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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农心杯三国擂台赛上由山下敬吾、羽根直树、高尾绅路、坂井秀
至、结城聪5位九段高手组成的日本队竟以“一盘不赢”的惨况提前出局。
昔日“围棋王国”的日本，在三国擂台赛上竟会输得如此惨不忍睹。日本棋
院理事长大竹英雄九段日前艰难地作出了振兴日本围棋的决断——组队参
加中国围乙联赛。为此，大竹英雄理事长委派其“特使”聂卫平棋圣的儿子
孔令文专程来到北京，正式向中国棋院提出了日本棋院希望组队参加中国
围乙联赛的请求。

卧薪尝胆

辉煌不再，世界大赛桂冠难觅日本棋手
最近几年在世界围棋大赛上日本棋手几乎都被挡在了四强之

外，有时甚至在八强里也难觅日本棋手的身影。为此，以大竹英雄
为首的日本棋界再也无法“无动于衷”了。

据悉，日本棋界在希望组队参加中国围乙的同时，又有日本年
轻棋手到韩国围棋道场“留学”。日本棋界“双管齐下”的目的很明
显，就是向中韩围棋学习，卧薪尝胆，重整旗鼓。

中国棋界对于日本棋院这“特殊请求”，
给予了十分积极的回应。尽管中国的围乙联
赛不是国际比赛，但中国棋院还是“特事特
办”，将自己的联赛向外“开放”。据悉，中国
棋院在征得今年围乙各参赛队同意和报请国
家体育总局同意时，答复日本棋院可以组队
前来参赛。

中国棋院院长刘思明表示：“从上世纪60
年代起，新中国围棋的发展就得到了日本棋
界的关心和支持。现在日本围棋有些困难，
我们应该尽力帮助，这是为了报恩。”

新中国围棋
的发展和提高，确
实离不开日本围
棋 的 支 持 和 帮
助。日本著名棋
手藤泽秀行倡导“围棋无国界”，从 1981年起
自费组织“秀行兵团”连续来华访问 14 次，
令人敬佩。像马晓春、刘小光、常昊等一大
批中国棋手都是在与“秀行兵团”的对抗中
成长起来的，并最终成为战胜日本棋手的
主力军。

现在中国的围乙联赛，其比赛争夺的激烈
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围甲联赛。特别是围乙
比赛要在10天时间内，十几个队进行7场高强
度的对抗后，仅有两个队晋级围甲，其残酷性
可以想象。

今年6月在厦门进行中国围乙的比赛，韩
国李昌镐、李世石、姜东润、朴永训等都将以外
援的身份，分别代表广州、广西、平煤、四川等
队参赛，行家预测今年中国围乙之争夺，将会

空前激烈。
日本棋院将组织一支既年轻又有实力的

队伍参加中国围乙。面对如此竞争激烈的围
乙大战，日本队似乎对“冲甲”信心不足。日本
棋院今年的目标：锻炼队伍和力争保级。尽管
日本队目前是“低调”面对参加中国围乙，但日
本棋院已有了一旦“冲甲”成功就参加中国围
甲联赛的预案。据透露，日本队主场的首选城
市是上海。 张建东

盲人夜里打灯笼，众人不解，盲人答：
我是为自己点灯，黑夜里别人看得见我，
才不至撞到我……读了中国棋院这则新
闻后，想到的，是这则禅意故事。

放眼全世界，围棋“发达国家”，也就
中日韩三国，如今日本弱了，只剩中韩
了。对一个项目来说，这并非一个良性的
循环——高手集中在一两个国家，就像中
国的乒乓球、羽毛球，时间长了，别人懒得
陪你玩了。而就一项运动来说，如果参与
的国家越来越少，或是比赛总是一边倒，
长此以往，会失去吸引力。所以“棋逢对
手”，才是我们追求的境界。

韩国选手，一直都在积极参加中国的
围棋联赛，追求的，也是一种良性的互
动。如今，日本选手也要加入了，与韩国
选手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是以整个一支队
伍的形式来参加。这当然是好事：比如，
扩大了参与的范围，提高了关注程度。再
比如，可以进一步做大中国联赛，提升影
响力等。

中国的围棋联赛，其实需要更多类似
的良性互动。敞开大门，欢迎各路高手前
来参赛，这样的联赛，才会更精彩，才更有
新意……就像乒乓的“养狼”计划，帮别人
的同时，其实，你是在帮自己！ 小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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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围乙联赛很热闹
李世石、李昌镐都以外援身份参赛

助人助己，当初日本对中国围棋崛起有贡献

低调务实，围乙竞争激烈先保级再说

帮别人就是帮自己酷
评

日本国棋目前两大
顶尖人物山下敬吾（右）、
羽根直树（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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