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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人生》

精彩短评

1、目前看过的棋手自传里，最差的一本
2、两三天就看完了，感觉要比川端康成写的《名人》吸引人。
3、感觉聂卫平这人私德不行，抑或是南北文化差异？
4、喜欢上围棋后，看的第一本书。
5、聂老的棋是不错就是感觉太能吹了，当然人家是中国当代围棋的元老也是有吹的资本的，不过总
给人以倚老卖老看不起小辈的错觉总归是有点⋯⋯
6、聂卫平是个围棋的偏执狂，自大狂。他不是个德艺双馨的人，是其对围棋的痴迷让他成功
7、读聂卫平的围棋人生，实则是zz人生；一窥高层的各种日常的动态，一个围棋国手有这么高的接触
范围非常罕见
8、【2012.2.20】【20】一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聂卫平，也算是中国体育事业的见证者
。向思考者致敬。
9、写得挺有意思，很真实很直白。对于围棋部分反而着墨不多，但很明显写到围棋的那几章时充满
斗气。倒是有些八卦挺有趣的，看完感觉是个非常真实的人。
10、与习庆丰都自称患难之交了 坦诚度有保障加一星。赵治勋番棋赛期间车祸全身绷带只露一只手被
抬上棋桌与人比赛，钱宇平无病无灾自愿放弃与赵治勋92年富士通杯决赛进而自弃中国第一个围棋世
界冠军的可能性，棋盘外的人生
11、闲来无事翻掉老聂两本自传，前一本撰于80年代擂台赛尚未开始时期，他还是全民偶像，写书时
不敢流露半点性情，一字一句一举一动都谨慎小心中规中矩唯恐泄露了其本性。而到了本世纪初的这
本《围棋人生》，就一切都一下子赤裸裸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比如身为官二代的特权童年，比如“我
就喜欢男孩”，比如谈论孔祥明和王静，直白得让人甚至有些难以接受。当然习惯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就是老聂，他就是这样纯朴简单直白。无论是因为特殊的成长环境还是浸濡黑白世界的原因，他
的性格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单纯更好懂更直接，他从来也不惮于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陈祖德总试图把
自己塑造成君子（从对郑敏之的叙述上来看并不是），而老聂自身从来不这样企图。看他的书，了解
他的八卦，揣摩他这个人，实在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12、聂是时代的宠儿，也是天才。自信、大气。这种性格，来自于他从小就和政治高层关系密切。七
、八十年代，那些能够自信满满的人，大都如此。
13、与其说是围棋人生，不如说是一个棋手的政治人生。从这个侧面看看当年中国百态，也挺有趣的
。
14、聂卫平，曾经的棋圣，如今也淹没在名利场中了。
要达到吴清源这样的高度，或许不是现今之人不行，而是现今之世不行了。
15、聂老真是性情中人啊
16、跟陈祖德打架和跟别人比赛吃饺子的片段都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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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人生》

精彩书评

1、一在豆瓣上讨论围棋的时候，有台湾的朋友提到沈君山。依稀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于是google了
一把。这才发现，原来沈君山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四公子”之一，文学、从政、科研、棋牌，众多
截然不同的领域里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先摘一段百科词条：沈君山， 1932年8月29日生，浙江余姚人
，台湾大学物理系学士，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博士，曾任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太空总署太空研究
所及普度大学。 1973 年归国後，担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理学院院长，後曾担任行院政务委员，并
于 1993 年当选第一届民选校长。 　　沈校长就学台大期间，曾是台大足球队队长，篮球队队员，赴
美求学期间又连续三年获得美国围棋冠军本因坊头衔，回国後曾经代表国家赢得两次世界桥牌赛亚军
，当选七次国家桥牌选手，十大杰出青年。沈校长文武兼备，加上家世显赫，故曾被赞誉为「四大公
子」之一。 二然后，我想起我为什么记得这个名字了，因为前不久刚读完的《围棋人生》里提到他。
下面是聂卫平《围棋人生》里的原文：沈君山先生是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比我大20岁。据说他是台湾
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他才华出众，风流倜傥。他父亲是搞农业的，对台湾的农业做出过巨大贡
献。他母亲抗战时死在重庆，追悼会是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的。我和沈先生是在金庸家认识的。 　　 
　　说起来很有意思，金庸很喜欢下围棋，是个超级棋迷，以至在他的小说里经常有关于围棋的描写
，甚至还把棋子当成大侠的暗器，甚为有趣。我虽然读过他的小说，可并不认识他。 　　 　　1983年
我正在广州进行“新体育杯”的卫冕战，他突然托人转告我，要在从化拜我为师。我以为他不过是想
和我学学棋，而且我也想认识他，于是就赶到从化。一见面，他真的就要像他在小说里描写的那样行
大礼，三叩九拜，举行拜师仪式。他比我大20多岁，这我怎么受得了，我立刻阻止了他；我说拜我为
师可以，但不要磕头了。就这样我成了金庸的老师，以后金庸一见到我就以“师父”相称。我们成了
很好的朋友。 　　 　　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就是在香港金庸的家中进行的，那年是钱宇平获得
了挑战权。当时陈祖德正在他家养病，罗建文陪着他。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
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
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金庸和沈君山也是很好的朋友
，我就是由金庸介绍认识了沈君山先生。沈先生不仅喜欢围棋，也喜欢桥牌，而且造诣很深，这也正
合我意，我们一下子就聊到一起，有很多共同语言。 　　 　　1987年夏天，香港搞了一个“应氏杯”
青少年围棋比赛，我作为嘉宾被邀请参加。沈君山先生也去了，香港方面知道我们都喜欢打桥牌，于
是特意给我们安排了一场桥牌比赛。那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正处于微妙时期，和现在不一样，蒋经国
还在台上，国民党的所谓“戡乱”条例也还没有取消，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同胞不允许到
大陆来探亲，大陆同胞也不允许去台湾，甚至两岸人员的接触都很严格。特别是他们知道我经常和邓
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领导在一起打牌，以为我有什么政治背景；而沈君山先生是台湾对大陆决策
机构的重要人物，而且时有传闻他可能出任台湾当局的重要职务，所以我们两个搭档打桥牌成了很敏
感的一件事。 　　 　　比赛那天，来了很多记者，我从来没见过为了一场桥牌赛来了那么多记者，
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所谓的“政治”记者。沈君山先生对记者讲了一句话，我认为讲得很好。他说：政
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 　　 　　我没想到他会讲出政治色彩这
么浓的话来，据说这话传到蒋经国那里，蒋听后勃然大怒，说沈君山被我“统战”了，并下了一道手
令：沈君山这人永不录用。 　　 　　这件事使沈君山先生受了很大的连累，我多次问他，是否和我
接触，对他仕途上的影响很大？他说他不在意这些，他还讲了金庸小说中的一个故事，有两大对立的
教派，其中每个教派都有一名担任高级职务的人，虽然教派之间杀得你死我活，这两个人却是知音，
经常悄悄地跑到一块儿谈论音乐。他的意思是我们之间的接触交往，将来历史会证明是非常有远见、
也非常纯洁的，绝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台湾一些政客攻击他很厉害，语言
也很“恶毒”。可没过多久，蒋经国就死了，以后沈君山才当了“政务委员”。 　　 　　后来我们
经常一起搭档，参加各种桥牌比赛，成了莫逆之交。我去台湾，有人就说，知聂卫平者，沈君山也。
同样，在大陆可以这么说，知沈君山者，聂卫平也。三然后，我搜索到了沈君山目前已经昏迷，成为
植物人的消息。http://news.sohu.com/20091015/n267359453.shtml中新社香港十月十四日电 台北消息：中
国大陆“棋圣”聂卫平九段第三度访台，探望昏迷中的老友沈君山，期盼奇迹出现两人再对弈。　　
据《中国时报》今天报道，聂卫平经过两年努力，前晚第三度访台，昨日终于见到相识相知二十五年
的老友沈君山；可惜人事全非，卧病在床的沈老只能眨眼、流泪相对。聂卫平在床头写下：“期盼奇
迹出现，届时我俩再携手下棋、打牌、喝酒，重温往昔美好时光。”　　前新竹清华大学校长、素享

Page 4



《围棋人生》

“四大公子”美誉之一的沈君山，第三度中风之后，陷入深度昏迷，目前在新竹清大宿舍内由看护照
料。　　平时就喜欢下棋的沈君山，一九八四年在香港金庸家中与聂卫平相识。“沈兄棋力只有业余
五段，但打起桥牌可就厉害了。”聂卫平回忆说：“我俩可说是天生有缘，但碍于当时身份特殊，始
终无法密切接触，但他曾说过政治是暂时的，会随着时代变化，而民族、文化是久远的，围棋更是永
远不变。”　　先后在一九九二、九六年来过台湾的聂卫平，相隔十三年后再次旧地重游，昨日中午
赶赴新竹，终于见到两年来口中念念不忘的老友，“我原本抱持着见最后一面的念头，心中无比悲壮
，然而，就在我看到沈兄时，他似乎感受到了我的存在，对于我说的话、我的动作都有所感应，眼皮
不断眨着，眼角更是湿润；我知道沈兄并未到绝望阶段，如果有更好的医疗技术，奇迹可望出现。”
聂卫平感慨表示。聂卫平的亲笔留言见：http://www.douban.com/photos/photo/427719073/四沈君山与聂
卫平成为朋友，一个原因自然是因为两人都是围棋高手；另一个原因，却是因为沈君山致力于两岸关
系大业。下面一段引自中国新闻网的报道：沈君山一生识“匪”无数，他曾比喻与聂“匪”卫平的关
系，犹如金庸笔下《笑傲江湖》中的刘正风与曲洋，两人只能结交于暗室；如今两岸大通，他却不能
与老友沧海一笑话当年，聂卫平虽留言期待他日能再与沈君山打牌下棋喝酒，但谁都知道他日其实已
是来生。　　五年前，沈君山曾自我评价他的一生：桥棋方面花了极少力气，但回报却出乎意料的大
；教育与学术方面，则投入与收获相当，清华与他更是两不相负；唯独两岸，他虽花了最大心力，三
十年来衣带渐宽终不悔，但他却预言，此生已看不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境；没想到他的
预言竟然一语成谶。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沈君山就一头栽进两岸事务，他虽不具官方密使
身分，但官方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他在海外“公然通匪”，也支持他“与匪合谋”创造出延用至
今的奥委会模式。　　二度中风后，沈君山写信给朋友，信中曾改写陆游的诗自况：“僵卧清华不自
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中南海事入梦来”，可见他对两岸事务痴情到什么地步。但
他虽痴情若此，对两岸事务却又比任何人更严肃以对，比他做学问也更用心用力。　　沈君山三度中
风时，马英九尚未取得“政权”，但就在沈君山昏迷指数一天天下滑的过去一年多内，两岸关系却发
生历史性的丕变；一生以两岸为志业的人，却不及亲眼目睹更不能亲身参与滔滔两岸潮的翻天覆地变
化，沈君山病榻上若然有知，想必会有“此生遗恨塞乾坤，望海难温往梦痕”的惆憾吧！摘自
：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09/10-22/1924183.shtml五“政治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而围棋和桥牌是不会变的”,这句话非常精彩。在某首歌离开大陆的今天，这句话对我们来说也许稍微
是个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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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人生》

章节试读

1、《围棋人生》的笔记-第3页

        说聂卫平的个性和棋风，就像大漠英雄，他对外比赛能不断创造奇迹，主要也是靠他那股大漠英
雄的气概，但现在在京城的浮华世界被灯红酒绿的捧，棋力非退不可，“自古英雄怕进城，你们要注
意保护他哦”。后来在“应氏杯”的决赛中，此言不幸而言中。

2、《围棋人生》的笔记-第38页

        近来，我偶尔翻看了一下自己在 1973 年的对局记录，感到很有意思。从棋风上来说，1973年的下
法和我现在的下法颇有不同。那时我的棋纯属“力战型”，爱好赤裸裸的拼斗，总是开局就到处寻衅
，一有机会便厮杀起来。打个比方，就像是拳击比赛，对手一拳猛击过来，我不闪不避，也向对方身
上猛击一拳。如此打法，自然是谁的拳头有力，谁就占便宜。而现在，我再碰到这种情况，就会首先
考虑如何躲闪，保证自己不挨打，然后看准对方弱点再出拳，从棋风上看，就是变稳健了。不管说我
现在的棋是“灵活型”也好，是“感觉型”也好，总之，过去那种猛打猛冲的下法，我已极少采用了
，这也许是因为和日本高段棋手对局多了，受他们影响的缘故吧。

3、《围棋人生》的笔记-第7页

        在所有的功课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数学。我认为数学最能让人比出智商的高低来，数学题的答案从
不模棱两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所以看谁能又快又准地解答一道难题，本身就是一种激烈的竞争
。

4、《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5页

        “聂选手虽然是中国的冠军，水平很高，但若同我们的秀行先生相比，还差得很远。打个比方，
秀行好比是大相扑，聂选手是个小相扑，大相扑只要稍用力一弹，小相扑就会败退下来。”大竹九段
有此看法并不奇怪，因为从技术和实战经验来说，我确实赶不上秀行先生。不过他们忽视了一点，即
心无旁骛、志在必夺的决心，使我进入了最佳状态。

5、《围棋人生》的笔记-第19页

        本来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猛地提出来，显得特别敏感，而且我突然
发现小孔真的对我很好。这有点像我们棋手下棋，有的时候需要长考，一长考就是一两个小时，可决
心一下，“啪”地一着就解决了。我的婚事“长考”了几年都没结果，在那个偶然的场合一下子就给
捅破了。我半开玩笑地问，这是真的吗？我这是试探，把球踢给了小孔。小孔在众人的目光下扭扭捏
捏地说，可能是真的吧。她回答得很微妙，没有明说，但我马上就明白了，这是真的。

回到北京后，我们很快就结了婚，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6、《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6页

        这如履薄冰的一局棋，使我浑身直冒冷汗。比赛结束后，我才感到衬衣都被汗水浸湿了，这就是
因轻敌而遭受到的报应。我不敢想象这局棋如果输了，以后的结局会怎样。不过成功地渡过危机，使
我精神大振。

7、《围棋人生》的笔记-第15页

Page 6



《围棋人生》

        从青岛回来，我仍然没有死心，不断地给章娅写信，可她从来不给我回信。我有一张她送我的照
片，上面还有她的题字，我一直视如珍宝地藏在身边，每天晚上都放在枕头底下。

8、《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6页

        此后我越战越勇，灵思妙感接踵而来，下出了一连串的精妙之着。

9、《围棋人生》的笔记-第38页

        1972 年至 1973 年是我学习围棋最狂热的时期。那时我下起棋来几乎从来不感觉到累。⋯⋯我敢肯
定地说，那一时期我下棋的局数之多，超过任何三名集训队员加起来的对局总数。

10、《围棋人生》的笔记-第23页

        云青小时候没云骢聪明，6 岁时学算术还掰手指头，气得我说你怎么这么蠢啊，你还是我的儿子？
王静总抱怨我不好好教他，我是没好好教他，可我怎么教得了，教孩子得有一定水平，我是教不来的
，而且我一教他就心里发急，就要揍他，真上火！当然我还是很喜欢他的，就是觉得他有点笨。

11、《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页

        他与一最特殊的是，自信超强，每次赢了牌，看他真心高兴，自吹自擂仿佛君临天下，其愉悦的
心情传染开来，令人觉得天地皆春。

12、《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4页

        确实，这盘棋在我围棋生涯中是个决定性的转折，它不仅确定了我在中国围棋界的地位，而且极
大地增强了我的自信心。在此之前我总感觉是在原地踏步，虽然已经具备了腾飞的条件，可就是没有
机会，腾飞不起来。我知道挡在前面不是什么象山一样的巨大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只要把它扯下
来就行了，可就是老也扯不下来，老在那儿挡着，冲不过去。我就在那儿憋着，心里异常难受。那时
，面对日本棋手，中国棋手在心理上也有很大的压力，其实水平不见得比他们低，可一遇到他们就紧
张，水平发挥不出来。这次战胜宫本直毅，在我心里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以后再遇到日本九段，我不
会象以前那么手足无措了。后来记者问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盘棋，我都说是这盘。

13、《围棋人生》的笔记-第21页

        现在小孔经常回国，作为夫妻我们不太合适，但作为朋友关系还不错，经常在一块吃吃饭什么的
，还一起参加混双比赛。她有个男搭档，我有个女搭档，去年我们就输给了他们，我那个搭档笑嘻嘻
地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推给我，说我故意输给她。其实我不是故意，就是下不了狠着。今年我们又遇
上她，真是“冤家路窄”，在关键的时候，我又下了一步缓棋，被人家抓住，最终导致败局。

14、《围棋人生》的笔记-第7页

        我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尽管“赌徒”这个词不大好听，但确实说出了我性格中的最大特点：
争强好胜，而且是极端的争强好胜。 

15、《围棋人生》的笔记-第46页

        至白 42 的一系列应接，完全按我的设想所进行，步调极为流畅。局后岛村九段称这为“大江直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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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的气势。

16、《围棋人生》的笔记-第16页

        接下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仍然隔一个星期给章娅写一封信，她还是不回。当时知青由
于精神空虚，谈恋爱成风，可我始终没有谈过，也没有交女朋友的欲望，我心里只有她。那时我很穷
，工资被扣发，邮票都成问题，我宁可少买一个镘头（那时 8 分的邮票可以买两个馒头），也要坚持
给她写信。可她居然不理我，这对我的打击真是太大了，终于我明白了她看不上我，逐渐地我也失去
了和她恢复关系的信心，停止了写信。

17、《围棋人生》的笔记-第34页

        我一听大怒，什么？你是袁伟民的儿子就想胡作非为？我今天就揍你这样的，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我从来没打过人，那天我拿起毛巾就抽他。抽完之后我对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爸爸，是聂卫平叔叔
抽的你。真是不像话！他要不说是袁伟民的儿子我不会揍他，顶多教训一顿也就算了，他说了我就非
得揍他不可。袁伟民的儿子回去后果然和他家里人说了，他们打来电话说我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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