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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170俱乐部

本报讯 上周，第 43 届国际象棋世界奥

林匹克团体赛最后一轮比赛在格鲁吉亚巴统

打响，中国男队在决定胜负的一役中 2:2 战

平头号种子美国队，最终凭借小分夺冠，继

2014 年后再次夺得奥赛男子团体冠军。此

次2018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中国队历

史性首次夺得男、女双冠，同时也获得了象征

总成绩第一名的加普林达什维利杯。

本次比赛中，担任中国队一台的温州籍

名将丁立人发挥出色，他上阵8次3胜5和保

持不败，力压众多世界名将，获得第一台金牌

棋手。这也是中国国际象棋参赛历史上，首

次有男棋手摘得该项荣誉。凭借在本届奥赛

上的优异表现，丁立人除了继续保持一年多

慢棋不败金身外，其个人即时等级分也上升

至2811.2分，创造历史新高。

本届奥赛被认为有着最强阵容以及最具

悬念的一届，世界等级分排名靠前的选手无

一缺席。有将近 10 支队都对冠军虎视眈

眈。赛后，钱报记者联系到丁立人，他告诉记

者：“这次和队友一起为国家拿到了分量最重

的团体冠军，意义重大。”

丁立人这次是带伤参赛，比赛全程拄

拐。四个月前左腿骨折后，他本来还需静心

养伤，但在短短休战了两个月后，就参加了温

州举行的“心桥杯”特级大师对抗赛。奥赛前

丁立人虽然恢复情况不错，但是行走仍需拐

杖支撑。作为等级分第一人的他，在中国男

队里的作用不可或缺，他没有怨言，最终决定

服从队伍需要带伤参赛。为了照顾丁立人，

他的母亲也特地向单位请假，陪儿子来到比

赛地格鲁吉亚巴统。

据悉，比赛期间，丁妈妈每天陪着丁立人

坐车来去赛场，儿子比赛时，她就坐在一旁等

着，比赛回来，她就陪着他。或许是因为妈妈

在身边，带伤参赛并没有影响丁立人的状态，

“这次成绩很大一部分应该归功于妈妈，她陪

我参加比赛我就不输棋。”

除了妈妈的照顾之外，带伤参赛的感受

也让丁立人记忆深刻。他告诉记者：“由于腿

伤，比赛中大部分时间不站起来，反而让我能

够更专注于棋局，把棋想得深一些。”印象最深

的就是最后一轮比赛之后的两个小时，“这两

个小时的等待感觉挺漫长的，我就到韦奕房间

一起看棋，不停地算小分，直到确认结果。”

奥赛结束后，丁立人已经返回北京休息，

目前腿伤恢复良好。他告诉钱报记者预计再

有一个多月就能痊愈，但他仍不能全身心休

息，今天他就将动身前往希腊参加欧洲俱乐

部杯赛。与奥赛不同的是，此番的比赛将由

他的父亲陪同照顾。 本报记者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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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古井一水多用
也有豪宅专井专用

“在元宝街至金钗袋巷这一段路上，有两

口井现在使用频率依然很高，一个是金钗袋

巷义井，另一个就是白衙巷义井。可是，你知

道它们为什么会被称为义井吗？”66 岁的陶

德富是老杭州，走访了杭城不少古井。

义井，顾名思义，是古时有人仗义疏财，

出资挖掘以供大家共享的井。一口古井相当

于后来的一个公用水龙头，既满足了十几户

人家的同时使用，又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旧时，杭州城里的义井仅在中河之东，就

有牛羊司巷、金钗袋巷和义井巷三口义井。其

中，牛羊司巷义井保存得最为完整，而水质最

好的要数金钗袋巷义井，它已存世数百年。

与这些一水多用的公用义井比，被称为“江

南第一豪宅”的胡雪岩故居里用水要讲究许

多。胡雪岩故居位于元宝街 18 号，建于清同

治十一年（1872 年），整座宅邸占地 10.8 亩。

胡雪岩故居里一共有大小水井7口，分布于各

个院落之中，厨房归厨房，花园归花园，各有各

的用途。其中尤以芝园大假山西北侧山洞内

的炼丹古井最为精致，当然水质也是最佳的。

熟知古井历史的老人
将在现场分享老故事

本周五的活动路线将从胡雪岩故居出

发，穿过十五奎巷、丁衙巷，直至古色古香的

中山南路尽头。路程不算很长，但看点多

多。

比如义井巷内的古井，其井开四眼，因此

又称为四眼井。而一听到“四眼井”，人们首

先想到的是虎跑路、满觉陇路那里以井命名

的地名“四眼井”。

其实杭州井多，同名古井亦多。放眼整

个杭城，叫四眼井的古井有不少。光钟毓龙

编撰的《说杭州》内，记录的四眼形制的古井

就有五处，“一在钱塘门内香泉坊，钱武穆王

所开。有四眼，大旱不竭，百姓赖之。一在十

五奎巷。一在皮市巷大塔儿巷口，一在皮市

巷冯山人巷口，此二井明代已有之。一在南

山满觉陇口。”

还有白马庙巷前那口叫“紫阳泉”的古

井，起自宋代，清雍正年间重修。后来泉井在

1926年的大火中被毁坏，一年后就有人主持

重修。这口井为独特的联体双眼结构，八角

形水泥井圈，井上密密麻麻刻满了铭文，约有

一百多字，大意是讲此井重修的经过，落款为

“潜庐”。

除了极具特色的古井，这次活动还将途

经太庙遗址、南宋遗迹陈列馆、凤山门城门遗

址以及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诞生地

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相关社区负责文保

工作的和熟知井历史的老人将会来到现

场，和大家分享老底子的故事和市井生活。

“走读杭州”秋季版第二站

集合时间：10月12日8:30

集合地点：胡雪岩故居公交站，公交路线

315、62、30、352等

活动费用：无，参观胡雪岩故居门票需自

理（老年卡或公园卡有优惠）

注意事项：身体健康，无心脑血管疾病

者。本次活动路程约3.5公里，时长大致三小

时，请根据自身情况量力而行。自备饮用水，

穿舒适服装和运动鞋。

报名方式：

1.下载“浙江24小时”APP，订阅“170俱

乐部”栏目，然后在这片文章的评论里留下

“姓名+年龄+联系方式”（评论不会公开显

示，请务必留下真实信息。）

2.关注钱江晚报体育微信公众号“170

俱乐部”，输入关键词“杭州的井”，并填写相

关信息即可。

本报记者 杨静 通讯员 蒋升

有的藏在私家宅院，有的就在十字路口⋯⋯杭州城里的

井，像洒落人间的星星，遍布角角落落，串起一个个故事。10

月 12 日上午，钱江晚报 170 俱乐部“走读杭州”秋季版继续

出发，除了对杭城市井文化感兴趣的参与者，沿途经过的社区

和古井守护者也纷纷响应，准备和大家分享曾经或现在的井

边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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