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茅屋里求学，战火中教书”，

这是复旦大学重庆北碚办学期间

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电影《望

道》生动再现了这一时期以陈望

道、杨逢林等为代表的复旦师生

艰苦教学、救亡图存之路。

3 月 25 日，由复旦大学发起

推动、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第一出品的《望道》在重庆举行现

场推介会。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重庆市

教委一级巡视员邓沁泉，重庆市

北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永，

重庆广电集团（总台）党委委员、

副总裁（副总台长）、重庆电影集

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黄翔，影片指

导单位代表，复旦大学校长、中科

院院士金力，常务副校长许征，校

友代表，上影集团副总裁、影片监

制徐春萍，制片人朱丹，导演侯

咏，演员魏尊等电影主创团队代

表出席。马岱良、金力致辞。

戏里戏外，在重庆这座具有特

殊意义的城市，电影《望道》开启一

场跨越百年时空的信仰联动与对

话。导演侯咏说：“我们参考复旦

大学红岩烈士的事迹，选取浓缩在

杨逢林这位新闻学子身上。事实

上，电影里绝大多数角色都有真实

原型，想到历史上那些真实的故

事，真实的牺牲，会特别有感触。”

作为大三学生，扮演百年前的进步

大学生杨逢林的魏尊，也诠释自己

对角色的理解，“这个角色特别勇

敢而坚定，在动荡年代求学不易，

却仍能坚持自己的信仰，在奋斗中

成长”。电影监制徐春萍也表示：

“《望道》讲述的是百年前的故事，

今天的观众仍然能够与那一代的

‘望道’共情，是因为唯信仰与热爱

不可辜负。”

“望道”群像再现北碚百
年前的时代风云

电影《望道》以《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首译者陈望道为核

心，展现了其笃定恒心、富有传奇

色彩的一生。刘烨领衔主演，围

绕友情、爱情、师生情，全景式描

绘出陈望道及其身边仁人志士一

生寻找并坚持真理的征程。“望

道”不仅是陈望道一个人，更是那

个年代坚守初心的一群人，是一

段关于信仰与热爱的群像。

影片中，陈望道和蔡慕晖从

青涩甜美的初见，到共渡难关的

相守，重庆这座城市见证这对爱

人的情比金坚。片中重庆一场生

死相系的雨中哭戏，令许多观众

湿润了眼眶。

戏外，他们的爱情故事比电

影更绵久长情。望道先生有十几

颗暗红色的相思红豆，伴随辗转

45 年半生。1944 年，蔡慕晖因聚

少离多、太久没收到陈望道的信

件，放心不下，也赶去了重庆北

碚，后陪伴望道先生留在复旦大

学任教，还翻译了很多艺术类书

籍。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展现出

作为时代先锋女性独立果敢、坚

持信念、追逐理想事业的坚韧气

质。片中文咏珊在饰演过程中也

将这一特质细腻还原。

《望道》不少篇幅聚焦在抗战

时期的重庆北碚。面对重重困

难，历史将陈望道推到了风口浪

尖。他将如何化解？她又做出什

么选择？一起到电影里感受百年

前嘉陵江畔凛冽的时代风云。

《望道》里的复旦西迁故
事与人物

1937年，抗战烽火中，复旦师

生踏上西迁之路，上庐山、转九

江、奔宜昌，从上海辗转迁移，最

终在重庆北碚建校复课、再续弦

歌，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下，坚持

中华民族的高等教育事业。

复旦建校复课得到重庆校友

和民众的支持，时任校长吴南轩寻

得北碚对岸夏坝百亩土地，定为校

址。夏坝的“夏”原为上下的“下”，

取谐音，陈望道将其更名为“夏

坝”，寓意华夏，寄托复旦师生对国

家的热爱和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1941年11月底，几经波折，国

民政府同意复旦大学改为国立，提

高专任教员比例、减轻学生经济负

担、修建校舍、设备，学校条件也在

不断改善。彼时，陈望道、周谷城、

孙寒冰、曹禺等名师云集，2000多

名青年学子蓬勃热血，嘉陵江畔，

西山坪脚，轰炸机盘旋，复旦师生

晨读、辩论、讲学依旧。

走进复旦大学北碚旧址，“国

立复旦大学”的校牌仍旧矗立，砖

木结构的登辉堂，就是当年的办

公楼和教室，右侧立着周谷城题

写碑名的“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

址”纪念碑，背面为原校长谢希德

书文，简要记载了复旦大学迁址

办学的经过。抗战期间，中国有

140余所高校内迁，复旦大学北碚

旧址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尚比较完

整的抗战时期校址。

从 1938 到 1946 年，8 年间，复

旦大学培养了 3000 多名优秀学

生，先后增设史地系、数理系、统

计系等。配合长期抗战，开辟农

场，设立垦殖专修科、园艺学系、

茶业组、茶业专修科和茶业研究

室。设置相伯图书馆、科学馆、新

闻馆和商科研究所，坚持教学和

科研，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按需办

学，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拥有文、

理、法、商、农五个学院 22 个系组

科的综合性大学。

北碚 8 年，复旦师生互相扶

持鼓励，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

中寻得间歇宁静，奋发读书，报效

祖国，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工

作的典型和模范”。1947年，李登

辉老校长回顾这段历程时，把复

旦师生在战火纷飞中凝聚的光辉

品格，总结为“团结、服务、牺牲”

的复旦精神。

8 年，是复旦大学不畏时艰、

教育救国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

不屈不挠、救亡图存的缩影。

中国高校第一所新闻馆
的诞生

“历史在这里再一次重现。”电

影中，主创团队多方走访、调研，精

心布置，让观众看到当年的复旦大

学教室和“新闻馆”。在影片筹备

期间，导演侯咏一头扎进浩瀚的历

史资料，光是相关文献和书籍就整

整摞了两大箱。他还带领主创一

起去上海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复旦大学校史馆学习参观。影片

中大到建筑环境，小到服化道细

节，乃至陈望道额头前的一缕白

发，都是严格考据、精心设计，将观

众带入那个年代当中。

1940 年后，陈望道来到重庆

的复旦大学任教，2 年后，任新闻

系主任。他提出“宣传真理，改革

社会”的办系方针，希望能培养出

一批“有巩固基础、有发展前途的

新闻文字工作者”。

自 1944 年夏，他发起募捐，

四处奔走，为建“新闻馆”筹措资

金。为节省时间，两块大饼就一

杯水，就是每餐的伙食。这样操

劳半年，陈望道突生一场大病，牙

齿全部掉光，手也抬不起来，几乎

要“瘫痪”，夫人蔡慕晖精心照料，

再也没有离开他。

1945 年 4 月，在北碚复旦校

园的西北角，复旦新闻馆诞生，这

也是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

新闻馆门口所挂对联“复旦新闻

馆，天下记者家”，已成为代代复

旦新闻人的精神烙印。

陈望道提出“好学力行”四

字。“好学”和“力行”并重，是新闻

的一个根本要求。由此沿用至

今，成为每位新闻学子努力践行

的院训。

学理论、练习作、办壁报、出

刊物、开新闻晚会，新闻馆不仅成

为新闻系教学实习基地，也是当时

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

动场所。馆内附设有“复新通讯

社”，陈望道兼任通讯社负责人。

组织进步学生以“录音实习课”为

名收听延安广播，辑录的新华社重

要消息迅速传遍校园。“新闻馆”由

此被誉为“夏坝的延安”。夏坝也

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并称

当时著名的“文化三坝”。

陈望道曾在《新闻馆与新闻

教育问题》一文说：“现在中国新

闻教育机关急须解决的问题似乎

有两个：一个是如何充实教学的

设备与内容，使有志新闻事业的

青年更能学以致用。二是如何与

新闻事业机关取得更密切之联

系，使学与用更不至于脱节。筹

建新闻馆，便是想尝试解决第一

个问题的一部分以为解决第二个

问题的基础。”如今，复旦新闻学

院已走过 90 多载，薪火相传，从

未间断过办学，是国家培养新闻

传播人才的摇篮，成为国内顶尖、

国际知名的新闻教育研究机构。

复旦进步学生群像凝缩
成电影角色原型

“百年前，他们也正青春。”

《望道》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致敬，

演员与历史人物通过扮演角色

对话。

“作为 00 后，有幸扮演百年

前的爱国青年缩影，备受启发”，

魏尊表示，通过扮演杨逢林一角，

更觉“我们当代年轻人更要勇敢

坚定，追逐所热爱的事业梦想。”

片中杨逢林是《共产党宣言》首译

版印刷工、工人运动领导者杨阿

龙的儿子，长大后就读于复旦新

闻系。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学生，

是复旦北碚时期学生运动的领袖

人物，也是一名具有特殊身份的

地下共产党员，最终牺牲在黎明

前夕的渡江战役中。

杨逢林是影片中的虚构人

物，是以复旦当时参加党的地下

工作的诸多学生形象和复旦红岩

烈士形象为原型，创作出来的虚

构形象。复旦大学是全国红岩烈

士最多的高校。据不完全统计，

在复旦大学 118 年校史上，登记

在册的烈士有 55 位，其中有10 位

是重庆红岩革命烈士，包括王朴、

胡其芬等。

王朴，1944 年考入重庆北碚

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如饥

似渴地阅读大量马列著作，与同

学创办《中国学生导报》，宣传共

产主义思想，他还曾劝说母亲变

卖田产 1480 担，折合近两千两黄

金，充当党的经费。后因叛徒出

卖被捕，在重庆解放前夕，王朴在

大坪刑场牺牲，年仅 28 岁。胡其

芬，19 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

年进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辗

转重庆、贵阳、桂林等地从事新闻

工作、妇女运动，不幸因叛徒出卖

被捕入狱，并与大家所熟悉的江

姐故事的原型江竹筠，是同牢房

的狱友。

“杨逢林在为理想奋斗的过

程中，有了巨大的成长”，通过扮

演，魏尊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

的热血和信仰。他希望通过这部

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铭记青年烈士敢于斗争、为理想

奉献的宝贵精神。

北碚八年的艰苦乐业、弦歌不

辍，一直鼓舞着后来复旦学子。片

中，望道先生教书育人，一介长衫

培育代代新人，杨阿龙、杨逢林父

子红色血脉赓续相传；片外，“爸

爸，新青年是什么呀？”散场途中，

一位复旦校友开始向稚嫩的儿子

解释起百年前的青年奋斗。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此次

《望道》重庆推介会，复旦大学重

庆校友会组织了近百名渝籍、在

渝校友前往观影，甚至有人专程

从外省市前来一同观看。每年的

清明节前后，嘉陵江畔的寒冰墓、

复旦园内的烈士雕塑前也总有鲜

花，复旦师生向那些在漫长历史

岁月中风雨兼程的先贤烈士，深

深缅怀，久久致敬。3 月 26 日，复

旦师生代表也将到重庆北碚寒冰

墓现场敬献鲜花。

本报记者 汪祯仪 赵天润
本报记者 戚心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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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道》赴重庆，戏里戏外演绎复旦北碚8年

3 月 22 日下午，由上海电影

（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昌乐二中二

七一教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义乌市交通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出品的电影《望道》，在义乌

之心保利影城举行首映礼。

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陈志敏，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陈玉刚，浙江省委宣传部

二级巡视员陈清贵，义乌市领导

王健、叶帮锐、傅晓辉、朱有清、骆

小俊等出席首映礼。

义乌市委书记王健首先向为

影片付出心血的全体制作者和演

职人员表示感谢。王健指出，义

乌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首

译地，也是陈望道先生的家乡。

陈望道先生追求真理的故事，是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的一个生动注脚，是留给

义乌最宝贵的红色精神和文化遗

产。义乌将以此次首映礼为契

机，继续当好《共产党宣言》精神

忠实传人，切实把红色资源利用

好、红色传统发扬好、红色精神传

承好。

陈志敏副校长在致辞中说，义

乌是复旦的重要合作伙伴，我们

在陈望道老校长的故乡，看到了

“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

的义乌和不断迭代的“义乌发展

经验”，感受到义乌人民创造的活

力义乌、和谐义乌、有为义乌。复

旦大学和义乌市将继续以望道先

生、宣言精神为桥梁，以教育、科

技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

使命，始终携手共进，相互赋能。

陈清贵说，近年来，义乌充分

挖掘“红色根脉”的资源优势，不

断推出一批政治性、思想性、艺术

性、观赏性强，具有义乌辨识度的

文艺精品佳作。电影《望道》即将

成为义乌的又一张文化金名片。

在电影放映之前，复旦大学

“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联合义乌

工商职业技术学校“望道行”青年

讲师团和义乌中学宣讲员，一起讲

述望老的故事，为观众们带来了

“信仰的传承”主题微党课宣讲。

现场，刘烨分享了蘸墨汁吃

粽子的幕后故事。为了还原这一

场景，拍摄现场刘烨一共吃了 23

个粽子。刚开始吃的是蜂蜜调制

的，外观上跟墨汁的质感比较像，

拍了很多遍后，为了追求更真实

的效果，他主动跟导演提出吃真

墨汁。直到全部拍完，刘烨才表

现出一丝不适。

影片主创团队表示，《望道》

不仅是一个人的传记，更是关于

一个年代的回忆。希望通过这部

电影，带领观众走进先辈们的精

神世界，展现他们不忘初心、无畏

困难的品质。

来源：义乌发布等

电影《望道》走进陈望道故乡义乌

百年前的热血青年如何寻

找时代出路？百年后的有志青

年怎样坚定理想信念？3 月 24

日，电影《望道》青岛首映礼在青

岛凤凰岛旅游度假区举行，让观

众在电影中穿越百年，感受“唯

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的精神力

量，引发影迷关注和热议。

不同于寻常的首映礼，此次

活动选址在马头山下举行，红色

的舞台设置在一片绿地之上，显

得格外醒目。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

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望道》首映礼在

青年学生《少年中国说》的激昂

朗诵声中启幕。一张张稚嫩而

坚定的脸庞，仿佛在与一百年前

的“同龄人”对话。

青 年 永 远 是 时 代 的 先 锋 。

影片以《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文

翻译第一人陈望道为代表，展现

了百年前一代有志青年坚守初

心正道、满腔热血报国的信仰之

旅，传递出“只有坚持信念才能

获得最终胜利”的情感共鸣，让

在场的学生们感同身受。

活 动 现 场 举 行 了 种 植“ 望

道 纪 念 林 ”和 望 道 石 揭 幕 仪

式 ，出 席 嘉 宾 、影 片 主 创 与 青

年学生共 1000 余人手持铁锹，

共 同 植 下 一 片 新 绿 。 望 道 林

寓 意“ 种 下 一 片 望 道 林 、踏 上

百年新征程”，是对坚守初心、

追求真理信念的文化传承，让

红色基因历久弥新，彰显时代

力量。

当晚的观影活动，共吸引数

百名影迷参与，其中复旦大学青

岛校友就有200多名。影片主创

团队也悉数出席见面会，与观众

热情互动，电影更多的创作细节

也得到披露。

导 演 侯 咏 坦 言 ，这 是 他 拍

过 的 最 难 的 电 影 之 一 。“ 刚 开

始认为没那么多艰巨，但是细

细了解后发现很不好做，另外

像 翻 译《共 产 党 宣 言》等 章 节

的 视 觉 化 呈 现 也 是 一 个 难

题。”也正因如此，影片主创筹

备 数 年 ，实 地 走 访 人 物 故 居 ，

细致研读海量史料，力图更好

塑 造 出 陈 望 道 的 独 特 形 象 。

而随着创作深入，《望道》也成

为侯咏最受感动的电影之一，

“流了很多次泪”。

在侯咏看来，陈望道翻译的

《共产党宣言》为中国革命奠定

了理论基础，尤其重要的是，他

是用白话文翻译的。“给劳苦大

众普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必须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白

话文的重要性非常大。正是有

了这个‘星星之火’，才达成了

‘可以燎原’的效果。”

在 跟 观 众 互 动 交 流 时 ，刘

烨分享了扮演陈望道的心路历

程。他说，非常幸运有机会扮

演陈望道先生，走近扮演陈望

道这样的伟大人物对演员来说

非常有挑战性，因为所处时代、

环境等等都有很大不同。“完全

走入他的内心难度特别大，几

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做大量

工作跟导演聊剧本、去上海陈

望道纪念馆、去陈望道的故乡、

看陈望道传记等等，尽可能了

解 了 解 陈 望 道 、靠 近 陈 望 道 。

在前期筹备的过程中，复旦大

学给了我很多帮助。”刘烨说。

扮演陈望道妻子蔡慕晖的

文咏珊，在影片中从少女演到了

老年，对她来说也是不小的挑

战。“时间跨度很大，各个阶段的

内心状态不一样，呈现方式不一

样，抓取起来很难。只有更好理

解人物，贴近人物内心，才有可

能表现好。”文咏珊说，“我觉得

蔡慕晖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角

色，比如她剪头发倡导妇女解

放、在火车站向陈望道表白、两

人在雨中重逢等几场戏，都能感

受到人物的内心力量。”

“这样好看又有意义的电影

应该多些排片。”“准备带孩子来

二刷，坚定信仰努力奋斗的精神

要传承下去。”“百年前的热血志

士开辟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我们

应当发扬传承，不忘初心！”……

观影活动后，“好看”“有意义”成

为观众口中频率最高的关键词。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唯

信仰与热爱不可辜负，这是《望

道》给予我们最深刻的启示。电

影讲述了陈望道追求真理、探索

真理、实践真理的一生，同时也

用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还原了百

余年前热血志士坚守理想信念，

敢于探寻真理的精神。我们将

继承先辈们的精神品质，用自己

的所学作出更大更有成效的贡

献。”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

思主义学院讲师王鹏翔说。

“ 电 影 比 我 想 象 的 还 要 精

彩，放映后与导演主演的互动气

氛也很热烈。年青校友们思想

活跃，热情奔放。”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王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毕

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此次观影

让她倍感温馨。

如今的有志青年怎样找寻

信仰、怎样坚守初心，《望道》用

一 百 年 前 的 青 年 给 了 我 们 答

案。正如导演侯咏所言：“百年

前的那一代人可以为信念抛头

颅洒热血，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他们把‘小我’看得不是那么

重，而是把对社会的作用看得特

别重。这是那一代革命者伟大

的地方。我希望这种信念不要

断代，年轻人应该熟悉他们的经

历和故事，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

和自我认同。”

文/王凯

种下一片望道林，踏上百年新征程
电影《望道》青岛首映礼举行

随着电影《望道》3 月 24 日
正式上映，全国各地观众纷纷走
进电影院，共同追望大道，共品
真理之味。

本报讯 3月25日下午，复旦
大学深圳校友会组织观看《望道》
电影，100余位复旦校友携亲友齐
聚星河寰宇影城福田COCO Park
店，包场观看《望道》。

复旦大学 2010 级新闻系本
科校友仇涵是一名在深圳创业的
90后，她说：“我身边坐的都是和
我一样的年轻人，看到激动之处，
大家都忍不住跟着角色一起哭。

影片中呈现的1920年代的年轻
人，放在今天正是90与00后的年
轻人，作为社会的主力军我们更
应该肩负起时代责任和历史使
命，赓续红色精神红色基因。”

又讯 3月25日，由复旦大学
福建校友会、福建省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谊会主办，上海医科大
学福建校友会、致公党福建省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致公党福建
省委会直属第三支部、福建侨报
社协办的《望道》观影活动在福
州市三坊七巷中瑞影城举行。
虽然福州细雨斜风，但丝毫没有

阻挡大家品味真理的热情，此次
活动吸引了包括福建省新阶联
会员、致公党党员、上海医科大
学校友在内的各界人士踊跃参
与，影厅内座无虚席。观影后，
现场反响热烈，观众们纷纷表示
难以忘怀，积极发表观后感言。

据悉，复旦大学常州、海南、
四川、天津、西安、云南、山东、安
徽、南昌、辽宁等各地校友会纷纷
举行《望道》观影活动。信仰的火
种播撒至全国各地，电影《望道》
收获好评如潮。

来源：各地校友会

电影《望道》全国上映，各地观众反响热烈

追望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