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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3年，我在韩国全罗南道的木浦出生。
初识围棋是大约四岁的时候，由于经常看父亲曹喜儿在附近的棋所与人对弈，不觉之间便学会了。
“神童啊！
若不认真培养，实在可惜。
”经不住邻居们如此劝说，父亲于1958年举家迁居汉城，很快我就进了韩国围棋第一人赵南哲开办的
围棋会所，七岁成为韩国棋院院生，九岁入段，翌年升为二段。
此后，我又在人们的劝说之下于1963年赴日修行，成了濑越宪作九段的内弟子。
当时的韩国围棋属于那种不经布局阶段便即进入战斗，且战斗绵延不绝的争棋，经常是未至收官便胜
负已分。
然而在日本，如此行棋就行不通了。
作为韩国棋院的二段棋士，最初却被评定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四级，而我满以为自己或许可以评为一级
，故此深为日本之行感到后悔。
不过，在与院生之间的交手中，我认识到了实力间的差距。
来到日本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66年夏，我在人段赛中战绩优秀而成为初段。
从那时起，我参加了藤泽秀行研究会。
记得我总是提前赴会，请秀行先生与我下一两局快棋。
我喜欢下快棋，因为这样才能与先生互有胜负。
当时下的是一局升降的快棋，记得结果是在让先与二子之间。
1970年，我获得日本棋院的“新人奖”，1971年又升为五段。
第二年本应是我努力进入一流棋士的重要阶段，但因服役而不得已回国。
在日本修行的九年期间，已完全演化了我的棋风。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精神上的老师濑越宪作，另一位是棋枰上的老师藤泽秀行。
与二位先生的相识，完成了我棋士生涯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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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来到日本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1966年夏，我在入段赛中战绩优秀而成为初段。
从那时起，我参加了藤泽秀行研究会。
记得我总是提前赴会，请秀行先生与我下一两局快棋。
我喜欢下快棋，因为这样才能与先生互有胜负。
当时下的是一局升降的快棋，记得结果是在让先与二子之间。
　　1970年，我获得日本棋院的“新人奖”，1971年又升为五段。
第二年本应是我努力进入一流棋士的重要阶段，但因服役而不得已回国。
在日本修行的九年期间，已完全演化了我的棋风。
　　我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精神上的老师濑越宪作，另一位是棋枰上的老师藤泽秀行。
与二位先生的相识，完成了我棋士生涯的塑造。
　　本卷的内容取自始于1988年的应氏杯至1995年期间的各项棋战，下一卷则是自那时之后至今的对
局谱。
再次回顾检讨之间，对局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值得思考或令人迷惑之处又浮现出来。
　　本卷内容所及正值我棋士人生中最为激动的时期，1989年第一顺应氏杯的夺冠不仅使我品尝登临
绝顶的喜悦，并因此获得银冠文化勋章的莫大荣誉。
此后，便进入了与弟子李昌镐的棋坛霸主之争的时期，而再次的振兴则是下一卷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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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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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局第一回应氏杯世界职业锦标赛半决赛三番胜负第二局围棋皇帝的参战第2局第一回应氏杯世界职
业锦标赛决赛五番胜负第一局关系国家荣誉与巨额奖金的大决战第3局第一回应氏杯世界职业锦标赛
决赛五番胜负第五局决定人生的大胜负第4局第二十八期最高位战挑战赛五番胜负第四局与幼虎之战
第5局第二十九期最高位战挑战赛五番胜负第五局师徒血战的序曲第6局荏原制作所·晓星俱乐部杯世
界顶级对决三番胜负第一局燕子流对宇宙流第7局第三回东洋证券杯世界锦标赛半决赛三番胜负第三
局韩国的第一个世界棋战第8局第一回真露杯SBS世界最强战第十四战战胜克星武宫第9局第六回富士
通杯世界锦标赛决赛二度冲进世界棋战决赛第10局第五回东洋证券杯世界锦标赛决赛五番胜负第一局
初夺东洋证券杯第11局第七回富士通杯世界锦标赛半决赛连续两年冲入决赛第12局第七回富士通杯世
界锦标赛决赛世界棋战的全冠王第13局第十二期巴卡斯杯赛决赛五番胜负第三局脱离无冠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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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1局 第一回应氏杯世界职业锦标赛半决赛三番胜负第二局围棋皇帝的参战1988年先后诞生了
两个世界性围棋大赛，首先是4月在东京开幕的富士通杯，接着便是8月在北京开战的应氏杯。
在那之前的国际间棋赛如日中围棋交流及日韩对抗赛等，具有极强的表演性质，从未超出友谊对抗赛
的范畴。
这些对抗赛自发起之初便带着浓厚的中国及韩国棋士向最强国日本学习并借机练兵的色彩。
世界锦标赛的创建意味着日本、中国、韩国这三个围棋强国间的棋战由友谊赛转向了真正的胜负之争
，同时象征着围棋的世界性普及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那么，在世界大赛起步之际，三个围棋强国间的实力比较究竟如何?首先，中国通过日中围棋交流及日
中围棋擂台赛的磨练，实力获得飞快提升，马晓春九段与棋坛第一人聂卫平九段不分伯仲。
另外，韩国正处于曹薰铉几乎独霸所有头衔的时期。
曾经留学日本修行围棋的赵南哲、金寅、曹薰铉等，大大增强了韩国的围棋水平，两位新秀刘昌赫与
李昌镐则崭露头角。
日本棋界认为，除中韩两国的各自霸主聂卫平、曹薰铉以外，其他棋手恐怕难与日本的一流棋士抗衡
。
曹薰铉，1953年出生于韩国全罗南道的木浦。
1962年九岁时成为韩国棋院初段（创最年少入段记录），次年10月入濑越宪作九段门下成为其内弟子
。
1967年获日本棋院初段。
1971年升为五段后在服兵役而归国，不久便将韩国的所有头衔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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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曹薰铉决战十三局》的内容取自始于1988年的应氏杯至1995年期间的各项棋战，下一卷则是自那时
之后至今的对局谱。
再次回顾检讨之间，对局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值得思考或令人迷惑之处又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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