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

无体育    不清华

我们的芳华
姜倩

操，上课的内容已经完全记不得

了，只记得临下课时，一直站在

操场边的一位面容清瘦的男老师

（后来知道是杨道崇老师）走过

来问我可不可以下午四点半去西

操参加训练，生性贪玩儿好动的

我没多想就答应了，那好好读书

的念头连闪都没闪过一下。后来

同学告诉我，那天测试了跳远，

我那一跳，超过了班里的大多数

男生，就这一跳，让我和清华体

育结了一生的缘分。

第一次和体育结缘是在小学

一年级，入学后学校开运动会， 

谁参加什么项目都由老师指定。

个子矮小的我努力地伸长脖子，

希望引起老师的注意，每当老师

的目光扫过我时，小心脏还会多

跳几下，却一次次的被略过，直

到最后一项 10×50 米接力的最后

一个名额，终于听到叫我的名字：

“姜倩，你上吧……”后来我们

班接力得了第一，我也从此当上

了班里的文体委员，袖标上两道

红杠杠。

“文革”开始，一切秩序都

被打乱，我们全家去了“五七干

校”。1973 年回到北京我已上初

二，在入学后的第一次田径运动

会上，我意外地获得年级跳远第

一名和跳高第二名，而我们班的

女子 4x100 米接力也从此一直称

霸到高中毕业。这期间我还代表

学校参加西城区中学生运动会并

获得 80 米栏的第六名。

与我同时加入清华田径队的，

还有我的室友陆学红（陆陆）。

陆陆和我从初中二年级起就同班，

近几年每逢校庆回到母校，

除了和同窗好友相聚，感受四月

校园的盎然春意和蓬勃朝气之外，

一定要到西体北侧的一对长椅上

坐一坐，留个影。这对座椅是我

和同是校田径队队员的丈夫华华

捐赠的，西操正是我们相识的地

方。看着对面操场上年轻跃动的

身影，回想当年青春挥洒的岁月，

尘封的记忆变得鲜活起来。

1977 级考入清华大学化学与化学

工程系，1978 年入选校田径队，

主项跳远和跨栏。四次参加北京

高校运动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曾在美国罗门哈

斯公司、陶氏化学公司任技术和

管理职位。

姜 倩

1978 年 3 月 5 号，我成为恢

复高考后首招的一名大学生，踏

进了向往已久的清华园。作为插

队知青的我还带着塞外的风尘、

兴奋、忐忑，对未来充满期待，

那一刻只有一个念头，好好读书，

报效祖国。

开学后的第一次体育课在东

姜倩和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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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插队睡在同一个炕上，

同时考入清华并同班同寝室，又

一起加入清华代表队，这缘分杠

杠的。

陆陆在中学曾经拿过我们学

校越野赛的冠军，自然加入了长

跑队。我被分到了马俊英老师的

女子跨栏队。第一次训练结束后，

我和马老师说我想去练跳远，马

老师十分爽快的就答应了并把我

介绍给了陈兆康老师。后来才知

道马老师和陈老师是夫妻档。一

年后陈老师要我兼练跨栏，还是

没能“跳出”马老师的“手心”。

不过练跨栏成就了我的另一段缘

分。

跳远队是田径队里少有的男

女混队，队里大姐大是同在化工

系的 75 级师姐李彬彬，她是跳远

短跑双料选手，还有一名黑人男

队员叫伯特绍。不久队里又添加

了新队员：陈小悦、陈小茁、王浩、

李崇荣、符其英、林建华、肖诗

松等。李崇荣曾在西城体校训练，

跳远的动作潇洒漂亮，让我这个

“自学成才”的羡慕不已。

1978 年的北京高校运动会在

北大举行，我第一次穿上清华的

校服参加比赛。跳远队收获不错：

陈小悦获得男子三级跳的第二名，

伯特绍和杨景东获男子跳远的第

三和第七名，李彬彬、李崇荣分

获女子跳远的第二和第三名，而

我则由于缺乏比赛经验，预赛中

三次犯规无缘决赛。

那年的高校运动会上还有两

名 1975 级的运动员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一个是短跑运动员陈希，

另一个是长跑运动员袁帆。用现

在的话，他们就是男神。比赛之余，

我们就跑去为他们加油。

还有两名留学生运动员也是

一道风景线，一位来自塞内加尔

的迪埃梅，身高腿长，臀部翘起，

短跑的好身材，力夺男子 100 米

和 200 米双项冠军。另一位是来

自阿尔巴尼亚的白人帅哥阿尔丹，

获得男子 400 米的亚军。可惜后

来中阿关系破裂，阿尔丹学业未

成提前回国。

1979 年，1975 级毕业离校，

我和彬彬姐天各一方，一别就是

近 40 年。2015 年 8 月 北 美 清 华

校友大会，我们在纽约重逢，相

拥的时候，没有丝毫的陌生感。

大约在 1978 年的下半年，田

径队女运动员集中搬入新斋，我

和短跑队的叶绿和侯莹同室，从

此结下姐妹深情。

那年秋天，1978 级新同学入

校，我们队里新添了男队员方兴

和女队员王迎。方兴来自建筑系，

总是一股满不在乎，桀骜不驯的

样子，而王迎热情奔放，聪慧健美。

转眼就到了 1979 年的春天，

经过冬训，队员们素质都有了不

少提高。1979 年的高校运动会在

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

举行，我作为运动员代表在开幕

式上发言。这一年崇荣、我和王

迎分别获得了女子跳远的 3、5、

6 名，我还获得了女子 200 栏的

第 8 名。

1979 级同学入校，新队员带

来一股新风，青春洋溢，朝气蓬勃。

和 1977-1978 年级入学不同的是，

学校在招生时也开始特意关注具

备体育特长的考生。他们的加入

参加 1978 年北京高校运动会，左起：李彬彬、姜倩、伯特绍、陈兆康老师、李崇荣和

她的体校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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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代表队的运动水平有了整体的

提高。与此同时，代表队的集体

文化也在逐步形成，集中住宿打

破了系别、班级、专业的界限，

一群生性活泼开朗、能量爆棚的

年轻人同吃同住，同练同乐，在

比赛场上或许是你争我夺的对手，

场下则是互助友爱的姐妹弟兄。

我所在的化工系是体育大系，

多年来校运会一直持有男女团体

总分冠军的奖杯，先后为学校输

送了众多优秀的运动员。一年一

度的春季校运会一般在四月的校

庆期间举行，除了各系之间的奖

杯争夺之外，校运会也是高校运

动会的选拔赛。那时的校运会可

以说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各

系都派出最强阵容，观战加油呐

喊的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就连平

时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圣贤书”的同学都忍不住要来凑

凑热闹。而运动会的高潮往往出

现在男女的 4×100 米和 4×400 米

的接力项目上。

我 从 1979 年 开 始 就 是 化 工

系 4×100 米接力的主力，连续跑

了四届，拿了三次冠军，1982 年

却泪洒赛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

1980 年，当时的化工队有清华女

子短跑的当家跑将、百米冠亚军

叶绿和张立杰，还有美女运动员

侯莹，堪称“梦之队”。当我们

四个人一身短打扮，拎着跑鞋，

检录后走向各自的跑位，有一种

舍我其谁的霸气。那年我们被分

在第二道，我跑第一棒，一声发

令枪响后，我疯了一样地连续超

过外道的运动员，率先交棒给二

棒的叶绿，这一瞬间被镜头记录

下来，在一片加油呐喊声中张立

杰遥遥领先冲过终点，成绩是 54

秒 1。

1978 年清华大学全体田径代表队员合影

姜倩、叶绿在女子接力赛中的交接棒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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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在钢院举行的高校运动

会上，我参加了跳远（获第四名）、

100 米栏（获第六名）以及 4×100

米接力三个项目。在 4×100 米接

力的比赛中，钢院和北大实力均

在清华之上，师大、师院、和京

工实力不凡。我们的目标是力保

第三，马万云第一棒、叶绿第二棒、

我第三棒、张立杰第四棒。我和

老对手、师院美女孙晓燕几乎同

时接棒，一直并驾齐驱，但在和

张立杰交接棒时出了小意外，险

些掉棒，女短教练刘津珍老师惊

出一身冷汗。张立杰毕竟是久经

沙场的老将，几个箭步就超越了

师大和师院，保住了我们的铜牌。

1981 年是清华建校 70 周年，

这一年的高校运动会就在清华举

行，在这之前的几年清华的总成

绩 一 直 不 敌 钢 院 和 北 大， 这 次

作为东道主在自己的家里比赛，

1980 年又有一批优秀的运动员加

盟，加上短跑名将陈希的回归，

全队上下摩拳擦掌，信心大增。

1981 年的校运会上，我只参

加了 4×100 米和 4×400 米两项接

力，均获冠军，没有参加个人项目。

校运会后，陈兆康老师通知我高

校运动会为我报名参加五项全能

的比赛，我一下子有点懵。

女子五项全能含100栏、跳高、

跳远、铅球和 800 米，1981 年高

校运动会是第一次采用五项全能

（在此之前是三项全能）。我从

未参加过五项全能的训练，更没

有参加过五项全能的比赛，对比

赛的节奏毫无经验，虽然百米栏

和跳远是我的优势项目，800 米

也问题不大，但跳高和铅球都是

技术性很强的项目，临时抱佛脚，

心里一点底气都没有。既然组织

决定了，就是信任我，上吧！

离比赛只有一个月，我现学

背越式跳高，而铅球则完全找不

到发力的感觉。

比赛那天，第一项 100 米栏，

发挥正常；第二项跳高，我居然

跳出了我的最好成绩 1 米 32；第

三项铅球，不出意外地倒数第一

名，但前三项总成绩还在预期之

内。问题就出在我的优势项目跳

远上，那天顶风，风速不稳，我

第一跳没有上板，我的队友，场

边观战的陈小茁告诉我将起跑点

前移 30 公分，第二跳，起跑，踏板，

起跳，感觉良好，听到小茁大喊

一声：好。却见裁判把旗子横着

一扫，犯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我只剩一次机会了，心里开始发

慌。节奏被打乱，最后一跳又是

没踏上板。

在自己最擅长的项目上失误，

心里特别沮丧，总成绩已经落在

10 名以外，最后一项 800 米没有

拼尽全力。最终总成绩第 9，榜

上无名。我知道我是输给了自己。

那年清华如愿以偿的获得了男子

团体第一，男女总分第二名，大

家兴高采烈的合影留念，我没去。

1981 年的秋天，我正式转入

全能队，师从冯莲丽老师。我是

队里最年长的，大学的最后一年，

课业和考研并重，我的主要任务

是 协 助 冯 老 师， 带 领 新 队 员 为

1982 年高校运动会的女子七项全

能比赛做准备。

姜倩在跳远比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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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住 现 行， 老

魏在楼道里操

着河南口音嚷

嚷：“贾海东，

你那个长明灯

我知道。”

周 五 下 午

政 治 学 习， 有

一次老魏在会

上 说： 女 同 学

烫烫头发可以，

男同学就不要

把头发烫的弯

弯 曲 曲 的 了。

侯莹指着方向、华华、陈钢等自

然卷发的同学说，你们的头发得

去烫直了。方向摸摸自己的一头

卷发，笑咪咪地说：“我这头发

不能烫，只能冻。”惹得大伙哄

堂大笑。还有一次卫生检查，肖

诗松的宿舍被评了个不及格，原

来是因为新运动员没搬进来，肖

诗松一个人住，他把两个上下床

对在一起，搞成了个“双人床”。

1982 年是 1977 级的毕业年，

1977 级的运动员为了准备毕业论

文和研究生考试，大多没有进行

正常的冬训，加上年龄偏大，运

动状态都有下降。而 1978-1981 级

的队员则正值巅峰状态，挑起大

梁。这一年的校运会上，年轻运

动员担纲的无线电系对化工系发

起强劲的挑战。女子 4×100 米接

力是关键的夺分项目。化工系依

七项全能是在原来五项全能

的基础上增加了标枪和 200 米两

项，比赛节奏加快，难度更大，

挑战运动员的体力、毅力、身体

素质和综合把控能力。

1982 年的校运会，蔡小嘉和

龙欣荣分获七项全能的冠亚军，

随后参加在北师大举行高校运动

会，由我为她们提供贴身服务，

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小嘉聪明

漂亮沉稳，小龙活泼可爱要强，

和这一对姐妹花在一起特别的快

活。那一年，小龙和小嘉双双上榜。

那时女运动员住在新斋，新

斋是个王字形的三层楼，我们住

在三层最前排的东南角。男运动

员住在一号楼的五层。这群生龙

活虎的运动员同样也是调皮捣蛋

恶作剧的活宝。午饭和晚饭后，

还有熄灯前通常是宿舍里最热闹

的时候。大家打打闹闹又唱又笑。

有一段时间，我们宿舍成了饭后

聊天的据点，罗彬、张云、龙欣

荣、王健华、任钢等都是常客，

时间一长叶绿就会发逐客令“我

要睡午觉了”，于是姑娘们嘻嘻

哈哈地回到自己的房间。那时宿

舍 10 点半熄灯，11 点关门，这难

不倒运动员们，我们宿舍旁有一

个小阳台，有可以爬上爬下的梯

子，翻窗爬梯子对这群身手矫健

的运动员当然不在话下。据说男

运动员宿舍也很热闹，熄灯难不

住这群“理工男”，因为楼道和

公共空间不熄灯，所以很多宿舍

都从楼道里拉了“长明灯”，熄

灯后只见五层依然灯火通明。代

表队辅导员魏续臻老师来检查，

不知谁大喊一声“老魏来啦”，

于是长明灯就齐刷刷的灭了，抓

姜倩在 1981 年高校运动会女子全能 800

米的比赛中

女子全能队的全家福。前排左起：王梅、邓喜红、蔡小嘉、陈红，

后排左起：冯莲丽老师、付清红、龙欣荣、姜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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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我们几个老队员出战，彭捷

第一棒、叶绿第二棒、我第三棒、

张立杰第四棒。在二、三棒交接时，

我启动有些早，叶绿体力不支，

追不上我，于是大喊一声“别跑

啦”。我只好慢下来接棒，最终

我们以第二名到达终点，但裁判

裁定我和叶绿交接棒出了接力区，

成绩无效，丢了 10 分（后来有人

说校运会取前 8 名，应为 14 分）。

恰恰这宝贵的 10 分让无线电系夺

走了男女团体总分的冠军杯。赛

后我们几个泪洒赛场，集体的荣

誉已经远高于个人的成败。

在 清 华 代 表 队 4 年 多， 从

教练、队友、训练比赛中我学到

了大学课程里学不到的体育精神

（sportsmanship）：

1. 体育竞赛有规则，尊重、

服从规则，并在规则下平等竞争，

没有猫腻，不搞小动作。

2.体育运动要不断挑战自己，

永远追求更好、更高、更快、更强。

3. 培养坚韧的毅力和刻苦的

精神，坚持而不轻易言弃。

4. 体育比赛胜负皆有可能，

不怕失败并可以积极从容的面对

失败，对意志品质和抗挫能力都

是很好的历练。

5. 尊重并欣赏对手和他们的

成功。

6. 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团

队高于个人，需要时可以牺牲个

人以成就团队。

7. 勇于担当，信守承诺。每

个人在团队中有自己的角色和责

任，承诺了就要竭尽全力。

离开清华之后，不管是读书、

成家、立业，这些精神无时不在

影响着我做人做事。善良正直，

积极乐观，宽容大度，健康快乐

是我的生活准则。对新鲜事物保

持强烈的好奇心，我 58 岁开始学

习潜水，已经累计下潜 120 多次。

前不久在清华队友的鼓励下，62

岁的我完成了线上伦敦马拉松跑。

和清华体育结缘是我一生之

幸，是我大学岁月最大的收获。

2015 年在纽约的北美校友大会上，

时隔几十年没见的伙伴亲密如初，

之后的两届大会以及每年的校庆，

遍布全球的代表队员都会欢聚一

堂，这友谊以及凝聚支撑起这友

谊的体育精神，必将伴我一生，

使我受益终生。

1982 年高校运动会之后校领导与即将毕业的 1977 级运动员合影

62岁的姜倩完成线上伦敦马拉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