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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人生，绽放智慧
———我心中的冯元桢先生

董　 澄
（宾夕法尼亚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系， 宾夕法尼亚 １９１０４，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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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冯元桢先生驾鹤西去。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我还去加州参加先生的百岁庆礼

（图 １） ，想不到仅仅过去 ３ 个月他竟然永远离开

了我们。 我和其他生物医学工程界的同仁一样，
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同时怀着崇敬的心情缅

怀他。

图 １　 ２０１９ 年摄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冯先生的百岁庆礼

　 　 冯先生是世界公认的生物力学之父，是生物医

学工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一生所创立的学术成

果和对人类健康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回想起与冯先生的认识和交往真是令人百感

交集。 我是 １９７８ 年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专

业学习的，期间冯先生曾到校做过几次生物力学的

学术演讲。 我当时作为一名力学专业的学生，虽然

对生物力学一无所知，但冯先生的跨学科研究的思

维方法和创新精神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
科学研究不正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以及

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才得以发展和进步的吗？ 所以

１９８２ 年当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荣获奖学金，由
国家公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时，我毅然选择了血液循环及细胞生物力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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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决心像冯先生一样来一次从工程力学到生物医

学工程的“华丽转身”。 １９８８ 年我博士学习毕业，跟
随我的指导老师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ｋａｌａｋ 教授和钱煦（ Ｓｈｕ
Ｃｈｉｅｎ）教授从纽约去了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博

士后研究，这才和冯先生有了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和

紧密的接触。 我和冯先生共同合作过一个课题，即
用生理学和工程学结合的方法进行皮肤烧伤后再

植的研究，并合作发表了相关科研论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ｄｈ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ｋｉｎ Ｇｒａｆ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ｕ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３．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１， ５１⁃５５）。 在 １９８８ ～ １９９０
年两年共事中，冯先生创新的科学思维理念、严谨

的科学态度、跨学科合作的研究方法，无不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从此引领

我沿着冯先生开创的学术道路砥砺前行。
１９９０ 年，第一届世界生物力学大会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成功举办。 我有幸参加了冯先生领导的如此大规

模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也使我亲身体会和意识到

成为一个学术领域带头人的重要性（图 ２）。

图 ２　 １９９０ 年摄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第一届世界生物力

学大会筹备委员会（前排右二：董澄； 前排右三：冯先生）

　 　 自此， 这样的会议已成为每四年一次的国

际生物力学界的大聚会（阿姆斯特丹 １９９４； 扎

幌 １９９８；卡尔加里 ２００２；慕尼黑 ２００６；新加坡

２０１０；波 斯 顿 ２０１４； 都 柏 林 ２０１８； 中 国 台 北

２０２２） 。 与此同时，冯先生创建了美国国家生

物 力 学 委 员 会 （ Ｕ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ＵＳＮＣＢ） 并又创办了 “ 美国 ⁃中国 ⁃
日 本 生 物 力 学 专 会 ” （ ＵＳ⁃Ｃｈｉｎａ⁃Ｊａｐ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

冯先生和蔼可亲，真诚待人的为人风格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记忆， 他既是一位学术大师又是一位可

亲可敬的朋友（图 ３）。
　 　 我从 １９９２ 年起开始了自己的教授生涯，任职于

图 ３　 １９９８ 年摄于日本。 （上）仙台“美中日生物力学专会” （Ｌ⁃
Ｒ： Ｇｅｅｒｔ Ｓｃｈｍｉｄ⁃Ｓｃｈｏｎｂｅｉｎ， 冯先生， 董澄）；（左）仙台

登山（Ｌ⁃Ｒ： Ｊｏｈｎ Ｔａｒｂｅｌｌ， Ｒｏｇｅｒ Ｋａｍｍ， 董澄，冯先生，
姜宗来，Ｊａｍｅｓ Ｍｏｏｒｅ）；（右）扎幌寿司（Ｌ⁃Ｒ：钱煦夫人，
董澄，冯先生，冯夫人）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 ２７ 年来，我在

从事生物力学教学的同时，带领着我的团队进行有关

细胞力学的研究。 在教学方面，我采用了冯先生专著

的生物力学教科书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ｓ 来讲授研究生课程，以及Ａ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讲授本科生课程（图 ４）。

图 ４　 采用冯先生专著的生物力学教科书进行

生物力学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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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我的科研方向也渐渐地从血液循环及

细胞生物力学转入到研究肿瘤免疫治疗方法，即
如何用人体靶向免疫细胞和纳米粒子载体传输药

物来治疗癌症。 １９９５ 年我荣获了“冯元桢青年研

究员奖”（图 ５）。 这是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为表

彰冯先生对科学和教育的献身贡献而设立的奖

项， 每年仅授予一人。 获此殊荣一方面是对我

科研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另一方面更加激励我

要像冯先生那样去开辟科研的新领域，做出新

贡献。

图 ５ 　 １９９５ 年，董澄荣获 ＡＳＭＥ 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Ｙ． Ｃ． Ｆｕ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 Ａｗａｒｄ”

此后 ２０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生物工程领域

的学习和工作。 从我自身成长的经历和我的同行

学术研究的现状， 我深切体会到冯先生的巨大贡献

不仅在于他建立并发展了生物力学领域，更在于他

用自己的科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培育一代又一代人

如何进行生物力学研究，学会如何开展跨学科合

作，从而不断开拓生物医学工程的新领域。 当然，
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可能比冯先生当年遇到

的更复杂而广泛，也会有更多困难，但是回想冯先

生从 １９６０ 年代起开创生物力学，以后又经历生理系

统力学、器官力学、组织力学、细胞力学、分子力学

等跨多个学科合作（包括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力生

物学、免疫学、基因工程、生物材料、生物成像等）的
一系列革命性的开拓研究，那是多么不容易啊！ 学

习了冯先生的开创理念和精神，我也渐渐地探索着

如何带领生物医学工程进入前沿领域。 ２０１２ 年，我
在美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首次成功地举办了“全美

肿瘤生物力学前沿研讨会”，并在 ２０１８ 年编著了第

一本《肿瘤生物力学》书（图 ６）。 这是冯先生赋于

　 　

我的启迪和智慧。 他的学业传教和做人做事的教

诲令我受益终身。

图 ６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ｉｎ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Ｄ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ｄｉｔｏｒｓ，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Ｕ．Ｓ．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３⁃３１９⁃９５２９３⁃２．
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３⁃３１９⁃９５２９４⁃９

我坚信，只要像冯先生那样坚持不懈，锲而不

舍，积极探索， 就一定会有新的发现，取得新的成

果。 我认为我们应该像冯先生一样，坚持 “听从自

己内心的声音，永不放弃对未知的探索，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人生信条，并付诸行动， 不断推动生物

医学工程领域的发展进步，从而来深深地缅怀他，
并以此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图 ７）。

图 ７　 大师西去，丰碑永存。 冯先生不仅仅建立并发展

了生物力学研究领域， 更重要的是，他培育出了

一代代具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并引领着他们开

启了整个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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