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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元帅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军事家、外交家和优秀诗人，他还
喜爱下围棋。他不仅自己喜欢下
棋，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也是关
怀备至，更是巧妙地将下棋应用到
了外交事务上……

钟爱下棋见性情

陈毅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
对围棋产生了浓厚兴趣。1921 年，
陈毅等 100 余人由于开展爱国运
动，于10月14日被法国政府遣送出
境。在混乱之中，陈毅也没有忘记
带走他们拾黑白两色小石子凑成的
一副围棋。

在战争年代，陈毅也总是棋具
随身带。他做了两个布袋，分别装
着黑白子，搭在马屁股上转战南
北。尽管有时敌机在头上盘旋，附
近有炸弹爆炸，他仍然意态从容，
继续对弈。陈毅常以围棋阐释军事
上的道理，在他的影响下，新四军
的很多将领都会下围棋。陈毅说：

“棋道之中充满了军事辩证法，由小
见大，可以得益匪浅。”

曾任新四军第1师第1旅旅长兼
政治委员的叶飞与陈毅从抗日战争
一直下到解放战争，再到全国解放。
战前的暇时，战后的胜利，都要杀几
盘。二人相交甚深，但他们是君子之
交淡如水，相互之间从不送礼。可是
在 1948 年正值淮海战役期间，叶飞
因生病在刚刚解放的济南休养时发
现了一副很好的云子棋，他爱不释
手，便买了下来。陈毅来看叶飞，两
人就用这新买的棋子痛快地“杀”了
几局，叶飞还慷慨地将它送给了陈
毅，不过后来陈毅得了一副好棋子，
也特地送给了叶飞作为回赠。

最使叶飞女儿楠子印象深刻的
是1961年叶飞和陈毅下棋的事。那
年，楠子从福建到北京上大学。而
叶飞每年至少两次到北京参加中央
工作会议，每次会议时间大约是一

个月左右。因为楠子的学校离叶飞
住的宾馆太远，只有周末，父女俩
才有机会团聚。一次周末，叶飞准
备带楠子去看戏，但就在要动身
时，陈毅来了。警卫员和秘书不用
招呼，迅速放好桌子、椅子，摆好
棋盘，他们就开始下棋了。楠子站
在旁边，希望叶飞不要下棋去赏
戏，可叶飞抬头说：“你自己去
吧！”他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他
们下棋都不太讲话，两眼只看棋
盘，只听到落子的“啪啪”声。下
完后，两人放下手中的棋子，脸上
都露出满足的神色。突然，他们像
发现新大陆似的同时发现站在旁边
的楠子和工作人员，陈毅问：“你们
看完戏了？”“好看吗？”叶飞接着
问。快两个小时两个人都没有挪
窝，此时才感到累了，伸伸懒腰。
二人一脸惬意，过足了棋瘾。

促成围棋国家队的建立

新中国成立之后，爱下棋的陈
毅有了时间来关心中国的围棋事
业，他对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倾注
了大量心血。在陈毅的积极倡导
下，1961 年国家围棋队正式成立。
关于这些往事，中国著名围棋手陈
祖德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是中国
国字号序列的第11支国家队，之前
的10支国家队，大都是三大球、游
泳、乒乓等重要的项目，当时许多
人都想不到，以前社会地位并不高
的围棋，也能成立国家队。”他说：

“当时陈老总经常来国家队为我们打
气，特别是在我们成功爆炸第一颗
原子弹、乒乓球国手又在世界大赛
上夺冠的时候，他来到围棋队激励
我们，希望我们快点进步。”

陈毅总说，下棋可以锻炼人的头
脑、培养人的品德，值得提倡。他在
任上海市市长期间，曾多次接见老棋
手，并指示将有名望的老国手安排到
文史馆工作。到中央工作后，他仍念

念不忘中国的围棋事业。陈毅非常
关心中国年轻一代棋手的成长。他
多次将一些青年棋手如陈祖德、王汝
南、聂卫平等人接到自己家中，询问
他们的成长经历，殷殷寄语，嘱托他
们要努力拼搏，要打出国门，要推广
普及，注意培养新生力量。陈毅还时
常带着这些选手去向周恩来、李先
念、邓小平等人做介绍，请他们关心
中国围棋。他曾对李先念说：“你要
给围棋出钱啊！”还对邓小平说过：

“你要多支持啊！”
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日围棋擂

台赛的主角和常胜将军，聂卫平的
名字可谓家喻户晓。聂卫平10岁时
就曾跟陈毅下过棋。对于早年与陈
毅的棋事交往，聂卫平回忆说：“陈
老总对我非常关心，老师都是他给
我找的。”

在陈毅的关怀下，一批年轻的
中国围棋选手迅速成长起来，并在
世界围棋界为中国扬威。

“围棋外交”传佳话

陈毅不仅喜爱下棋，担任外交
部长后，还巧妙地把开展围棋工作
与人民外交工作结合起来。由陈毅
倡导的“围棋外交”在中日两国盛
传不衰，在中日外交史上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关系一度处
于冷冻状态。1959 年 10 月，日本自
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团访问中国。
陈毅陪同周恩来接见日本访华代表
团时，对来访的松村谦三说，中国赞
成日美两国搞好关系，但希望美日友
好不要妨碍中日关系，也不要因为中
美关系僵持而妨碍中日友好。

在京停留期间，酷爱围棋的松
村谦三和陈毅一见如故，结为棋
友。而最令人称道和值得回味的
是，其间陈毅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
向松村谦三建议：“围棋、乒乓球、
书法、兰花都可以。不谈政治，只

谈友谊。”周恩来接着说：“这一点
陈毅副总理可以和你达成协议，君
子协定也可以。”

陈毅又补充说：“是可以的。日
本的画家、芭蕾舞团、话剧团、歌
舞伎剧团都来过，我们没有向他们
宣传共产主义嘛！”日本客人听了陈
毅和周恩来的这一番话，立即高兴
地点头，并说愿意为改善中日友好
关系尽力。

1960 年 6 月，日本岸信介内阁
下台，中日关系出现了转机。在松
村谦三的推动下，就在这年 6 月
份，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
由名誉九段漱越宪作先生率领。从
此，在陈毅亲自倡导和关怀下，中
日两国围棋交流活动逐步开展了起
来，中日两国围棋界人士互访频繁。

陈毅多次接见访华的日本围棋
代表团，并兴致勃勃地与日本朋友
对弈。1963 年 9 月，杉内雅男先生
率日本围棋代表团来访华时，同时
特意给陈毅带来了日本围棋院赠送
陈毅名誉七段段位的称号，以表彰
陈毅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
棋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日中友协
常任理事岩村三千夫说，日本围棋
界授予国外人士这样高的荣誉，这
还是第一次。

中日围棋交流活动，不断增强
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1964年12
月20日，日本29位著名棋手发出呼
吁，号召日本数百名棋手参加要求
恢复中日邦交的征集签名运动。许
多棋手走上街头，围棋九段握原武
雄佳背着一只大喇叭，摇着旗子，
在闹市区征集签名，宣传中日友
好。这次签名运动，对中日邦交正
常化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当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
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时，
倡导“围棋外交”的陈毅虽已告别
人世，但他的名字却永远被铭记在
这段历史上。

来源：《党史博采》《党史纵览》

陈毅与围棋的不解之缘

归有光、吴承恩是享誉盛名的
明代文豪。一位是散文家，“嘉靖三
大家”之一，被时人誉为“今之欧
阳修”，其佳作《项脊轩志》代代传
诵；一位是小说家，中国四大名著
之一《西游记》的作者。两人不仅
是文豪，还是默契的搭档；不仅是
政声众誉的好官，还是锐意改革的
勇士。他们的文学名著影响后人，
他们的改革精神也启迪今人。

嘉靖四十五年，归有光、吴承
恩赴浙江长兴任职，一个任知县，
一个任县丞。两人上任后，立即着
手推进改革。

一个大动作是厘清冤案。长兴
一个小县，监狱里却人满为患。经
过调查，他们发现很多所谓的犯人

是被豪强鱼肉逼迫的无辜贫民。于
是，两人敞开公堂、重新审理，“断
讫遣去，不具狱”，一大批蒙冤受屈
的百姓得以获释。

另一个大动作是改革征粮办
法。过去的征粮方式采用的是里递
制，里递即邮驿。每年秋收结束
后，由里递负责征收粮食。里递害
怕豪强大户，故征粮的重点都放在
平民百姓身上。

归有光、吴承恩看到征粮制度
的严重弊端，下决心进行改革。

可惜的是，两大文豪搭班子在
长兴搞改革，时间只有两年多。第
三年，归有光按照当时的官员考核
制度，进京向吏部述职，并觐见圣
上，听取训勉。

细细分析两人改革的精神，令
人深深感到：锐意改革需清心。

改革要心系百姓。归有光、吴
承恩到长兴搭班子，年纪都在60岁
左右。当时的长兴可谓穷乡僻壤，
花甲之年到这样一个地方当知县、
县丞，亲友都劝他们不要去上任，
等候补缺，但两人都毅然前往。里
递征粮由来已久，巡抚、州府都按
例行事，他俩却不忍心平民百姓卖
儿卖女过日子，坚决推行改革。改
革措施施行后，府方多次责令县里
整改，他俩又坚决顶了回去。如果
没有一颗真诚的爱民之心，两位即
将退休的老头子恐怕是断然不会这
样做的。

改革要心境恬静。归有光八次

会试都名落孙山；吴承恩三次到南
京考试，也都没能登科上榜。常人
到这把年纪，当上了芝麻绿豆官，
总要为自己想想、为家庭想想。可
他俩上任后履职尽责、心静如水，
只做该做的事。对于征粮改革，长
兴的地主豪绅闹到浙江巡抚处。巡
抚派人调查，百姓有口皆碑，征粮
足额完成，加之两人都是文坛大
家，只好“不问不闻”。

在长兴搞改革，得罪了豪强，
得罪了州府，这也是归有光进京述
职后不能返回的原因所在。可两大
文豪不为官职折腰，“撞南墙不回
头”。吴承恩干脆卷起铺盖回老家，
继续写《西游记》去了。

来源；《解放日报》

归有光吴承恩搭档“搞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