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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队轶事
钟  玮      田端智

因足球队获胜，全校补放假一天
上 海 南 洋 大 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足

球队曾在华东各大学足球队中称雄，获得过总

冠军。1916 年，南洋足球队远征华北，在京津

一带所向无敌。这支球队到清华后，亦志在必

得。大家都觉得胜败未可料定，心中惴惴。据

梁实秋学长回忆，当时清华的阵容是前锋徐仲

良，姚醒黄、关颂韬、华秀升等，后卫之一是

李汝祺，守门是董大酉。这一战打得十分精彩，

徐仲良脚头有劲，射门准而急，关颂韬最会盘

球，三两个人奈何不得他。结果南洋大学在清

华遭遇挫败，清华则获得胜利，比分是 3：2。

最后，南洋大学就此结束了“北伐”，打道回

府。这场比赛十分精彩，引得许多老师、学生

驻足观看，很多人都对此津津乐道。另外，这

次比赛还给同学们带来了惊喜，因足球比赛是

在周六下午举行的，星期一全校补放假一天，

以资庆祝。

因足球队获华北冠军，
恢复马约翰先生的教授席位

1928 年罗家伦来清华当校长，他认为体

育部不能有教授，于是他将马约翰先生降职降

薪。马约翰先生胸怀非常宽广，他想，他来清

华教学，就是为了教育青年，让学生有更强健

的体魄，而不是图名利。他并没有因为被剥夺

了教授席位而感到委屈，而是继续一如既往地，

全身心地投入到体育教学中。不久，马约翰先

生带领自己精心训练的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

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

生们燃放爆竹，热烈欢迎马约翰和队员们，并

把他从校门口抬了进来。足球队给学校赢得了

荣誉，也让罗家伦感受到体育的意义和作用，

于是罗家伦决定恢复马约翰先生的教授席位。

清华足球啦啦队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足球运动中设

有“裴鲁杯”。裴鲁先生是德国伯爵，他教学

生法文，因为他的幽默和博学，学生都很喜欢

他。他非常喜欢足球运动，为此捐了一个银杯，

专为清华和燕京两校足球比赛而设。每年比赛

一次，胜者将其校名和日期刻上，胜三次的将

银杯永久保存。

“裴鲁杯”第一次比赛就是清华获胜，清

华的啦啦队在“裴鲁杯”比赛中功不可没。这

次比赛前夕，晚饭之后，土山上的校钟突然当、

当、当地响起来，学生会召集同学到大礼堂开

会，主席李景清（1931级）召集同学们练习当

足球是一项精彩的观赏性运动，它可以让运动员身体得到锻炼、意志得到磨
练，并培养团队精神。清华大学的足球运动历史久远，自建校以来，学校就十分
重视学生身体素质的培养。马约翰教授到校执教以后，督促学生形成自觉进行体
育锻炼的风气。一些身体素质优良、球技精湛的学生被挑选到足球队中代表学校
与其他高校或者实力相当的队伍进行比赛，成立清华大学足球队。在足球队发展
历史上，流传着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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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啦队。啦啦队为清华足球队呐喊的

口号有七八首，均由文笔过硬的人士

编写，其中两首如下：

（1）赞清华足球队员：见球不

落后，足把燕京遛，踢进一打半（一

人大声喊）；不够！（群喊）

（2）讽燕京足球队员：见球拼

命追，球儿往回飞，孩子，别哭呀（一

人大声喊）；再追！（群喊）

比赛结束，清华大获全胜。据

知情人士回忆，清华啦啦队随着校旗

上下左右挥动，喊声震天，场面煞为

壮观。比赛竞争虽然激烈，但是比赛

结束后两校仍然以礼相待，友谊长存。

要讲“体育道德”
1928 年时的清华足球队有一名姓翟的中

锋，球踢得好，速度快，传球准，不仅在校内，

在华北也很有名气。他的作风本来也不错，但

在一次暑假期间他去上海踢球时，学了不少坏

毛病，什么勾人、压人之类，回到学校后就在

球场上暴露出来了。马约翰看到了非常生气，

当场就把他换下来，狠狠地批评他，并严肃告

诫他：你不改掉这些坏毛病，球队就开除你。

这位中锋接受批评，后来果然改好了。马约翰

在很多场合都强调一定要重视体育道德教育，

他认为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否则力大如牛，

如无羁之马，奔放逐斗，必成害群之马，这将

严重影响其将来一生事业。

勇夺冠军 

足球运动之所以吸引人，就在于两队势均

力敌时，比赛扣人心弦，引人入胜。一场场足

球比赛就像一幕幕独幕剧，深深地吸引着观众。

清华足球队的比赛场场能吸引同学们观看，有

些精彩的比赛甚至能吸引全校同学的眼球。

据当年清华足球队队员谭葆宪学长（1931

级）的记载，1929 年冬，华北足球锦标赛在天

津举行，清华决定参加。报名前，清华在城里

的工业大学球场和某大学进行了一场野蛮的比

赛，对方丝毫不讲体育道德，踢人不踢球。清

华足球队多人负伤，结果以 0：1 告负。回校

后一部分队员失去了信心，认为去天津参赛，

没有夺标希望，不如与邻校合组一个强点的队

去参赛。在这个关键时刻，有一个姓夏的队员

认为我们的实力与友队不相上下，应振作精神

积极参加，即使得不到锦标也是一次有益的锻

炼。这个建议很快得到多数队员的赞成，最后

得到学校批准报名参赛。比赛采取淘汰制，四

天连续作战。第一天以 6：2 胜北京震环队（是

几个学校合组的队）；第二天以 5：1 胜天津

北洋大学队；第三天以 4：2 胜燕京大学队；

第四天和连胜三场的冯庸大学争夺冠军。当日

刮起大北风，上半时我们处于逆风的不利条件，

受到强大的围攻。对方求胜心切，顺风全军压

到我们半场，后卫出现了漏洞，我们以短传突

破，连胜两球，奠定了胜局，终场未失一球，

以 2：0 锁定胜局，夺得冠军。

复员后成立的足球队
复员后，清华足球队又开始组建起来。在

1929 年获得华北足球锦标赛冠军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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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教授的安排下，主要从两个体育会挑选

队员，一个是金刚体育会，一个是铁马体育会。

据韩英（1951级）学长记载，当时的足球

队员前后有裴荣富、王鸿正、林宗棠、石铁生、

宋光炜、么恩禄、朱铁保、王璞、董履和、朱

谨准等。马约翰先生要求大家每天课后必须到

球场练球，练习盘带、过人、传球、停球、截球、

顶球、射门等技术。当时，西方全攻全守型的

打法尚未传到中国，我们的打法还是“五三二”

阵式（锋线五人、中卫线三人，后卫二人），

前锋和后卫分工明确，前锋线上的队员很少退

回协助防守，锋线变化阵式为“M”式或“W”

式。马约翰先生要求大家能够做到“满场飞”，

也就是要求队员活动范围大，进能攻，退能守。

每年冬季，都会组织北大、师大、辅仁、燕京、

清华这五个大学进行足球联赛，直到解放。

赛出风格，对外交流
1964 年 8 月至 10 月份，清华足球队参加

全国乙级队（北京赛区）联赛。参赛队有：

八一青年队、空军队、体院三队、体师、兴平、

公汽和二机床厂队。这些队是专业或半专业

队，基本功扎实，训练有素。而清华大学队是

唯一的一支业余队。在强手如林的联赛中，如

何赛出水平，赛出风格？清华足球队按照领导

指示的：“作风第一、锻炼队伍；不要受伤，

不影响学习，积极参赛。”赛事长达两个多月，

均安排在周日比赛，不影响学习。队员在实践

中，战术水平和临场经验也显著提高。最后，

大会组委会评选出清华大学队和空军队为“四

好队”，受到表彰。

清华大学足球队一直以“作风第一”而

享誉京城和高校足坛。国家足球队、八一队、

北京队等经常应邀来清华进行表演比赛，辅导

清华队员提高球技。还有应邀来华进行友好访

问的青年代表团，如非洲青年联盟代表团，阿

根廷青年代表团等在来清华参观访问后与清

华足球队进行友谊比赛和交流。之后还有一些

驻华的外国使馆组建足球队，如捷克大使馆足

球队，前苏联大使馆足球队等通过与校外事办

联系，来清华进行友谊比赛。这些比赛加强了

中国的对外交流，加深了中捷、中苏两国人民

的友谊。

足球队员，事业有成
2004 年 10 月 23 日，为庆祝清华大学体

育代表队成立五十周年，体育代表队老校友再

次回到母校欢聚一堂，热烈庆祝清华学子在体

育战线上取得的巨大成绩。清华体育自建校以

来，以育人为本，不断地破纪录、出成果、出

经验、出人才。以足球队员为例，据不完全统

计，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足球队队员中，出国

发展的有 3 人，专家 6 人（其中一

人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教授 4 人，

研究员 4 人，高级工程师 15 人，企

业 家（包括厂长，经理）10 人， 作

家 1 人。

（钟玮，2002级校友；田端智，

清华大学体育部副教授，1956年进

入清华大学体育部教授体育基础课、

足球课，此后一直在清华担任体育

老师，曾任清华大学足球队教练，

1994年退休）注重交流是清华足球队的传统。2014 年，两岸清华足球友谊赛在马约翰
的故乡厦门鼓浪屿举行，图为赛后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