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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励志  受益一生
吴文虎

跑步，有的到圆明园越野跑，整个

清华园生机勃勃，热火朝天。每到

举办春季运动会和秋季运动会的时

候，大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每个

系都会派出强大阵容，有参赛队、

啦啦队，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

人精神振奋，个个摩拳擦掌。60 多

年过去了，每当我回忆起当年的情

景，依然兴奋不已。

那时尽管课业繁重，我每天下

午还都会挤出时间参加体育活动。

我喜欢长跑，又比较刻苦，很快就

被选入校田径队。1958 年，为筹备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清华大学抽调

30 名学生组成“北京田径集训队”，

指定我任队长。队中有短跑、跨栏、

跳远、跳高、中长跑、投掷、全能

等项目的运动员。这些同学有理想、

有抱负，许多人不仅是运动尖子，

也是学习尖子。蓬铁权、李作英、

施永长、梁光启、成玉骏和我专攻

中长距离跑。按照蒋校长的育人思

想，集训队集中住宿，集中训练，

但不脱产，每天照常回原班学习。

这一年由于国家发展尖端科技

的需要，清华成立了自动控制系，

学校把我从电机系的企 01 班抽调到

自动控制系的自 03 班，上 4 年级

的课。这些课对我来说，既新且难。

更为麻烦的是，我不在班里而在集

训队住，离专业教室很远。出于保

密需要，我不能将书和笔记本拿回

宿舍，复习功课与做作业都要跑到

专业教室。体育上要出成绩就要加

大运动量训练，学业上要不辱使命

也要发奋才行。这一年我咬紧牙关，

取得了体育成绩和学业成绩的双丰

收。

现在有的同学还会问我：当时

你们是凭着一股什么力量坚持下来

的？我回答说：责任感、集体的荣

誉感、名师的教诲和榜样作用。

马约翰教授是我们运动员的楷

模，拿现在流行的话说，是我们心

作为“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

工作 50 年”号召的亲历者、受益

者和一名上世纪 50 年代的清华田

径运动员，非常荣幸给现在的青年

学子讲讲我们当年的求学生涯，分

享体育精神带给我的充盈人生。

1955 年，新中国百废待兴，我

和同学们满怀强国梦想，幸运地踏

入了清华园这片沃土。我课余喜欢

文艺体育，一入学就担任班里的体

育干事，后来又在系学生会当体育

干事，主管和推动群众体育活动。

1957 年蒋校长提出“争取至少为祖

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进一步明

确了体育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

才中的重要作用。

同学们积极响应，身体力行，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学好本领、练

好身体，毕业后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服务人民、报效国家。每天

下午 4 点半，大家成群结队地出来

锻炼。有的在操场上做操、打球、

196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清华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 1989 年

始，连续 17 年带领中国队参加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大赛，届届名列前茅。

自 1996 年始，组织和带领清华大学队参加世界大学生程序设计大赛 (ACM/

ICPC)，连续 17 年获得总决赛权，成绩优异。2008 年，在“清韵烛光，

第一届清华大学‘我最敬爱的老师’评选”活动中，居十佳教师榜首。

吴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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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清华大学受命组建北京田径集训队，参加首届全国运动会。后排右 1为作者

马约翰老师指导优秀中长跑运动员。左 1为作者

中的偶像。作为总教练，只要见他

老人家往西大操场一站，我们身上

立刻涌动一股热流。只见他鹤发童

颜，脸上泛着红光，目光炯炯、神

采奕奕，寒冬腊月仅着单衣单裤，

热情地为我们讲授技术要领，鼓励

我们拼搏向上，为祖国争光。

那一年的秋天，清华和国外的

一所名牌大学搞两校田径通讯赛。

在 1500 米项目上，人家的成绩排在

1、2、3 名，我们排在 4、5、6 名。

“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

要去干”“不要出去给中国人丢

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

别人一发狠你就怕……”马老鼓励

我们要倍加努力，并给我们讲述他

年轻时在赛场上勇超外国选手的故

事。“要为中国人争口气”的念头，

好像熊熊火焰，在我们心中燃烧，

让我们充满力量。

寒冬腊月，越野跑训练，我们

本来穿着线衣线裤，可是看到马老

在凛冽寒风中依然是一身单薄的运

动服，有人就提议：咱们也练练，

只穿背心和短裤。训练从西大操场

出发，跑到香山脚下再折返。大家

一路顶着西北风，越跑越来劲，遇

到公路上的骑车人，见一个超一个。

一个冬天练下来，全队的身体素质、

精神面貌都上了一个台阶，不但运

动成绩有了很大提高，学业上也取

得了全优成绩。如今，满头银发的

我每当回忆起昔日体育训练的情

景，仍然感到热血沸腾，还想再到

赛场上去驰骋拼搏。

学生时养成的锻炼习惯，使我

能够保持旺盛的精力，投入到繁重

的教学科研工作和社会活动中。从

1989 年开始，响应邓小平同志提出

的“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做起”

的号召，我到中国计算机学会出任

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中国队总教

练，17 次带队到世界赛场上去展示

中国青少年的才华与精神风貌。截

至 2007 年，中国队已累计获得 46

块金牌，从参赛以来届届名列前茅，

被誉为总体实力最强的队。金牌可

以作证 ：“说中国人这也不行那也

不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有位记者曾问过我两个问题，

一是这种智力竞赛为什么要冠以奥

林匹克字样；二是作为大学教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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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竞赛这么感兴趣，一干就

是 20 年？我说，这和我在清华求

学时的体育精神熏陶有关，学科竞

赛和体育比赛一样，都倡导“更快、

更高、更强”。年轻时喜欢挑战，

在体育赛场上觉得“撞线的感觉真

好”；年纪大了，亲自上阵不可能了，

但可以当教练，在新的赛场上抒发

爱国情怀。

1997 年，我又接到新任务——

组织、训练和带领清华大学队参加

世界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

（ACM/ICPC）。 这 项 比 赛 是 全 球

计算机程序设计领域的最大规模赛

事，我们每年都能从全世界一千多

所大学中脱颖而出，打入总决赛，

屡获金牌和银牌。“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这是体育竞技的精神，

也是国际学科竞赛的精神。正是凭

着这股精神，我们多年来不分寒暑、

努力训练，力争上游。2007 年，在

全球 1200 多个大学的 6000 多个参

赛队中，80 余支队伍拿到总决赛的

入场券，清华大学队在总决赛中获

金牌（总分世界第二）。

如今，我已卸任中国信息学奥

林匹克总教练多年，每每回忆起和

同学们站在领奖台上的情景，仍然

热泪盈眶、豪情满怀。我感念党和

国家给予我这样的平台，让我可以

施展我的教学才能，更能抒发我的

报国之志。我也感念清华精神和清

华的体育精神，始终激励我以“行

胜于言”去实现理想，以“厚德载物”

去追求卓越。

我还要感谢在清华读书时，与

我并肩奔跑、相互鼓劲儿的队友，

他们为我树立了榜样，帮助我锚定

了人生中更远大而又高尚的目标。

记得那是 1958 年 11 月，我的两位

队友蓬铁权和李作英在全国马拉松

锦标赛上，分别以 2 小时 32 分 53

秒 2 和 2 小时 32 分 54 秒 2 的成绩

打破全国记录，达到运动健将标准。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当他们两人跑

到距离终点只有七八十米的地方

时，一名运动员突然摔倒在他们面

前。这时，可以有两种抉择：一种

是绕过跌倒者，能争得前一位名次，

另一种是扶起跌倒者，让他也有机

会冲过终点。我的两位队友没有丝

毫犹豫，他们不约而同地将跌倒者

扶起来，然后接着向前跑去。他们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体

育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

记得马约翰老师说过：“美德

和道德只能通过实践来获得，做诚

实的事才能成为诚实的人，做勇敢

的事才能成为勇敢的人。”蓬铁权

队友是我一生的挚友，他毕业后在

工业战线做出很大成绩，曾任哈尔

滨量具刃具厂厂长。扎根东北黑土

地，他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和工

人群众同甘共苦、情同手足。他退

休后多年，我才知道，哈尔滨量具

刃具厂盖了楼房，他自己不住，先

分给工人，赢得了有口皆碑的赞誉。

队友们的事迹让我感佩，也催

我奋进。毕业后我留在清华任教，

始终牢记“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

工作 50 年”的目标，一辈子没有

离开讲台、没有中断教学和科研任

务。我很庆幸，可以站在中国最高

学府的三尺讲台，可以面对和教导

一批批中国最优秀的学子。

2000 年学校倡议名教授上讲台

给本科生上基础课，系主任找到我，

希望将《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建

设成为一门精品课。尽管当时我已

经 64 岁，且已有 34 年没有给本科

生上课了，我还是欣然接受任务，

1999 年，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在土耳其举行，中国队获总分第一、金牌榜首。正

中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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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向组织保证不辱使命。

怎样进行教学改革？怎样让本

科生听得懂、用得上、学得通？怎

样用高质量的基础课为高等教育人

才培养打下坚实基础。那段时间，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我怀念以良好学识和风范深

刻影响过我们的那些学术泰斗，也

怀念带着我们风里来雨里去不辍训

练的体育老师。就是这些前辈，鞭

策我从大学毕业留校任教的那一天

起，就把教书育人当成我这辈子最

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教书育人是专门技术，也是一

门艺术。它需要授人以渔的方法，

更需要润物无声的理念。在为本科

生教授《计算机程序设计基础》时，

我坚持改革要用新的教学理念、新

的教学方法，强调实践是创新能力

发展的动力，也是创新成果检验的

唯一标准。我和同学们说，学习这

门课程就和体育训练一样，不能光

说不练，光说不练等于零，鼓励他

们在学习程序设计的同时，既动手

又动脑。不“唯书”，不“唯上”，

只“唯实”。在教学过程中，真正

做到以人为本，唤醒学生的主体意

识，激发他们的创新潜能，着力培

养计算思维能力，引导他们运用计

算机编程手段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课程开设第一年，学生们反响

热烈，该课被评为清华大学精品课，

第二年和第三年又陆续被评为北京

市精品课和国家级首批精品课。

最近几年，校庆团聚，老同学

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当年要“争

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

的庄严承诺。

一个甲子过去，我们每个人都

在各自的岗位做出一些成绩，耄耋

之年依然精神矍铄、壮心不已。大

家都说：我们是清华理念的受益者，

清华的体育精神难能可贵、难得、

难忘，“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

作 50 年”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一种教育思想行还是不行，好

还是不好，都要接受时间的检验。

作为清华体育的实践者和历史的见

证人，我和队友们的人生经历都证

明：体育在培养健全人格方面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争取至少为祖

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的号召顺应

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广大青年想

要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是期望，

是鞭策，更是一种责任。我很高兴，

经过多年的实践，“争取至少为祖

国健康地工作 50 年”深入人心，

已成为清华学子薪火相传的文化和

传统，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清华体育过去很耀眼，今天更

辉煌。1958 年，我们中长跑队出了

两位马拉松运动健将，那时有几个

人敢去跑马拉松？现在每年都有很

多清华学生参加北京马拉松比赛，

这说明我们国家兴旺了，人民的生

活水平提高了，学生的体质增强了！

从 1955 年到 2020 年，我在清

华园度过了整整 65 年。在校园里，

我学习“怎样做人，怎样做事，怎

样求知，怎样健体”，将清华倡导

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内化为一生

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生活习惯，

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与骄傲。

当今时代，我们民族的伟大复

兴需要大批身心健康、德才兼备的

栋梁之才。期望同学们不负韶华、

发奋学习、强身健体，终身为我们

的国家建设贡献智慧与力量！

第 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作者受邀参加火炬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