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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爱的中国》诠释信仰的力量

近日，由吴子牛执导，张强担任总编
剧，林江国、缪婷茹、唐国强、张歌、印小天
等联袂演绎的电视剧《可爱的中国》在央
视一套黄金档播出。该剧根据革命先烈
方志敏的事迹创作而成，深情讲述了这
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一生。

青年演员林江国在剧中倾情饰演
方志敏，他的表现得到了剧组主创的高
度评价。制片人周浩表示：“林江国把
方志敏坚定的理想信念诠释得淋漓尽
致，整体塑造十分饱满、形神兼备。”

此外，30集电视剧《花开时节》将于
7月11日在央视八套开播。该剧聚焦一
年一度赴新疆采棉这一伟大的劳动迁徙
事件，讲述了来自兰考的一个年轻副乡
长带领一帮女摘花农民工前往新疆采棉
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劳动的赞歌。

家庭剧话题度不减

在刚刚过去的6月，《少年派》引发了
观众对于亲子教育的大讨论，播出接近尾
声的《带着爸爸去留学》也展现了家庭教
育、家庭关系等家庭“问题”。这些作品紧
扣现实内容，让观众在家庭关系这堂课中
收获良多，因此话题度一直不减。有消息

称，同样聚焦家庭教育的电视剧《小欢喜》
也即将播出。该剧由黄磊、海清等主演，
讲述了几个家庭的高考故事。不过，目前
尚未确定具体播出日期。

同样是家庭剧，《哥哥姐姐的花样年
华》聚焦的则是“再生家庭”。该剧目前正
在江苏卫视播出，由王雅捷、王挺领衔主
演，讲述了赵春雷（王雅捷饰）历经困苦磨
难，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的故事。

当代都市题材新剧待播

在各大卫视的待播剧剧单中，有两
部都市题材作品备受期待。

其中，唐嫣和窦骁主演的《时间都知
道》改编自随侯珠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
次意外让31岁的时简长睡不醒，梦境中
的时简回到了大学时代，重遇未来的丈
夫叶珈成的故事。为了逻辑的顺畅和合
理性，编剧们不仅在情节上做了相应调
整，甚至一些人物形象也做了改变，增添
了亲情和友情的故事线，使得整个故事
更加立体丰满。

有趣的是，参与《时间都知道》演出
的杨烁，还有一部作品《归还世界给你》
将在暑期档开播。《归还世界给你》在爱
情格局之上推敲人性秘密，叶齐磊（杨烁
饰）与沈忆恩（娜扎饰）白手起家，前途一

片光明，却惨遭对手追杀，坠海后九死一
生，以陆准的身份接近昔日恋人开启复
仇之旅。

青春剧吸引年轻观众

青春题材作品无疑是暑期档备受瞩
目的题材。

由马天宇、郑爽领衔主演的现实主
义青春剧《流淌的美好时光》讲述了清新
的校园青春故事。剧中，自幼一起在弄
堂长大的青梅竹马齐铭（马天宇饰）和易
遥（郑爽饰）历经家庭、职场、友情、爱情
等一系列考验，最终收获成长。

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于昨晚开
播。该剧改编自墨宝非宝小说《蜜汁炖
鱿鱼》，由杨紫、李现、胡一天主演。讲述
的是软萌少女佟年（杨紫饰）对热血青年
韩商言（李现饰）一见钟情，两人在相处
中甜蜜碰撞，上演一场暖心爱情故事。

此外，彭昱畅、董力等主演的《奋斗
吧少年》也即将在暑期档开播。《奋斗吧
少年》讲述的是网球少年的热血青春故
事。今年暑期档，运动题材电视剧并不
少，聚焦乒乓球、跳水、网球等运动的电
视剧频频上线，但目前为止尚未有一部
作品成为“爆款”，《奋斗吧少年》能否脱
颖而出，让人期待。莫斯其格

都市题材作品话题不断

荧屏暑期档哪部新剧最“抓”人？
暑期已至，今年荧屏暑假档大幕已经拉开。如今，《可爱的中国》已经在央视开播，革命题材热度不减，而

卫视方面则主打青春题材，青年演员领衔的《流淌的美好时光》《亲爱的，热爱的》《奋斗吧少年》吸引年轻观众
的目光……到底哪部作品能真正“抓”住观众、成为暑期档大赢家？

这项研究成果 8日在线发表在国际
著名考古学杂志英国《古物》（Antiquity）
上。论文第一作者、山东大学教授李占扬
表示，该发现或许能帮助人们了解人类使
用符号和绘画的起源，而符号和色彩为语
言、数学和艺术奠定了基础。

这件刻划作品是在河南省许昌市灵
井村西一处古老的泉水遗址发现的。该
遗址以出土两个许昌人头骨和大量古人
类工具而闻名，被称为“许昌人”遗址。

2010年，李占扬主导的河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考古队在发掘第 11文化层
时发现了这件小骨片。骨片大小类似小
拇指，上边有7条平行的刻划线。经过显
微镜观察和试验室重建，发现这些线是用
石制尖状器刻划上去的，用力较匀，制作
精细，局部有虚线的部分，其寓意不详。

“这里已经出土了 3万多件碎骨片，
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规整的刻划图案。”
李占扬表示，后来经拉曼光谱仪、能谱仪

测试，发现刻划线上有红赭石染料残留，
这令他感到意外。红赭石是一种常被用
来制作史前洞穴画作的天然颜料，在许多
史前遗址中也能见到被它浸染的动物骨
骼化石。

随后，李占扬与研究早期人类行为的
知名专家、南非早期人工画作的主要研究
者法国波尔多大学考古学家弗郎西斯科·
德埃里科一起对这件骨片进行了制作试
验和进一步测试，认为这可能是一件早期
现代人有意刻划的作品。

此前被认为最早的人类画作发现于
南非东海岸边的一处洞穴遗址，是用赭石
画在小石片上的9条纵横交错红线，时代
距今约 7.3万年。“许昌人”遗址发现的这
件人工刻划作品距今 11万年左右，比南
非的作品早约4万年。

此外，“许昌人”遗址还有一些人工刻
划的动物骨骼碎片，考古人员正在识别这
些标本。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
2020年在中国福州举行

新华社电 第 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
主席加拉耶夫 9日代表世界遗产委员会
宣布，下一届世界遗产大会将于明年由
中国福建省福州市承办。

在随后的会议上，世界遗产委员会
各委员国一致推选中国教育部副部长、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
田学军担任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主席。

田学军在当选后的致辞中说，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是《保
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积极践
行者、世界遗产保护事业的重要参与者
和世界遗产全球治理的坚定推动者。此
次世界遗产委员会一致决定在中国福州
举办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是对中国遗产
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中方将努力办好
这次会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 6月 30日在阿塞
拜疆巴库开幕，将于 7月 10日闭幕。在
本届大会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和中国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大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委员会例会，每年召开一次。
中国自 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以来，已成为全球世界遗产
数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目前，中国
世界遗产总数达55处，位居世界第一。

“许昌人”遗址发现
已知最古老的人工刻划图案
距今约11万年

新华社电 考古学家在河南省“许昌人”遗址出土的一个小骨片上发
现了经红赭石涂染的7条平行刻划直线。这件人工制品距今11万年左
右，比来自南非的最古老现代人的画作早约4万年，可能是已知最早的人
工刻划作品。

这是在“许昌人”遗址出土的有7条平行
刻划直线的骨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