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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灿教授

先生仙逝"风范犹存
###沉痛悼念我国中西医结合著名学者侯灿教授

""我国著名病理生理学家$

中西医结合理论家和教育家"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病理生理

学教研室侯灿教授于
!"#$

年

!

月
#6

日病逝于广州"享年
7"

岁% 追悼会于
!

月
!!

日在广

州银河公墓举行% 中国科学院

院士陈可冀教授及夫人陈维养

教授发来悼词&'功业长存"名

垂青史% 沉痛悼念中西医结合

研究先驱侯灿教授仙逝%(中国

科学院院士沈自尹教授及复旦

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

王文健教授发来唁电&'侯灿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医学的

创始人和奠基人之一%(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对侯灿教授的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 侯灿教授的学生中山大学教授$中山

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吴伟康在追悼会上宣读了中山

大学的悼词并介绍了侯灿教授生平%

侯灿教授
#7!$

年生于汕头"

#78!

年岭南大学医学

院毕业后校外进修"

#78&

年
7

月到原中山医学院工作"历

任病理生理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期间曾任原中山

医科大学科研处副处长$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

中医理论研究室主任"后兼中山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

所顾问"

#778

年
7

月正式退休%

侯灿教授的社会兼职有&河北医科大学名誉教授"广

州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广州市中医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副主编"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

创建人之一及首届常务理事$中国中医研究院客座研究

员$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副会长% 曾连任三届国家自然

科学奖评审专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学科评审专家组

组长% 曾任美国)现代科学与吠陀科学杂志*顾问委员会

委员")国际综合心理治疗学杂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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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委"意大利整体健康

世界联合协会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侯灿教授曾应邀在我国
%"

多个城市及美加日等
8

国

讲学% 他培养了
!&

名研究生% 曾获中国科学院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会两项科研基金资助
E

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甲级, 的奖励% 侯灿教授曾与季钟朴教授$陈维养教授

编著中西医结合研究丛书之)中西医结合研究思路与方法

学*"主编)中西医结合防治老年病丛书*+人民卫生出版

社"

#7FF

年版, "主审)高级病理生理学* +科学出版社"

#77F

年版, % 论文'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初探(曾获卫生

部一等奖% 论文'展望中国的中西医结合(获意大利
+G

#

HII

的'整体医学奖("并因致力研究现代医学与传统医

学 + 包 括 气 功 和 超 觉 静 坐 , 的 结 合 而 获 美 国

,<D</0BD0

奖%

侯灿教授一生为中医$中西医结合事业奋斗"尤其是

8"

多年前他率先提出了'八纲病理生理学基础(的创新性

学术观点"并运用现代实验方法进行了初步论证"为中西

医结合方法论提供了颇具启发性的示范"为推动处于萌芽

阶段的中西医结合科研的发展注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活

力"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 正如陈可冀院士在悼词中

所称侯灿教授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先驱(%

侯灿教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论著丰硕"尤其是他的

)医学科研入门*一书"成为许多高等医学院校研究生科

研的必修课程"他还是一位充满家国情怀的爱国者"他常

常对研究生讲"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曾有名言&'科学无国

界
E

但科学家有祖国%(在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对出国趋

之若鹜之时"每次出访他都完成任务"按时归国% 特别是

他两个在美国的儿子"十多年前就要给他办理移民美国的

手续
E

他放弃了"直至去世"他都没有离开故土%

侯灿教授热爱中医$中西医结合医学"并在中医$中西

医结合医学界享有崇高的学术声望% 他的文章###)我为

何热爱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事业*可为此作出清晰的解释%

时代正在日新月

异地飞速前进"当今党

和政府把发展中医药

的坚定决心以)中医药

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

加以推进"这对中医$

中西医结合发展是前

所未有的利好"先生在

上文中提出的真知灼

见"将在未来的岁月中

指导后学者创立为世

人乐于接受的新医学

砥砺前行%

+吴伟康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