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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斌，1967年出生，浙江天台人。7岁学围棋，1983年进入国家围棋队，1991年升为

九段。2000年5月，获得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冠军。2007年出任国家围棋女队教练。2008

年带领中国女子围棋队包揽首届世界智力运动会女子围棋所有的3枚金牌。2009年至

今，担任中国国家围棋队总教练。

9月上旬，2022年中国国家围棋队选
拔赛在天台举行。比赛现场，俞斌依次驻
足静观。看着那一张张稚嫩的面孔，想到
这些后起之秀将承担起今后中国围棋事
业的重任，他欣慰地笑了。

一晃 40多载，归来仍是少年。当年，
俞斌走出天台，闯进省队，进军国家队，
角逐国际赛事。一路走来，一路艰辛，但
他总说自己很幸运。有天赋、良师、拼搏
与天台式硬气的叠加加持，幸运之神自
然眷顾有选择、敢挑战、勇突破的人生。

俞斌，现任中国国家围棋队总教练。
有人把他称为中国围棋“常青树”，也有
人把他喻为棋坛“福将”。

作为天台乡贤，俞斌聊棋，不经意间
就会流露出对家乡的一片赤子情怀。最
是乡情藏家国，驰骋在棋坛上的“总教
头”俞斌，肩扛振兴围棋重任，带领中国

“战队”一次次为国赢得荣光。

良师

俞斌父亲闲暇时间偶尔下下象棋。
一次，他心血来潮，想把 7岁的俞斌发展
成棋伴。只教了 1个月，俞斌就展现出了
超越同龄小孩的才能。

俞父乐了，在单位遇到县体育局金
局长，也就是后来成长为“国手”的金茜
倩的父亲，情不自禁夸起了自家儿子。

俞父是宁波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天台曾两度划归宁波专区，他就是在那
个年代分配到天台工作。老金跟这个宁
波人关系挺不错，他为俞父高兴的同时，
建议俞斌改学围棋，说如果学有所成，长
大了还可多条就业门路。末了，他还送了
俞父一副围棋。这看似普通的建议，谁曾
料，竟改变了俞斌的人生轨迹。

那天，俞斌平生首次接触了围棋，但
俞父的围棋水平有限，两人纹枰对弈，他
只能教授儿子一些规则，也算是启蒙。

大约一个月后，俞斌进入天台二小
读书，遇到了语文老师叶声榕。在教育界
颇有声望的叶老师酷爱围棋，是个超级
棋迷。听说俞斌在学围棋，他就经常在课
余时间把俞斌叫到办公室下棋。

起先，叶老师让俞斌 9子。大约半年
后，俞斌已经和叶老师分先下而且时不
时能赢叶老师了。叶老师发现俞斌悟棋
天赋甚高，坚信这块璞玉，只要精心雕
琢，必能大放异彩。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作为老师
最开心的时刻。但叶老师担心再教下去
会耽误俞斌，便主动找到俞父，“牵线”王
修田做俞斌的围棋师傅。王修田是叶老
师教过的学生，围棋上的造诣较高，是当

时全县围棋界排名靠前的高手之一。
起初，俞父压根就没想让儿子长大

后去吃“围棋饭”。他只是觉得围棋是一
门高雅的爱好，想让儿子多一个业余爱
好而已。在叶老师的鼓动下，俞父下定决
心，让儿子拜王修田为师，真正开始学棋
之路。

听说有这样的好苗子，可把王修田
给乐的。当时俞斌父母忙于上班，没法把
儿子送到老师家学棋。王修田就骑着自
行车，跑五六里路，赶到俞斌家教棋。王
修田老师不善言语，讲棋不多，就是和俞
斌下棋。一盘又一盘，从让9子到让先，日
复一日，就这样坚持了4年多。

1978年，省围棋队打算招收一些小
棋手，面向全省召集了十五六个年龄相
近的选手，在杭州集训1个月。经过集训考
察，俞斌与两外2名小棋手被招入省队。

俞斌回忆说：“王修田老师的围棋水
平很高，可说是当时天台围棋界的第一
高手。即使到1978年调入省队，我仍没有
超越王老师。大约在省队训练半年后，我
才有完全把握战胜他。”

机遇

说起机遇，俞斌的机遇还真不是一
般的好。聊起在天台 4年的学棋经历，俞
斌特别提起两件事。

1976年，省里举办围棋比赛，俞斌的
年龄正好对上儿童组级别。比赛的规则
是县、地区出线后，才能晋级省赛。

在县赛的小组赛时，一名小棋手把俞
斌还有“气”的棋给提吃掉，当时俞斌就
急哭了。叶声榕老师知道俞斌的棋艺明
显在对手之上，就帮助奔走申诉。经过协
商，组委会决定重新组织加赛，对手知难
而退，俞斌不战而胜，由此在县赛中出线。

回忆起当年的情形，俞斌说，事情虽
小，但如果县赛没有出线，我父母多半会
让我放弃学棋，就连我自己也会对围棋
失去信心。

从县里出线后，俞斌过关斩将，一路
杀进省赛，拿下 1976年的省赛儿童组冠
军，由此崭露头角。

之后，俞斌边读书边练棋，学业与棋
艺同步提升。俞斌是 1974年读的小学一
年级，但他的学历卡上，1978 年已上初
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俞斌上四年级
时，老师发现他埋头桌下“开小差”。走近
一看，却发现他手中捧的是五年级的书。
一问原因，方知他已读完四年级，想“跳
级”。

“天台一中是全县最有名气的中学，

当时招生并不固定。1978年，一中恢复招
生。我父母担心第二年不一定再招，就鼓
励我‘跳级’去尝试，而我也很想去一中
读书。那时我就特别拼，希望自己能考
上。”就这样，俞斌在临近升学考的前几
个月，“跳级”进入五年级学习，并如愿以
偿考上天台一中。只不过，没读几天，俞
斌就收到了去杭州省队的通知。

相比其他省，浙江省队对义务教育
抓得很紧，队里有这么一条规定，未完成
义务教育之前不能出省参加比赛。初三
之前，俞斌少有机会外出打比赛。那时，
他每天上午读书，下午训练，很有规律。

1981年俞斌初中毕业，正好赶上了
1982年全国第一次段位赛。他说：“如果
我不是小学阶段跳一级，就没法参加
1982年的段位赛，那样就无法短时间内
获得高段位，也就失去在 1983年进入国
家围棋队的机会。”

原来，1982年我国规范围棋段位制
度，首次举办全国围棋段位赛。这次赛事
很特别，因为是第一次的段位赛，棋手可
以自主申报段位。只要是省队的棋手，最
高可以申报四段。

闯荡

走出天台山，俞斌领略了围棋“江
湖”之大。闯荡内心向往的远方，他的人
生如同冉冉升起的星辰，豪迈地走向了
顶峰。

1982年申报段位，俞斌只给自己申
报了三段。但在第一次段位赛中，他因11
连胜，被直接升为四段。随即在当年的冬
季全国段位赛上，俞斌在四段组里又拿
到了8胜1负1和的好成绩。

国家队注意到了这个好苗子，省队
教练姜国震也推荐了俞斌。就这样，15岁
的俞斌进了国家队。

1983 年是国家围棋队的一次大调
整，除了两位同龄人，其余棋手都比俞斌
大四五岁，生肖非兔即虎，俞斌风趣地管
师兄们叫“兔子老虎”。

俞斌属羊，跟那些“兔子老虎”比，追
起来很是吃力。但俞斌向来不服输，愈挫
愈勇，这也是天台式硬气的外在表现。随
着棋艺的积淀，俞斌渐渐地赶上并开始
超越队友。

时间进入 1986年，当“兔子老虎”们
面临家庭、出国等抉择时，俞斌开始冒尖
了。这一年，俞斌获得“海峡杯”冠军。

开门炮一响，好事接踵而来。1987
年，俞斌进入“新体育杯”循环圈并夺得
挑战权，最后以 32成绩战胜曹大元九
段夺冠；1988年获得首届名人赛亚军。

从 1988年至 1996年，进入状态的俞
斌成为中国棋坛上一颗闪亮的新星。

当人们把希望的目光投到他身上
时，他却常常临门差一脚，一次次与冠军
失之交臂。那几年，俞斌获得了很多比赛
的亚军，特别是全国个人赛，竟然接连 6
次屈居亚军。为此，俞斌被媒体戏称为

“千年老二”。
个中苦涩，俞斌感触良多。回忆起这

段历程，他略显无奈地说：“连续6年的亚
军，也都是苦拼到最后才获得的，其实也
是非常不容易。”

人们对俞斌满怀期待，俞斌自己何
尝没有压力。这个大山里出来的孩子，有
天赋，但不是天才。他历尽艰辛，默默怀
揣棋王梦，无论遭遇怎样的挫折，也从未
放弃过心中的梦想。

1997 年，俞斌代表中国参加“亚洲
杯”围棋赛，他放下心中所有的顾虑，用
自己的棋风和战术全力拼杀。这一次，他
第一盘就拼下了原以为自己无法战胜的
日本选手小林光一九段，接下来趁热打
铁，赢了韩国选手李昌镐、王立城，成功
登顶“亚洲杯”冠军。

冠军的窗户纸一旦捅破，满盘激活。
1999年，过了而立之年的俞斌打进

LG杯世界围棋棋王战 4强，同时进入 4
强的曹薰铉、李昌镐、刘昌赫均是世界顶
尖高手。俞斌全心备战，不畏强手。

2000年 5月 10日，这是中国围棋史
上值得庆贺的日子。俞斌 31战胜刘昌
赫，为祖国捧回已惜别5年之久的世界冠
军奖杯。

俞斌特别提到，那年的韩国夺冠之
旅，是陈祖德老院长陪伴出征，夺冠之后
陈祖德老师特别的开心激动。这是一个
弥足珍贵的世界冠军，是被“韩流”压制
的10年里中国获得的唯一冠军。

每每有人提起这个世界冠军，俞斌
总是谦和地说，“运气真好！是女儿给我
带来了好运”。

原来俞斌拿下冠军的前一天，宝
贝女儿在上海呱呱坠地。捧着冠军奖
杯回家的俞斌开心地说：“LG冠军奖杯
上有一粒纯金的象征棋子的黄金扣子，
等女儿长大后，我要取下来为她打一
串项链。”

33岁才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俞斌
更像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如今的棋坛，一
些职业棋手不到 20岁，就已经拿下多个
世界冠军。他也经常以此勉励小棋手：

“天道酬勤。虽然我也曾为‘千年老二’而
苦闷，但只要不懈努力，就一定能‘拨开
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

“没有超出常人的天赋不可怕，因为
有些天赋是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起来的。”
俞斌还一再说，遇到困难不能轻言放弃，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潜能，
最后会出现怎样的反转。

2001年和 2002年，俞斌连续获得第
七、第八届中国围棋棋王战冠军。2001
年，俞斌还获得棋圣战冠军。2003年，俞
斌再次获得“亚洲杯”冠军。2003年他还
获得了“阿含桐山杯”冠军。

1997年开始，俞斌连续获得世界大
赛、国内大赛冠军，终于甩掉了“千年老
二”的帽子。

苦寒出国手，梦想会开花。俞斌用他
的执著与拼搏，给了追梦路上的人们更
多的期待。

2007年，俞斌出任国家围棋女队教
练；2008年带领中国女队包揽亚运会 3
枚女子金牌；2009年，他出任中国国家围
棋队总教练。

此后，一批优秀的、年轻的职业棋手
走上世界舞台，中国围棋真正在“中韩争
霸”中占据了上风。眼下，国家队教练组
更加关注棋坛新秀，不少 00后，甚至 10
后的棋手，也已初露锋芒。

在俞斌的带领下，国家队注重公平
竞争体制和人工智能训练。在他看来，因
为建立了等级分制度、道场培养体系、围
甲联赛，中国围棋人才的储备在国际上
呈现明显优势。

乡情

少小离家，乡音无改，家乡的美好深
烙在了俞斌的童年记忆中。每次回天台，
他那一口地道的天台方言，让家乡人民
倍感亲切。

虽然在外学习、训练、工作，但俞斌
总要找机会回家来。他母亲有6个兄弟姐
妹，第二代、第三代全部聚在一起，能凑
成三大桌，非常热闹。

2000年荣膺世界围棋棋王后，俞斌
父母从天台搬到了杭州的新家，而他平
时赛事又很忙碌，老家便回得少了。

担任中国围棋队总教练后，站在更
高的平台上，俞斌要思考如何带队在国
际上赢得比赛，更要思考如何推广围棋
项目。闲暇之余，他也寻思着如何为家乡
的围棋做些事。

天台围棋基础深厚。上世纪80年代，
因为俞斌、金茜倩等一批天台籍围棋“国
手”的出现，这个围棋文化可上溯至汉朝
的山区小县沸腾了，围棋成为人们津津
乐道的话题。1988年，天台成功举办围棋
节，并承办“新体育杯”围棋赛。随着围棋
名声日隆，国家体委和中国围棋协会将
全国第一个“围棋之乡”的殊荣授给了天
台县。

而当时的天台，也面临着如何振兴
围棋的问题。2010年，天台围棋协会秘书
长杨仁坚单枪匹马到北京找俞斌。当时
彼此互不相识，杨仁坚有些忐忑，但共同
的想法，拉近了两位老乡的距离，双方交
谈甚欢，一拍即合。

当年，俞斌就把全国围棋甲级联赛
浙江队主场引入天台，回乡组织比赛并
进行大盘讲解。比赛一办就是两年。他的
初衷是在家乡办赛事，提升家乡的美誉
度和影响力，同时也要考虑赛事的经济
成本因素。

其间，天台企业“华顶茶业”积极参
与其中。天台是“江南茶祖、韩日茶源”，
做好茶、棋文章，那将极大地提振天台茶
产业的品牌影响力。茶与棋的渊源，拓展
了俞斌的思路：能把棋赛变成造福乡亲的
活动，这不是“体育为民”的生动实践吗？

俞斌在与天台方面交流时提出，“办
比赛贵在坚持”。他随口的一句话，家乡
却听得很认真。从2012年开始，天台先后
成功举办了八届世界女子围棋团体锦标
赛，直至2020年因疫情影响才暂时停止。
国际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向世界宣
传了天台山。

赛事，也成了俞斌联系家乡的一个
重要纽带。

疫情期间，国际性赛事不便开展，可
否另找国内的出路？俞斌与家乡再次想
到了一块。双方的共鸣，促成了全国女子
围棋公开赛在天台落地，现已举办了两
届。比赛期间，俞斌还带着一批知名棋手
走进校园，为围棋少年加油鼓劲。

为家乡再培养若干名职业棋手，也
是俞斌和家乡经常探讨的话题。2016年，
天台围棋协会向俞斌推荐天台少年许一
笛，俞斌腾出时间，收“小老乡”许一笛为
徒。许一笛到北京道场学棋期间，俞斌坚
持每周给许一笛下棋复盘讲棋。2015年，
俞斌在家乡和丁柯文连续两年下指导
棋，鼓励坚定了小姑娘继续学棋的信心。

2019年，许一笛和丁柯文不负众望
定段成功，成为职业棋手。由此天台的职
业棋手升至11名，数量为全国县级第一。
今年 8月，15岁的许一笛勇夺第 37届世
界青少年围棋锦标赛青年组冠军；9月，
16岁的丁柯文则拿下十七届省运会围棋
比赛女子甲组的金牌。

家乡人民对围棋的热爱，时时感动
着俞斌。而家乡的好山好水，俞斌也很想
借棋赛帮助“吆喝”。近几年因疫情原因，
国家队的训练场地遇到了些困难，需要
拓展京外训练基地。俞斌想到了家乡，他
向中国围棋协会推荐了天台。

在俞斌的穿针引线下，中国围棋协
会和天台县人民政府高效沟通后很快达
成共识。俞斌说：“天台山清水秀，文化底
蕴深厚，长期常态化举办各类围棋赛事，
在这里办一个基地，对国家队、对天台，
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就这样，“中国国家围棋队训练基地
（天台）”于9月顺利落户天台。揭牌当天，
“2022年中国国家围棋队选拔赛”同时在
天台开赛。

这一次，120多名棋坛新秀齐聚天台
新基地。那么多的小客人来到自己的家
乡，俞斌就顺便“客串”了一回邻家大叔。
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饺饼筒、麦饼、炒面
干等天台山特色小吃，这是他自小怎么
也吃不腻的家乡菜。因为，那里面，是妈
妈的味道，是萦绕他心间的乡愁。

““总教头总教头””俞斌俞斌：：
最亲是乡情最亲是乡情

本报记者徐 平/文 本报通讯员李新舟/摄

“琴棋书画”，棋乃四艺之一，与其
他三者不同的是，棋须对弈，方得妙处，
不似琴书画独自把玩，自娱自乐。唯因
此，棋如人生，人生如棋，棋枰上充满着
人生哲理，更值得说道说道。

很早就知道俞斌是天台人，他与围
棋结缘一生，登上棋坛巅峰，在国际赛
事上屡屡夺冠，为国争了光，后来当国
家围棋队总教练，挑起中国围棋事业发
展的大任。这是天台的骄傲，也是台州
乃至浙江的荣耀。1988 年，天台获授首
个“全国围棋之乡”，没有俞斌横空出
世，殊荣难得，自然家乡弈棋氛围浓厚，
也是培育俞斌的地利。

俞斌成长的天时，是改革开放的好
时光；人和，是得遇多个恩师，启蒙有
加。他最早的“老师”，应该是开明的父
亲。是父亲在与7岁的俞斌对弈中，发现
了他不同凡响的下棋才能，虽然下的是
象棋，后来听了别人的建议，让小俞斌
改学围棋，在语文老师叶声榕、县里“第
一高手”王修田的相继授艺下，一发不
可收，一路高歌猛进，“小荷才露尖尖
角”，为12岁进省集训队、16岁进国家队
打下坚实基础。他的早期棋枰人生，除
了展示天资聪慧，更重要是遇到伯乐，
是俞父和叶老师、王老师的慧眼识人和
悉心培养，让小俞斌脱颖而出。机遇总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他后来能频频踩中
幸运的时间节点，一步步走上围棋事业
的辉煌之路，偶然背后是必然。

“纵横十九道，黑白子轮走”，最后
谁活得多谁就赢。围棋的规则其实很
简单，但每一位棋手的性子，都会在棋
枰上显露无遗。有人概括了棋枰上的
五大人生哲理，称围棋里有善良、有规
矩、有死活、有中庸、有理智。“善良”
指的是“每一手棋，有对错，但唯独没
有坏”，“下围棋的没有坏人”，围棋告
诉人们——你可以走错，但不可以变
坏；“规矩”意即“不以规矩，何成方圆”，

“方圆”，正是围棋的别称之一，行其有
规，落子有道，棋行天下，大道至简，“下
棋的人，首先是守规矩的人”；“死活”就
是“子落棋盘，自有生命。一子有四气，
往复如呼吸”“有气生，无气死”，“下围
棋的人，不会是一个不知死活的人”，围
棋告诉人们——先知死，而后活，生活，
绝不是你死我活，有一种活法，叫“共
活”；“中庸”寓意围棋貌似模棱两可的
玄妙，一盘棋，有“天外飞仙，一招制
胜”，也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但更
多时候，是“黑可下，白也不错”，“下围
棋的不会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一盘
棋下来，告诉人们，人生不是零和游戏，
也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理智”说的是黑
白纠缠与搏杀，重在比“气”，“有眼杀无
眼”“大眼杀小眼”，但气若不够，便先长
气，“下围棋的人，应是目光长远之人”，
围棋告诉人们，“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俞斌被誉为中国围棋“常青树”和
棋坛“福将”，在于他参透了这些棋枰上
的哲理，在于他有极佳的棋品和人品。
他骨子里浸透着天台人不服输的秉性、
台州式的硬气和志在必得的坚韧。曾经
一度几年里，他在很多比赛中接连6次
屈居亚军，被媒体戏称为“千年老二”，
但他不气馁，平时苦修，战时苦拼，临阵
不乱，从容谈兵，终于完胜卫冕高手，展
示了一种包含军事、棋艺、思想、文化、
品性的可贵棋品。在围棋界，俞斌人缘
好，有口皆碑。他敦厚聪颖、纯朴无华、
勤奋好学，又谦逊平和、为人低调、待人
热情。面对领导的屡次褒扬，他一如既
往，谦虚诚恳，毫无世界冠军的架子，达
到荣辱不惊、心淡如水的境界，只是几
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心无旁骛，执着
专注，钻研棋艺。在棋盘上谋篇布局的
俞斌，当国家队总教练，自有一套“俞氏
教练宝典”，他从不把自己当成“官”，从
不在队员面前阴着脸，而寓服务于管
理，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凝聚团队，以一
己之高超棋艺培育新人。

少时浸淫围棋，而学业也不拉下，
俞斌以小学跳级的经历，考入省重点县
中，就是明证。事实上，他的好学与才
情，名扬棋界。他不但棋下得好，而且懂
英语、日语，能弹钢琴、吉他。除了下棋，
他最精通的是电脑，作为中国棋院的电
脑专家和中国围棋协会技术委员会委
员，他编制大量棋谱管理程序，把众多
精彩对局输入数据库，设计围棋软件，
方便棋手和围棋爱好者学习。

俞斌是围棋界的名人大咖，但他始
终不忘儿时师恩。他能携爱妻到长眠九
泉的叶声榕老师墓前祭扫，穿街走巷寻
访王修田老师。他心怀浓浓的乡情，为
故乡天台振兴围棋事业，以围棋促发
展，尽己所能，付出甚多。他的棋枰人
生，堪称德艺双馨。

棋枰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