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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者

12月19日凌晨，著名电影表演艺术

家、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谢芳

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老艺术家辞世，但《青春之歌》中的林

道静、《早春二月》中的陶岚、《舞台姐妹》中

的竺春花等留在大银幕上的形象常驻人

心。道别时，成千上万观众缅怀老电影中的

经典一幕——林道静举起手庄重宣誓：“把

整个生命交给党。终身为世界上最伟大、最

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短视频评

论区，最高赞的一条这样说，“您做到了”。

谢芳1935年11月生于湖北武汉。因

彼时东三省被日军侵占，父母为她起名“怀

复”，寄托光复国土之心。从2岁到11岁，

女孩谢怀复随家人住在上海的一条弄堂

里，就是后来的瑞金二路花园坊。她的少

女时代，战火纷飞、山河动荡，一家人辗转

武汉、上海、香港多地。

谢芳的父亲很会唱歌；母亲则是中国

第一代女大学生，与冰心同班，常用五七言

格式写日记。受父母熏陶，谢芳自幼酷爱

文艺。新中国成立后，身为中国共产党的

坚决拥护者，父亲带着全家毅然从香港回

到汉口。1951年，谢芳考入中南文工团

（现武汉歌舞剧院）。进团后不久，未满18

岁的她就在歌剧《小二黑结婚》中担当主

演。而歌剧《白毛女》《刘三姐》等剧目的演

出，为她后来从影奠定了基础。

就在谢芳踏上艺术道路的1951年，37岁

的杨沫开始以自传体形式创作长篇小说《青

春之歌》。作品以“九 ·一八”到“一二 ·九”这

一历史时期为背景，塑造了林道静这一觉醒、

成长的革命青年形象，将她的人生经历融入

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历史叙事。小说于

1958年1月出版，即刻风靡全国，成为青年人

手不释卷的读物。

1959年，电影《青春之歌》开拍，导演崔

嵬力排众议，起用完全没有电影表演经验的

谢芳出演林道静。虽然彼时不少著名演员都

希望出演这一角色，但崔嵬觉得，对于林道静

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性，她眸子里应有的

单纯、明亮、炽烈的青春光芒，是人物塑造的

关键。

而谢芳也没让导演失望，她在片中的表

演质朴无华，对人物心理刻画得精准而细腻，

演出了林道静从个人反抗到融入集体斗争、

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软弱变为坚强的成长过

程。第一次出演电影便挑大梁的谢芳，留给

了中国电影几乎是划时代的一名知识女性形

象。电影在全国上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

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地方出现了人们通

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抗日时期流

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也因这部影片再次

唱响全国。

在后来的采访中，谢芳回忆导演选中自

己出演《青春之歌》的往事。“林道静身上不能

只有风花雪月的一面，还要有革命气质，要刚

柔并济才行。”她认为，《青春之歌》改变了她

的人生，“这是全剧组所有工作人员辛勤劳动

的成果，也谢谢国家对我的培养，人民对我的

支持。”

1963年，谢铁骊导演向谢芳发来邀请，

邀请她主演改编自柔石小说的《早春二月》。

不久，谢晋导演又邀她拍《舞台姐妹》。这两

部影片公映后同样引起了极大轰动，入列中

国电影史经典作品长廊。从《青春之歌》到

《早春二月》再到《舞台姐妹》，三部影片、三个

全然不同的角色——刚毅坚贞的林道静、热

情奔放的陶岚、善良正直的竺春花——完整

又立体地呈现了谢芳的表演艺术，也成就了

谢芳。

学林道静，谢芳拍完《青春之歌》后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兢兢业业演戏，堂堂正

正做人，成为观众喜爱的艺术家。漫长的艺

术生涯中，她还出演了电影《泪痕》《第二

次握手》《李清照》《血，总是热的》《清水

湾、淡水湾》《文成公主》，电视剧《我爱我

家》和话剧《日出》等，留下多样的角色为

观众津津乐道。

2016年，谢芳荣膺第33届大众电影百花

奖终身成就奖。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感慨万

千，她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演员。”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辞世，留下林道静等经典角色常驻人心

她曾说：没有观众就没有演员

2014年，谢芳在上海出席电影《舞台

姐妹》4K修复版放映活动。 （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王彦

明天，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将正式鸣锣开考。据统计，今年考研报

名人数为388万。在沪上，高校纷纷发放

“上岸”大礼包等，以一系列暖心举措为考生

护航。

“太暖了！这个学期都在埋头准备考

研，没想到在考前收到了来自学校的双倍关

怀。”近日，同济大学部分备战考研的学子收

到了两份惊喜：一条来自学校的“加油”短信

以及一份300元的补贴。此外，全校还为所

有考研学生准备了免费的考研加油餐，学生

凭餐券即可免费领取两个甜橙。

为考生做好导航服务，在上海外国语

大学，校方已连续第四年发布探校视频。

从考生视角出发，一镜到底的视频不仅还

原考生走进每个考场的全过程，还清楚标

注了前往休息室、考研专用食堂的路线。

为减少寒冷天气给考生身心带来的影

响，今年，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以及上海电机学院等高校均为考生

准备暖心姜汤或热茶。华东师范大学今年

开设第四教学楼一层所有教室及公共区域

作为考生休息区，同时开放夏雨厅餐厅一

楼、二楼，秋实阁餐厅一楼，考生可现场购买

餐券兑换午餐。东华大学将松江校区的教

室和延安路校区的演讲厅作为考点的临时

休息和取暖空间。

当考研进入倒计时，不少考生因备考绷

紧一根弦。如何帮助考研学子稳心态、增信

心、添动力？沪上高校组织了丰富活动，为

考生解压。

日前，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松江校区

“一站式”学生社区，1000份“考研加油包”

送到了学生手中。上经贸大党委学工部副

部长冯昕介绍，“考研加油包”包含巧克力、

向日葵钥匙扣、文具套装、亚克力书签拓印

等，每一件小礼品都蕴含美好寓意。比如，

巧克力寓意“巧克难题，题题顺利”，向日葵

钥匙扣则寓意“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一举

夺魁”。

今年，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考点将迎来近

1400名考生。为了给考生加油打气，上应大

生态技术与工程学院提前通过线上调研征

询学生最想要的助考“小礼物”，向学生发放

50多套“逢考必过”文具袋和故宫联名“金榜

题名”考研文具套装。在考研冲刺阶段，上

应大化工学院不仅安排专业课老师定期组

织答疑，还在学院的馨轩心理工作站组织了

多场解压活动。

为考研学子加油，上海建桥学院举办

了祝福挂件派送活动。一份份绣着“前

程似锦、未来可期”“金榜题名、逢考必

过”的定制版香囊带着祝福送到了考生

手中。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明开考

沪上高校多举措助考，考生直呼“真暖”！
■本报记者 吴金娇 储舒婷

同济大学为考研学生提供了补贴、大礼包及福袋等，祝福考生“成功上岸”。（校方供图）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从嫦娥六号采
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中国科学家分析出

了首个月背古磁场信息——月球磁场强

度可能曾在约28亿年前发生反弹。而先

前研究认为，月球磁场在约31亿年前急剧

下降且一直处于低能量状态。

这一新发现为我们认识月球磁场演

化过程提供了关键锚点，进而为“月球磁

场发电机”时空演化和驱动机制提供了关

键约束。今天凌晨，该成果登上国际知名

学术期刊《自然》。

地球液态外核导电流体的运动如同一

个发电机，产生的磁场如同一把保护伞包

裹着地球，不仅屏蔽掉宇宙射线，还护住大

气、水等宜居要素，形成适合生命繁衍的环

境。月球也曾有过与地球类似的“磁场发

电机”，了解其演化过程，对揭示月球内部

结构、热历史以及表面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卫星观测和月表实测结果都显示，现

今月球已经没有全球偶极磁场。科学家

研究了美国“阿波罗计划”带回的月球样

品后发现，在42亿至35亿年前，月球存在

一个相对活跃的“发电机”所产生的磁场，

强度可达几十微特，接近现今地球磁场水

平。但是，该磁场在约31亿年前下降了一

个数量级，之后维持在几微特的强度；在

距今15亿年至10亿年间，磁场强度再次

下降，并最终在距今10亿年后的某个时

刻，“月球发电机”完全停止工作。

然而，由于样品的局限性，目前发表的

月球古磁场强度数据主要集中在30亿年

前，缺乏月球磁场中晚期演化过程的研

究。而且，由于已有数据均来自月球正面样

品，人们对月背古磁场的认识基本处于空

白。这导致相关科学问题存在较大争议。

嫦娥六号任务首次实现月背采样，从

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阿波罗撞击坑采回了

人类首批月背样品。这批样品玄武岩主期次

喷发年龄为28亿年，正处于关键的年龄空窗

期，为认识月球发电机时空演化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

近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日祥和副研究员

蔡书慧等，联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

究团队，对获批的4颗毫米级玄武岩岩屑样

品开展了磁学研究。结果显示，从样品记录

的古磁场强度来看，月球磁场可能在28亿年

前发生反弹。这可能意味着“月球发电机”

在早期急剧下降后又重新激活，原因可能是

其主要能量来源发生变化或初始驱动机制

再次增强。

研究人员对比不同“发电机”模型模拟

结果发现，嫦娥六号玄武岩记录的古磁场强

度与基底岩浆洋模型产生的场强最为一致，

但也不能排除“进动发电机”的贡献，同时其

他机制（如内核结晶）也可能为“月球发电

机”提供补充能量。

《自然》杂志审稿人认为，这是一项具有

高度原创性的研究，研究团队对人类首批

月球背面玄武岩进行了严谨的古地磁分

析，提供了高质量、高水准的数据。其中一

位审稿人表示，这篇论文报告了月球古磁

场在“阿波罗”和“Luna”两大登月任务采样

未涉及的独特时间和地点的测量结果，填

补了月球古磁场记录中长达十亿年的空

白，并首次提供了来自月球背面的古磁场

测量结果。“作者们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

义的研究，为我们对月球磁场的新认识作

出了重大贡献。”

嫦娥六号月壤样品揭示首个月背古磁场信息

“月球发电机”曾于  亿年前从衰减中反弹

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 在约
5.4亿年前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

前，地球生命经历了怎样的演化历

程？经过六年多努力，中美科学家

联手绘制出了迄今第一条早期地球

高精度生物多样性曲线，首次勾勒

出早期地球生命演化的总体面貌。

今天凌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

学》 以长文形式发表了这项重要

成果。

“生命的演化究竟是一步步前

进，展现出一条较为平滑的发展曲

线，还是在环境突变中曲折跳跃前

行？”论文通讯作者之一、中国科

学院院士沈树忠说，对早期地球而

言，生命演化速率是一个非常重要

而有趣却又难以解答的科学问题。

化石是记录生命演化的最直接

证据，但距今至少5.4亿年前的化

石样本稀少、属种鉴定困难、缺乏

精确年龄约束，且缺少合适的计算

方法。论文主要完成人、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唐卿从

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起，就着手

整理相关数据库。2022年来到南京

大学沈树忠院士团队后，在其“融

合多学科地层数据，建立国际通用

高精度数字化地质时间轴”的研

究思想启发下，协同多个团队，

建立起目前全球数据最全、信息

量最大的早期地球古生物地层综

合数据库。

唐卿介绍，目前数据库数据包

含 13658个 化 石 事 件 、263个 剖

面、2731个化石属种，185个同位

素绝对年龄，未来还会不断将全球

新发表的相关数据纳入其中。南大

团队为此开发创建了“超算+AI”

的算法程序，突破了算力和算法

瓶颈，才绘制出了这条填补生命

演化历史空白的生物多样性演化

曲线。

“从距今20亿年前到寒武纪生

命大爆发，在这段长达约15亿年

的地质历史时期中，生命演化过程

并非人们过去所认为的‘平缓爬

坡’，而是在环境突变中曲折前

行。”唐卿介绍，当这条曲线绘制

出来后，曲线上的起伏变化幅度

令人感到惊讶。比如，在寒武纪

前不久的埃迪卡拉纪，其生物种

类与寒武纪截然不同，过去大家

对 此 百 思 不 解 ， 从 这 条 曲 线 上

看，可能是经历了环境突变，埃

迪卡拉生物群基本灭绝，此后才

迎来了寒武纪新一波生命大爆发。

研究结果表明，真核生物在约

17亿年前出现后，其多样性一直保

持较低但稳定增长的模式，直到约

7.2亿年前全球性大冰期“雪球地

球”的出现打断了生命演化的原有

进程。此后，地表温度回暖、大气

氧含量升高，又促成了新一轮复杂

生物大辐射事件的发生。

此后，地球物种多样性开始迅速增加且频繁发生波动，

经历了多次生物大辐射和大灭绝事件。比如约6.35亿到5.8

亿年前的生物大辐射事件，紧随其后又发生了生物演化史上

第一次大灭绝事件，导致了当时优势类型——带刺的微体生

物大量灭绝。

唐卿介绍，在这次大灭绝事件后，形态更为复杂的宏体

生物 （包括动物） 迎来了快速辐射，但这些复杂宏体生物在

埃迪卡拉纪末 （约5.51亿至5.39亿年前），又遭遇了动物演

化史上最早的两次大灭绝事件，此后地球才迎来寒武纪生命

大爆发。

由此可见，地表温度、氧气含量等环境因素的骤变，对

早期地球复杂生命系统演化影响巨大。沈树忠院士认为，这

进一步证实了生命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并不是简单线性的，

而是呈现出长期缓滞与相对快速辐射交替发展的模式。而了

解生命的过去将为人类预测地球未来的宜居性、探索极端环

境下的地外生命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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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磁场记录揭示28亿

年前存在相对活跃的

“月球磁场发电机”。

（章敏、祁锴贤、石
平原等绘制）

（上接第一版）委员们认为，今年以来，全市法院系统深入贯

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力履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为上海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强司法保障。白江、高照宇、苏贝妮、尧金

仁、黄蕾等委员围绕更好助力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着

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向纵深发展、更好

支撑服务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提升司法为民实

效等提出建议。

胡文容指出，当前，上海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

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

示范引领作用，尤其需要以高水平法治服务为上海现代化建设

保驾护航。要进一步强化政治担当，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五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上海

加快建设“五个中心”、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等重大战略，强

化司法政策供给，全力保障重大改革发展战略推进落实。要进

一步强化司法为民，以法治方式助推城市治理现代化，全面准

确落实司法责任制，持续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全力服务构建

“四个人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深入

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化拓展“一体两翼”人才工作格

局，全力锻造新时代司法铁军。市政协要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

构作用，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入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

识，更好运用专家委员和法律界专业人才优势，建真言、谋良

策、出实招，助力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共同为上海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副主席吴信宝主持，副主席肖贵玉、陈群、金兴

明、虞丽娟、寿子琪、邵志清出席。

助力推动审判工作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