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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早已成为香港人了，可

是根仍在广州；他当年循着冒

险者的小道潜入港岛，偏改用

了“怀穗”的名字；社会上可

能不大有人知道他，可是两岸

三地的棋坛几乎无人不晓；他

以国际象棋起家，却被称为“香

港围棋教父”。大陆棋界前辈

管他叫简明基。

爱上围棋的人，即如古人

爱竹，很容易便到“不可一日

无此君”的程度。深圳特区早

年百业待兴，围棋活动全靠民

间力量的呼悠，棋迷们总有办

法找到一起来。我就是在一次

简陋的围棋集会上结识简怀穗

先生的。

简先生粤人相貌，得体的

深青色西装，戴一副大而松的眼

镜，身后总跟着一个小尾巴——

他的女儿简莹，小小的，戴一

副显得更大更松的彩色眼镜。

这位热心围棋的香港人很

快就与我成为朋友。当时蛇口

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我也

有利用某些资源的方便，简先

生不久便率香港围棋社的棋友

们来访，在海上世界游轮上举

行了港深杯围棋对抗赛，又是

换旗又是拍照，热热闹闹地过

了一晚。客方除了简先生、曾

炳辉、张劲龙、陈品祺、梁国明，

外加小简莹古灵精怪，熊旭东

长髯飘拂，好似一幅斑斓古雅

的图画。那是一九八五年十月

的事了。

自 那 以 后 ， 在 周 末 以 及

香港节假日，简先生不时会带

三五人过来蛇口，游骋在棋盘

上，借以舒缓香港工作的紧张

和压力。深港两地间各种名目

的围棋比赛也多了起来。有一

余昌民

挽三棋王简怀穗先生

我与香港围棋社社长简怀穗先生交往转眼 30年了。近些年我们相见日稀，他说罹

过一场大病，较过去大为羸弱。在第三届劲龙杯深圳开拓者围棋邀请赛上，他拉住我说：

“老余，我们俩下一盘吧！”又闪出往日轻不言弃的神情说：“如今赢我也不容易喔！” 

以往我们是好对手，如今他是老将廉颇，我沾了马齿稍短的光，将这盘棋牢牢拿下。

简先生凝思的时候，我从对面摄下了照片。万没想到，这一局棋竟为我们的棋缘画上了

句号…… 简先生，你答应的一幅字，可记住伸纸濡毫、酬我所盼哦！  

挽三棋王简怀穗先生

棋道书道师道  风风雨雨走完人生道

正招险招妙招  款款绻绻今赴天帝招

【旧文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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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简先生携全家来我家作客，

有心的简太太挑拣了几件童装

送给我的女儿滟儿，说简莹没

怎么穿，让我们千万别嫌弃。

我 赴 港 出 差 ， 常 去 简 先

生 那 里 打 发 时 光 。 在 油 麻 地

中 华 书 局 附 近 ， 沿 一 条 窄 陡

的楼梯上去，便是香港围棋社

了。看得出来，为了经营围棋，

住家的格局已经隐去了，门厅

里紧凑地排列着几张棋桌，临

街的小间则是榻榻米模样，整

体上呈现出古朴，又含几分无

奈。一位老者捧着一本棋书在

打谱（重演棋局），时而有人

进来，也是银发，听他们的口

音，竟是上海腔，我从他们的

嗜好与言谈似乎感觉出旧日十

里洋场的影子来。到吃饭的时

候 ， 简 先 生 总 是 邀 我 随 众 去

街对面的酒楼，或别人或他，

有人埋单。

简家的生活意外地简单，

大孩子智障，怕出事，做饭一直

用煤油炉对付。简先生和我最大

的不同，是我生活在社会主义体

制下，下棋纯粹是闲情逸致，而

简先生不同，他首先要靠围棋担

起家庭的担子，特别是在人人营

营碌碌、文化稀薄的香港。早慧

的小简莹已经把每次对局看作拼

搏的演练，简先生仍不罢休，有

一次同我比赛，同场竞技的简先

生频频来望，碰巧简莹下了坏棋，

父亲用白话怒骂一声，女儿顿时

两眼汪汪，看得我好不忍心⋯⋯

简先生一九五八年以国际

象棋崭露头角，一九六四年获全

国冠军，随即作为第一主力出访

苏联。接下来不用说了，几乎所

有人的命运都拐了弯。到了香港，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最终选择靠

围棋为生，执著地走上了一条布

满艰辛的路。打围棋这张牌，

发现、聚拢爱好围棋的人群，

宣传、开发更大的人群是关键，

不知因为什么过节，偏偏查良

镛（金庸）慷慨的支持给了另

一支力量（香港围棋协会），

使得年轻的爱好者大量流失。

与之相比，硬件条件断不如人，

但是有全身心投入、锲而不舍

的简先生在，——如同世间许

多事情那样——围棋社竟存活

并且蓬勃发展起来。这里既有

天道酬勤的因素，也归功于坚

定不移的信念：富裕起来的社会

终会发现围棋教育在下一代智力

开发和传统文化熏陶方面的双重

奇效。

在简先生盛情邀请之下，

一九八六年我出席了香港中文

大学授予吴清源名誉文学博士

的颁授典礼，得以亲睹一代围

棋大师的风采；一九八七年招

商局也组队参赛香港东方杯围

棋锦标赛，我与妻、余昌力、

景晓东出赛，可惜与冠军失之

交臂；同年与妻共同受聘为第

四 届 世 界 青 少 年 围 棋 锦 标 赛

（香港）裁判，应昌期先生他

乡遇老乡（妻是宁波人），一

高兴将比赛用的棋子、棋钟半

数相赠，使蛇口围棋协会鸟枪

换炮，妻因此与简先生开玩笑：

“简先生这下心疼了吧？”

简先生很少侈谈自己，时

间长了，我也屡有所闻。他于

棋类有罕见的天赋，人们通常

把能盲下象棋看作象棋高手的

标志，简先生曾经做过这样的

公开表演：在下一盘围棋的同

时，盲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

各一盘，而且盘盘战而胜之，

令人叹为观止！

一九九〇年全国三棋全能

超级大赛，每一对选手三种棋

同时开局，煞是好看。简先生

面对的劲旅是聂卫平和胡荣华，

聂和胡分别为围棋和中国象棋

的棋圣，且另两种棋的棋力不

俗，简暗忖：围棋我下不过聂，

其他必得胜之；中国象棋逊胡

一筹，国际象棋、围棋必力克之，

中国象棋求和即可。策略既定，

合理用兵，简怀穗果然摘取桂

冠！事过多年，提起此事，简

先生依然喜不自胜。

后来简莹出落成为职业棋

手。一九九八年我参加车仆杯

深港围棋对抗赛，简先生特别

留住我和著名棋士杨士海共进

晚餐，我才知杨八段已成为简先

生上门的乘龙快婿，眼见简家门

庭兴旺，围棋综合实力今非昔比，

不迭地向他道双重之喜。

那日他看见我在一幅书法

条屏前驻足，提醒我说：“这

不算什么，我写的比他好。”

我想起接过他的手札，果有不

凡功底，赶明儿一定向他讨一

幅字来宝之。

过去简先生棋力与我旗鼓

相当，如今孰长孰退，不手谈

一局怎知道？

                                                          

（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