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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秋，我作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

系大一新生迈进了清华园。清华的人文环

境和自然景观，包括众多的名师，优秀的

学生队伍，水木清华，荷塘荒岛，众多的

系馆、实验室和附属工厂等，都给当时的

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对我来说，

最难忘的当属清华的体育人、体育精神、

体育设施和体育锻炼。

记得大一男生体育课第一节课，是由

当时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讲授的，地点

在体育馆北门内靠北的那间教室，学生们

都坐在铁腿的长条凳上，马先生也和大家

一样坐在一个条凳上。除了讲解大一体育

课的重要意义和内容外，马先生特别强调

了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指出“没有健康的

身体，一切无从谈起”。马先生还语重心

长像家长一样提醒大家，要天天锻炼身体，

注意个人卫生，要常洗澡常换洗衣服常剪

指甲，内裤最好天天换洗，甚至还谈到热

水洗澡后要用冷水冲一冲，以及最好在睡

前排便以减少体内毒素的吸收等。马先生

的这些热情、亲切的教导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0 年秋刚入学那段时间，天气还比

较热，课余之暇对我吸引力最大的就是体

育馆里那个 25 码长的游泳

池，每天下午课后我几乎都

泡在里面。热天本是游泳的

好时光，但在下午体育锻炼

时间游泳池内的同学并不

多，只有十来个人，而且总

是那几位常客，时间长了都

成了朋友。

来游泳的人少是因为池

水来自地下，又缺乏阳光照

射，水温才十八九度，远低

于体温。由于水太冷，每次

下水都要下点决心才行，下

去游上半小时，身体就会开

始发抖，牙齿打战，又得爬

上来蹦跳搓身，稍微暖和一

些后再次下水。就这样反反

忆大学时期的体育锻炼 

○张伯鹏（1953 机械）

1953年清华校足球队合影。前排左起：周志德、王兆钰、严季桐、
唐友一、刘福生；中排左起：王教练、黎保锟、彦启森、赵治平、
林连清、金纪坤；后排左起：李献文、张勃立、刘静远、费志明、
张伯鹏、翟家钧教练

母校纪事



103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 21辑

母校纪事

复复，旁观者看着像受罪，当事人却乐在

其中，直到下午 6 点体育馆的管理人员把

我们赶出水为止。这样大的热量消耗后肚

皮空空奔向食堂，自然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接着去大图书馆上晚自习，别的同学热得

挥汗如雨，而我们却由于已在冷水里泡了

两个小时，竟然清凉无汗、头脑清醒，冷

水游泳之乐趣可谓大矣。

那时，游泳池平日每天上午有学生来

上课，下午对学生开放，4点前让女生使用，

4 点以后才对男生开放，如有男同学不到 4

点就往里面跑，就会被值班管理人员赶出

去，值班管理人员同时还是救生员。记得

1950 年下半年担任游泳池值班管理员的是

位老工人，由于游泳池水凉，馆内温度也

较低，酷热的夏天这位老师傅还穿黑色的

长夹袍，上面还披件棉坎肩，坐在游泳池

东头地面一把椅子上注视着大家。老人在

体育馆工作多年，熟悉每一个清华体育人，

有一天一位上世纪 20 年代的清华校队成员

来游泳池看望，这位老人竟然一眼就认出

了这位 30 年前的清华体育人，并和他热烈

地回忆起过去的趣事。

游泳池内也有“名人”，记得机械工

程系有位绰号“小老头”的高班学长，经

常在游泳池东头跳板上跳水。游泳池东头

深而西头浅，每次跳水之前，这位学长都

要不断拍掌，并大声呼叫着要大家游离深

水，以免他跳下砸在别人身上。当深水区

无人后，这位学长就纵身一跃优美地潜入

水中，这一表演很令我们这些新生仰慕，

但是似乎无人效法，大家只能做个水鸭子，

在游泳池内游来游去而已。

游泳池东边隔壁是装有木地板的室内

运动场，场中间是篮球场，周围是有螺旋

梯相连接的悬空跑道，下面靠墙布有几种

练臂力的器械。在室内运动场的屋顶钢结

构上，装有长长的吊环，当时只有个别具

有强健的臂肌和腹肌的同学才会作这种运

动。记得物理系有位刘广钧学长身体健壮，

是位吊环运动能手，他在拉住吊环后能把

吊环绳前后摆到接近水平，身体在空中大

幅度摆动，看上去颇为惊险。刘广钧学长

为人热诚，我和他曾在当时的学生会共事，

所以至今记得他。

入学几个月后，看到体育馆布告栏内

贴出告示，内容是某月某日通过对抗赛要

选拔校足球队员，欢迎各系新同学报名参

加。自己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竟然不知天

高地厚地去报了名。对抗赛那天，每方 11

人两方一组，各组顺序上场。终于轮到有

我的那个组上场，在激烈的对抗赛中，当

我方的球踢到对方门前时，对方后卫和我

方前锋开始混战，我在奔跑中突然仰身卧

倒在地，身体冲出将球铲入对方球门，这

时在场外观战的体育老师翟家钧先生进入

场内，将我背后的号码记下。大概就是这

个成功的铲球助我成为校学生足球队新成

员，若干天后在体育馆的录取告示中我看

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作为校学生足球队成

员直到毕业。

那个年代，代表队队员平时都分散参

加班上活动，有校际比赛时才临时集合参

赛，赛后即分开，难得有时间集中练习些

基本技术，这和后来的校队集中生活和管

理完全不同。那几年参加过多次校际比赛，

使我最难忘的是一次我担任后卫的比赛中，

在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时，对方前卫将球

踢近我方底线，我虽已来不及将球传回，

但将球踢出边线还是可能的，问题是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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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我没有这样做而是违规挡人让球滚出

了底线，裁判立即吹罚了我方边线球。下

半场，教练就没有让我上场，算是对我违

规的一种处罚，对此我心悦诚服。这件事

情对我的教育很是深刻，使我体会到体育

精神即遵守游戏规则，既要全力以赴，更

要公平竞争，此后始终信守不渝。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直接加入了校工

会足球队，直到60年代初年近30才挂靴。

十几年的足球运动不仅锻炼了自己的体魄，

还结交了一批清华各个部门的工人、教师

和职员运动员朋友，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

维持到现在。

大学毕业到现在已一个甲子，许多往

事想起来还宛如昨日。青年时期的体育锻

炼培养了我们的体育精神，储备了健康，

延缓了衰老。我衷心感谢曾经教过我们的

各位体育老师，特别是已经过世的国家级

足球裁判翟家钧教授。翟先生为人正直、

热诚，20 世纪 50 年代初曾经是我们的学

生足球队教练，我们都十分怀念他。在此，

我衷心祝愿各位同窗老友健康长寿。

与班级失联

1964 年 9 月我进入了第 6 学年，开始

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当时读研是由领导

安排的，相当于毕业分配。教研组主任朱

永 先生为我指定了《物理化学》需要复

习的章节，我还特意跑到西单买到了黄子

卿先生编写的经典教材《物理化学》精读。

同时选定了研究方向，即钚歧化过程的氧

化还原行为，由于控制钚的价态是乏核燃

料后处理化学工艺的重要环节。

在朱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阅读发现

钚、镅、锔等放射性元素的大师 Glenn.T..

Seaborg的名著The.Transuranium.Elements。
当然主要时间是在做毕业论文，由李洲先

生指导做 Purex.流程的工艺设计，重点阅

读美国橡树岭国立实验室的研究报告 TID.

7534，并且经常要到情报所查阅显微胶片，

以获得可靠的原始数据。那时没有今天先

进的复印设备，重要的曲线全靠用硫酸纸

描下来。有时一上午只能描一组曲线，非

常吃力，全要靠细心和耐心。通过阅读使

我懂得了文献调研要读权威性的原著，数

据搜集一定要援引第一手资料，不要图省

力抄近道，只读读综述了事。

可是没过多久，10 月下旬，时任系总

支书记的滕藤先生找我谈话，要求我提前

毕业并留校。从学科发展来看，学校需要

设计方面的人才，到设计院可以学到许多

实际的知识。希望我立即以教师身份到核

工业设计院协作，因为核工业属于机要部

门，不接受未毕业的学生。同时去的还有

我的老师丛进阳先生，他是留苏毕业回国

不久的教研组骨干。由于工作保密性强，

一份迟交的汇报
——回忆 50 年前难忘的毕业设计

○胡熙恩（1965 工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