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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从北京101中学毕业参加高

考，我如愿接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

书。清华大学水利系是我的第一志愿，这

个结果让我 常高兴，一方面可以将来从

事和 海、大自然有关的水利事业；

另一方面又能在清华这个重视体育运动的

校 继续我的田径 运动了。 况这

还有我在中学时就 的 建 、施永长

等校友学长。

我们 只是大一学生， 好经

历了近一年（1965 1966）的 为完 的

与 季，新生运动会、 训、学校第

十三届运动会和1966年的北京市第十届高

校运动会。

记得开学后不 ，学校就从自愿报

的新生中选 体育项目突出的学生加入体

育代表队，我如愿地 选进 队中。队

在清华 的
○孙仁先（ 0 ）

年 孙仁先

长

员们都是普通学生， 是业余运动员 。

清华对体育代表队工作 是抓得很

。 来队 天，9月下 队 就组

织讨论“明确形 ，严格要求， 立高指

标，向四好队员、四好集体发展”。 导

员大段（段有 ） 个 新生谈话，要我

们严格要求自 ，坚定方向，持之以恒，

想、学习都 好， 下“四好”的

，并准备挑体育的担子，这对我们是很

大的 励。

9月29日体育代表队开大会，记得是

由 建 、张立华、丁志 和 等参加

全运会的队员 大家 他们的体会。张

立华三年21次创全国纪录，为代表队 立

了 样；丁志 远获全国第 ，

了球不 有精神。 生 师总结 ，

我校体育成绩普 有提高， 进步不

快， 还很大；我们是业余运动员，

是要 专业运动员，放 全国和世界；

想过 、技术全面， 得起 得起；提

高效率，研究训练方法，提高带动普及；

等等。他的一 提法，我在以前是不 听

到过的，心中想，清华的目标确实高。

张立云（化00）、史 宁（无00）、

（企00）和我成为体育代表队

队 子组的新成员，加上学 们，当时一

共有13人。王 、于延 是7 班的，

组 的大 ，对我们多有 顾；李秀梅、

应自荣、方 、周 生待人 热情；罗

建北、 是0 班，也练 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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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更近。其中张立云、史 宁和我都是

练 球 的新生， 别 大的“高

”三个好 友常常一起训练，一起

，一起回 ，一起自习，走在校

也 得一“景”。  
记得10月4日下午训练，我在 回

的时 ，由于自 大 ， 到了

张立云的 ， 得张立云受 了， 了

个月的口 ， 不好 不好。人们 ，

只能简单地 一 “ 了 ”我心中

是自责， 然 出大事 ， 从此吸取

教训，以后再也 有 过。

9月到10月间我们 经坚持训练了，

注重体力和技术上的 复训练，为的是

接新生运动会。王毅教练还专门为张立

云、史 宁和我 定了 《技术训练计

划》。我们一起研究 技术，一起训

练，张立云还在我的训练本上 了两个

如生的 的带有 动作的“小

人”， 得 有水平。我们训练都

很 ，据张立云回 ，我们在西

大 场训练时， 师 来到我

们面前， 自指导我们 样挥 ，

样增强 发力， 励我们 研技

术多动 ；他提到马 （马

先生）很关心我们， 我们很有

力。9月开始训练时，30公 下

20次，大 一 期；测两

个60米，走路 都 。到10月中 ，

举52.5公 ，还有余量，测两个

100米也不 累， 球 技术也

本 复了。

10月16日学校召开新生运动

会，那时我代表水利系参 ， 装

上 ， 球11.25米，第一 。张立

云和史 宁 随其后，水利系 生

团体得了第四 。

新生运动会后，代表队不 时机地开

展教育。 尽 讲代表队 题时 ，当时

体育代表队大 有500多人，20 个项目

队，提出的培 目标是清华的“健康地为

国工作50年，向马 学习”，担负提高

全校体育水平的带动普及任务。当时印

深的是，动力系 调查：不能如期毕业

年 后

影 后 孙仁先 周 生

老 先生 练 张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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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 10%，这其中60%是由于健康

题，30%由于成绩不行，还有10%是“政

治”原 。健康 居然 到这 大，

我很 。

代表队要求运动员集中住 ，集中

理，开始我们新生不 理解， 学习落

下，后来证明了这样 的 处。代表队很

关心大家的学习，我有两次 了 自习

20分 ， 队员就提 我，要提高学习和

训练的效率，我很受 发。队 对我们的

理更有针对性，各方面都 得很细致。

直到现在，水利系的班 和代表队这两个

集体的同学，都成为了我一生的好 友。

那时，队 我们每个队员发了白

黑 的《 日 》，还是 体 ，大

还是50年代的印 品。 面按每周四次有

本任务（运动量、时间）、训练内容

（主要手段、量及强度）、训练体会、身

体感 、全面情况（ 搏、学习工作

时数、 病）和教练 见等 目。 然

经发 ，我至今保留着。 正地

记录是从11月15日的 训开始的，记满了

所有 ，加上加 一直记到了1966年的4
月22日， 好是校运会前。

11月 ，我们教练 定了《 队

训计划》，还是 印的 。计划

定得很详尽：有 训的总任务和 体任

务，其中提到 校长 自提出的

“以速度为 ，以力量为 ”的训练方

针，这个方针很适合 各项目， 如

球， 有力量的 和关 的出手

速度，成绩是上不 的。 训从第12 31
周，划分为前期、考试期、寒假期和后期

四个 段，提出各 段的 体要求以及运

动量的节 （波 起 ）和 质技术 重

（7:3 6:4）；还提出运动量、技术与体

力 质有机结合，训练内容少而精，训练

方法“ 施教”，力量、技术训练中的

三结合， 进量力而行等训练原 以

及训练的 体要求等，现在看起来还是很

科学合理的。这本《 训计划》，人手一

份， 执行。

当时指导我们的，主要是王毅教练、

应 教练，好像还有体院的毕业班学生

也来协助教练指导我们，在我的训练日志

上还有 、 助理教练的签 。我们

（ 先、张立云、史 宁、 和罗

建北5人）都是一、二年 学生，是 球

的一个小组，每周训练4~5次，一

下午4~6点。训练课有专项技术、速度力

量、多项目训练、 合身体训练，一周内

进行。有时还练习 、三 、

球、手球、 。力量课又分为大

运动量 专项力量。有的训练课强度

度 大，据训练日志记 ，力量练习从17
周的2500公 到21周3500公 、22~23周
的6000公 、26周的8000公 （ 举、

推举、抓举、 、深 、 推等的

重量次数成绩之和）。技术上重点抓的是

改进动作让 更准确、 、更有 发力

等。 训前期课程内容广 ，后期专项技

术力量课增多，还 段测验。1966年
3月中 ，我们还“ 战场”，到林业

学院和先 坛体育场 测验 球 。

训 然 ， 也充满 ，教练精心安

排指导，队友互相学习帮助，其 无 。

训也 有白 ，人人项目成绩都有

提高，个个都体力充 、精神饱满地 接

春季运动会。

3月28日， 生 师来 我们这

参加校运会和北京第十届高校运动会的

同学作动员，我还代表我们5人小组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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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两项校纪录和一项高校纪

录。4月24日的校运会上，我们小组大面

积 ，我 了 子 球11.45米校纪录

1公分， 、张立云的 球 自 原

来提高了1米，罗建北的 成绩足足提

高了4米。 接着校运会后的4月27日，

校长和运动员座谈，我们小组也参加

了。 校长对我们 ：“清华从德智体这

三好来 体育相对落后， 然我们在高校

运动会成绩不 ， 只是一个 面，体育

工作包括普及、提高两个方面。参加运动

会要争取良好成绩， 不 ， 不 ，

风格更不能 。要 精神化为物质，再

化为精神， 规律，加强 环节。不

能 抓成绩， 抓 个人，而要抓 本技

术，抓后备力量。代表队是个创 性的工

作，要向全国水平进军。张立华不是天生

的冠军，是按规律办事的人，所以要开动

，要总结规律，为教育方针创 新经

验。” 校长的话让我们受 ，终身

难忘。

1966年5月21 22日，北京第十届高

校运动会在地质学院举行。除了参 队

员之外，还有很多队友到现场 务，为

队友指导、加 。 一天及格 ，

我 球只 了10.2米； 两次 规，

王 我放心大 ，第三次 有了

成绩。 上大段又来 我 ，信心足

了， 也 得好。次日决 ，上午 ，

前次原地 ， 上下波动，第三次

出31米多，成绩不 好， 有完成

目标。下午，不想让我背上包 ， 前罗

建北、王 来 我 ，我也就不想上

午的事了，精神饱满地 入 球决 ，持

球放 、精神集中、动作 快、 水平

发挥，从第一次就 对手稳居第一。这

时，张立云、 立 就 过来 ：

“高标准 ” 、 也过来了，

话 不多， 是要再接再 ， 对我

很大，结果又 出11.85米， 了高

校纪录40 米。我们 队同学13人获得

16个 次，全队都 常高兴。

生命在于运动，在清华代表队的业余

训练 然很 ， 至今不 。不 让自

的身体更加强 ，更是 了不

受累的品格 在 场上

获成 可以得到无限 ，

又使自 志更加坚强；还从队友

中获得 友 ，持续一生。所有

这一切，都为工作进步和生活 快

定了 。

可 好景不长。1966年的

北京市第十届高校运动会结

天，“文化大革命”就从天而降，

其实也是历次“运动”的继续，

“革别人的命，革自 的命”充

了 个校 ，正常的学习、 全

在一 。 天前还是受人 重

年 学

后

华 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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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长、 师和 导员， 就 成“

资 ”， 我们也 席 了进

， 了 春生命，现在想起 是不

回首。

当年我创下的北京高校（也是清华

的） 子 球纪录是11.85米的成绩，确实

只能 是业余水平， 的很一 。如果后

来能有机会通过科学 训练，一定还可

以提高一 ， 由于“文革”的 自

再无机会，也 人 ， 然一直保持

着，并 在清华西体育 的东 上，直

到1983年。

一 我们毕业就50年了， 个多世纪

之前的 队时 ，就好像是 天一样，

历历在目。

年 年

从清华毕业四十周年了。

我们这一代， 为“生在新中国，

长在 下”的一代人， 为“文革”

的到来，使我们的大学 。好在我的

家风指 我从小不断努力学习，可以 一

直到今日不 间断。

2018年，我 子从世界专业排 第一

的 国拉夫堡大学体育商务与领导力专业

研究生毕业，他是我家第四代大学毕业

生。我的外公先后毕业于上海圣 大

学、 国耶 大学，我的 毕业于北京

大学，我的 毕业于之 大学。家 对

清华， 人 的
○佟子谦（ 级 ）

教育极其严格，记得我 和我讲过，当

年 在之 大学上了两年学就 工作了，

的 来到家 ， 大 （毕业于上

海圣 大学）家 有 有

（我 小 ）就 上大学

此， 工作两年后又继续 上大学。而

当时的情况是，1930年 时任中国国 银行

总经理（行长）、中华 教 年会全国

协会会长的外公， 上海 帮 子张 林

，受重 身亡，家 的经济来源断了。

我在上 中时，是班 的学习 子，

是 为出身不 合升学要求，未能继续

高中。 然 中毕业 开学校， 是参

加工作后，我在工作中一直坚持学习。

我们是1977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的，

适逢十年动 结 ，新一批 复高考的

新生 将入学，和他们相 我们这 在

的大学生 力山大。 此，我在清华学习

的 年，在 的外表下内 着 感，

心 时 学业争先。我学的是机械

专业，和电子、自动化的联系极少。可是

众所周 ， 机械专业近 十年技术发展

创新很少，主要依托于电学行业的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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