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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年间只诞生了16位盟主

眼下又到了改朝换代的关口

这顶王冠，全球最稀罕

整个四月，世界国象棋坛都在等待一个答案：

新的世界棋王，是来自中国的丁立人还是俄罗斯的

涅波姆尼亚奇？

截至发稿，丁立人和涅波姆尼亚奇已经下了10盘，

两人互有胜负，总比分4.5∶5.5，战况依旧十分胶着。

在国际象棋界，世界棋王代表着个人的最高荣

誉，现代国际象棋自 1886 年诞生第一位正式的世

界冠军以来，距今已经有137年了。

137年间，国际象棋只诞生了16位棋王，这个数

量相比其他领域可谓十分稀少，比如围棋，自 1988

年以来已经有了近 40 位世界冠军，甚至美国总统，

从1886年以来已经20多任了。

这顶王冠如此稀罕，其实和国际象棋的传统有

关。围棋有多种头衔战，每年数个世界大赛都可以

产生世界冠军，虽然全球级别的国际象棋大赛也有

很多，但产生世界冠军头衔的比赛只有一个，那就是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只有获得这个冠军，才会被世

界棋坛公认为“棋王”。

国际象棋获得世界棋王的过程也稍显漫长，比

赛采取逐级选拔的办法。从区域赛到区际赛，再到

候选人赛，最后才能挑战上任棋王。这个过程有点

像是武林中推选武林盟主：一群绝顶高手先混战一

番，决出最强的一位，这个就是“候选人赛”。候选人

赛的冠军再通过“世界冠军赛”，跟现任“盟主”一决

高下，胜者就是新任世界冠军。

而且过去的整整 10 年里，挪威人芒努斯·卡尔

森一直牢牢占据着世界棋王的宝座，面对前仆后继

的挑战者，棋王称号从无旁落。

直到去年，卡尔森宣布不再捍卫世界冠军头

衔，他从宝座上起身，将这个机会让给了后来者：

“我已经没有动力再参加世界冠军赛了。”

于是原本的挑战者涅波姆尼亚奇，面对的不再

是卡尔森，而是因为递补而获得资格的丁立人。

4月7日，丁立人从杭州出发，前往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他将和涅波姆尼亚奇进行 14 轮

慢棋赛，这决定谁将成为下一个国际象棋世界冠

军——也就是第17位世界棋王。

从交手纪录来看，两人近年来交手多次，互有

胜负，比丁立人年长两岁的涅波姆尼亚奇稍占优

势。丁立人棋风细腻，计算准确，总是充满耐心，而

涅波姆尼亚奇风格更强势，中盘咄咄逼人，行棋更加

大胆。

两个年龄相仿、实力相近却棋风迥异的顶尖棋

手，让冠军归属充满悬念。

此次对决也不仅仅是两名棋手之间的较量，对

两个国家而言同样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俄罗斯被誉为国际象棋王国，从前苏联时代就

名将辈出，曾诞生过多位棋王，卡斯帕罗夫和卡尔

波夫曾经享誉世界。但自从 2007 年印度棋手阿南

德抢走世界冠军后，俄罗斯已远离宝座长达15年。

而这场比赛对中国而言同样意义非凡，因为这

是国际象棋历史上第一次有中国棋手进入世界冠

军赛决赛，有机会争夺世界冠军头衔。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棋院提出国际象棋“四

步走”规划，前三步的女子个人世界冠军、女子团体

世界冠军、男子团体世界冠军都已实现，男子个人世

界冠军是最后一步，丁立人的这次挑战是离这个目

标最近的一次。

丁立人的家乡温州，在 1995 年被国家体育总

局授予“国际象棋之城”的称号，底蕴和传承赋予这

座城市在国象上的繁荣。丁立人之前，温州涌现出

了百岁棋王谢侠逊、我国首位男子国际象棋特级大

师叶荣光、棋后诸宸等闻名海内外的顶级棋手。

如今的丁立人正在延续着这份传承。无论是

为个人还是国家，无论胜还是败，丁立人的这一战

都已经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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