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冠军之路】
李天罡：走出阴影，业余比赛展现“职业”水准

河南省业余围棋公开赛河南省业余围棋公开赛

纹枰会友 十载春秋
——“奥克杯”围棋赛上的故事

从4月30日开始到5月3日结束，由郑州日报社、省社体管理中心、河南奥克啤酒实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十届
“奥克杯”河南业余围棋公开赛在五一期间成了围棋迷的节日。最终，河南著名业余棋手李天罡以九轮全胜的战绩夺
得公开组冠军，这是他第四次夺得“奥克杯”冠军，有意思的是，他的4次夺冠分别是第四届、第六届、第八届和第十届，
可谓好事成双。除此之外，本届比赛还有一些有意思、有意义的故事。 晚报记者 秦明伟/文 白韬/图

“童子军”气定神闲
每年“奥克杯”都有大批少年棋手

踊跃参赛，这些“小大人”们在棋桌旁
神态各异，构成了“奥克杯”一道独特
的风景线。

在比赛期间，随处能看到蹦蹦跳跳
的小朋友，可他们下起围棋来有板有眼，
下棋的劲头一点也不比职业棋手差，他
们时而托腮沉思，时而闭目养神，架式颇
有“石佛”李昌镐的风范。看着小孩子们
一个个憨态可掬的样子，连现场的裁判
员也忍俊不禁。

据赛事组织者介绍，本次比赛几乎
会聚了河南省内所有高水平的围棋学
子，他们分别来自省内十几家围棋培训
学校和其他一些普通小学。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本次比赛，不仅河南的高手大多前来

参加比赛，远在外地的许多选手也是慕名
而来。从天津来的“姐妹花”王倩钰和陈
思颇具代表性，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平
时在一个俱乐部训练，这次比赛面对李
天罡、卢宁等强大的对手，两人巾帼不
让须眉，王倩钰一举夺得了公开组第二
名的好成绩。“和自己的偶像一起比赛，
不枉此行。”王倩钰笑着说道。

弹指10年间，随着“奥克杯”的影响
不断增大，全省各地市开始有组织地报名
参加“奥克杯”，再后来，西安、天津等地连
续几届组队前来郑州，“奥克杯”已经成为
名副其实的“公开”赛。这期间，辽宁棋王
李嘉男、陕西棋王刘军、洛阳棋王关宏的
参赛，为“奥克杯”增添了不少亮色。第三
届比赛，还曾有位日本友人慕名前来参
赛，虽然未取得好的名次，但结识了许多
中国棋友，他也感叹“不虚此行”。

本届比赛中，开封和洛阳两地的棋
手来了不少，而这次夺得公开组第六和
第七的焦松岩和王鹏浩也是曾经在外地
学棋的少年。

整体水平高 名将落马不稀罕

在 5月 3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上，当获得公
开组前8名的棋手站到领奖台上时，李天罡、卢
宁、孙皓、李阳等 4人为“少壮派”的老面孔，王
倩钰、焦松岩、王鹏浩3人绝对算是“奥克杯”的
后起之秀，而真正称得上老棋手的只有郑州棋
手王峥增，有人戏称王峥增是本届“奥克杯”上
成年棋手的守门员，进入前八算是为老棋手们
挽回了些颜面。从很大程度上说，像王峥增这
样的老棋手绝对是一把高水平的标尺，衡量着

“奥克杯”参赛棋手水平的高低。“王峥增这样
的棋手仅获得第八，‘奥克杯’的水平真不低
啊。”许多人都有着这样的感慨。

王峥增在本届比赛中第四轮遭遇滑铁卢，
第六轮再遭棒喝，这两次失利让他本人都对进
入前八感到绝望，好在最后一轮他战胜了卢
宁，算是挤进前八。“奥克杯”上像王峥增这样
的“标尺型”老棋手还有不少，“奥克杯”之所以
能成为我省最高水平的业余围棋赛事，这些人
功不可没。洛阳老棋王关宏首轮即遭败绩，南
阳高手姚卓失利两盘获得第九，郑州名将王驰
名 9轮比赛失利 3盘，排名第十三……这并不
是说明这些人的水平在下降，而恰恰说明“奥
克杯”比赛一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除冠军
李天罡外无人全胜。

风雨十载 他们“奥克杯”全勤

“奥克杯”举办十届了，颇为不易，有人甚
至把本届“奥克杯”形容为“十全十美”的“奥
克杯”。一项业余赛事连续搞了十届，这在河
南体育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而李天罡、卢宁、
王峥增一起和“奥克杯”风风雨雨度过了十载
春秋。

李天罡、卢宁、王峥增这 3人见证了“奥克
杯”从 1岁到 10岁全部十届比赛。卢宁虽然比
李天罡大上几岁，但他们俩算是同时代的棋
手，第一届中他俩尚年幼，参加了少儿组的比
赛。“第二届开始我就参加了公开组的比赛。”
卢宁回忆道。

和卢宁一样，李天罡的成长道路也与“奥
克杯”密不可分，他在十届比赛中拿了 4次冠
军，他也是这么一步步地成为业余豪强的佼佼
者。王峥增十届“奥克杯”全勤，这一路他拿过
一次冠军，得过3次第二名。

第 四 届 、第 六
届、第八届，这次
是第十届，夺冠
后的李天罡笑称

“好事成双”，他
还俏皮道：

“估计明年
可就悬了。”

在全省
乃至全国的
围棋界，4次
勇夺全国业

余围棋赛事冠军的开封籍选手李天罡绝对是鼎
鼎大名。他7岁半开始学棋，15岁时获得业余七
段称号，一度被公认为实力最强大的定段少年。
不过，2006年的定段失利，彻底打碎了他的职业
棋手梦想，让他无法进入职业棋手行列。

2006年 7月，李天罡和 400多名国内的业
余棋手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围棋高考”——定段
赛，他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被永远挡在了职业
围棋的大门外。因为，时年17岁的他达到了参
加定段赛的年龄上限。

定段的失利，让李天罡迷茫了整整一年。

对于7岁多开始学棋的他来说，围棋曾经是生
活的全部，“获得世界冠军”一直是他追逐的
梦想。四处拜师学艺、奔波各地参加各种比
赛，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黑与白的围棋世界里
度过。“虽然曾经想过可能会定段失利，但那一
天真正来临时，还是接受不了，觉得奋斗目标和
梦想都破碎了。”李天罡在痛苦、迷茫、郁闷中度
过了一年。

2007年 5月，李天罡接受了陕西棋院和西
安市 83中的邀请，奔赴西安开始了新的生活。
吸引他奔赴西安的是，陕西棋院与83中联合投
资数十万元，在校园内建起了围棋基地。在那
里，他具有三重身份：西安83中学生、陕西棋院
教练组组长、业余围棋手。

今年9月，李天罡将结束西安的学习生活，
被特招到上海财经大学，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
生。在上海财经大学，他的好友卢宁已经就读
3年，还有一年就要毕业。对于即将开始的大
学生活，李天罡充满信心，他说：“年龄也不小
了，进入职业不可能了，力争在业余围棋界施展
吧。当然国内有名的奥克杯、晚报杯、黄河杯，
我是肯定还要参加的，毕竟在这些‘业余’比赛
中，我的水平绝对是‘职业’水准。”

第一次参加“奥克杯”少儿组围棋赛便成
功折桂，来自洛阳市西工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孙
启睿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故事。拿冠
军、得奖品，本该是件兴奋事，但这些在小启睿
看来并不算什么。“获得冠军是挺高兴的，不过
就那么一丁点儿。少儿组选手的实力不强，我
获得冠军也没什么。”沉稳的小启睿平静地说。

从 6岁开始学下棋，小启睿与围棋已经做
了 5年的“好朋友”。“我非常喜欢围棋，它就像
我的好朋友一样。”一谈到围棋，小启睿的脸上
满是笑容。虽然学棋只有 5年的时间，但是小
启睿的“功力”可不弱，他现在已经是业余四段
的选手了，这也难怪他会觉得参加少儿组的比
赛有些“屈才”。9连胜，小启睿的夺冠之路根
本没遇到什么荆棘坎坷。

小启睿既然有实力，为什么会参加少儿组
的比赛呢？他的父亲孙旭祥向记者讲述了其中
的一段小故事。“本来我们是想参加公开组比赛
的。因为河南有很好的围棋基础，想着少儿组
选手的实力会挺高，但我们报到的时候才听说
少儿组的实力其实并不强。因为已经报过名
了，也改不了了，只能参加少儿组的比赛。”

尽管外表上看着文气沉稳，但小启睿的偶
像却是古力。“我很喜欢古力，喜欢他那种进攻
的下棋方式，我想成为像古力一样的棋手。”小
启睿告诉记者明年的“奥克杯”比赛他还来参
加，“明年我要参加公开组的比赛，要跟李天
罡、卢宁这样的高手下，我希望自己能战胜他
们。”小启睿自信地说。为了让棋艺增长更快，
小启睿目前正在北京马晓春围棋道场学棋。

孙启睿：明年加入公开组，跟李天罡这样的高手下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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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冠军外无人全胜显示赛事高水平
本届，前八依然不好进
在5月3日下午的颁奖仪式上，当获得公开组前八名的棋手站到领奖台

上时，李天罡、卢宁、孙皓、李阳等四人为“少壮派”的老面孔，王倩钰、焦松
岩、王鹏浩三人绝对算是“奥克杯”的后起之秀，而真正称得上老棋手的只有
郑州棋手王峥增，而有人戏称王峥增是本届“奥克杯”上成年棋手的守门员，
进入前八算是为老棋手们挽回了些颜面。从很大程度上说，像王峥增这样
的老棋手绝对是一把高水平的标尺，衡量着“奥克杯”参赛棋手水平的高
低。“王峥增这样的棋手仅获得第八，‘奥克杯’的水平真不低啊。”许多人都
有着这样的感慨。

王峥增在本届比赛中第四轮遭遇滑铁卢，第六轮再遭棒喝，这两次失利
让他本人都对进入前八感到绝望，好在最后一轮他战胜了卢宁，算是挤进前
八。“奥克杯”上像王峥增这样的“标尺型”老棋手还有不少，“奥克杯”之所以
能成为我省最高水平的业余围棋赛事，这些人功不可没。洛阳老棋王关宏
首轮即遭败绩，南阳高手姚卓失利两盘获得第九，郑州名将王驰名九轮比赛
失利三盘，排名第十三......这并不是说明这些人的水平在下降，而是恰恰说
明“奥克杯”比赛一直保持在一个高水平上，除冠军李天罡外无人全胜。

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参加全部“奥克杯”
这次，他们“十全十美”

“奥克杯”举办十届了，颇为不易，有人甚至把本届“奥克杯”形容为“十
全十美”的“奥克杯”。一项业余赛事连续搞了十届，这在河南体育史上也是
一个奇迹，而李天罡、卢宁、王峥增一起和“奥克杯”风风雨雨度过了十载春
秋。

李天罡、卢宁、王峥增这三人见证了“奥克杯”从一岁到十岁全部十届比
赛。卢宁虽然比李天罡大上几岁，但他们俩算是同时代的棋手，第一届中他
俩尚年幼，参加了少儿组的比赛。“第二届开始我就参加了公开组的比赛。”
卢宁回忆道。

和卢宁一样，李天罡的成长道路也与“奥克杯”密不可分，他也是这么一
步步地成为业余强豪的佼佼者。“奥克杯”赛事最“十全十美”的也当属李天
罡，他在十届比赛中拿了四次冠军。王峥增十届“奥克杯”全勤，这一路他拿
过一次冠军，得过三次第二名。

冠军故事
李天罡：走出阴影，好事成双
第四届、第六届、第八届，这次是第十届，夺冠后的李天罡笑称“好事成

双”，他还俏皮道：“估计明年可就悬了。”
在全省乃至全国的围棋界，4次勇夺全国业余围棋赛事冠军的开封籍选

手李天罡绝对是鼎鼎大名。他7岁半开始学棋，15岁时获得业余七段称号，
一度被公认为实力最强大的定段少年。不过，2006年的定段失利，彻底打碎
了他的职业棋手梦想，让他无法进入职业棋手行列。

2006年 7月，李天罡和 400多名国内的业余棋手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围
棋高考”——定段赛，再次与命运之神擦肩而过，被永远挡在了职业围棋的
大门外。因为，时年17岁的他达到了参加定段赛的年龄上限。众多围棋名
家和围棋爱好者在为李天罡扼腕痛惜的同时，也不禁为他的将来担忧。

“没有比我现在更理想的状态了，学习、下棋都不误。”李天罡说。
定段的失利，让李天罡迷茫了整整一年。对于 7岁多开始学棋的他来

说，围棋曾经是生活的全部，“获得世界冠军”一直是他追逐的梦想。四处拜
师学艺、奔波各地参加各种比赛，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黑与白的围棋世界里
度过。“虽然曾经想过可能会定段失利，但那一天真正来临时，还是接受不
了，觉得奋斗目标和梦想都破碎了。”李天罡在痛苦、迷茫、郁闷中度过了一
年。

2007年5月，李天罡接受了陕西棋院和西安市83中的邀请，奔赴西安开
始了新的生活。吸引他奔赴西安的是，陕西棋院与83中联合投资数十万元，
在校园内建起了围棋基地。在那里，他具有三重身份：西安83中学生，陕西
棋院教练组组长，业余围棋手。

今年9月，李天罡将结束西安的学习生活，被特招到上海财经大学，成为
一名真正的大学生。在上海财经大学，他的好友卢宁已经就读三年，还有一
年就要毕业。对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李天罡充满信心，他说：“年龄也不
小了，进入职业不可能了，力争在业余围棋界施展吧，当然国内有名的奥克
杯、晚报杯、黄河杯，我是肯定还要参加的，毕竟在这些‘业余’比赛中，我的

水平绝对是‘职业’水准。”

孙启睿：明年我要跟高手下
第一次参加“奥克杯”少儿组围棋赛便成功折桂，来自洛阳市西工区第

二实验小学的孙启睿书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美好故事。拿冠军、得奖品，本
该是件兴奋事，但这些在小启睿看来并不算什么，“获得冠军是挺高兴的，不
过就那么一丁点儿。少儿组选手的实力不强，我获得冠军也没什么。”沉稳
的小启睿平静地说。

从6岁开始学下棋，小启睿与围棋已经做了5年的“好朋友”。“我非常喜
欢围棋，它就像我的好朋友一样。”一谈到围棋，小启睿的脸上满是笑容。虽
然学棋只有5年的时间，但是小启睿的“功力”可不弱，他现在已经是业余四
段的选手了，这也难怪他会觉得参加少儿组的比赛有些“屈才”。9连胜，小
启睿的夺冠之路根本没遇到什么荆棘坎坷。

小启睿既然有实力，为什么会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呢？他的父亲孙旭祥
向记者讲述了其中的一段小故事。“本来我们是想参加公开组比赛的。因为
河南有很好的围棋基础，想着少儿组选手的实力会挺高，但我们报到的时候
才听说少儿组的实力其实并不强。因为已经报过名了，也改不了了，只能参
加少儿组的比赛。”

孙旭祥告诉记者，小启睿与围棋成为“好朋友”纯粹是一种偶然。“我自
己也会下围棋，我的同事也有下的，就让他们带着启睿下，就这样他与围棋
交上了朋友。我原来也给他报过电子琴、书画这样的特长班，但是学上围棋
后，启睿就只对下棋感兴趣。”孙旭祥笑着说。父亲的“意外”引路，小启睿从
此迷恋上了围棋，为了让棋艺增长更快，小启睿目前正在北京马晓春围棋道
场学棋。

尽管外表上看着文气沉稳，但小启睿的偶像却是古力。“我很喜欢古力，
喜欢他那种进攻的下棋方式，我想成为像古力一样的棋手。”小启睿告诉记
者明年的“奥克杯”比赛他还来参加，“明年我要参加公开组的比赛，要跟李
天罡、卢宁这样的高手下，我希望自己能战胜他们。”小启睿自信地说。

花絮：

“童子军”奥克杯的新生代
每年“奥克杯”，都有大批少年棋手踊跃参赛，这些“小大人”们在棋桌旁

神态各异，构成了“奥克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届“奥克杯”，参赛棋手最
小的才4岁。

在比赛期间，随处能看到蹦蹦跳跳的小朋友，可他们下起围棋来有板有
眼，下棋的劲头一点也不比职业棋手差，他们时而托腮沉思，时而闭目养神，
架势颇有“石佛”李昌镐的风范。看着小孩子们一个个憨态可掬的样子，连
现场的裁判员也忍俊不禁。

据赛事组织者介绍，本次比赛几乎汇聚了河南省内所有高水平的围棋
学子，他们分别来自省内的十几家围棋培训学校和其他一些普通小学。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本次比赛，不仅河南的高手大多前来参加比赛，远在外地的许多选手也

是慕名而来。从天津来的“姐妹花”王倩钰和陈思颇具代表性，两个十几岁
的小姑娘平时在一个俱乐部训练，这次比赛面对李天罡、卢宁等强大的对
手，两人巾帼不让须眉，王倩钰一举夺得了公开组第二名的好成绩。“和自己
的偶像一起比赛，不枉此行。”王倩钰笑着说道。

弹指十年间，随着“奥克杯”的影响不断增大，全省各地市开始有组织地
报名参加“奥克杯”，再后来，西安、天津等地连续几届组队前来郑州，“奥克
杯”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公开”赛。这期间，辽宁棋王李嘉男、陕西棋王刘
军、洛阳棋王关宏的参赛，为“奥克杯”增添了不少亮色。第三届比赛，还曾
有位日本友人慕名前来参赛，虽然未取得好的名次，但结识了许多中国棋
友，他也感叹“不虚此行”。

本届比赛中，开封和洛阳两地的棋手来了不少，洛阳老棋王关宏百忙之
中前来参赛，洛阳“四大金刚”之一的陈纲本来就是“奥克杯”的常客，南阳棋
院院长姚卓也是只要没有公务，逢“奥克杯”必来。这次夺得公开组第六和
第七的焦松岩和王鹏浩也是曾经在外地学棋的学棋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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