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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我在国外小住时，忽然

听到曹宝源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震惊，

还有些不大相信。记得前些日，我还在东

区见到曹先生骑自行车穿过，脸色黑中透

红，神情自若，不像有病的样子。

说起来，在清华大学比我知道曹先生

更早的人恐怕没有几个。早在1948年前

后，我还是天津耀华学校的高中生，参加

了耀华无线电研究社，学校把耀华体育馆

西侧的一间房子作社员活动场所。该房与

体育馆内篮球场只有一门之隔。那时耀华

体育馆在天津是首屈一指的篮球场馆，重

要的篮球赛都在该处举行。我们穷学生当

然没钱买票，于是每当球赛前一两个小

时，偷偷窜进实验房内，专等比赛哨响，

我们几个球迷就把隔门打开，堂而皇之进

入篮球场找个位子坐下看了起来。

有一次，正好是河东队比赛，他们穿

着的是不常见的绿队服。天津有名的篮球

队是勇津队和泰东队，我对河东队不大在

意。就在比赛过程中忽然看见该队的左锋

高高跃起，在空中做了个左右手倒球的假

动作后，高速把球传到中线，动作极为华

丽、舒展，使我大感意外。这时，邻座的

一位观众告诉我，他叫曹宝源。这一情景

我一直记忆在心。

后来听说曹先生到了体育教研组，当

时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清华体育教研

组的教师如马约翰、夏翔、王英杰、翟家

钧、王维屏和杨道崇等先生都是国内一流

名师，一般老师应不会聘请。但后来我才

觉得清华还是“慧眼识英雄”。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曹老师指导的

清华篮球队在全国高校中一枝独秀，曾打

到全国篮球乙级队，为很多省市队所不

及，成为清华的骄傲，也是校党委成员艾

知生十分喜爱和关心的一支运动队。我曾

在校内外几次看过他们的比赛，果然是高

校中的顶尖球队，精神焕发，朝气蓬勃，

球打起来十分耐看，确确不同一般。我也

曾看过他们的一场训练，只见曹先生虽然

一条腿受伤，但胸前传球极快，投篮动作

柔和，用略带天津的语调指挥同学跑位、

投篮，干脆利落。队员们则根据指挥，反

复练习，不断改正，情绪十分兴奋，积极

性被完全调动出来了。此时我的感觉极

好，深感这些同学们真是幸福的，他们的

一生也会因此受益匪浅。

曹先生与我虽是同乡，但素不相识。

近年来，年老退休，心态有些变化，再加

上都已是老清华了，可能还有些相知。于

是在骑车路上偶遇时，开始几次只是主动

微笑示意、互相点点头，后来发展到互致

问候两三句，道道同乡之谊。我曾几次想

停车问问半个多世纪前天津市篮球界的往

事，但可惜都是欲言却止。那时感到以后

还有的是机会，哪知却再也没有机会了。

但是我想，曹先生多年来对学生素质

的提高，对清华大学的贡献我是不会忘记

的，人们当然也是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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