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慈城镇人民政府和宁波都市报
系联合发起的“慈城药商博物馆征集
老物件”活动持续进行中，我们征集的
是实物，也是故事；是历史，也是文
化。我们将通过老物件和老字号，来
讲述慈城药商文化。欢迎你的参与！

听说筹建中的慈城药商博物馆正在征集老物件，杭州的魏孟英捐赠了爷
爷魏长春生前手抄的医书、用过的药箱和坐过的椅子。“小时候每次爸爸带我
去爷爷家，他总是坐在这个藤椅上看书写字。”魏孟英的爷爷是浙江省中医院
首任副院长、名医魏长春。

魏长春，字文燿（1898-1987），出生于北京，祖籍宁波慈城。毕生从事
中医临床，尤精脾胃、肝胆疾病。著有《魏长春医案》《魏长春临床经验选辑》
《中医实践经验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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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研读、著述，是魏长春医
道三足。

到杭州的次年，魏长春出任浙
江省中医院副院长。他带头重温
中医经典，积极撰写论文书稿，在
学术上屡有突破。1964年3月，
魏长春响应号召，带领省政府组织
的首批城市医务人员下乡，组建巡
回医疗队，随省委社教工作队奔赴
各地，在田间地头，为农民群众看
病。年过花甲的他不仅毫无倦意，
而且目光炯炯，充满喜悦。

魏老对学生一视同仁，坐诊
时，一旦学生有方子开不好的时

候，他都会当着大家的面指出来，
从不拐弯抹角。

魏长春常说：“看病要多思考，
看完了之后还要思考，患者认为效
果不好的时候，更要多思考。医者
要多总结，这样才能提高。”

难能可贵的是，魏老将自己治
疗不理想的案例整理成集，编成
《魏氏失治案记实录》，并在自序中
强调“志在阐明学术，不惜自曝其
短；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如今浙
江省中医院依然把“知我罪我，在
所不计”这八个字奉为圭臬，装裱
悬挂在医院内。 记者 陈晓旻

严谨学术，不惜曝短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徐良）从昨日起，宁波美术馆正式封
馆，实施为期5个月的改造提升工
程。据悉，闭馆期间，宁波美术馆将
举办系列线上展，部分线下展览将与
其他艺术机构合作举办。

“宁波美术馆这次的改造方案，
经过原设计师王澍的许可，建筑结构
和风格基本保持原貌，有些因为使用
功能而改掉的老设计也会恢复。”宁
波美术馆馆长韩利诚告诉记者。

宁波美术馆是普利兹克建筑奖
获得者王澍的代表作之一，由原宁波
轮船码头改造而成。2005年10月
11日正式开馆，建筑面积2.31万平
方米，拥有大小展厅11个共5300多
平方米，艺术品收藏库1500平方米。

开馆15年来，宁波美术馆举办
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展览，更是在中国
综合材料绘画方面成为全国的桥头
堡。同时，建立了以海内外宁波籍艺
术家作品为中心、中国近现代名家作

品为重点、当代艺术作品收藏为特色
的收藏体系。

近年来，超负荷运行状态的宁波
美术馆由于设施老化、设备落后、智
能化不足等原因，已不能满足现代展
览的需求。这次大修，宁波市政府安
排了3000余万元资金，主要用于提
升智能化水平，扩大展厅和画库面
积，增设艺术名家和宁波市重大创作
项目作品的常设陈列厅，并将辅楼恢
复最初的设计，增设公共艺术区，设
立儿童艺术中心、衍生品陈列室、母
婴室等。

韩利诚馆长告诉记者：“我们闭
馆不闭展，疫情期间继续推出线上展
——馆藏宁波籍名家作品系列展，同
时酝酿策划环太平洋国家首届线上
展、中东欧国家线上艺术展等各种展
览。”

据了解，此次大修预计7月底可
完成所有施工，其他后续的工作和设
备安装调试将在8月完成。

慈城尚志路49号（原尚志路
84号），曾长期悬挂着白底黑字的

“魏氏父子医家”匾额，魏长春为人
和善、治病如神的故事，在当地很
多老人口中流传。

魏长春幼年丧父，家道中落，
睹父病痛之苦，遂萌学医之愿。十
五岁时，往浙北石门（今属桐乡市）
一药堂做学徒。因诚恳求学，甘于
吃苦，终得名师指点。

1918年，魏长春学成归来，在慈
城挂牌行医。1931年，他购买了尚
志路84号旧房，作为诊所和新家。

行医期间，魏长春细心辨证，
大胆用药，不但不计报酬，还常上
门随访。逐渐声誉大振，名闻江南。

1935年，魏长春选择历年治
案182例，分门别类，编成《慈溪魏
氏验案类编初集》四卷，在津、沪、
晋、浙等地发行，获好评无数。

诚恳求学，学验俱丰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外出
行医的父亲回到慈城，和爷爷一起
在尚志路84号坐诊，并将诊所改
名为‘魏氏父子医家’。新中国成
立后，国家非常重视中医药工作。
1956年，爷爷和父亲先后受聘来
到杭州。爷爷参加省中医院筹建
工作，父亲被聘为浙江省中医药研
究所(筹)《浙江中医杂志》编辑，后
来担任主编。”魏孟英告诉记者。

魏孟英的父亲魏治平生于
1922年，是家中长子。魏孟英回
忆道：“父亲五岁的时候，随着爷爷
学习书法和古汉语。祖父坐堂时，
父亲就在旁边学习。”

魏家走上中医之路的不止长子
魏治平。魏孟英回忆说：“祖父希望
孙辈都爱上中医。他会在吃饭时告
诉我们药食同源的道理，说吃红枣有
什么作用，白木耳有什么特性等。”就
这样，魏家成了中医世家，晚辈中，
有多人成为中医界的中流砥柱。

在魏孟英的印象中，爷爷剃着
光头，蓄着白胡子，面容慈祥，“除
了买书、看书、写书，爷爷没有其他
爱好，家中也没有贵重的家具。他
身为省中医院副院长，绝不允许我
们走后门。所以有朋友想要临时
加个号，我们只好找其他人帮忙。
但是对于乡亲，他非常热情。”

言传身教，重视乡情

宁波美术馆封馆大修5个月
保持原有建筑风格
增设公共艺术区，扩大画库和陈列室

学验俱丰济世人 胸怀仁慈赤子心
——慈城“魏氏父子医家”的缔造者魏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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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孟英捐赠了爷爷魏长春用过的老物件魏孟英捐赠了爷爷魏长春用过的老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