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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品信仰年代“真理之味”

电影《望道》演绎“以笔为刃”传奇人生

电影《望道》以《共产党宣

言》中文翻译第一人陈望道为主

人公，展现了这位复旦老校长笃

定恒心、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陈望道为翻译《共产党宣

言》废寝忘食，误把墨汁当糖水

吃，留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感

人佳话，广为后人知晓。如今电

影《望道》以全新视角将其故事

搬上大银幕，展现百年前这段友

情、爱情、亲情交织的奋斗之

路。这份“宣言精神”历久弥新，

将继续激励当下新时代的新青

年们。

一本书开启传奇人生

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译本，成为我国马克思主

义的第一批传播者之一；是著名

的教育家和学者，是中文修辞学

的奠基人，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

校新闻系；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复

旦大学的首任校长。“陈望道”这

个名字，镌刻在一代代复旦人心

中，影响到学子们的一生。

电影《望道》以陈望道为主

人公，将其与挚友陈独秀、妻子

蔡慕晖，以及众多学生的经历娓

娓道来，向观众展示了那个风雨

飘摇的年代，这群有志者坚守真

理与信仰的热血故事。

影片再现了望老“是一个有

信仰有高贵品质的人，有一种特

别的魅力。他平时是个特别庄

重的人，不苟言笑，但跟学生们

在一起时笑得特别灿烂，这是一

种爱。对于一些不公正，他也敢

于去斗争，被叫做‘红头火柴’。”

饰演望老的刘烨说。

向上之作献给当代青年

影片幕后班底实力强劲，导

演、编剧、摄影、剪辑等主创曾多

次获金鸡奖等国内顶级奖项。

实力演员与影坛新秀共同演绎，

金奖幕后保驾护航，全力再现热

血志士的弧光。

影片展现了这群充满热血

的青年如何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在纷乱中坚守信念，刻画出一副

关于热爱与信仰的青春群像，传

递出鼓舞人心的力量。正如刘

烨所言：“回到 100 年前，这些人

在为国家为理想奋斗时，都是青

年人，相当于如今的90后00后，

所以他们也可以给我们当下很

多启示。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

境遇，我们都要坚持信仰，不畏

困难，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

电影自官宣以来，便引发复

旦师生热议与期待，如今影片即

将上映，师生们的激动之情溢于

言表：“唯信仰与热爱不可辜

负！期待早日见面。”

这门中国顶尖学科多了张新名片这门中国顶尖学科多了张新名片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丛书首发丛书首发

由校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

任主编、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

研究所所长张晓虹任副主编的

“中国顶尖学科出版工程· 复旦

大学历史地理学科”丛书完成新

书首发。丛书展现了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学科多年来发展的成

果和经验总结，兼具学术深度和

历史厚度，是历史地理学科对接

高校“双一流”建设、讲好中国学

科自己的故事，走向世界舞台的

尝试，也将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地

理学科的一张新“名片”。

目前，丛书中的学术经典

（四卷）《谭其骧卷》《邹逸麟卷》

《周振鹤卷》《葛剑雄卷》已出版，

学术前沿（五卷）已出版其中三

卷，剩余两卷以及《学科学术

史》、《论著总目》和谭其骧、邹逸

麟、葛剑雄、周振鹤的《学术传

记》将在2023年陆续出版。

葛剑雄表示，本套丛书在形

式上没有先例可寻，尽管国内外

一流学科都经历了长时间积累

和传承，但以学科为主线的集体

性出版工程尚属首次，希望“复

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系列的出

版，能给其他学科发展带来一些

启示。

首次全面梳理复旦历
史地理学科发展

202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策

划启动“中国顶尖学科出版工

程”，得到国家出版基金的支

持。复旦史地所欣然合作，组成

编委会，葛剑雄出任主编。“我们

动员同仁全力以赴，因为这是一

项非常有价值、有意义并具有紧

迫性的工作，也是我们这个学科

点自己的需要。”葛剑雄认为，这

套书可以供国内外学术界和公

众全面了解复旦历史地理学科，

“让大家知道这个学科点是怎样

造就的，评价它究竟是否够得上

顶级”。

有新意的是，如果要全面进

行介绍一个学科，还应拿出更实

际的东西，特别应该总结学科的

历史以及它在这个过程中的经

验教训。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丛

书中的《学科学术史》首次详细

回顾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科

的诞生和发展的历程。

“复旦历史地理学科的起

点，是以谭其骧先生 1950 年由

浙江大学移席复旦大学历史系

为标志的，至今已经 70 多年，这

个过程没有一个人全部经历。”

葛剑雄说，1982年复旦史地所建

所时的同仁，还在所工作的如今

只剩下他一人。一年来，丛书编

辑人员遍搜相关档案资料，在上

海市档案馆和复旦大学档案馆

发现不少重要文件和原始资料，

也向同仁广泛征集，抢救性地整

理了部分史料，如邹逸麟的口

述、相关学者自传等。

他说，一个顶级学科的建设

应当是一个整体概念，不应仅仅

依靠个人和成果，还要依靠学术

组织、管理和规范。因此，本次

编写《学科学术史》部分时，编委

会特意将历史上重大项目组织

实施过程中的困难、措施、经验、

教训等进行总结。

全面收录学科相关重
要学术成果

丛书中的《论著总目》，是

《学科学术史》学术成果的具体

化。要收全这 70 年来的论著有

一定难度，编辑人员除了请同仁

尽可能详细汇总外，还通过各种

检索系统作了全面搜集。

此外，从谭其骧先生开始，

各人的论著都包括一些非本学

科或历史学科的论著，还有些普

及性的论著。考虑到一个学科

点对学术的贡献和影响并不限

于本学科，《总目》对前者全部收

录；而一个学科点还有服务社会

的功能，对具有学术性的普及论

著也同样收录，对非学术性的普

及论著则视其重要性和影响力

酌情选录。

丛书第二部分，是四种学术

传记和四种相应的学术经典。

考虑到学术成果必须经得起时

间的检验，编委会按年资选定了

第一批的四位作者：谭其骧先

生，邹逸麟先生，葛剑雄教授、周

振鹤教授。确定的“经典”标准，

是在本人论著中最高水平和最

有代表性的部分。

所谓学术传记，则是由作者

本人回顾总结自己做学问的过

程。除谭先生的学术传记由葛

剑雄撰写外，其他三本都由本人

自撰。当时邹逸麟先生已重病

在身，但以超人的毅力在病床上

完成口述，由他的学生段伟整理

成文。

丛书第三部分“学术前沿”，

则是 5 部青年教师或研究生的

新著。这一部分在选题、研究方

法、表达方式上反映了年轻一代

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水平。

斩获两个一等奖一个
二等奖

从谭其骧先生编撰《中国历

史地图集》开始，复旦历史地理

学科就致力于建立中国自主知

识体系下的历史地理学科，不仅

研究主题立足于中国的现实问

题，研究成果也成为治中国史者

的学术标准。

实际上，历史地理学科本就

是一门极具中国特色的学科。

“其他国家一般没有像中国这样

丰富的历史资料。既可以研究

历史人文地理，也可以研究历史

自然地理，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三

千年前。”葛剑雄说。

回看复旦历史地理学科史，

就会发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产出在全国产生重大学术影响

的成果，如《中国历史地图集》《中

国移民史》《中国人口史》《中国历

史地理信息系统》《中国行政区划

通史》《近代中国经济地理》等。

这些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地

理学的发展，也是中国历史学和

人文社科的重要成就。在最近一

次的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中，复旦历史地理学科就斩获两

个一等奖和一个二等奖，在全国

同类学科中名列前茅。

复旦历史地理学科之所以

形成深厚的学术底蕴，能持续产

出学术价值高、社会影响大的研

究成果，除了秉承学风严谨、学

问扎实的特点外，还与学科锐意

进取，始终发挥历史地理学“经

世致用”的学术特色有关。

文/殷梦昊

■ 电影海报中，陈望道赫然伫立，即便脚下就是遭遇轰炸后的废
墟，纵使周遭满目疮痍，头顶的阳光依然冲破层层迷雾普照大地，这也
是陈望道及其同路人在逆境之中仍然胸怀信仰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