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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建东）一代围
棋大师吴清源昨天凌晨在日本逝
世，享年 !""岁。

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为世
界围棋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吴清源老
先生，因过度衰老于 !!月 #"日凌
晨 !时 !!分在日本神奈川县小田
原市的医院病逝。吴清源的家属准

备于 !$月 #日为他举行告别仪式。
吴清源 !%!&年 '月 !$日生于

中国福建。少年时即有围棋天赋，并
于 !%$( 年（!& 岁）赴日，拜日本著
名围棋棋手濑越宪作为师。!%$%年
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年获得
九段。
从 !%#%年起，在日本围棋黄金

时代，吴清源以残酷的“十番棋之
争”横扫日本顶尖高手，成为真正的
围棋第一人，被称为日本的“昭和棋
圣”。吴清源创造“新布局”的全新围
棋体系影响深远，成为现代围棋的
基石。
吴清源九段于 !%(&年宣布“引

退”。吴清源门下有林海峰九段和芮

乃伟九段。
聂卫平九段在其微博中评论

道：“我对吴清源最为敬佩的是，无
论在什么时候，对围棋始终抱有一
颗童心；对后辈多有提携，不吝赐
教。”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认为，吴
清源在围棋里的地位要比爱因斯坦
在物理里高。

! ! ! !一代围棋大师吴清源离开人
世，留给世人的是无限敬仰和怀
念。用他的粉丝、曾获诺贝尔奖的
物理学家杨振宁的话来说，“他在
围棋界的地位比爱因斯坦在物理
界的地位还要高。”

棋界泰斗，一代传奇，吴老独
领风骚。

打遍天下无敌
!%!&年生于中国福建的吴清

源，少时即有围棋天才之称。在父
亲的影响下，他很小就展露出过人
的围棋天赋。青少年时期，吴清源
在中国棋坛中已无敌手。旅居日本
后，在日本围棋的黄金时代，他以
残酷的十番棋之争打遍日本顶尖
高手，无敌于天下，开创了全新的
围棋体系影响后世。

从上世纪 #"年代起，吴清源
开启了他的传奇之路。!%##年，吴
清源和木谷实五段一起将原来重
视边角的布局法改为了更重视中
腹的“新布局”，创建了现代围棋
的骨架。!%#%年，吴清源自战前的
“镰仓十番棋”开始独霸擂台，连
续 !)年的升降十番棋里，将日本
所有一流棋士与之对局的交手棋
份一一降级。这 !'年是他的全盛
时代，因此也被称为“吴清源时
代”。

三度更改国籍
中国与日本，是吴清源漫长一

生身份认同的两个主题。他在中国
成长至 !&岁，印上了挥之不去的
文化胎记，又在日本较好的专业与
生活环境中成才成名；但两国近现
代史上的交恶与战争，一度给他造
成了持续的心理紧张。

吴清源的一生之中曾三度更
改国籍：!%#' 年他改为日本籍，
!%&%年加入中国籍，!%*%年又入

日本籍。从少年时代赴日留学，原
本是两国间绵延 $""" 年的文化
交流的一桩善事与美谈，但时势
弄人，他赴日成长和在专业上建
树的时代，恰逢中日 $"""年交往
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吴清源这个
中日文化交流的符号，却变得无
比尴尬。
对于国籍一事，吴清源曾在自

述中说道：“如果我一直保持中国
籍在日本继续围棋修业的话，终归
怕有所不便。”他说，“战前从中国
籍转为日本籍，是因为当时是战争
年代，受形势逼迫不得已；之后再
次加入日本籍，较之我自己，更多
的是考虑到孩子。”

堪比爱因斯坦
在物理界享有盛誉的杨振宁

其实也是围棋爱好者，'岁的时候
父亲就教他下棋，但他自嘲天赋不
够，没有遗传到父亲的围棋细胞。
不过，对于吴清源，杨振宁也是崇
拜者之一。在吴老的百岁寿辰上他
就发表了致词，认为吴清源在围棋
里的地位比爱因斯坦在物理界高。
“我是学物理的。$"世纪最有名的
物理学家大家都晓得，是爱因斯
坦。我想了一下，爱因斯坦在物理
的地位没有吴清源在围棋里高。为
什么呢？因为物理里爱因斯坦是第
一，但是第二跟爱因斯坦的距离我
想没有吴清源和 $"世纪第二的围
棋手距离那么大。”
虽已溘然逝世，吴老对世界围

棋的贡献却永久流传。
本报记者 关尹

! ! ! !吴清源大师尽管大部分时间都
生活在日本，但他一直关心中华围
棋，关心两岸的围棋发展。

!"#$年，陈祖德随中日友好代
表团访问日本。吴清源九段与陈祖
德九段进行了一场特别对局。

聂卫平九段对吴清源大师十
分敬佩：“我对他钦佩的是，无论什
么时候，对围棋始终抱有一颗童
心；对后辈他多有提携，不吝赐
教。”聂卫平回忆道，上个世纪七十
年代，我去日本，他对我说，你最好
来日本学棋，住在我家里，早晚都
可以互相研讨围棋。在中日围棋擂
台赛上，聂卫平表现神勇，吴清源
十分高兴，经常来到擂台赛现场观
战。
有一段时间，吴清源听说聂卫

平参加社会活动过多，影响了棋道
的研究，吴大师十分着急。吴大师请
人转告聂卫平，对围棋一定要执着，
不要“搏二兔”！

力挺应氏杯任裁判长
吴清源大师对世界围棋的发展

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年，台湾
著名实业家、应氏棋规创始人应昌
期先生倡议举办世界职业围棋大
赛，得到了吴清源的鼎力支持。吴清
源认为：围棋是没有国界的。他从第
一届应氏杯开始，就一直担任应氏
杯大赛的总裁判长。
当第一届应氏杯举办前，不少

日本一流棋手对应氏棋规提出异议
时，吴清源大师力排众议表示：规则
合不合理，只有经过比赛才能验证。
总裁判长吴清源的表态，使应氏杯
得以顺利创办。古老的围棋得以全
面走向世界。
吴清源大师对上海也是“情有

独钟”。上世纪 '"年代初，在陈毅元
帅的关心下，上海创办了《围棋》月
刊。吴清源得悉后，每个月就将《棋
道》等日本围棋杂志寄到上海他妹
妹家中，并通过其妹妹转给上海《围
棋》月刊编辑部。

与常昊下特别指导棋
从 %"&&年起，本报、中国围棋

协会与日本棋院等一起创办了中日
围棋天元战。对此，吴清源大师给予
高度评价：中日天元战的创办，对推
动围棋国际化作用很大。上世纪 %"

年代，中日天元战在日本比赛期间，
吴大师多次亲临现场观战。%""'年
(月，本报主办的《新民围棋》创刊，
吴清源大师通过女国手张璇送来他
的亲笔题词“以棋会友”。
上海棋手常昊是吴大师特别关

注的棋手。%"&)年，吴清源大师获
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称
号。在这个仪式上，吴清源特别与两
位“希望之星”常昊、周鹤洋下了特
别的指导棋。*++,年 $月，"%岁高
龄的吴清源还来到北京，观看常昊
与崔哲瀚争夺应氏杯冠军的决战。
世界冠军常昊九段今天上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吴大师给他最
大的印象，就是对围棋的执着追求
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常昊回忆说，%"
年代我经常到日本参加中日擂台赛
和富士通杯世界比赛，当时吴大师
已经是 ("多岁了，经常来到比赛现
场观战，赛后还经常把我们领到他
家里继续摆棋，令人感动。

两名高徒都是上海人
吴清源两名高徒———林海峰九

段和芮乃伟九段也都是上海人。林
海峰生在上海，后从台湾到日本学
棋，拜吴清源九段为师。林海峰在名
人战决赛前夕，特向老师吴清源求
教制胜秘诀。吴清源告诫学生，不要
患得患失，只要用“平常心”来专心下
棋。结果，林海峰用“平常心”战胜对
手，成为日本棋坛最年少的“名人”。
上海女棋手芮乃伟九段是吴清

源关门弟子。芮乃伟对老师的评价：
“在我的心中，吴老师是神一般的存
在。吴老师对围棋始终抱着一颗纯
净心，远离世俗功利。”

记者最后一次见到吴清源大
师，是在 -++"年 &月台湾花莲举行
的第六届应氏杯决赛现场。当时，争
夺冠军的两位棋手是韩国的李昌镐
和崔哲瀚。闭幕颁奖式上，为让吴清
源大师宣布成绩念出两位棋手名
字，他竟“练”了好多时间。但在研究
室里摆棋讲棋，%)岁高龄的吴清源
竟耳聪目明，见解独到，与平时“判
若两人”。
他的心中唯有围棋。这就是吴

清源大师，真正的棋圣！
本报记者 张建东

围棋大师吴清源逝世享年100岁

他是围棋界的
爱因斯坦

!!!吴清源的传奇人生

一代宗师 一颗童心
吴清源始终关心祖国围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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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源今年与两名高徒林海峰'

芮乃伟!右"在一起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