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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云集的北京棋院 

  北京棋类专业队（包括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项）的建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棋社—

—棋队——棋院。 

  51年来，北京棋院从无到有、从业余到专业、从人民团体发展到事业单位，经历了多次变迁，逐渐成

熟。新老棋手共同努力，取得许多成绩，为首都和国家棋类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棋社、棋院的由来 

  棋艺是人类古老的文化艺术，伴随历朝历代兴衰，走过艰辛的道路，是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之一。中

华民族不仅热爱这一艺术，而且在长期的生活劳动实践中创造、发展它，使其成为体育竞技项目的一种，

同时作为娱乐活动，对开发人们的智力，锻炼人的思维能力，研究大脑的思维规律十分有益。随着某些棋

种的国际化，它已成为国际间交流的一种手段。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经过许多老同志的商议，由李济深（时任国家副主席）向国务院

提出了成立棋社的申请。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1952年北京棋艺研究社正式成立。社址在什刹海南河

沿，原是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别墅。北京棋艺研究社是新中国建立后成立的第一个棋艺组织，当时的棋

社属人民团体性质。棋社主任为罗任一，副主任黄绍熊、周士冠。创社初期，由于历史原因，棋社只设有

围棋一个棋种，聘请在京知名人士过惕生、金亚贤、崔云趾、雷溥华为指导员，以后又陆续设立了中国象

棋和国际象棋两个棋种，聘请棋手张德魁为指导员。 

  那时的棋社是由李济深出资支持，并支付棋社工作人员的报酬，后改由文化局负责拨款。当时的棋社

设有董事会，人员由社会上知名人士组成。社员经人介绍即可入社，定期交纳会费。棋社不定期组织活

动、进行比赛，还负责向社员印发棋艺资料。1954年，棋社采取自由报名的形式，在北海万佛楼举办了中

国象棋比赛。 

  1956年，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正式被列为体育竞赛项目，从此棋类运动在我国蓬蓬勃勃地开展

起来了。1960年，棋社改由北京市体委领导。翌年，北京市棋类协会秘书长段清汉到任负责棋社的工作。

这期间，棋社在进一步扩大组织、收集资料、选拔人才、向社会开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棋队的

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为加强工作，棋社先后调张福田（围棋）、翟燕生（围棋）、王立（围棋）、张

德魁（中国象棋）、刘文哲（国际象棋）、徐家亮（国际象棋）、钱宗祥（国际象棋）担任教练，从此棋

队工作全面开展。 

二、棋队的建立 



  1963年4月，过惕生、刘文哲、张福田、徐家亮、翟燕生、王立、钱宗祥等七人被调入先农坛北京师范

学院运动系，正式组建了棋队。调沈尺卿（女）担任领队，教练是过惕生，张福田任运动员兼教练。为了

扩大队伍，不久从工厂、学校等单位吸收了一些新队员：朱学增、傅光明（中国象棋）；吴玉林、刘月如

（女）（围棋）；张连城、王陛钧（国际象棋）等人先后入队。 

  1965年底，棋队从先农坛迁至茅屋胡同，归属棋社。当时棋院正在筹建之中，因“文革”未能如愿。

1967年，棋社实行军管。1970年9月除王陛钧、吴玉林、朱学增三人留下以外，其他棋社人员全部下放。不

久，三人也下放劳动，棋队解散。从1974年至1978年，虽然棋队被解散，但每年的全国比赛，北京市都组

织人员集训，参加比赛。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振兴首都棋坛，从1978年开始，国际象棋刘文哲、王陛钧、杨献、白岷，中

国象棋朱学增、傅光明、臧如意，围棋吴玉林、常振明、谭炎午、程晓流、聂卫平、刘国斌先后调入棋

队，队址在六部口西旧帘子胡同。年底，棋院恢复成立，领队是戴逸民，刘国斌任副领队兼教练。1980

年，原什刹海体校副校长肖生汉调任棋队领队。 

三、棋院的建立 

  1980年12月18日北京棋院正式成立。建院时，棋院归属什刹海体校。它把普及与提高的双付担子集于

一身。院长是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汝芬；副院长有：市总工会主席韩凯，市体委办公室主任李

春龙，以及过惕生、谢小然。棋院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是肖生汉，副主任是沈尺卿。 

  1984年4月，棋院划为市体委直属单位，办公室主任是王品璋，副主任张光华，肖生汉任副主任兼领

队。 

  1984年后，棋队为补充后备力量，先后选拔一批新队员入队，围棋运动员有姚征、穆小红、马巍，张

文东、王伯刚、徐莹、沈颖等；中国象棋有朱建新、谢思明、喻清、张卫东、翟云弈、张强、常婉华等；

国际象棋有杨献、白岷、肖红、谢军、孟悦、姚晓青、安燕龙、龚凡等；调入教练员有刘镇国（国际象棋

女队）、杨晋华（围棋女队）。 

  这一阶段领队人员屡屡变更。1985年肖生汉调到市体委工作，在以后的几年前后担任过领队工作的有

吕子秋、张坦、柴红、刘月兰等，1994年邱胜友同志接任领队工作到2000年（退休）。 

  1989年经过大调整，以围棋不动其他项目保留种子的指导思想，剩下的人员中国象棋有藏如意、谢思

明、常婉华；国际象棋有刘文哲、谢军、杨献；围棋有谭炎午、杨晋华、张文东、徐莹、沈颖、姚征。 

  九十年代初，随着棋类运动的不断发展，为引进人才，北京棋院从山西调入国际象棋教练叶江川，此

后又调入队员国际象棋徐媛媛、赵玎玎；围棋孔杰、汪洋；中国象棋刘君、靳玉砚；调回张强（任中国象

棋教练）等队员。2000年后，北京棋院又调入国际象棋王瑜；围棋金茜倩、陈耀烨；中国象棋蒋川等队

员。 

  2000年11月棋院改为院长负责制，聘请原院长宋汝芬为名誉院长，任命姚文义为院长，王友信为书

记。 

  2002年8月新组建领导班子也就是现任领导班子成员有：书记窦长明，院长谢军，副院长李毅，副院长

谭炎午。 

  改革开放以后，各项事业逐步兴旺、发展，商业化运作逐步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北京市棋类运动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北京围棋队从1991年开始与三露厂合作（现北京大宝化妆品有限公司）共建北京

大宝围棋队至今。中国象棋得到了朝阳农场的赞助。国际象棋队得到了花园饭店的赞助，现改为爱国者俱

乐部赞助。由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北京棋院一些老棋手的多年努力，打造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

涌现出“棋王”、“棋圣”、“棋后”等顶尖竞技人才，对我国棋类事业的飞跃发展，对推动京城棋类活

动的开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辉煌的战绩 

  在棋社时期和棋队建立后，北京棋院都十分重视挑选、发现、培养运动员，在选拔人才、提高运动水

平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获得了可喜的成就。在这几十年中北京棋队涌现出了几位棋坛的领军人物，为



我们国家的棋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点是和首都的地位完全相称的。 

  几十年来，北京棋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棋手。六十年代有围棋的过惕生、吴玉林，中国象棋的臧

如意、傅光明、朱学增，国际象棋的王陛钧、徐家亮、刘文哲等。 

  刘文哲驰骋棋坛三十多年，至今风采不减当年。十年动乱，给许多人留下了创伤，尤其是心理上的折

磨，使他们自暴自弃了，但是，厄运对于那些意志顽强的运动员来说，是一块自强不息的跳板。一些老队

员下放后，不忍心丢弃自己的事业，为了不被红卫兵发现，他们就偷偷地下棋。刘文哲就是其中之一。他

当时身患肝炎，病休在家，一个月只能领到二十多元的工资，但他还坚持钻研棋艺。他原来是下中国象棋

的，曾获得中国象棋大师的称号。当时，他看到中国的国际象棋总是输给外国，心理很不是滋味，毅然改

学了国际象棋。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就驰骋国际棋坛，成为第一个战胜前苏联特级大师的中国棋手。老一

辈棋手以他们顽强的事业心，和敢于拼搏的精神，在棋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现在，老一辈棋手中的大多数已担任教练工作，他们及棋队的两个领队肖生汉和沈尺卿为北京棋队跻

身于全国劲旅之列立下了汗马功劳。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棋院又涌现出聂卫平、谢思明、谭炎午、谢军等优秀棋手。 

  1963年，棋社派雷溥华到北京小学开设辅导班，重点培养了聂卫平。为使聂卫平早日成材，过惕生还

住在聂卫平家里，教授聂卫平棋艺。工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之后，聂卫平就连克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

一、加藤正夫、藤泽秀行，实现了陈老总“中国围棋水平要赶超日本”的遗愿，也成为日本棋手望而生畏

的“聂旋风”。这不仅为北京人民争了光，全国人民都为之欢欣鼓舞。在1986年举行的第二届中日围棋擂

台赛中，他又连克日本以武宫正树、大竹英雄为正、副帅的五员大将力挽狂澜，再一次为祖国争得了荣

誉，从而被授予“棋圣”称号。1988年4月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双方都杀得只剩一员主将，聂卫平再次

战胜日本主将加藤正夫，从而彻底打破了日本围棋统治世界的神话。除此之外，聂卫平还带领北京围棋队

在1987年全运会上取得第四名；在1993年（北京）第七届全运会上取得团体冠军，为北京市夺得极有分量

的一块金牌。他在1979年荣获体育荣誉奖章，1982年被评为九段棋手，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政协常委、

国家围棋队总教练。 

  谢思明曾有“亚洲女皇”的称号。她1978年进入北京队。1980年到1987年，她曾荣获五次全国冠军，

并获1980、1982、1984、1987年四次亚洲冠军，1983年获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称号。在此期间，谢思明还取

得一次第四名，一次第五名，带领北京象棋女队取得1984年团体冠军，1986年团体第四，1987年团体第六

的好成绩，可以说是为北京、为国家的象棋事业立下卓越战功。她思路清晰，善于判断形式，属于有策略

的攻杀型棋手。她曾是北京市的政协委员，现仍在为象棋事业积极工作。 

  谢军自幼爱下象棋，后改下国际象棋。她1980年进入北京队，1983年打进全国女子前八强，1984、

1985年都以全胜战绩获全国少年冠军。谢军思路敏捷、斗志顽强，善于调动子力，抓住战机。1984年她获

得全国成人国际象棋比赛第六名，成为我国最年轻的国际大师。1988年世界青年第四，亚洲青年冠军，

1989年获中国首届青少年（20岁）以下，女子冠军和男女组混合冠军，全国女子个人冠军。 

  从1990年开始，谢军向国际象棋顶峰发起冲击。她先是在二月份举行的分区赛中以不败战绩并列冠

军，然后又在七月份举行的国际赛中以第二名出线，同时获女子国际特级大师和男子国际大师称号。1991

年10月在马尼拉，谢军战胜五次世界冠军得主玛娅.奇布尔达尼泽，勇夺世界冠军宝座，打破了苏联垄断世

界女子棋坛41年的历史，震撼了国际棋坛。此后，她又三次登顶成功，并与队友合作荣获1995年亚洲团体

冠军，第三十三届、第三十四届世界奥林匹克团体赛冠军，实现了中国国际象棋第二步战略目标—女队获

世界冠军。期间，她还在多项全国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002年谢军出任北京棋院院长。同年在全国体育大会上，身怀六甲的她仍取得女子国际象棋第一名。

2003年，她带领徐媛媛、王瑜、赵玎玎三名小将为北京夺得第一个全国国际象棋团体冠军。她先后当选为

国际棋联妇女委员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人代会主席团成员中唯一的体育界代表、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

世界女子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唯一的体育界代表、2003年第九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等。他获得的荣誉

还有全国十佳运动员、全国体育荣誉勋章、全国十大杰出青年等。  

  叶江川1977年开始学习国际象棋。1981年首次参加全国个人赛就获冠军，是当时最年轻的全国冠军。

以后他又先后获得七次全国冠军，是我国获得男子冠军次数最多的国际象棋棋手。叶江川1986年进入国家

队，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我国参加世界大赛和亚洲比赛的主力队员。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1993年的亚

洲团体赛，为我国获得四次亚洲冠军立下战功。1993年叶江川调入北京队。在参加世界奥林匹克团体赛

中，先后为国家夺得团体第五、第六、第八等好成绩做出了贡献，1993年被批准为国际象棋特级大师，



1994年又获全国棋王赛棋王称号，1995年获分区赛冠军。叶江川在国家队中除了刻苦训练外还从1988年底

担任谢军的教练，他尽心竭力多次牺牲了自己出国比赛的机会，为谢军的夺冠和卫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是技、战术上的制定者和决策者。1993年叶江川获国家体委颁发的荣誉奖章，现任国家队总教练、中国棋

院国际象棋部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他的棋风属进攻型，特点是力争主动，技术全面，算度精确。攻防

比较全面，在比赛中极富韧性，敢于在对攻中走出胜负手。 

  继聂卫平之后北京又培养出了一位九段棋手张文东。 

  张文东，1969年出生，1982年进入北京围棋队，1995年进入国家队。他1982年打入初段，1993年升为

九段，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九段棋手，也是我国围棋项目恢复段位以来第一位从初段打上九段的棋手。在

1993年的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围棋团体赛中，他代表北京队参加并获得冠军，同年，又获得个人围棋锦标赛

冠军。他也是北京市第六、第七届青联委员。 

  北京围棋女队华学明七段和徐莹五段曾多次合作为北京夺得全国女子围棋团体冠军。华学明现为国家

围棋少年队教练。 

  孔杰1993年入队，第七届全运会围棋比赛中，在老棋手的率领下，与队友奋力拼搏，为北京市夺得极

有分量的一块金牌，次年进入国家集训队。2000年孔杰获得全国体育大会个人冠军，2001、2003年获全国

围棋个人锦标赛冠军，现为专业七段。2003中韩新人王对抗赛中，他战胜韩国棋手被媒体称为“王中

王”。 

  小将陈耀烨，1998年进入大宝少年队，1998、1999年获全国少年集训赛冠军，2002年进入北京大宝围

棋队，2003年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 

  1956年以后，北京队向国家输送了过惕生、翟燕生、王立、吴玉林、常振明、程晓流、谭炎午、张文

东、谢军、徐莹、孔杰、徐媛媛、王瑜、陈耀烨等多名运动员，1962年，张福田作为教练员被选入国家

队。不少队员多次以国家队员的名义参加国际重大比赛。刘文哲于1978年、1980年、1982年三次参加国际

象棋世界团体赛，1983年他又作为教练参加了国际象棋世界青年团体锦标赛。王陛钧多次作为教练参加国

际比赛。徐媛媛、王瑜在2003年世界女子国际象棋锦标赛中国分区赛中夺得冠、亚军，取得代表中国参加

世界女子国际象棋锦标赛的资格。 

  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北京棋队在世界比赛中共夺得6次团体和个人冠军，1次亚军；在亚洲比赛中

共夺得7次团体和个人冠军；在全国比赛中共夺得46次团体和个人冠军，15次亚军，20次第三名；在世界青

年比赛中共夺得4次团体和个人冠军，2次第三名；在亚洲夺得1次团体和个人冠军。在全国比赛中北京棋院

多次被评为精神文明运动队。许多教练员、运动员立功受奖。聂卫平、张文东获得专业九段；谭炎午、孔

杰获得专业七段；吴玉林、程晓流、杨晋华获专业六段；还有25名队员先后获得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大师

称号；谢军获国际象棋国际特级大师；谢思明获得特级大师称号；刘文哲一人获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大师

和国际大师三个称号，这在我国绝无仅有。 

 

联系我们 | 网站地图 

北京市体育局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14028号

Email：bmbs@bjsport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