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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亥岁末，恩师冯元桢先生辞世驾鹤西去。 世

界生物力学同仁共同哀悼，赞颂冯先生精彩卓越的

百岁人生。 我谨以此文怀念冯先生。
冯先生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独辟蹊径，把力学和

工程的方法引入生命和医学研究， 从而开创生物力

学学科。 在他获得的众多的奖励和荣誉中，获得美

国工程院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Ａｗａｒｄ （１９９８ 年） 和 Ｒｕｓｓ Ｐｒｉｚｅ
（２００７ 年）是直接对他开创生物力学学科的奖励。
他是大家公认的生物力学之父。 冯先生的 ３ 部生

物力学巨著是学习生物力学的必备教材，将永久流

传，不断为生物力学新学人建立基础并指明方向。
冯先生是我的母校西安交通大学的名誉教授。

在我攻读博士期间，经蒋大宗先生和我的导师匡震

帮先生推荐，我在 １９８８ 年底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来

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冯元桢先生的实验室，
在冯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进行我博士论文的研究

工作。
冯先生在 １９８０ 年代的早期发现了心脏和血

管里面的残余应力。 冯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简易

的办法，用切开组织的方法释放残余应力，继而用

张开角作为参数描述心脏和血管中的残余应力。
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血管中残余应力及张开角

的测量。 随后的研究发现，残余应力和组织的生

长和组织重建（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

残余应力提供了一个认识和描述组织重建的有力

工具。 冯先生和刘树谦师兄做了很多血管在高血

压、缺氧和吸烟等状况下的组织重建。 冯先生提

出了著名的应力生长理论。 随后的大量研究发

现，残余应力普遍存在于各种生物组织和器官中。
我当时很有幸参与到这一研究课题当中。 在冯先

生实验室所做的工作成为我的博士论文和几篇学

术论文，这些工作和训练为我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扎

实的基础（图 １）。

图 １　 韩海潮在 ＵＣＳＤ 学习期间与冯先生合影

冯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作风令人肃然起敬。
我觉得冯先生非常善于用简明的语言阐明复杂的

４１



问题，用简单的理论和公式论证复杂的现象和问

题，善于从简入手，抓住主要因素，找出复杂系统的

主要因素和本质。 读他的著作常可以看到他能把

复杂的理论用简单明了的文字和方程解释得很清

楚。 复杂的方程他能用简明的方法建立和推导。
他总能用简明的方法解释我们实验中观察到的疑

难问题。
冯先生治学严谨，对实验和论文精益求精。 我

记得做主动脉残余应变实验快结束时，我把论文草

稿交给冯先生。 冯先生看到我写的麻醉剂药量用

的是多少单位没有明确的浓度时，他问我有没有计

算实际浓度。 他不放心，亲自到实验室从保险柜里

面拿出药瓶标签，认真计算核对浓度。 这件似乎很

小的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促使我认真对待每一个

实验数据。
我印象最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冯先生对每篇论

文的认真修改。 当时大家都使用计算机打印文稿，
但修改仍使用打印稿。 我每次交给冯先生的文稿，
返回来时都密密麻麻写满了他的修改意见，经常贴

满了小条子，很多文字是反复推敲和修改。 记得最

初一两篇文稿拿回来时，在他修改后的前言里面，
我几乎看不到几句我原来写的文字了。 冯先生这

些对论文写作的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记得后来终

于有一篇文章引言的修改稿里我可以找到自己写

的几句话了，而冯先生的画龙点睛之笔使文章简明

流畅，可读性大增。 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几篇当

年冯先生修改的稿件。 冯先生的榜样一直激励着

我认真修改学生的论文稿件。
冯先生和冯师母对实验室的每一位成员都给

予热情关怀。 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就是和实

验室学友们在冯先生家里度过的。 在我们完成学

业从事科研教学后，每当参加学术会议间隙，冯先

生都抽出时间和我们这些弟子一起交流学术进展，
询问大家的生活工作情况，不时予以指点。 近些年

来我几次去看望他时，他仍多次鼓励我学习生物学

新知识，勇于创新，研究新问题。
冯先生的文化修养令人赞叹。 大家都看到冯先

生著作中优美的插图。 有一次冯先生带实验室成员

一起去一家中餐馆吃饭，饭馆里有不少竹子，我和学

友们谈起中国人喜欢竹子，说到了苏轼的诗“宁可食

无肉，不可居无竹”。 冯先生听到了马上给大家吟诵

了后续诗句，并且出口成章将其译为英文。
冯先生巨大的学术成就众所周知。 从师冯先

生的几年里，亲眼目睹冯先生对学科发展以及对学

生和青年学者们亲切关怀和言传身教的巨大影响。
他深得大家的崇敬，但他生活简朴，平易近人。 他

爽朗的笑声充满了感染力，令人终身难忘。
冯先生的中国情结令人钦佩。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冯先生多次回国，帮助国内建立和开展生物力学

研究。 他为国内培养了大批生物力学的研究人员，
很多领导生物力学研究的开创者都在冯先生的实

验室进修过。 冯先生很关心国内的研究进展，经常

和我们谈起国内的情况。 １９９０ 年代冯先生亦多次

回国支持和帮助国内生物力学研究的持续发展

（图 ２）。

图 ２　 ２０１１ 年韩海潮与冯先生在 Ｃａｌｔｅｃｈ 合影

２０１９ 年 ＡＳＭ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组织了一期为冯先生贺寿的专辑。 我

和刘树谦师兄、郭向东教授有幸担当该专辑的特

约编辑。 我们有幸了解到许多有关冯先生的动人

故事，也深切感受到学者们对冯先生的热爱和崇

敬之情。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中，感谢唐大林教授在圣迭戈组织

生物力学研讨会，我和许多冯先生的学生、同事、朋
友和敬仰者们一起庆贺冯先生百岁寿诞。 除了丰

富的学术报告，最让人激动的就是大家见到冯先生

亲切的笑容，为他唱起生日快乐之歌。 冯先生的笑

容永远在留在我们的心中。 他的学术思想永远指

导着生物力学的发展和壮大！

注：本文部分文字源于作者发表在《医用生物力学》２０１８ 年 ７ 月专刊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记师从冯先生的二三事，祝贺冯先生百岁

寿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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