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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79年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在

校时是学校中长跑队员。我的父母也都是

20世纪50年代清华体育代表队队员。在我

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把马约翰先生体

育的迁移价值概念深深地植入我的认

知中。

2024年秋天，我在国外接触到一批

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高清照片。虽

然没有具体说明，但我一眼便认出了潘文

炳学长和早年清华体育的优秀代表人物亚

瑟·休梅克博士（Arthur Shoemaker）。

后来经过广泛、仔细地查阅国内外史料，

我确认出四位清华学长在照片中的身影。

在对他们的成就深感敬佩的同时，我也为

他们创造历史的事迹鲜为人知而惋惜。

珍贵老照片揭秘百年前
为国争光的清华体育健儿们

○蓬  蔓（1979 级无线电）

借清华体育代表队成立70周年之际，

我把自己收集到的史料整理成文章，以此

纪念和致敬这些优秀的学长们，希望能让

更多校友理解清华体育传统的精髓，为清

华的历史感到自豪。

亚瑟 • 休梅克

清华学堂在建校伊始的1911年，就

聘请了全国第一位专职体育指导——亚

瑟·休梅克博士（Arthur Shoemaker）。

清华著名体育教授马约翰在1920年的一篇

文章中曾高度赞扬休梅克博士在清华的工

作：第一，他建立了全中国最先进、最现

代化的体育训练体系，这是中国其他地方

从未有过的；第二，通过高超的训练技

1913 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三国代表团合影。其中 ,1 休梅克、2 潘文炳、3 黄元道、4 关颂声

来自清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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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他培养出一支强大的运动队，使清华

在各项体育比赛中屡获胜利，为清华争

得了荣誉和名声。

在休梅克的指导下，清华学校于1911
年10月便成立了学生体育协会，并于1912
年组建了田径、棒球和足球等校队。实际

上，休梅克带领的清华健儿代表了当时中

国体育运动的最高水平，他们不止为清华

争得了荣誉，还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了光！

这是因为从清末到整个民国时期，政

府没有体育部门，不存在举国体育体制，

中国的体育事业主要在学校和私人体育俱

乐部中组织和开展。美国教会学校和基督

教男青年会（YMCA）在开始阶段是主要

推动力量，同时也得到北京中华民国政府

和清华校长周诒春等中国教育家们的大力

支持。周校长还直接兼任1912年成立的北

京体育竞进会的副会长。

1913 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

从20世纪初开始，菲律宾诸岛属于美

国的附属领地。美国人在当地积极推进和

发展体育教育活动，发起并于1913年2月1
日至9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组织了第一

届远东运动会（原名：远东奥林匹克运

动会）。中国和日本应

邀参加。这是亚洲最早

的地区性综合体育运动

会，是亚运会的前身，

也是在国家层面上我国

最早的国际体育交往。

中、菲、日三国在参赛人

数上分别为：中国40人，

菲律宾80人，日本20人。

根据上海YMCA的

克劳克（Crocker）干事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合影。1休梅克、

2潘文炳、3黄元道、4关颂声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领队和运动员合影，经考证确定的清华

人为：1休梅克、2潘文炳、3黄元道、4关颂声、5黄纯道

1913年9月的年终总结报告介绍，他在两

个月的时间里牵头，主要从各地几个大学

抽调学生运动员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出征，

开中国学校参加国际竞技之先河。

笔者根据清华年历记录，国外的赛事

报道和现场合照证实，清华有6位学生运

动员，潘文炳、黄元道、关颂声、黄纯

道、叶桂馥和杨锦魁在清华体育部主任休

梅克博士带领下参赛。相比当年美国哈佛

大学学生因为参加第一届奥运会被学校

开除，清华健儿们要幸运许多。

当年文献记载显示，第一届远东运动

会共设有田径、棒球、篮球、自行车、足

球、游泳、网球和排球8个项目。虽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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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健儿们对篮球和排球运动

不熟悉，但中国队参加了除

棒球以外的所有项目。球类比

赛很多是由田径运动员兼顾，

全当借机学习。

最后中国队在田径和游泳

项目上共得到42分，在田径项

目中共获得19块奖牌。

在中国队得到的田径40
分、19块奖牌中，清华健儿贡

献了14分、7块奖牌。其中，

潘文炳：获得十项全能第

一、五项全能第二、跳远第

三，半英里接力第二，为中

国队贡献9分，3.25块奖牌。

他还能者多劳地参加了网球

比赛。杨锦魁：获得撑杆跳

高第二名，2分，1块奖牌。

黄元道：获得高栏第二名，2
分，1块奖牌。叶桂馥：获得

880码第三名，1英里接力第

二名，1分，1.25块奖牌。关

颂声：获得半英里接力第二

名，0.25块奖牌。黄纯道：获得1英里接

力第二名，0.25块奖牌。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潘文炳十项全能中 1英里跑冲刺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菲排球队比赛。1黄纯道、2黄元道

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中国足球队。1关颂声、2黄纯道

这个比赛规定，团体项目如果只有两个

国家参加，只给第一名计3分。所以接力项

目因为日本缺席，第二名不得分。

潘文炳因为出色的表现获得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奖励

的牌楼奖杯。

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届远

东运动会无论什么项目都没用号

码布。遗憾的是，笔者没能在照

片中考证出杨锦魁和叶桂馥两位

前辈。希望有任何线索的校友

和朋友在看到本文后能与作者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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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远东运动会 120 码高栏，来自圣约翰大学的

韦焕章获得第一名 ,清华黄元道获得第二名

1915 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于1915年5月15日
至5月22日在上海举行。中国作为东道主

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并获得傲人成绩。

根据《清华大学一百年》中校历记

载，清华派出了黄元道、凌达杨、曹懋

德、巫振英、洪锡麟、孟继懋6名学生运

动员参赛（上届参赛中的5位已于1914年
赴美留学），其中黄元道获得120码高栏

第一，220码低栏、跳远和撑竿跳第二和

十项全能第三名，为中国队贡献5枚奖牌

1915 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全体大合影。1为个人得分冠军的清华学生黄元道

和10个团体分，位居个人得分冠

军。凌达杨跳高并列第二名，贡

献1枚银牌，1.5分。

在这两届卓越体育健儿的带

动下，根据清华校史馆发表的数

据，中华民国时期前14届华北运

动会中，清华参赛12届，团体总

分7次第一、2次第二；前8届远东

运动会，70位北京参赛选手，清

华健儿占了31位，并且为中国队

多次争得荣誉。这期间清华在校

生人数至多不过五六百人，足见

清华体育成就之辉煌。

看到这些学长前辈的赛场英姿，跟东

亚病夫的概念相去甚远，其卓越的表现很

为国人长志气！他们又都学有专长，后来

在各自的领域里均有建树。

回顾历史让笔者进一步了解母校深厚

的体育教育精髓和底蕴，感恩母校的培

养，同时感觉自己也应为传承清华体育传

统贡献一份微薄力量。

谨以此文向母校卓越的学长前辈们致

以深厚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