在象甲队伍最起码属于中上吧。

记者：河南象棋队的实力在象甲队伍中还
很弱，我们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卢一博：保级，一定要保级。我们的棋手
现在训练条件这么好，没有理由不出成绩。
虽然我们实力还不是很强，有着
很大的压力，但是保级的目标是
不会变的。

象棋盛宴象棋盛宴 相约来年相约来年

不光是恩人，更像父亲

党斐 这个河南娃真不赖

卢一博，27岁，最年轻的
省政协委员，啟福置业总经
理，首届啟福·晚报象棋文化
节承办方负责人。2007年年
底至 2008年年初，在河南象
棋队从甲级降为乙级后，啟
福接手河南象棋于危难之
际，并成立具有职业性质的
河 南 啟 福 棋 牌 俱 乐 部 。
2008年，河南啟福象棋队升
入象甲。

卢一博办公室的墙壁上
悬挂着 4 个大字：“博海无
涯”。在这间办公室里，晚报
记者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探
讨了河南象棋的现状和发展
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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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文化节·视角】

【党斐眼中的柳大师】

柳大华（左二）和象棋文化节承办方负责人交流柳大华（左二）和象棋文化节承办方负责人交流

柳大华给棋迷签名柳大华给棋迷签名

党斐在盲棋表演赛现场党斐在盲棋表演赛现场

柳大华、党斐师徒情深柳大华、党斐师徒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