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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魏 兵

知名齿科疑难种植总监
口腔健康管理专家
美国罗马琳达大学种植临床硕士
    国际种植专科医师学会会员
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
多档电视节目特邀口腔专家
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

        
或编辑短信“爱牙+姓名+联系方式”

发送至：
           

新民健康报名咨询热线   -

本版块活动为公益活动，不向参加者推荐医疗服务或者其他商品，相关

信息仅供参考。

谢家敏

博士、主任医师
研究生导师、副教授
知名口腔疑难种植总监
上海口腔质控专家
     青年讲师、         特邀
讲师
     首批全数字化种植认证医师

■报名对象

 、缺牙时间长、缺牙数量多、牙床严重萎缩者；

 、长期活动假牙配戴不适，想改善咀嚼者；

3、牙周脓肿、牙齿龋坏有残根残冠者；

4、高龄、严重牙周疾病，有慢性身体疾病者；

5、其他口腔疑难杂症。

■活动亮点

①免费参加口腔保健指导在线咨询

②疑难种植专家团队面对面云宣教答疑

③开通大咖绿色通道，免费制定口腔保健方案

④为牙齿缺失多、半口或全口缺牙者，提供进

一步健康指导

疑难口腔修复专家魏兵表示，现在修复缺牙更有利于健康，一
年之计在于春，   天吃不好饭，身体自然慢慢变虚。作为口腔医
生，她非常建议
缺牙市民重视
缺牙问题，并根
据个人情况制
定的人性化口
腔修复方案，才
是目前缺牙人
群正确的修复
方向。

“缺牙一年，相当于1000多顿饭没

吃好，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疑难口腔

修复专家魏兵感慨道，“缺牙不是小问

题，日积月累差距非常大，上了年纪的

人，身体机能逐年下滑，如果吃不好，身

体更是雪上加霜。有些患者年纪大、血

压血糖不稳定、牙骨流失严重，就会觉

得修复缺牙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其

实现在医学快速发展，缺牙修复已经没

老百姓想的那么复杂。”

但缺牙后怎么修复才最适合自己

呢？不少中老年缺牙患者“两眼一抹

黑”：别人说哪个好就选哪个；现在流

行哪个就哪个；选最便宜的，反正都一

样……

真的是这样吗？

缺牙一整年，一千多顿饭凑活吃？

3月新民健康特邀知名种植专家魏兵领衔专家团队，为市民朋友们普及“个性化修复”理
念，并针对有牙齿缺失、松动、牙周疾病的患者进行全周期的口腔健康管理指导，帮助中老年朋
友事半功倍享口福！

活动时间：
3月  日/3月  日（周二）

免费口腔评估，助力牙齿健康享口福！
远离口腔疾病，定期口腔检查少不了！

你适合哪种缺牙修复方式？

专家团队科普个性化方案

“不同的缺牙修复，就有不同的修

复效果。每个人口腔情况不同，修复方

案也应该是不同的，需要经过详细检

查，根据患者不同的口腔特点、主观诉

求、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再制

定专业的修复方案。”魏兵医生说道。

同时魏兵医生也强调，“只有经过

这样的考量，新牙才能舒适耐用，满足

缺牙患者对新牙嚼得动、吃得香、用得

久的要求。”

不要盲目跟风装牙，个性化修复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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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左联成立94周

年之际，昨天在中共四大纪念馆进行的首届

“左联月”系列活动之第二期“红色瑰宝”藏品

品鉴会——“大先生 ·鲁迅”专场上，左联盟员

王尧山家属向左联会址纪念馆捐赠全套（共

20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作家书屋

印刷的1948年版《鲁迅全集》。这套书籍不

仅是左联的历史见证，也是珍贵的革命文物，

弥补了左联会址纪念馆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出

版的《鲁迅全集》的收藏空白。

这套书最早由现代文艺理论家、诗人、文

学翻译家胡风收藏，此后胡风将亲笔签名的

书籍赠送给王尧山。胡风早年在日本留学期

间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负责人，

1933年回国后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

部长、行政书记。胡风是鲁迅的亲密战友。

1932年，王尧山加入左联，在左联党组织中

工作，陆续在左翼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诗

歌和散文。1934年秋，王尧山任左联组织部

部长，也是左联党团成员。1949年5月，时任

解放军南下干部纵队政委的王尧山随部队接

管上海后，与胡风久别重逢。于是，胡风亲笔

签名并赠送全套《鲁迅全集》，此后这套书籍

一直由王尧山收藏。

鲁迅纪念馆原副馆长乐融向左联会址纪

念馆捐赠了全套（共78册）2021年版《鲁迅手稿

全集》，囊括了迄今所能搜集并确认的全部鲁迅

手稿。乐融曾参与2021年版《鲁迅手稿全集》

的编辑工作，这套书编纂原则中有一条是“应收

尽收”，在“全”字上做文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规模最大的全集，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本报记者沈琦华向左联会址纪念馆捐赠

《海上述林》上卷及十册1949年前出版的珍

贵书籍，其中八册为1936年鲁迅去世后至

1949年出版的鲁迅研究论著，另外两册为左

翼“音乐小组”成员吕骥和安娥的著作。

上博东馆中国古代雕塑馆明天试开放

三分之一文物首展
漆金彩绘木雕大势至菩萨像

（金）、石天人头部残件（北魏）……明

天，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

厅中国古代雕塑馆经过全面升级将试

开放，为观众呈现中国古代雕塑艺术

通史陈列。新馆较人民广场馆雕塑展

增加近2倍数量，有三分之一文物为

首次公开展出。

展览从艺术视角出发，展出上博

馆藏骨雕、玉雕、青铜器、木俑、陶俑、

墓葬刻石、金铜造像、石雕造像、木雕

造像、泥塑造像、瓷塑、竹、木、牙雕等

289件/套立体造型文物。展览在原有

雕塑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宋辽金”四大板

块的基础上，向前扩展

到商周时期，充

实成为“商

周秦汉”板块；向后新增“元明清”板

块，重新展示这时期雕塑的工艺之美

和贴近现代人审美的鲜活世俗气息，

改变大众对元明清雕塑拘谨、守旧、衰

败的刻板印象。东馆雕塑馆分为“商

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

辽金大理国”“元明清”五大板块，展现

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通史。

展出的文物中，不乏有代表性的

珍品、孤品。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

佛像，是存世体量最大的大理国鎏金

铜大日遍照佛像；大都佛儿张造青田

石佛像是唯一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

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均为孤品。

同时，为丰富展览体系，上博借展了部

分在雕塑史上的稀缺文物，比如四川

博物院藏成都万佛寺遗址

出土南朝石

造像残碑。

展陈雕塑分为裸展和柜展。入口

处东汉《升天成仙画像石》壁面和圆柱

上的画像都是连续的整体，四周雕刻

了天界神龙神兽。裸展可以让观众更

贴近观赏近在咫尺的文物，增加展品

的表现力。

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光线明亮、视野开阔、观赏节奏明快的

展厅符合国际大型博物馆的雕塑陈列

趋势，学术上兼顾时代和地区，以形写

神，绘塑并举，凸显中国古代雕塑艺术

美学。 本报记者 乐梦融

■ 中国古代雕塑馆明天试开放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