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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杜金城

美丽的青岛，人杰地灵。田径之乡、足球之城、帆船之都，是这座城市的体育标签。其实，在智力运动方
面，青岛同样涌现了卜祥志、谢赫、张兰天等天才棋手。在近期结束的山东省第一届智力运动会上，青岛代
表团派出144人参加了围棋、象棋、国际象棋等全部8个大项的比拼，获得55枚奖牌，荣膺全省第一。后
浪奔腾，离不开前浪的汹涌奋进。当青岛的智力运动蓬勃发展之时，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取得辉煌过往的智
力运动大师们。况且，他们其中的大部分人仍在为家乡智力运动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接通记者电话的时候，卜祥志正在青岛
备战即将于下月进行的亚运会男子国象比
赛。已经37岁的年纪，又身兼山东国象队总
教练的职务，很多棋迷印象中，“老卜”早就应
该封盘退役。“心里面还是舍不得，就是热爱
下棋。”卜祥志向记者道出了至今仍活跃在国
象赛场的原因。
卜祥志在青岛是家喻户晓的明星棋手。

1999年9月，当时只有13岁10个月的卜祥
志就获得了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师称号，成
为了当时世界上获得该称号最年轻的人。此
后，这位公认的“神童棋手”一路开挂，2002
年4月等级分突破2600分大关，以2601分
的成绩跻身世界百强棋手行列。
如今，再回望自己取得这些辉煌成绩的

源头，卜祥志说，青岛当年相对开放的环境让
自己有机会很早接触到国际象棋。当然，最为
关键的还是榜样的力量。
“我6岁的时候，在家人的引导下接触到
了国际象棋，后来师从纪蕴奇教练。那时候正
好赶上谢军获得世界女子国象锦标赛的冠
军，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再后来我读到了天才
棋手鲍比·费舍尔写的一本非常著名的国象
书籍《我难忘的六十局》，当时对他非常崇拜，
也立志要成为他那样伟大的棋手。”卜祥志说
道。
很难统计，当年有多少青岛孩子是因为

卜祥志的关系而喜欢上了国象这个项目。但
可以肯定的是，卜祥志是青岛国象发展历史
上标志性的、也是最著名的棋手。他让这个项
目迅速地在青岛发展壮大起来。
从1999年开始，青岛育才中学开始每年

召收国际象棋特长生；2004年的时候，青岛
市拥有国际棋联注册的有国际等级分的棋手
就已经达到了50多人，经青岛市培养的国际
特级大师3人、国际大师1人、国家大师2人，
国家棋协大师30多人。
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卜祥志伴随着青

岛国象运动的发展，由“神童小卜”成长为国
际特级大师。他看着一批又一批年轻棋手迅
速成长，自己则像当年的谢军、费舍尔一样成
为了后辈的榜样。
最近这些年，卜祥志只要有机会就会在

家乡推广国象，参加首届山东省智力运运会
国象比赛的棋手中，不少都曾得到过他的指
点。“这些年我的工作重心也在往教棋方面侧
重，我一直和小棋手们强调，一定要有大的目
标，你要敢于去挑战，敢于去想，当你有一个
世界冠军的梦想时，才有可能走到更大的舞
台。”
有些遗憾的是，青岛国象从上世纪90年

代走出卜祥志这样的顶尖棋手后，再未有人
能接近他的成绩。这当然与棋手本身天赋有
关，但卜祥志作为过来人则认为，目前的青少
年课业压力比较大，在面临抉择的时候，很难
再像自己当年那样，可以拿出半年到一年的
时间全身心投入到国象训练当中。
年近不惑之年的卜祥志如今在国内赛场

绝对算得上大龄棋手。此前参加亚运男子国
象选拔赛的5位棋手均为特级大师，但除了
他以外，其他四人都是“90后”。但不服输的
“老卜”还是获得选拔赛第一名拿到参加亚运
的资格。拿到另外3个参加亚运名额的棋手
分别是1992年出生的丁立人，1999年出生
的韦奕和许翔宇“我肯定还是不服老的，其实
说到底还是对国象运动的热爱吧。”

和张兰天聊中国象棋，绕不开的是他的父
亲张采利。论棋力，作为中国象棋男子国家大师
的张兰天肯定是要碾压业余棋手的父亲。但张
采利在青岛象棋圈的名气实在太大，只要一提
“卖烧鸡的”棋手，那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上世纪90年代，喜欢下棋的张采利在海

泊桥卖烧鸡。一次偶然机会，吕钦和胡荣华两
位特级大师到青岛下“车轮战”，棋力不错的
张采利也报名参加。结果接连两天时间，张采
利连胜两位棋王，一时间名声大噪。人民日报
撰文：一位卖烧鸡的棋迷砍倒了吕钦和胡荣
华。从此，“卖烧鸡的”成为青岛象棋界一个颇
具娱乐色彩的故事。
“从我父亲那个故事也能反映出青岛象
棋在民间一直是非常受欢迎的，也有着非常
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群众基础。”根据张兰天介
绍，青岛老一代的象棋迷的水平都比较高。而
青岛象棋的发迹则要追溯到 19世纪 20年
代，当时出生于潍坊的象棋高手邵次明定居
青岛后大力收徒并传授棋艺，在青岛培养出
了迟锡三、方孝臻、戴光洁、钮义正四大高徒。
而他最早在潍坊收下的高徒陈天才则培养出
了王秉国，这位青岛历史上第一位象棋大师。
“卖烧鸡的”张采利虽然战胜过胡荣华、吕
钦这样的特级大师，但自己终究是业余水平，那
些神奇的胜利也只能出现在“车轮战”中。但张
采利对象棋的热爱与执着却丝毫不打折扣，他
也将这种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张兰天从6岁开始就师从徐进之，学棋

半年多时间就拿到了青岛少儿象棋比赛的亚
军。“我从11岁开始又跟随王秉国老师学棋，
那时候每周到他家边学边下，我俩在几年时
间里下了500多盘棋，那段时间是我棋力长
进最快的时候。”张兰天回忆道。
随后，为增长棋艺，18岁的张兰天开始

闯荡中国“象棋江湖”。孤身一人去江苏、浙
江、四川等地寻访高手下棋。这样的经历让张
兰天开拓了视野，也见识了各种象棋流派的
风格。2010年张兰天考取上海财经大学，次
年代表上海参加全国智力运动会并在全国个
人赛击败不少此前从未胜过的特级大师，成
功晋升中国象棋大师，成为青岛棋坛继王秉
国后第二位大师级棋手，同时也是当时中国
最年轻的“象棋大师”。
与张兰天同时期学棋的小伙伴中，不少

人都在象棋方面颇有成就。像山东省第一位
女子中国象棋大师王文琳，以及与同样拿到
大师称号的张瑞峰、李翰林。可以说，那段时
期是青岛中国象棋发展史上的一段“黄金
期”。只可惜，因为缺少宣传普及，象棋相较于
其他智力项目的发展，变得逐渐萎缩。
为了重振青岛象棋运动，此前一直代表其

他象棋队征战象甲联赛的张兰天回到青岛，开
设了“兰天象棋俱乐部”教授孩子们下棋。从4
岁第一次接触象棋到如今，近30年来的时间，
象棋已经成为张兰天生活的一部分。“下象棋好
的孩子都很聪明，学习几乎没有差的，但目前，
象棋在青岛的普及度非常低，曾经最喜闻乐见
的项目变得冷冷清清。更多的家长会选择一些
更‘时髦’的项目而忽略了象棋这一传统文化。”
这样的变化让张兰天这样的从业者颇为无奈。
象棋最美妙之处在于千变万化，棋局有

时剑拔弩张、有时暗潮涌动，可以极大锻炼孩
子的专注度和创造性。正因如此，张兰天希望
有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关注象棋、了解象棋、爱
上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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