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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名士（上）
○ 余昌民

《南方周末》翼下的《名牌》杂志2004年8月

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2004年6月21日，作为第四届“中国华山围棋大

会”最重要嘉宾的沈君山，却在由台北经香港前往西

安的路途中，从香港折道前往深圳。在那里，他要去

见一个多年前在网上下棋时认识的棋友。在深圳仅呆

上20多个小时，便再飞往西安。

这一举动，颇有点《世说新语》中，王子猷雪

夜乘船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归’的魏晋名士风

度。也难怪，我们早已在悄然中将沈君山视为中国最

后一批名士的典型代表。”

沈君山所要会见的友人就是我。

其实，我认识沈先生虽系围棋之缘，却不是因

为网上下棋。沈先生本次来大陆，深圳之行是特别

安排且运行圆满，怎能以当年王徽之“兴尽而返，

何必见戴（友人戴逵）”来相比呢？

听说沈先生将取道深圳，杂志社便紧追不舍。

沈先生打电话向我询问过该杂志的背景。不巧因签

证问题我不能去香港迎接，沈先生又不良于行，这

才动了向他们“借兵”的脑子，这对于传媒来说无

异于天赐良机。

读完那篇追访，感觉到弥漫着悲凉的调子，

这恐怕也在作者预料之外。沈君山的新著《浮生后

记：一而不统》首次披露了三次与江泽民总书记长

谈的记录，杂志主编亲自出马，指望贴近、跟踪的

是一位活跃在学界、政界、桥牌界、围棋界，穿梭

于两岸三地之间的风流倜傥的沈公子（文章还特别

点到沈君山同时由台湾两大绝世美女——胡茵梦和

林青霞陪伴一起逛街的昔日风光），而今面对的却

是一位中风过后步履蹒跚的皤发老者，终于忍不住

兴起人生如梦之叹：“或许，还用不着时代的大

潮，仅仅是一场疾病，便足够彻底摧毁掉一位堂堂

名士的风采和气度？”

沈君山与连战、钱复、陈履安共有“台湾四大

公子”之美称。他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

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美国太空总署从事研究，曾

任普渡大学教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做过一

年行政院政务委员（管科技能源）。人们称他沈博

士、沈教授，我却更愿意称他沈校长。

我初次见他是在1986年10月，香港中文大学向

围棋大师吴清源颁授荣誉文学博士的仪式和庆祝活

动中。大陆棋手汪见虹与香港棋手陈嘉锐下纪念对

局，吴清源大盘讲解，作为助手推波助澜的便是沈

君山。吴翁穿一套灰色中山装，清癯矍烁，京腔圆

润；沈氏着一袭蓝色长衫，举止雅逸，妙语连珠。

香港围棋社简怀穗社长告诉我，沈是台湾著名的贵

族清流，桥牌和围棋的水平均十分了得。

2001年1月，我作为沈校长的客人——两岸名流

围棋交流团的成员，随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访

问台湾，沈校长到机场迎接。屈指十五年，他已经

是银发盈颠、手不离杖了。当晚我们住进新竹清华

大学。想想此刻身处宝岛，打开电视机，这个台在

拿阿扁开涮，下一个台是大陆国际频道，感觉实在

新鲜。

这次台湾之行，我存有认真感受一下未被斩断

的中华文化之心，无奈路途、比赛、饮宴几乎用光

了所有的时间，坐在沈校长弄来的连战竞选专用的

宽绰大巴上，唯有欣赏滑过眼前的店铺匾额的漂亮

书法。我们下榻过蒋介石住过的日月潭涵碧楼，到

老爷酒店出席了日本围棋棋圣战的前夜祭，往京兆

尹饭馆赴旅日棋杰林海峰招待的盛宴，在目不暇给

的故宫博物院藏品中间低回流连……我还趁打烊之

前溜去诚品书店、何嘉仁书店沐浴了另一种书香。

那几日时空倒错，概念混杂，感觉古怪，心情奇

佳。

沈君山、陈祖德一定与我这般细琐的激动不

同，两岸人士在台湾进行围棋交流，他们已经久望

之云霓了。二十年前，陈祖德住在金庸家里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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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君山为台湾加入国际围棋联盟奔走，来香

港也住在那里。在金庸怂恿下，陈授沈两子

（高手对下手让子，棋分相当于职业高手

对业余高手）下了一局，“金庸记谱，查夫

人奉茶”，六小时下来，这“两岸围棋第一

局”沈先生居然赢了！围棋真是个奇妙的尤

物，儒雅如陈祖德，超脱如沈君山，也都不

肯言输的。今天陈祖德还在“抱怨”，那日

沈先生精根倾尽，独用了五个多小时，记谱

的人歇了，陈祖德强支病体，昏昏欲睡，意

思是被沈“捡了个便宜”。沈君山只是笑，

说撼陈九段虽难，反正是我赢了，有台湾报

纸发表的棋谱为证。

有人评说沈君山“以学术为本业，以政

治为副业，又沉浸于棋桥的文化意趣中”。

沈先生曾获全美围棋冠军，世界桥牌亚军，

和聂卫平也就成了出入棋桥的双料朋友。他

早年便挑剔金庸武侠小说中以武功之精绝抛

石（棋子）对弈有致命的纰漏——功力还没

有强大到从盘中提掉棋子，弄得金庸苦思通

宵，终究不得其解。沈先生曾说服企业家应

昌期支持对围棋国技“从娃娃抓起”，如今

驰骋世界棋坛的王立诚、王铭琬、张栩等无

一不是出自沈先生的慧眼。而金庸恰恰相

反，广拜名师，虚心为徒，如曾请得聂卫平

来，纳头便拜，慌得聂棋圣连唤不可。说到

此，沈君山聊发“狂语”：“如果论团体段

位，我的徒弟天下第一，金庸的师父天下第

一。”说完哈哈大笑。陈祖德与我说起过沈

君山的棋力：“他在巅峰时期确实很强，你

恐怕下他不过。”

访台接近尾声的时候，特别安排了沈

校长同我下一盘棋。在新竹清华大学风云楼

里，我与他纹枰对坐，出于礼貌，我执黑先

行。开局不久，白方便陷入苦战，以致始终

负累在身，不得伸展。后见大势已去，沈校

长示意就此终局，陈九段评说了一番。这盘

棋有中国围棋协会主席陈祖德观战，著名天

文学家、北师大理学院院长何香涛摄影，大

家笑谈此局比赛的规格可谓高矣！

读者反馈表
亲爱的读者朋友，您好！

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阅读《水木清华》杂志。希望您协助我

们完成以下的问卷调查，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不断改

进，为您提供更加丰富、精彩的内容。谢谢！

 

1. 您阅读了本期《水木清华》杂志的多少内容

□几乎全部  □大部分  □一半  □一少半  □很少一部分

2. 您对《水木清华》的总体印象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3. 您对本刊设计及印刷的整体印象

□很好  □好  □一般  □不喜欢

4. 您对本刊各栏目文章的满意度

动态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封面文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人物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观点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科技桥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捐赠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艺术天地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文化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专栏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清华学堂 □非常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5. 本期您最喜欢的栏目/文章是：

6. 您在杂志内容、设计、印刷等方面的其他意见或建议：

姓名                  入学年份                 系别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手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问卷填好后请寄回编辑部，或传真至010-62797336，也

可登陆清华校友网www.tsinghua.org.cn的《水木清华》栏

目参与问卷调查。

更  正

经黎诣远老师查证，第7期63页中提到的冀朝鼎应为“解放后中
国银行副董事长”，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