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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源头活水来
———忆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先生

陈维毅
（太原理工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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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世界“生物力学

之父”冯元桢先生（Ｙｕａｎ⁃Ｃｈｅｎｇ Ｆｕｎｇ）于美国圣迭

戈逝世，享年 １００ 岁。 消息传来，我们这些晚辈同仁

皆悲痛不已！
我最早知道冯先生是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而见

到并接触先生则到了 １９９５ 年。 １９８７ 年，我来到太

原工业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方向就是生物固体力

学，其中一门硕士专业课程《生物力学》，由我的硕

士导师杨育勇先生讲授，所用课本是冯元桢先生所

著的《生物力学———活组织的力学特性》 ［１］。 这是

我第一次从学业上认识冯先生，这本书也是我后来

从事组织器官生物力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中日美新生物力学学术讨论会是由冯元桢先

生发起，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生物力学学会（专
业委员会）轮流主办的学术会议。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第
四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学术讨论会在太原晋祠宾

馆召开。 会议前夕，受时任太原工业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前身）校长、第二届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

任、我的博士导师杨桂通先生邀请，冯元桢先生来

到我校做生物力学研究的学术讲座，题目为《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听众主要是太原工

业大学数力系的教师、力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

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冯元桢先生。
冯先生在讲座中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他本人在

生物力学研究方面的研究内容、成果及所用的思路

和方法，主要包括血管、皮肤等生物软组织的力学

特性研究、肺血流动力学规律的研究、生物组织器

官生长和应力关系的研究等。 而让我一直记忆深

刻、言犹在耳的是先生关于自己从事生物力学研究

机缘的介绍。 上世纪 ５０ 年代，冯先生远在常州的母

亲患上了严重的青光眼。 当时在德国讲学的冯先

生知道后非常焦虑，他翻阅不少有关青光眼的文

献，并将译文邮寄回国内。 在这一过程中，冯先生

发现医学问题中有不少是与力学相关的。 冯先生

的母亲手术成功了，而先生自己也由此对医学、生
物学产生了兴趣，开始到所在的航空动力研究院街

对面的哥廷根生理研究院图书馆自学，并带着这一

研究兴趣回到美国，最终开创了生物力学这门新兴

交叉学科，成为举世公认的生物力学的奠基人。
由于听讲座的主要为力学工作者，针对力学学科

的出路在哪里、该向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冯先生在

讲座中以生物力学学科的开创为例，认为答案就在身

边。 即，只要细心观察、钻研，就会发现很多其他学科

研究的问题都有力学原理在起作用，需要用力学的方

法来解决，这就是力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这些

问题就像是有源头的活水会不断向力学研究领域涌

来。 先生的这一思想我铭记在心，在后来我多次给不

同院校的学子做报告时，都会引用冯先生“为有源头

活水来”的学术思想，鼓励大家走交叉创新之路，而这

也是我这些年来开展医工交叉研究的精神指南。
在太原期间，我作为会务组成员负责为冯先生购

票事宜，冯先生特意将他的新著作《生物力学———运

动、流动、应力和生长》 ［２］签名赠送我一本，这使我倍

感荣幸，而这本著作也让我受益匪浅（图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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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冯元桢先生引用孔夫子的话为第四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

学术讨论会题词，并说题词是对参会者心情的完美表达

图 ２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第四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学术讨论

会期间，冯先生将其新作签名赠送杨桂通先生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第五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学术讨

论会在日本仙台举行。 按照惯例，会议总人数限定

在 １００ 人左右，以便于面对面的交流。 我国 １０ 余名

学者组团参加了这届会议（图 ３）。 中方主席为第三

届生物力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柳兆荣

教授。 我有幸作为中方参会代表之一再次与冯先

生面对面学习。 先生与我们谈到了我国生物力学

图 ３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参加第五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讨论

会期间，笔者与冯先生合影留念。 左起，冯先生、
姜宗来、陈维毅、蔡绍晳、吴国强、柳兆荣、董澄

　 　

的进步以及中日美新生物力学学术讨论会的将来。
先生对我国生物力学发展的关心，对待后辈的宽厚

关怀之情，我至今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冯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生物力学学科的发展。

１９７９ 年 ９ 月～１１ 月，冯先生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和
重庆（重庆大学）两地举办生物力学讲习班，培养了

中国第一代生物力学研究学术队伍，现在我国生物

力学研究的重点单位、骨干力量基本都源于此。 冯

先生在时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教授和华

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教授等的支持下，发起组织了

中日美生物力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后扩展为中、日、
美、新四国），首届会议于 １９８３ 年在武汉召开。 研

讨会到 １９９８ 年共举办五届，对促进中国生物力学的

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作为对中日美生物力学国际

学术研讨会的继承，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举办的中美生物

医学工程暨海内外生物力学学术研讨会已成为我

国力学学会与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的系列学术会议，
到 ２０１９ 年已举办 ７ 届。 而在冯先生倡导和帮助下

发展起来的中国生物力学学科则呈现了蓬勃发展

的态势，学术队伍不断扩大，从基础到临床，新的成

果大量涌现。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西安召开的第十二届

全国生物力学学术大会参会人数已超 １０００ 人［３⁃５］。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冯先生

开创的生物力学之源，正清流喷涌，润泽中华，造福

人类。 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徵调曲》中写到“落其

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这正是我们之于冯

先生感怀的写照。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生物力学之父冯元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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