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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语 舒 心

南朝刘义庆撰写的《世说新语·文

学》曾记载：《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

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

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

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

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这是“标新

立异”一词的由来，而今天在医学领域

标新立异者，冯奕斌教授堪称典范。

学科交叉

探究中医药学新路径

开展新药、新功能食品和新治疗

策略的研发是冯奕斌教授科研工作的

主要方向。因为他发现，传统中医药

的应用随着时代的变迁同样发生着变

化，除了在传统的基础上开展临床应

用，更要突破创新，以取得新的进展。

为此，冯奕斌教授基于多年的基

础和应用研究，建立了组学技术、生物

信息学、网络药理学与中西医结合的

研究技术平台，在分子、细胞、动物和

临床上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医药特色的

研究，对单体、复方、复杂性疾病，发表

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开创性和重大

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吸引了企业

的注意，与香港企业和内地企业开展

了合作研究，已经产生了较大的社会

影响和经济效益。甚至对企业股价形

成正面效应，有2个中国专利或国际

专利授权和9个中国专利进入实质性

审查阶段，分属香港大学或相关企业。

作为首席科学家，冯奕斌教授从

政府、社会捐赠和企业获得了众多的

研究资金，并与来自中国内地、香港、

澳门及日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科

学家进行了广泛的国际合作。

除了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之外，

冯奕斌教授积极从事专业及社会服

务，担任政府相关委员会、专业机构和

世界卫生组织等的顾问/专家委员会成

员，在有关国际学术和专业团体中发挥

着领导作用。同时，以一些国际会议主

席的身份组织国际会议，为国际学术界

做出积极贡献，先后在全球范围内作了

160多次有关他专业研究的主题演讲、

全体会议演讲和特邀演讲。他还担任

该领域几本国际期刊的编委或特刊编

委也是一些著名期刊的审稿人，例如

《治疗学》《信号传导和标靶治疗》《分子

癌症》《先进科学》。之所以精勤不倦，

是因为他深知，广泛的国际交流合作能

够让中医药更快地走向世界。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冯奕斌教

授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在众多会议和

书籍章节中发表了400多篇各类文章

（其中160篇SCI论文），探讨中医药

在疑难杂症和代谢性疾病防治中的科

学和临床证据。其中，大多数论文发

表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药学与药理学,

细胞分子生物学和多学科科学类别的

前 1%~10％期刊中。他还因此在

2017 年~2020 年连续 4年被Clari-

vate Analytics（之前为汤森路透，基

本科学指标，ESI）评为世界排名前

1％的大学研究人员之一。他的研究

成果（现有基金总额，高冲击因子的论

文数和国际引用率等）在香港大学中

医药学院名列前茅。在探究中医药学

发展的新路径上，他一直没有停歇。

校企合作

搭建创新与应用之桥梁

长期以来，校园科研成果的实际

应用和企业的实际创新需求一直处于

难以融合的状态，产学研相结合也成

为近年来非常热门的话题，与国家相

关政策紧密相连。

在冯奕斌教授和团队人员精诚合

作下，他们在4年的持续研究后，两篇

其研究领域药品的最新进展发表在了

2019年8月的《科学》（Science）系列

《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和

《细胞通讯与信号》上，这是中国苗药

首次刊登于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同

时亦是香港科研机构与内地科研力

量、行业龙头企业联合创新的新成果。

对于当前的结果，冯奕斌教授欣

喜之余也表示，此项研究并没有完全

结束，除了在新一轮的药品开发热潮

继续创新，他还会从传统与现代的草

药配方中辨识出具有靶向性的活性化

学成分，为各种疑难病症提供新的治

疗方法和药物。这是他心之所向，也

是行之所往。

东学西渐

未来医学发展趋势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医学科学的

发展呈现出了西学东渐的趋势，甚至

逐渐成为医学主流。因此，冯奕斌教

授表示，当前医学评介的方法主要是

西医学的方法，但反观中华文明在五

千年的历史传承中，中医药有着两千

多年理论和经验积累，加之近现代中

国人和世界各国中医药迷的努力，东

学西渐成为医学发展的新趋势。

2015年，屠呦呦教授获得中国首

个医学和生理学诺贝尔奖，因她从中

药青蒿里发现和发明治疗疟疾的青蒿

素。冯奕斌教授相信，在一系列重大

疾病的防治上，中医药学对世界医学

的影响已经日益强大。基于医学科学

的研究，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同样在科

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直以来，冯奕斌教授和团队成

员从基础到临床，都力求做顶尖的科

学研究，符合现代医学的评介方法，目

的是让中西医的交流在同一个科学平

台上，致力于新发现和新发明。为此，

他带领团队全面系统地回顾分析了国

内外中药单体、单方、复方，并以此为

基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多年的研究让冯奕斌教授深刻体

会到，新的作用靶点、炎症和相关微环

境应是中医药对抗疑难病症研究的重

点，相关的详细科研成果也已经发表

在著名国际期刊上。基于这些基础研

究、中医药研究和学术积累，冯奕斌教

授积极加强与香港和内地企业的合作

项目，促进产业化发展。

中国经历4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

济实力和人才储备都排在了世界前

列，科研投入也越来越大，国际合作广

泛，信息流通量大，加上中国人的勤奋

努力，冯奕斌教授很自信地相信，中国

再次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可能性，短

则3年～5年，长则10年～20年，来自

中医药方面的突破可能是贡献之一。

抢抓机遇

助力中医药国际化之路

最近两年，冯奕斌教授担任学院

领导以来，他愈发意识到中医药走出

国门的重要性。同时他也知道，只有

结合香港本地和国内外的综合情况，

及时抢抓发展机遇，并综合考虑香港

大学中医药的发展方向和学院医教研

全面发展，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医药走

向国际。

在香港工作多年的经历，让冯奕斌

教授相信，香港融汇中西，是中医药国

际化的最佳桥梁。而目前香港特区政

府正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大湾区”

等国家发展战略，为发挥更有特色和

更重要的作用搭桥铺路。

冯奕斌教授常说，未来一百年，将

是东学西进的一百年。那么，中医药

如何才能融入国际社会，他认为前提

是东西方文化的包容性和东西方科学

的不断进步。为了推动中医药的国际

化，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也做了多方

面的努力。

加强中医药的研究是中医药国际

化的基本前提，因为可以为中医药提

供科学和临床证据，从而让世界接受

中医药。另外，冯奕斌教授认为，未来

各种新发传染病将成为世界各国的重

大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面对新问题，

中西医都认为综合治疗十分重要。香

港大学中医药学院的研究人员，正在

为此积极申请政府的各类基金，开展

相关新的中医药研究。

冯奕斌教授还带领团队积极创新

符合中医药复杂体系和疗效评价体

系。他们认为，中医药学作为一项复

杂的科学体系，用传统的科学研究方

法和临床评价有一定的局限性，采用

系统生物学、各种组学技术、网络药理

学以及真实世界证据等多维、大数据

评价方法将更适宜中医药复杂体系的

研究和疗效的评价。

另外，冯奕斌教授建议，在推广中

医药文化的同时，也要接纳符合各国

的普世价值，例如，在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护濒危动物方面避免异议，将

更有利于推广中医药的国际化。并

且事实上当前中国政府和全球中医

药界已经都在致力于各种濒危动植

物的替代品和人工制成品的研究，有

些已经在实用阶段，包括人工麝香、

人工牛黄等。

与之相应，中国政府和香港特区

政府都已经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国际贸易公约》，并且中国政府已经将

一些属于濒危的动植物中药不再收入

不断更新的《中国药典》。总之，冯奕

斌教授相信，“只要我们加强研究，推

广到全世界只是时间问题。”

教研相长

用学术精神为新一代树榜样

钻研高深的中医学问，破冰前沿

的新中药技术，获得瞩目的创新成就，

与在中医药新药研发的勇往直前不

同，在教学和生活中，冯奕斌教授却谦

恭而敦厚、率真而谦虚，是师生们尊敬

和喜爱的良师益友。

目前，冯奕斌教授的教学科目主

要包括《中药药理毒理学》和《中医内

科学》，他参编或主编的一些书更是已

经作为香港和国家教科书出版。他对

科学的热情也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年轻

学者。他的研究团队目前拥有6名博

士研究生和2名博士后研究员，且均

为香港大学高额奖学金获得者。

冯奕斌教授另外辅导过的10名

博士生、博士后、访问学者或高级访问

学者回国后，均获聘为香港及中国内

地大学的重要职位，如香港大学、武汉

大学、广州医科大学、首都医科大学、

上海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南

京中医药大学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等高

校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职位。

冯奕斌教授为此深感欣慰的同时，也

看到了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希望。

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学人才队

伍建设，冯奕斌教授经常在各大高校

开展讲座。早在2015年6月4日，他便

应邀作客湖北医药学院神农讲坛——

五十年校庆学术讲座，并作了题为《医

学奇遇：传统医学遇到现代科学》的学

术讲座。期间，他先是回顾了100年

的历史长河中医药的国际影响越来越

大；然后介绍了目前在国内中医药科

研方面的突出成绩，列举了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中医药研究成果；最后通过

中医药的文化交融、中药现代化和国

际化的视角来阐明目前中医药在现代

科学技术下的发展概况。冯奕斌教授

的讲座引经据典，融学术与人文为一

体，为从事中医药的科研工作者指明

了方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带着对中医药学发展的希望和热

情，冯奕斌教授和团队收获了累累硕

果。在2019年~2020年度中国科技产

业化促进会上，冯奕斌教授因主持的相关

中医药研发项目获得个人“杰出贡献奖”，

他的研究团队（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及

合作团队（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也因相

关研究获得“科技创新奖二等奖”的殊荣。

荣誉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鼓

励。冯奕斌教授知道，从事中医药研

究，既要有扎实的中医药功底，又要有与

时并进的科学技术装备，通过长期的积

累，不断创新，才能有所发现和突破。中

医药学强调整体观念、辨证论治，面对现

代难治复杂性疾病，中医药学显示了一

定的临床疗效和优势，但循证医学和

科学机理的阐明仍须长期努力。

因此，冯奕斌教授计划在中医药

新药研究中，继续引入最新研究方法

和技术，阐明相关的物质基础、作用机

理和循证医学证据，为中医药，特别是

中药复方走向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与国内外的科学家、医生和企业家一

起，从中医药学里为世界医学难题提

供新的解决方案，为人类的健康生活，

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造福整个人类。

人类医学正如高速列车般全速前进

着，而在这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有人变得

迷茫。幸运的是，有冯奕斌教授等一群

目光坚定的中医药学者，始终如一地坚

守中医药阵地，让当今世界得以完整传

承、历久弥新，而且仍然具有广泛运用前

景的传统医学体系和模式，在新的时代

走出了一条开拓创新的光明大道。

（本版配图由冯奕斌教授本人提供）

创新 融合 人才 助力中医药打开通往世界大门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中医药学院教授冯奕斌认为，中医药国际化之路并不遥远

2017年12月参加贵州百灵民族医药发展创新成果与精准扶贫座谈会并演讲，与院士、国医大师和专家学者合影

2019年9月参加北京第二届国际气血大会及第二届北京大学-

香港大学中医药论坛并演讲，与部分专家学者合影

为本科学生进行中医药教学 在与德国西医的交流活动中为学生讲授“中医药学的特征和现代研究”

冯奕斌 博士，中医临床、教育和研究

专家，现为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中医药

学院教授、院长，香港大学深圳研究院研究

员，香港注册中医，以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和香港港怡医院的顾问医师。曾在中国大

陆和海外的几所大学担任客座科学家和

教授。在中国内地获得中医学士和硕士

学位，在日本完成了中药药理学，分子免

疫药理学和生物医学研究，获医学博士学

位并完成他的博士后研究。研究兴趣集

中在使用创新技术对中医药进行临床和实

验研究，期望有新的发现。

带领研究团队参加中医药国际化与现代化国际会议并作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