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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棋中文人说张展    自清末民初以降，挚爱棋艺的有识之士即充分利用报纸这方得心应手的宣传阵
地，开创“棋栏”，推介象棋基础知识，忆述棋坛掌故，传达棋界动态，弘扬民族文化，启示发展前
景，以达成促使中华国粹深入人心的夙愿。
此举影响深远，个中代表人物不在少数，其佼佼者如主持上海《时事新报·象棋栏》的谢侠逊、《四
明日报》的冯友笙、昆山《旦报》的王正明(后享誉台湾棋坛)，先后主持上海《新闻报》的谢侠逊和
许弼德、天津《商报》的钱梦吾、北京《彙报》及《小小日报》的孙经存、香港《华字日报》的周德
裕等，均在铺平拓宽象棋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上，起到了登高一呼、群山响应的显著作用，青史留名
，后人永志难忘。
    及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体委把象棋列为正式运动项目，进一步提高了它的社会地位。
上海杨柏伟先生在《起起落落数百秋》中曾列出中国象棋出版物历史上的四个高峰期，继以清嘉庆年
间“清代排局四大名谱”与民国时期的《象棋谱大全》为主要标志的两个高峰期之后，另外两个高峰
期先后出现在1956～1966年及1977～2000年。
在这两个阶段，象棋活动频频举办，发行书刊量大质高，媒体热情宣传不遗余力，呈现专业性的“七
刊二报”与全国各地报刊遥相呼应、相辅而行的鼎盛局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报纸棋栏主持人有《新民晚报》的小秀、蒋是枢、张建东，《羊城晚报》的黎民良、
陈幸、葛万里，《北京晚报》的吕会民，《象棋报》的陈松顺，《体育报》与《棋牌周报》的殷波，
四川《棋牌报》的程明松、曾绍东，《体坛周报》的谢锐等，他们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历史贡献。
    然而待到2004年，象棋刊物仅余两家：《棋艺》独撑危局，《象棋研究》惨淡经营、朝不保夕。
棋报则全部消失，广大棋友不愿看到的象棋报刊低迷状态自此蔓延。
    正当全国象棋报刊偃旗息鼓之际，一匹“黑马”一跃而出，大有马跃檀溪奋勇救主之意。
众皆惊看，原来是北京市总工会下属的《劳动午报·弈周刊》隆重登台亮相，这一天是2003年9月12日
。
此刊每周一期，周五出刊，最初每期最多曾占用三页四开版面，除《象棋报》外，其他专业棋报在此
之前尚未见有如此慷慨大方的版主。
其内容包括多棋一牌，主编兼记者的重担，全由张展先生一肩挑起。
在该报创刊号“编者的话”里，张展诚恳表示：“创办此刊是为棋迷朋友服务，办刊准则是四句话，
‘反映棋坛动态，报道重大赛事，注重娱乐功能，照顾不同人群’。
”说到做到，张展还真办出了自己的特色，和读者的距离达到了近身交流、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程
度。
至于张展是否兑现了承诺，棋友们不妨用眼前这本《象棋人生》来作查验的物证，因为书中的内容都
是那时生动而翔实的写照。
    张展在象棋报刊饱经忧患之时，慨伸援手，意欲力挽狂澜，另树新枝，以“弈周刊”的独创精神，
为国家级非遗项目添砖加瓦。
事实上，《劳动午报》的确在一个时期内有赖于“弈周刊”的影响力才提升了知名度，从而使报纸销
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棋友何左峰曾几次去建国门邮局都买不到当天的“弈周刊”，因已被一抢而光。
张展的开拓性作为不容小觑，应纳入难能可贵的范畴，只可惜仍被杨柏伟先生不幸言中：“出版象棋
书(斌注：或报纸)的获利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中所占的份额不高，不可能成为出版社(斌注：或报
社)的经济支柱，往往被认为‘可有可无，无足轻重’。
如果出版社的领导对棋书不感兴趣，那这个‘可有可无’的小项目就极有可能被砍掉。
”“弈周刊”在创办六年后，终因领导更换等缘由在一片惋惜声中与广大棋迷朋友遗憾告别，但这丝
毫无损于对张展的正面评价。
    张展对棋艺事业披肝沥胆、急公好义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毋庸赘述，然其功成不居的恬淡心态
，尤为棋界同仁称许。
思前虑后，权衡再三，愚意张展所做贡献，足堪与诸多前贤比肩而立，毫不逊色，不知众棋友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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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刘国斌    2012年9月15日于方庄蜗居“渊缘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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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象棋人生》由张展著，这本书是作者的一本象棋作品集，从2003年的 《传奇大师臧如意》到
2011年的《罗春阳还钱记》，中间跨越了八九年时间，收录了这期间作者所 写的一些关于象棋的人和
事。
这些人和事大多发生在身边，有的是亲历
亲为，有的是对一些象棋名人的采访、记录，有的是对已经故去的棋坛泰 斗级人物的追记。

《象棋人生》适合象棋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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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展，祖籍山东德州，1955年出生于北京，回族。
20世纪70年代插队于京郊，两年后进入工厂。
80年代末调入《北京工人》杂志社，先后任编辑、副主编。
9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午报》社，先后编辑法制、要闻、体育、副刊等栏目，采写了百余万字的纪实
作品，多次获全国、北京市新闻奖项。
先后担任北京市体育记者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职工体育协会常务理事及棋牌分会秘书长，象棋一级
裁判，曾在首都新闻界象棋比赛、国际象棋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连续多年获单位“先进工作者”称号及市总工会、市委宣传部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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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辑 弈林纪实
 山村一夜
 家有棋书老来读
 鸿沟追记
 中科院象棋对抗赛参赛笔记
 象棋裁判培训班听课日记
 一副对联三地棋心
 半步桥纪事
 老魏办棋赛众人来捧场
 女人的棋赛
 南征白洋淀
 棋迷三题
 象棋六记(节选)
 幼童拜师记
 景山棋苑关张原因探析
 北京：五人在江湖专吃“象棋饭”
 古棋谱之憾
 盲棋1对21：蒋川挑战思维极限
 董国栋：即使主力棋手出走也把象甲进行到底
 棋王棋圣联众斗法
 女子象棋队立靶吴兰香
 与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徐光宪下棋
 俞正声：改变棋手命运的一纸批示
 陈团生：摇旗呐喊为象棋
 我们看中了象棋的发展空间
 象棋走向世界的号角已经吹响
第二辑 江湖棋手
 京城“四少”棋史留名
 罗春阳还钱记
 梁宏涛：从红案到茶楼老板
 警察陈岗：棋腔棋韵自多情
 尹乃文：未成大师亦欣然
 烹饪技师和他的抗日排局
 大兴棋王与《弈坛漫记》
 象棋让他从云南大山走进京城
 孙耀先出山记
 王亚军：下棋也讲姓名学？

 马鸣祥与景山棋社
 殷广顺拍子收高徒
 智残人王义：敢在棋坛竞风流
 怪人方长勤
 “江湖棋王”感谢未婚妻
 乌克兰女孩：学棋一个月竟敢闯棋坛
 越南第一女高手吴兰香：如果缘分到愿嫁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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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棋坛大家
 传奇大师臧如意
 金启昌二三事
 傅光明：风雨棋坛五十年
 《棋王》原型何连生
 棋坛“判官”王孔兴
 象甲张强
 谦和大师龚晓民
 靳玉砚：仲夏当大师金秋娶新娘
 蒋川：历经艰辛渐臻佳境
 唐丹三哭
 北京女孩史思旋的“歧途”之旅
 王琳娜：棋坛“大姐大”
 “美女棋手”郭莉萍
 胡明：我跟阎文清不好说回报
 “亚洲棋后”谢思明
 金波：从出租车司机到象棋大师
 王斌：现在最想拿全国冠军
 赵鑫鑫：下一辈子棋很悲哀
 重庆守妻女洪智很知足
 卜凤波：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蒋全胜：川蜀象棋未在地震中乱盘
 台湾棋王吴贵临
 许银川：象棋必须全面商业化
 徐天红：笑佛也有冷面时
 赵国荣：改革象棋从卒开始
 黄鹤楼下走来巍巍柳大华
 黄少龙：育人为教授博弈做大师
 刘国斌：从国门到特级国际裁判
 徐家亮：在棋与书的世界翱翔
 董齐亮：比专业还“专业”的业余棋家
 弟子眼中的谢小然
 回族棋手张德魁的马炮人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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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当时什刹海体校有两个象棋班，一个是常训班，完全是业余时间学；一个是提高班
，属半专业性质，学生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学棋。
靳玉砚被分到提高班。
在提高班学了一年之后，体校取消了象棋项目，他就不学了。
 靳玉砚走上象棋之路，离不开他的父亲。
靳玉砚告诉作者：“小时候，我父亲看我特别爱下棋，就把一张棋盘贴在我们家的折叠桌上，吃饭时
当餐桌，吃完饭擦干净就打谱儿，全家都特别支持我下棋。
” 26岁的靳玉砚回首童年，流露出许多怀念之情：“我父亲一到星期天，就骑自行车带我到西直门桥
头，有很多人在那下棋，其中有张国权、刘征⋯⋯”而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年长他十多岁的人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这个人现在“英雄无觅处”了，但他对少年靳玉砚学棋却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
那是1990年的一个夏天，靳氏父子在西直门桥头携棋求艺，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
他们到桥下避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都常到这里下棋，熟脸儿，他们就下起了棋
。
大概看年龄差距大，棋力差距也大，这青年说：“如果我赢不了你，下和了，我这副棋就送给你。
”听了这话，小靳铆足了劲，最后竟赢了对方。
他欢天喜地地把那副塑料象棋带回家，也把对象棋的信心和信念带回了家——这是他在象棋方面得到
的第一个奖品⋯⋯ 这个青年叫沈全，不经意间，以一副象棋的代价为北京市的第15位男子象棋大师尽
了些许培养之力。
如今，靳玉砚提起他，就有一股暖流涌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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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我的一本象棋作品集，从2003年的《传奇大师臧如意》到2011年的《罗春阳还钱记》，中间
跨越了八九年时间，收录了这期间我所写的一些关于象棋的人和事。
这些人和事大多发生在我身边，有的是亲历亲为，有的是对一些象棋名人的采访、记录，有的是对已
经故去的棋坛泰斗级人物的追记。
棋界翘楚谢军任北京棋院院长时曾著文说我的文章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似对我“真实、客观、
全面”写作追求的一种肯定。
    我的棋瘾曾经很大，棋力处于上升阶段时，雄心勃勃地产生过“携鸿沟镞与垓下剑云游四方”的想
法，但后来与高手过着儿赢得少、输得多，虽然兴趣还在，但心气儿却降了。
后来环境变化，最终在北京琉璃厂开了一家画廊，做起了书画买卖。
虽然改了行，但朋友圈儿还是老的，老有棋友找上门来杀几盘。
一次与棋友较上了劲，全不顾一位进店买画的顾客，其问了几个关于作者、价格的问题，我的心思全
在棋盘上，回答了没有或者回答了什么，现在全无记忆。
后来一起开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那人是一位南方老板，其悻悻然离开后，进了另一店，买了人家十
多万元的画。
下棋耽误事，确实！
但后来，依然有棋友来访，我依然跟他们较劲——象棋的魔力是无法抗拒的。
    在经济管理出版社郝光明、张达同志的帮助下，这本书得以出版；刘国斌老师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
溢的序言和贺词，读后让我产生了对象棋“贡献太少”的内疚；我与乔健先生的友谊保持了二十余年
，他为本书写的另一篇序言让我对往昔岁月产生了无限怀恋；董齐亮、徐家亮、季本涵、刘殿中、柳
大华、徐天红、吕钦、郭莉萍、言穆江等大家的题词是来自棋坛的鞭策和鼓励；《劳动午报》原社长
、总编辑张铁京(现为北京盈联学会副会长兼书法艺术部主任)，中国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田原先生的
题字使本书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味道；在我的朋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赵冠一先生的帮助下，深受眼
疾困扰的书界巨擘李铎将军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这为本书增添了厚重之感⋯⋯在此，向上述各位师友
以及为本书出版发行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祝他们事业发达，万事如意。
    这本书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棋迷的喜爱，对我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希望这不仅仅是奢望。
    张展    2012年10月12日于北京半雅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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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象棋人生:象棋名人轶事》中北京象棋队聚集着一群名声很大的人，由于靳玉砚的“后进追先进”，
现在除新外援王瑞祥外，都是一水儿的象棋大师，打头的是“棋界无人不识君”的张强，后面是蒋川
、龚晓民、常婉华、刘君，殿后的是“小不点儿”史思旋、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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