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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耿贯一教授

王建华　　王培忠

有人死了 ,他还活着;有人活着 ,却已死了。

耿贯一教授1925 年出生于河北省唐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 194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原中央大学医学院。 1949

年毕业后在天津医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前身)从事内科临床 、科研及教学工作。 1951 年他为天津医学院创办了寄生

虫学教研室,又于1957 年创建了天津医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他也是现公共卫生系的创始人及第一、二届系主任。

在传染病猖獗的50 年代初,耿贯一教授开始了他的流行病学教学和科研生涯。近 50年来, 他在教学科研上努力攀

登不止,勇于探索追求,笃学不倦,他为 50～ 60年代河北省传染病的控制做出了卓越贡献。70 年代以来他领导天津

医科大学流行病学的师生对许多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病因和预防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成果丰硕。面对中国吸

烟严重的现状 ,他积极向各级政府领导提出控制吸烟的建议 ,并于 1987年首次在中国召开了国际吸烟与健康学术

会议 ,会议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高度赞誉。他对中国戒烟运动做出了卓有成效和难以磨灭的贡献。另外 ,在他和王

延华及徐广等医生的倡议之下在中国首创了爱眼日活动并担任副理事。 1997年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成功地

召开了天津国际流行病学学术会议 ,完成了他多年的夙愿。

耿贯一教授在近 50年的教学 、科研生涯中 ,为人师表 ,坦诚待人。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为我国的医学教育事

业日夜操劳,呕心沥血,赢得了学术界同仁及广大师生的尊敬。他曾 20多次参加国际会议, 提交大会论文近 30篇 ,

热心致力于国际交流,为使中国流行病学走向世界 ,使国外的先进知识服务于国内而不辞辛劳。在临终前的 5 个月

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美国流行病学年会及国际流行病学学会 ,并在大会上做了“中国流行病学展

望”的重要学术报告。

耿贯一教授诲人不倦,勤于耕耘 ,桃李满天下。 70 年代以来他一直担任全国流行病学规划教材(原称统编教

材)的主编 ,该教材第四版现正被全国许多所医学院校使用。70 年代末 ,他承担着风险,克服了巨大困难, 在既无名

又无利的情况下,组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名流行病学专家及医务工作者编篡了《流行病学》1～ 4卷巨型参考

书。流行病学界的同行们称赞“耿教授在文革中坚持发展流行病学,为本学科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

心中” 。此书被国外多所著名院校图书馆收藏。1996年在他年过古稀之时又组织有关学术精英百余人 ,历经数年的

艰辛 ,如愿完成了该书的修订工作,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得以出版发行 ,受到专家和读者的高度评价。

耿贯一教授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在生活上对自己要求俭朴,但对他人从来是慷慨解囊, 国内多次募捐活动中

他总是名列榜首。他为人刚直不阿 ,仗义执言 ,对下属和蔼可亲,平等相待(就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客座教授以来 ,

他热心参加教学及科研活动 ,并将新颖的教学经验及时反馈给天津医科大学)。他始终关心着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的建设 ,积极联系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为了更有成效地工作,他开始学习计算机应用知识 ,这对年逾 70岁

的人来讲谈何容易。他不耻下问,勤奋好学,他的许多建议、信息就是通过 E-mail发到我们手里的。这种精神再度

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使我们受益终生。耿贯一教授劳累的心脏於 1998年 11 月 4 日下午 2∶50(加拿大多伦多时间)

停止了最后一次跳动。实际上此前两个半月时,他就曾在从办公室回家的路上因心脏病发作被送往医院 ,他既不让

通知多伦多大学,也不让通知天津医科大学。住院一周后出院时他说“我完全恢复了” ,又开始了新的拼搏。

耿贯一教授先后历任天津医科大学流行病教研室主任、公共卫生系主任 、全国流行病学学会第一二三届副主任

委员及第四届名誉主任委员、天津医学会理事 、全国吸烟与癌学会理事、天津预防医学会顾问 、天津市政府顾问 、《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副总编辑等二十多个重要职务。为中国的预防医学事业奉献了他毕生精力。他的一生象支自两

端燃烧的蜡烛为人间带来了双倍的光亮 ,却过早地牺牲了自己。耿贯一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他家庭的不幸 ,也是中国

医学事业和天津医科大学的重大损失。耿老离开了我们, 但他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为曾有这样一

位良师益友而感到骄傲。我们会努力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告慰他在天之灵。

耿老师,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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