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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围棋魅力无国界

俞斌

读罢朋友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感慨良多。围棋的魅

力没有国界，即便是在伊朗这样看起来并非很开放的国家，围棋

依然能播种开花结果。

围棋的魅力源于其天文数字级的变化。中国古人对围棋有研

究，北宋数学家沈括认为，围棋最多可能下出 768 位数的棋局来。

768 位数是什么概念呢？比宇宙中存在的星星数还多！有人说围棋

的变化是无限的，这是艺术的夸张，围棋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极其

巨大的正整数。

我的前辈、中国棋院前院长华以刚透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

情，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想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但因围棋变化

过于深奥，中国微软研究院知难而退，比尔·盖茨在电脑领域挑

战围棋的计划也被搁浅。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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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肯定是围棋的理解者，他想要进行围棋智能化研究，

委托中国微软研究院，通过中国围棋协会，寻找数学方面和围棋

方面的专家来研究开发，经费由他来负担。全世界的微软研究院

只有三个，中国是其中的一个。结果这项研究胎死腹中，原因是

微软研究会无人敢于接招。

1997 年 5 月，新闻媒体报道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新闻，美国

IBM 公司研制的计算机程序“深蓝”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以 2 比 1 战

胜了世界棋王、国际特级大师俄罗斯的卡斯帕罗夫。后来，又出

现了“更深的蓝”。

这当然是现代科技的杰作，说明电脑在很多领域已可代替人

脑从事复杂的思考和运算。围棋是最古老的东方技艺，电脑是最

现代的科技成就，人们同样尝试着用电脑来下围棋。可是，在各

个领域均能无往不胜的电脑，却独独对古老的、深奥的围棋无能

为力。目前，最好的电脑围棋软件棋力尚未达到业余高段水平，

战胜类似国际象棋界卡斯帕罗夫这种级别的围棋高手，依然遥遥

无期。

其实，这正是东方古老文化的魅力所在。围棋高深莫测的变化、

运动与转换，得失判断，攻与守、弃与取、奇与正、不贪与不怯、

全局与局部等辩证思维和丰富想象，人脑的理性与感性交融，岂

是电脑所能代替的。因此，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说：“围棋是人

类最佳智力游戏”。西方也有人认为国际象棋不是最优智力竞技。

随着东西方文化互相沟通、吸收、融合，围棋这项奇妙而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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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技艺逐渐风行于世界。

围棋在很长时间里流行于东亚，而今逐渐在世界范围里推广

开来，欧美都已建立职业围棋体系，拥有了职业棋手。在这个过

程中，一些职业棋手起到了拓荒作用，但像《我在伊朗下围棋》

的作者史啸虎这样的业余爱好者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他们是

活跃在各行各业的围棋爱好者，也是围棋文化的传承者，在世界

围棋普及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亚于职业棋手。

最近，中宣部下发《中央各媒体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的具体工作项目方案》，文件中提及央视体育频道时，仅仅点

名表扬了围棋节目，称围棋节目“注重潜移默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国家层面上对围棋价值的高度

评价，相信围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力度将会加强。

（俞斌先生，职业九段棋手，现任国家围棋队总教练，获 2000 年第四届 LG 杯世

界棋王赛冠军，围棋比赛棋谱录入、等级分排名等围棋程序编写者。）



序 二

路长金

拜读了史啸虎教授撰写的《我在伊朗下围棋》一稿，令我对

史教授肃然起敬。自从他1993年离开德黑兰，时间已过去二十余年，

书中描述的中日韩三国业余棋手在两三年中多次手谈的精彩场面

令人惊叹不已，作为见证人及参与者，我从内心里佩服他的惊人

记忆力，仿佛自己又回到了二十几年前的德黑兰，一些场景历历

在目。

作为一名老外交官，我前后在伊朗学习、工作、生活了 18 年

的时间，几乎历经了伊朗前国王巴列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的霍梅尼、哈梅内伊的三个时期，直到几年前退休。很多中方人

员及伊朗朋友戏称我为“三朝元老”。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的

围棋水平还不像今日一样如日中天，但中日围棋擂台赛已把中国

带入了围棋热的时代，共同的兴趣爱好——围棋使我与史教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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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他乡一见如故。在当时德黑兰的中国围棋业余爱好者中，史

教授的围棋水平首屈一指，在德黑兰的中日韩围棋爱好者中亦当

属佼佼者。他书中所说的那两届中日韩围棋比赛虽非为正式的国

际比赛，但每当史教授获胜，在场的中方人员仍兴奋不已。

作为一个具有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世界著名文明古国，伊朗在

波斯湾和西亚地区属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强国之一，对该

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从地缘政治来讲，伊朗是联结亚欧大陆

的重要桥梁，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令世人瞩目的霍尔木兹

海峡为全世界 40% 以上海湾石油出口的唯一通道。该海峡由于受

伊朗控制而显得更加敏感和重要。

伊朗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第二大石油输出国，其原

油和天然气储量分别占到全球总储量的 11.7% 和 18.17%，在世界

油气资源日渐枯竭的今天，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更令世人瞩目。

除油气资源外，伊朗还有大量的铜、锌、铁、金、银及煤等矿产

资源。伊朗在波斯湾和西亚地区亦属农业生产大国，农、林、牧、副、

渔俱全，除小麦、大麦、水稻、玉米等农作物外，伊朗还出产甘蔗、

茶叶等。

伊朗的蔬菜、水果非但能满足国内的需求，且是周边其他国

家果蔬需求的主要供应国，与很多未去过伊朗的人一直认为伊朗

除了盛产石油以外全部是沙漠、寸草不生的看法大相径庭。

伊朗的工业在该地区亦占有强势，拥有钢铁、汽车制造、机

械制造、石化、制药、家电制造、食品加工等工业基础，这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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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丰富的油气资源，伊朗的石油化工产业计划宏伟，发展前景非

常可观。

虽然啸虎先生只在伊朗工作、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且未再有

机会重返伊朗，他亦不懂得当地语言，但其知识渊博爱好广泛，

书中，他亦就伊朗的宗教，历史，政治体制，经济，旅游，人文

等做了详尽的描绘。作为一名伊朗通，我深为他在书中流畅的文

笔和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感动和佩服。

综上所述，史教授撰写的《我在伊朗下围棋》这本书不但对

于围棋爱好者值得一读，对于想了解伊朗历史，宗教，政治，经济，

人文及旅游的中国人来说，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2014 年 8 月于北京

（路长金先生，中国原驻伊朗、阿富汗使馆经济商务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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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90 年仲春的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拎着简单的行李从北京

首都机场登上了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德黑兰的一架波音 747 客机。

我的座位在飞机头部驾驶舱下方的那个四面没有舷窗的锥形机舱

里。那天的航班乘客几乎都是带着装满中国日用品的大包小包行

李的波斯人。机舱内拥挤而嘈杂，空气浑浊而沉闷。整个机舱似

乎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我在众人好奇眼光的注目下，好不容易才

在一个过道边找到自己的座位。

那时的我满脑子尽是莫名的郁闷和惆怅，丝毫没有想到：就

是这次开头看起来并非愉快的航行，将为我开启一扇全新的生活

大门，不仅让我到伊朗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异域国度去演绎一场

为期三年、有声有色且又不失精彩的经商生涯，也将无意中推开

我人生中的另一扇原本不起眼的小窗户。

那年，我受国内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派遣作为首席代表到伊朗

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初，两伊战争平息后的伊朗百废待举。八

年来拉锯般残酷的战争让伊朗人死伤累累，仅军人就死伤近 100

万人。武器先进的伊拉克军队也死伤近 50 万人。伊朗首都德黑兰

还曾饱受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和飞机轰炸，死了不少平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也炸毁了不少民宅。战争结束一年多后我去德黑兰时，还看到许

多居民家里的窗户玻璃上依然交叉贴着白色的宽胶带。这都是战

争的遗迹。

战争拖跨了伊朗的经济。此时的伊朗急需外国的资金和技术，

以帮助他们恢复经济的发展。与伊拉克一样，伊朗也蕴藏和出产

大量的石油。这对于许多需要石油的国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尽

管伊朗缺少外汇，无法满足外国公司的外汇支付，但因石油也很

宝贵，很多缺油国家还是能接受用石油代替现汇支付的。这是石

油之所以叫黑色软体黄金的主要原因所在。因此，许多国家，特

别是西欧和东亚的那些缺乏石油但技术还比较先进的国家的公司，

在战火甫一停止，就都纷纷来到伊朗寻求商机并力图承接各种工

程项目。对此，中国也不例外。

相比于经济改革已有十多年的中国，战后伊朗的日用品和轻

工产品很缺乏。那些年里，跑德黑兰到北京航线的全部是伊朗航

空公司的飞机，而且几乎每趟客满，乘客 99% 都是伊朗人。来北

京时，每个人几乎都是空手，回程时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里面

装的是服装和伊朗紧缺的小商品。其中不少人还带着夫人和孩子。

据说，只要从中国倒腾两包衣物，赚的钱就足够一家人到中国旅

游一趟了。我刚到德黑兰时，驻伊使馆签证处每周仅三个半天受

理签证事务，由于后来签证申请越来越多，当年底就开放为每天

下午受理了。与之相反，那时的中国在开放程度上还不高，中国

人很少有机会去国外旅游。所以，当时能获准到伊朗去的国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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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少。

中国当时的对外经贸工作还处于国家的严格管控下，并没有

放开。只有极少数的拥有伊朗重建所需技术的国有大公司才被允

许到伊朗去开拓市场。所幸我在的公司便是其中之一。作为首席

代表，我去伊朗的任务就是利用中国的水利设计、勘探和建设上

的技术优势，扩大在伊朗水利市场上的份额并在此基础上争取在

伊朗承揽或中标到更多的工程项目。

伊朗位于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撞的中东地区，是一个多民族

的伊斯兰国家。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名叫“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5000 万人口（到 2014 年 7 月伊朗人口为 7750 万人——作

者注）中有一半多是波斯人种，其余有阿塞拜疆人约占 25%，库

尔德人占 5%，还有阿拉伯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

伊朗官方和大多数什叶派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教义。在

基督教文化圈的西方人眼里，伊朗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文化的东

方国家。而在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人看来，伊朗又是一个典型的位

于遥远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可是，在中东地区其他信奉伊斯兰教

的阿拉伯国家人眼里，伊朗却因信奉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教派，且

在种族和语言上也不同，而被看作一个异族国家。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整个两伊战争时，沙特和科威特等海

湾阿拉伯国家出于对伊朗的忌惮和恐惧，一直是伊拉克的坚定支

持者。他们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供其购买先进武器与伊

朗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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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当年之所以会发生战争，个中原因很复杂，若从文化背

景的差异上分析可能看得更清楚些。伊朗与伊拉克等中东北非的

阿拉伯国家在宗教文化上存在很大差别和矛盾。伊朗信奉伊斯兰

教中的少数派——什叶派教义，而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当权阶层

信奉的伊斯兰教义则是逊尼派。

1979 年由大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发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并取得

成功。他在 1979 年 2 月 1 日结束流亡返回伊朗，向人群发表讲话

并做出数项政治承诺，包括建立一个代表伊朗人民的民选政府，

教士将不会对政府做出干预，又承诺“没有人会在这个国家无家

可归”，称伊朗人将会享有免费的电话、供暖、电力及巴士服务

以及送上家门的石油等。他的这些政治承诺获得了民心，尤其是

获得了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和赞誉，使之在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名

声大震。后来伊朗民众也尊称他为伊玛目霍梅尼（伊玛目意为伊

斯兰宗教领袖和法学权威）。与此同时，霍梅尼采用沙里亚法规（伊

斯兰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他的伊斯兰团体强制对男女实

施着装规定，妇女必须遮掩头发，男子不准穿着短裤。酒精饮料、

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都被严禁。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其宗教领袖霍梅尼曾试图将其伊斯兰

原教旨主义运动推广到整个中东地区，更是将这种教义上的矛盾

上升到冲突的层面。再加上两伊在阿拉伯河（由幼发拉底河和底

格里斯河汇流组成）分界的领土纠纷，以及伊朗的波斯民族与伊

拉克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很深的历史纠葛，两伊战争就此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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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文化这个东西很复杂，倘再搅和进宗教、民族以

及历史等因素，那就会更加复杂。从大的方面说，文化可以影响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国际关系，即便从小的方面说，

它也会决定一国国民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不同大文化圈，甚

至是不同宗教派别、较小文化圈的人，其所喜欢和爱好的生活的

技艺修为都可能大有不同。这一结论在人类的竞技性益智游戏——

棋类的选择上也能体现出来。

现在这个世界上最普及的竞技性棋类，如撇开各国自己的棋

类，如中国的象棋及其被韩国和日本仿效的韩国象棋和日本将棋

外，主要分为两种：国际象棋和围棋。前者源于古印度，现普及

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世界。起源于中国的围棋则流行

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各个国家。生活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

明文化圈的人更擅长线性思维和精确思维的国际象棋，而受儒教

文化熏陶的东亚人则更喜欢注重非线性思维和模糊思维的围棋。

据我个人的经验判断，20 世纪 90 年代，伊朗可能还没有人

懂得如何下围棋。即便是现在，懂围棋的伊朗人也可能寥寥无几。

既然如此，我怎么会在伊朗下围棋呢？或者说，我在伊朗这么一个

与围棋几无关系的国度里下围棋还会有什么值得一说的故事吗？

为此，我有必要早早地在这里跟读者们说明。

我在伊朗下围棋不仅发生过许多故事，而且我相信这些故事

很有趣，还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和收获。这些故事的发生地

虽是伊朗，但故事的主人翁却主要是那些生活和工作在伊朗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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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

那时，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市场在中东，而海湾战争前中东地

区最大的工程市场原来不是人口更多、面积更大的伊朗而是伊拉

克。伊拉克与伊朗一样也有很多石油储备和产出，但其人口较少，

只有 1000 多万，所以远比人口较多的伊朗富裕。加上阿拉伯世界

的资金支持，伊拉克的战后重建规模也因此要比伊朗大得多。

伊拉克人口少，战时工作岗位严重短缺，为此从很多第三世

界国家引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劳工。仅我国各公司战前就在伊拉克

承接了上百个大大小小的工程项目，输往伊拉克的劳工就不下 10

万人。有些纺织厂（主要生产军需被服）数百上千人几乎全部是

中国工人。但是，这么好的伊拉克市场由于 1991 年初伊拉克侵占

科威特而不复存在了。为了惩戒伊拉克，联合国以决议形式要求

所有外国公司不管损失多大都要在短期内全部撤出伊拉克。因此，

所有战时曾在伊拉克淘金的国家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我国可能

是损失最大的一家。据说，在伊拉克市场已经经营多年的中国公

司因此遭受到的损失不低于 100 亿美元。

堤内损失堤外补。于是，曾经在伊拉克市场上大显身手的以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首的西方国家公司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

国为首的东亚国家的公司又大都转移到伊朗的战后重建市场上来。

中国当时对外开放不够，限制国内公司，尤其是私营公司到

境外寻求发展，到伊朗开拓市场的中国公司还必须得到国家外经

贸部的批准。与中国政策相反，日本和韩国政府那时鼓励本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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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更多地进入和开拓伊朗市场。因此，日韩那些著名的大型跨国

公司和综合商社，甚至是一般的中小企业，凭借其掌握的先进技

术和雄厚的资金也都纷纷跑到伊朗，或设立办事机构，或注册分

公司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派驻伊朗的人员也越来越多。那时，

我去伊朗的工业部、能源部、移民局和税务局等政府部门办事时

经常能看到日本人或韩国人。这两个国家在伊朗，特别是在德黑

兰工作的人数比我们在那里的中国人多得多。

我在伊朗的那几年（我于 1993 年春离开伊朗回国述职），虽

然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围棋才刚刚开始争霸，但已经显出各自实力

涨消的势头来了。那时一共有三个国际性围棋大赛，即 1988 年由

日本人创办的每年一届的富士通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2011 年

年底这项进行了 24 年的国际围棋赛事很遗憾地停办了）、同年稍

后由台湾应昌期先生创办的四年一届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

赛以及韩国人自己办的也是每年一届的东洋证券杯国际围棋赛（当

年是第三届，但前两届还是韩国的国内赛事，第三届开始邀请外

国棋手参加而扩大成为国际赛事，但仅仅举办了九届，于 1998 年

停办）。

日本人从 1988 年到 1992 年连拿了富士通杯的五届冠军（武

宫正树两次、林海峰、赵治勋和大竹英雄各一次），韩国人则连

续专美于应氏杯和东洋证券杯，获得冠军的是当时在中国国内还

名不见经传的韩国曹薰铉和徐奉洙，以及登上世界围棋的最高台

并开始谱写围棋历史传奇的神童——李昌镐。而中国呢？当时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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