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出土自我国江西省的晚白垩

世恐龙标本被认定为新物种“兽纹华

夏胄龙”。这一成果于近日发表在了国

际期刊《历史生物学》上。

这一研究由云南大学和江西省博

物馆合作完成。研究团队介绍，1986

年，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甘竹镇龙溪

村的村民在干农活时，发现了一具恐

龙化石，当地政府随即进行抢救性挖

掘。此后，标本被送到上海修复，后又

转送至江西省博物馆保存。

2023 年，江西省博物馆与云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脊椎动物演化研究中

心展开合作，共同揭开了这具化石的

身世之谜。

复原显示，“兽纹华夏胄龙”体长

超 6 米，是我国发现的体形较大的甲

龙类化石，它们生活在距今 8400 万年

至 7200 万年的晚白垩世，以吃低矮的

蕨类、种子、裸子植物的叶片为主。这

种恐龙身体粗壮，四肢有力，体表布满

密密麻麻的甲片，还有甲龙科恐龙标

志性的尾锤。

“‘兽纹华夏胄龙’为了保护自己，

会用甩尾的方式进行攻击，它们的尾

部末端长出了骨质尾锤，有柚子般大

小，在强有力的尾部肌肉驱动下，尾锤

像铅球一样，能重创对手，可以说，虽

然是植食性恐龙，但‘兽纹华夏胄龙’

会让同时期的掠食者忌惮。”云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脊椎动物演化研究中心

博士生朱子恒说。

“‘兽纹华夏胄龙’的发现，进一步

增加了晚白垩世中国东南地区甲龙类

的物种多样性。”团队负责人、中国科

学院院士徐星说。 渊岳冉冉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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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月》热播

信仰如光，照亮漫漫征程
39 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西北岁

月》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

热播。观众在感动与崇敬中重温峥嵘岁

月，感悟信仰的光辉。

据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西北岁

月》首播当天收视率为 2.904%，播出第

二天收视率超过 3%，开播以来在电视

大屏累计收视 4.62 亿户次。

今天，我们为何重温西北岁月？电视

剧如何真实还原革命历史和革命先辈的

精神风范？在用影像打通时空隧道、与历

史人物对话的过程中，主创团队经历了

哪些磨砺，又有哪些故事触动心底？

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史

“电视剧《西北岁月》是一部以西北

波澜壮阔的革命史为时代背景，以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生平经历为主

线的作品。全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西

北传播火种、开奠基业的斗争岁月，描述

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立足陕北，领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向

胜利的历史轨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编审沈学明说。

从 1927 年开篇到 1952 年结束，电

视剧《西北岁月》描绘了土地革命、抗日

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初 4 个历

史阶段。陕甘宁革命老区，在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上具有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它作

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红色革命根

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

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

中国的出发点。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发布，照金精神是

其中之一。

《西北岁月》总制片人王勇介绍，在

认真研究西北革命史后，他们感到影视

作品对这段历史的挖掘和呈现还不充

分，于是开始收集相关素材，在全国范围

内走访专家，组建创作团队。

全景式呈现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

史，必须坚持正确党史观、正确历史观。

党史、军史各方面专家深度参与创作，龙

平平等 11 位知名编剧先后加入，主创团

队在反复讨论、修改、完善中形成共识。

“要把西北革命放在中国革命的宏大背

景下去思考、去挖掘、去展示，‘两点一

存’奠基西北，是贯穿这部剧的历史观。”

王勇说。

在已播出的剧情中，叙事在宏大的

历史脉络与丰富的历史细节中徐徐推

进。“历史教科书在剧中‘活’了起来”“填

补了我的知识盲区”“每一集都好饱满”

……在社交平台上，许多观众这样评价。

“西北革命历史、陕甘红色根据地和

边区建设史，一直没有一部全景式的影

视作品予以呈现。这部剧填补了这一空

白，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内容，也

攻克了在创作上的难关。”中国广播电视

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说。

真切还原革命先辈的精神风范

信仰之光，照亮漫漫革命征程，也照

进了今天。许多场景于细微之处见信仰、

见理想、见胸怀、见风骨，穿越时空、直抵

人心，让观众“不由自主看哭”。“战友情、

父子情、夫妻情……《西北岁月》的每一

段情节都令人感动！剧集质感好真实，一

把就把我拉进那段岁月中。”社交平台上

的这则点评获得众多点赞。打开视频网

站，“泪崩”也是弹幕留言中的高频词。

选题重大、内容厚重，愈加考验作品

的艺术品质和创作者的艺术功力。唯有

思想性与艺术性水乳交融、交相辉映，才

能真切还原革命先辈的精神境界和人格

风范。

“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

原则，遵从党史、艺术再现，重温西北大

地上的烽火往事，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

丰功伟绩，纪念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峥嵘

岁月。我们以革命前辈的精神为感召，精

心打磨每一场戏，拼尽全力拍好每一个

镜头。”《西北岁月》总导演董亚春说。

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历史现场，与革

命先辈的浴血征程共鸣共情，要注重塑

造人物与讲述历史的关系，避免作品见

史不见人，避免人物被历史事件所湮灭。

董亚春认为，人物是历史的见证者、参与

者，“戏眼在主人公，但戏点要在每个阶

段、每个场景的重要人物上展现，尽可能

让每个人物都生动起来”。一部西北革命

英雄谱就这样展现在观众面前。400 余

个角色在剧中出场，其中有超过 300 名

历史人物。

“全剧一方面从宏观上展现我们党

在西北这块热土上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百折不挠的毅力；另一方面，以微观叙事

视角展示习仲勋从贫苦农家子弟成长为

能够肩负重任、主政一方的优秀领导干

部的心路历程，塑造了他对党忠诚、坚守

信念、深入群众、不负人民的鲜活形象，

进而深入揭示出全剧‘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的主题，深化了‘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的思想内涵。”沈学明评价。

创作经得起观众和时间检验的作品

主创团队说，从一开始，他们就坚定

了“拿出一部好作品”的决心，希望传递

的精神能量“留在观众的心里，留在时间

的长河里”。

一系列数字，折射他们对好作品的

理解与追求。

2017 年开始，主创团队着手搜集史

料，剧本在开机前精心打磨了 6 年。每

一场戏都经过反复围读和集体讨论，曾

经有一场戏出过 17 次飞页。拍摄期间，

剧组辗转陕西的延安、榆林、照金、富平、

西安以及河北、青海等地。当时正值冬

季，最低气温达到零下 20 摄氏度，刺骨

的寒风席卷黄土，人们几乎睁不开眼睛

……

阅读历史资料、访问历史场景，在对

西北岁月的无限靠近中，人们被信仰打

动着、被先辈感动着。

在三交镇的战斗中，刘志丹靠前指

挥、侦察敌情，不幸中弹牺牲。剧中，弥留

之际的他紧紧抓住地上的野草，望向无

尽的天空———一组组画面，让饰演刘志

丹的演员于和伟也落泪了。“许国难许

家，西北岁月艰苦卓绝，我想，革命者们

或许并不觉得苦。”于和伟说，在追寻刘

志丹思想脉络的过程中，他强烈感受到

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由

此启发了自己对英雄人物艺术形象的塑

造。“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出发，将英雄还

原为一个朴素的人。”于和伟相信，观众

不会拒绝真实。

在剧中扮演少年习仲勋的演员吴磊

也做了大量功课。抵达陕西后，他和剧组

走访了富平县烈士陵园、立诚中学、照金

纪念馆、陈家坡会议旧址、薛家寨等地。

吴磊说，身处真实的环境里，心会不自觉

地沉静下来，窑洞里的桌椅、土炕，都会

把人带回到那个年代。“从群众中走出来

的习仲勋更懂得群众的不易。虽然他参

与革命工作时很年轻，但战友眼中的他，

敏锐理性，有勇气也有胆略。”吴磊说，这

是他想与观众交流的。

作品好不好，观众的口碑是试金石。

“真理的光芒、人性的光辉、同志间的真

诚……”从观众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感受

到真实朴素自有千钧之力，真挚表达与

诚意之作定能收获理解与共鸣。

渊任姗姗冤

“最佳旅游乡村”入选总数达世界第一

中国乡村“圈粉”世界
近日，在哥伦比亚举办的联合国旅

游组织执行委员会第 122 次会议上公布

了 2024 年“最佳旅游乡村”名单，我国

申报的云南阿者科村、福建官洋村、湖南

十八洞村、四川桃坪村、安徽小岗村、浙

江溪头村、山东烟墩角村 7个乡村入选，

是本届入选乡村最多的国家。至此，我国

入选总数达到 15个，位列世界第一。

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正日益成为带动旅游市场复苏、县域经

济发展、城乡消费扩大的重要抓手。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2024 年前三季

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人数为 22.48

亿，同比增加 15.5%；接待总收入为 1.32

万亿元，同比增加 9.8%。

自 2021 年起，我国连续四届参与

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的评

选，入选联合国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

村”的 15 个中国乡村，是中国乡村旅游

蓬勃发展的缩影，不断向世界展示中华

文明的魅力和最真实的美丽中国。

渊据人民网冤

文物保护与利用博览会启幕

中国开启文化传承新征程
日前，由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

中国文物学会共同主办，上海交通大学

四川研究院具体执行的“2024 文物保

护与利用博览会”（以下简称院文保会）

在四川省成都市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启幕。

展馆内，汇聚首都博物馆、三星堆

博物馆、杜甫草堂、成都金沙遗址博物

馆、云冈石窟研究院、重庆市文物考古

研究院、山东省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等机

构集中展示文物展览陈列、古建筑模、

文创产品等内容。

全国各地的考古专家、古建究专

家、蜀道专家、长城保护专家、主题游径

建设专家、博物馆馆长、青年学者、文保

企业代表等专家学者，齐聚蓉城畅谈学

术、共商共享。

渊据中新网冤

我国恐龙家族添新成员

“兽纹华夏胄龙”

野兽纹华夏胄龙冶的生活场景复原图遥 叶健豪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