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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艾瑞克．威斯喬斯教授，

是 1995 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之一，他

與合作夥伴在基因控制胚胎發育的研究上取得

突破性成果，不但有助醫生進一步了解先天缺陷

及癌症的成因，更為尋找治療方案提供新路向。

他又致力培育新一代科學家，對全球有志投身科

研的學者影響深遠。 

 

威斯喬斯教授童年時性格羞怯，喜歡在溪澗捕捉

青蛙、烏龜及小龍蝦，並曾夢想成為藝術家而非

生物學家。直至中學時期，他獲邀參與兩個由美

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的項目，接觸到解剖學，

自此燃起了他對科學的熱情。加上有機會與性格

外向的孩子交流，令他自信心與日俱增，很快便

掌握了精細的解剖技巧，例如從體型較大的生物

上移除迷走神經。值得一提的是，人類的消化系

統、免疫系統及心跳率，也受迷走神經控制。 

 

1965年，威斯喬斯教授升讀美國聖母大學，主修

生物學，加深了對遺傳學、細胞行為及基因重排

的了解。他畢業後再到耶魯大學深造，在沃爾特．

格林教授的指導下，學習用於活體及實驗的科學

方法。來自瑞士的格林教授是他科研之路的重要

啟蒙者，七十年代初，當格林教授返回巴塞爾時，

他決定帶同這位年輕門生回國。自此，威斯喬斯

教授展開了長達十年的科研及自我探索之旅，改

寫了他的一生，並在各方面都獲得豐碩的成果。 

 

威斯喬斯教授從事科研工作期間，一向注重與人

合作。在瑞士期間，他結識了克里斯汀．紐斯林 

–沃爾哈德教授，兩人後來一同獲頒諾貝爾獎。

此外，他也認識了同為生物學家的翠迪．舒巴赫

教授，兩人其後更結為夫婦。 

 

1978年至 1981年間，威斯喬斯教授於海德堡的

歐洲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與紐斯林–沃爾哈德教

授合作，以基因結構與人類相似的果蠅為研究對

象。兩人從四萬個果蠅家族樣本中鑽研其突變狀

況，識別出三組控制胚胎發育期間細胞再分裂的

基因。這項突破性的研究結果，於 1980 年發表

在權威科學期刊《自然》上，成為科學界廣泛接

受的理論模型。威斯喬斯教授也相當懷念這段他

形容為「科研生涯中最令人興奮、激發思維的日

子」。 

 

兩位教授的研究，是建基於另一位學者——愛德

華．路易斯教授——早年對果蠅的研究結果。

1995年，三人共同獲頒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他們的研究成果，在解釋人體先天性畸形方面取

得突破性進展，為科學界提供重要參考，有助進

一步研究先天缺陷、癌症及潛在治療方案。 

 

威斯喬斯教授其後再獲頒多個獎項及榮譽博士

學位。他除了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及德國馬克

斯普朗克學會會員，也獲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　

　

 

院士及普林斯頓大學施貴寶分子生物學教授。於

2018年，獲美國發育生物學會頒授終身成就獎，

表揚他長期在科研界作出的卓越貢獻、對後輩的

悉心培育和無私的服務精神。 

 

威斯喬斯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執教逾四十載，多

年來作育英才，啟發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包括

科大生命科學部副教授閻言教授。閻教授曾是威

斯喬斯教授的學生，她讚揚威斯喬斯教授目光如

炬，求知若渴，對實驗工作永不言倦，可謂推動

科研新發現的先驅。他的跨學科實驗室結合發育

生物學、數學、物理學、計算科學以至材料科學， 

博採眾長，為創造嶄新科研成果提供有利的合作

環境。 

 

威斯喬斯教授不僅醉心科研，還熱愛繪畫和彈

琴。他認為視覺美學知識對其科研事業大有裨

益，培養出他獨到的眼光，對科學的追求和發展

至關重要。而這種鼓勵結合不同學科的全人教

育，正是科大推崇的教育模式。 

 

校董會主席，我謹代表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恭

請閣下頒授理學榮譽博士學位予諾貝爾獎得主、

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榮休教授艾瑞克．威

斯喬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