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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不妨寓六书之前四项中也 草此奉复

即候

近祺

兄 王国维顿首    十一月七日

王国维是王啸苏最尊敬的导师，斯人

已去，墨宝长存。王啸苏携着导师此封信

函，并装裱藏牍，回到故里长沙，就是在

抗日战争长沙大火中，倾家细软资财毁于

一旦，惟导师的答疑信函完好保存下来。

注：

① 又名江永(1681—1762)，清经学

家、音韵学家。字慎修，安徽婺源(今属

江西)人。

② 又名王念孙(1744—1832)，清音韵

训诂学家。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

③ 名罗振玉(1866—1940)，字叔

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清末任学部参

事。浙江上虞人。

④ 名段玉裁(1735—1815)，清文字

训诂学家，经学家。字学膺，号茂堂，江

苏金坛人。

⑤ 名戴东原(1723—1777)，又名戴

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思想家，学

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特召为纂修

官，在馆五年，病死。

⑥ 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

声、转注、假借。今人一般认为前四为汉

字造字原则，后二实为用字方法。

⑦ 六诗即：风、雅、颂、赋、

比、兴。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清华大学冰球运动史
〇陶中源

早期清华学校沿用美国教育，很多课

程直接照搬，包括冰上课，美国教师教授

滑冰和冰球课。

1918年1月10日《清华周刊》报道，

清华学校在外操场造一滑冰场。

1923年《清华年刊》记载，滑冰会于

1922年某日晚7点半在荷池冰场上开第一

次俱乐大会，荷池上彩灯高挂，会员到者

40人，6位老师。滑冰会会长：王稜；文

书：汤佩松；会计：伍长庚。荷池围观者

无数，有滑冰和打冰球表演。之后，很多

同学报名参加滑冰会。

1932年校刊中，32级级史提到1932年

清华大学已有“排网棒冰”各种球队。

1935年，清华年刊刊登冰球队照片。

1935级陆继宪先生是四届冰球队预备

员。陆继宪先生以六届篮排球队干事和四

届冰球队预备员而获得当年清华大学体育

部颁发给1935年毕业的优秀运动员绣有徽

记的荣誉西服（清华大学《校友文稿资料

选编》第八辑204页）。

我的两个舅舅，孙浩然（1935经

济）、孙宝华（1936经济）都曾经是清华

大学冰球队的队员，在我外公家一直保存

有他们全套的打冰球的护具。孙宝华曾经

是冰球队的守门员，在一次扑球时胳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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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还在一次冰球赛中打掉了门牙。他曾

经送给我一枚当年清华冰球队的徽章，是

一只冰球刀，可惜没有保存到今天。

据1937级生物系校友、北医教授刘曾

复先生2010年9月（97岁）回忆，1930年

后，清华大学冰球队战绩不错，常常战胜

“燕京队”，当时打得好的队员有生物系

童家骅（毕业后在协和工作）、方纲。当

时冰球场就在工字厅北荷花池，教练是体

育老师赵逢珠（师大体育系毕业），他

们每天下午4点后训

练。

解放后，清华大

学冰球队于1952年再

次建队，教练先后有

康守义和李文俊。

康守义，北京师

范大学体育系毕业，

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

教师，清华大学冰球

队教练，1945年北京

大学生组织的青年会

冰球队主力队员。

李文俊，清华

大学体育教研组教

师，清华大学冰球队

教练，北京市冰球队

队员，参加过全国冰

球比赛。1973年英年

早逝。

从1952年到1972

年，先后有60多人加

入清华大学冰球队打

球，队员主要有：田

先明（1956土木）、

邹致圻（教授）、梁绍周（1952土木）、

李慕英（1951机械）、徐大宏（守门员，

1953动力）、刘世偕（1959无线电）、

朱章楠（1960机械）、张永仁（1958机

械）、徐亚英（1959年建筑）、胡泊

（1961土木）、王慎（1959无线电）、周 

** 、蔡复之（1958机械，提前毕业）、

刘彰业（1958机械）、解汝泰（1961工

物）、赵志方（1959电机）、李光京

（1962土木）、程兆雪（进修生）、段昌

1935年清华大学冰球队，中间穿护具的是守门员，队员们手持的

是冰球杆

1922年清华滑冰会，中间有胡子的是数学系教授郑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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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962水利）、段神尧（1961土木）、

曹学礼（1959电机）、史常忻（1962无

线电）、孙忠君（1964土木）、孔令范

（1964精仪）、张述礼（1962土木）、

徐健敏（守门员，1961冶金）、李希汉

（1962精仪）、王通北（守门员，1962力

学）、刘砚（1964工物）、姜天兴（1964

精仪）、金光会（1968工化）、魏忠兴

（1964动力）、于鸿鲁（1965水利）、

宏育泰（1965精仪）、施壮飞（1968力

学）、吴持敏（1968土木）、陶中源

（教，土木）、李英镛（1969无线电）、

黄自成（1967无线电）、谢寿煌（1970

冶金）、张钦元（1964建筑）、佟培仁

（1967精仪）、佟培杰（1966农机）、

孙滨昌（1967水利）、方崇悦（1967 精

仪）、王永年（1967无线电）。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清华大学冰球队

多次出赛并屡创佳绩——

1955年，清华大学冰球队获西部高等

院校冰上运动会冠军及冰球表演纪念奖。

1958年，清华大学冰球队两次赴天津

第一体育场与天津市队比赛均取胜，其中

一次带队是崔鸿超。

1958年，清华大学冰球队在什刹海体

育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队”比赛。

清华大学冰球队在北京高校中水平是

比较高的，曾荣获华北地区高校冰球赛

冠军。

1959年以七战六胜一和（2:2平石油

学院）的成绩夺得北京市高校冠军。

1959年和上届冠军北大队组成高校联

队获北京市比赛亚军。

1960年冰球队以9:1胜包头市冰球队。

1960年在什刹海体育场与长春队比赛。

1956年清华大学冰球队获北京市冰球联

赛冠军。前排左起：刘世偕、王慎、朱章楠、

周**、张述礼；后排左起：康守义、张永仁、

徐亚英、蔡复之、赵志方、解汝泰

1958年清华大学冰球队在北大未名湖大

战后的照片。前排左起：李光京、张永仁、曹

学礼、段神尧、徐健敏、解汝泰、王通北、

李希汉、李文俊（教练）；后排左起刘彰业、

朱章楠、蔡复之、赵志方、段昌国、徐亚英。

队服设计李光京，参照当时瑞典国家队队服设

计，红白相间，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冰球运动

服，“文革”中全部被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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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6日《新清华》报道，清华

冰球队参加北京市冰球锦标赛获得冠军。

1963年—1965年，在什刹海体育场参

加北京市冰球比赛。

清华大学冰球队队员代表北京队参加

国际及全国比赛记录如下：

解汝泰，优秀田径运动员，清华大学

男子二百米低栏记录多年保持

者。1957年代表北京队先后参

加与日本国家队、捷克国家队

的比赛，并且多次参加全国冰

球比赛。

李光京，1959年代表北京

队在吉林参加全国运动会冰球

比赛。1960年代表北京队在吉

林参加与民主德国国家队比

赛。（1966年，李光京设计北

京首都体育馆中国第一个室内

冰场冰面部分；七、八十年代

先后在东北设计了几个室内冰

场。80年代后定居香港，任香

港冰协主席。国际滑冰场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李光京和陶中源在1970年

和1971年代表北京队参加两次

全国冰球比赛。

1972年清华大学冰球队最

后一次参加北京市冰球赛。由

于国家体委决定北京市不开展

冰雪运动，所以清华大学冰球

队到1972年就结束了。

陶中源，1946年生，为陶

葆楷先生之子，自幼在清华园

长大，1965年到清华大学土木

系工作至退休。1963年—1972年代表清华

大学冰球队和北京市冰球队多次参加北京

市及全国冰球比赛，1982年担任全国冰球

甲级赛裁判。

本文图片由康守义、史常忻、解汝

泰、李光京提供。

1964年清华大学冰球队。前排左起：于鸿鲁、佟培

仁、施壮飞、黄自成；后排左起：魏忠兴、张钦元、吴

持敏、王永年、李文俊（教练）、佟培杰、孙滨昌、方

崇悦

2004年校庆，冰上队合影。前排左2佟培仁、左3康

守义、右1陶中源、右2史常忻；后排左起：姜天兴、孔

令范、李希汉、解汝泰、胡泊，右2孙忠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