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1 日晚上，由复旦大学

发起推动、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第一出品的电影《望道》北京

首映礼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举行。影片指导单位代表，复旦

大学党委书记裘新、校长金力、常

务副校长许征，校董、校友代表，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健

儿，上影集团副总裁、影片监制徐

春萍，行政监制贺润桃，制片人袁

孝民、朱丹，导演侯咏，演员刘烨、

文咏珊、王锵、董畅、苏豪、梁霆炜

等电影主创团队代表出席。

真理的味道

“墨水味道确实不好受，拍完

漱了一下午的嘴，第二天跟人说

话还有墨水味儿。”媒体发布会现

场，刘烨讲述了电影《望道》拍摄

的幕后故事。

电影《望道》聚焦了复旦大学

老校长陈望道翻译首个《共产党

宣言》中文全译本全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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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的味道非常甜”的佳话。

为了还原这一动人情景，拍

摄过程中，饰演陈望道的演员刘

烨一口气吃了 23 个白米粽子。

起初，道具墨水由蜂蜜和食用色

素调制而成，刘烨和导演商量换

成真正的墨水，力求真实还原。

“陈望道身上最可贵的，就

是他不管历史时期多么动荡，如

何狂风暴雨，他都内心坚定、岿

然不动，一直沿着一条路，一直

坚定地前行。”导演侯咏说，“而

他周围的一些人在不停地穿梭，

不停地变换方向，不停地跌宕起

伏，他却一直走下去，是一个信

仰坚定的、令人敬佩的人。”

电影从剧本开发起，历经两

年多筹备，主创团队搜集海量的

相关资料，走访《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义乌陈望道故居，与陈望道

之子陈振新教授、陈望道学生陈

光磊教授等多次面对面交流，深

入挖掘真实人物性格和生活细

节，用珍贵的一手资料丰富电影

中的人物形象。

无论是演员形象，还是场景

环境，剧组都尽力做到真实还原，

将观众带入那个年代。发布会现

场以陈望道伫立于废墟中的海报

为背景，侯咏介绍说，这是主创团

队还原出的重庆“复旦新闻馆”被

轰炸的场景。在充分研究史料的

基础上，剧组在场景及道具等方

面严格考据，1:1还原了浙江省第

一师范学校教学楼和陈望道的

家，通过精心的布置让观众看到

当年的复旦大学教室和新闻馆。

相守一生的爱

在演员文咏珊眼中，她饰演

的蔡慕晖先生是“一位非常独立、

非常勇敢，做事非常果断的新女

性”。电影中一场剪短发的戏给

文咏珊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从蔡

慕晖先生的一句台词“我的人生，

我自己做主”中，感受到内心迸发

的深挚而磅礴的力量。

作为那个时代积极倡导妇女

解放的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翻

译家，蔡慕晖尽己所能，为国家、

为人民做出贡献。她与丈夫陈望

道因共同的理想逐渐靠近，从相

识到相知，由相爱而相守，数十年

来一路携手。他们，既是情比金

坚的爱人，也是并肩同行的战友。

发布会现场，谈及影片中陈

望道与蔡慕晖的爱情，文咏珊认

为蔡慕晖先生的性格较为外向，

陈望道先生则比较内敛，因此性

格互补。“我感觉蔡慕晖先生就

像陈望道先生身边的一个‘小太

阳’，因为她很喜欢聊天，又很乐

观，很正能量。”文咏珊笑言，“他

们互相支持，彼此尊重，我觉得

这一份爱非常难得。”

百年前的青春

“望道”不仅是一个人的名字，

更象征那个年代坚守信仰和真理

的一群人。陈独秀、蔡慕晖、李汉

俊、宣中华、俞秀松……他们是陈

望道的亲友，也是那个年代的“播

火者”和“望道者”。

“每个人都是真实的人物，而

且我们都用了真实的姓名。”导演

侯咏介绍，“我在拍摄的时候所面

对的每一个角色、每一场戏，都想

到了某个资料、某个情景当中具

体的人物和事件。”

例如，陈望道的学生俞秀松

赴苏联留学前，背着身向老师告

别的镜头，让侯咏脑海里浮现出

一年后他牺牲的史料，以及后期

将制作的字幕。云水茫茫，一别

竟成永诀。回想起这个画面，侯

咏不禁眼泛泪花。

青春无畏、浪漫、敢为人先、

义无反顾，细腻、执着、理想抱负

远大……演员王锵、董畅、苏豪、

梁霆炜用这些关键词，道出了他

们在电影《望道》饰演的青年工人

的蓬勃力量，青年学生的热血青

春。年轻观众在电影中达成“穿

越百年的对话”，与陈望道等青年

时代的先贤们同悲欢、共离合。

编剧贺子壮在解读信仰与

热爱不可辜负时说，“因为不可

辜负，所以必须舍得——它仿佛

能够穿透一百多年的时空，与今

天的热血青年们产生共情，同气

相求。”

校友相约观影

本次北京首映礼上，80余位

校友相约观影，在春分之日与老

校长在光影中相遇，更有校友专

程从河南赶来，只为追随《望道》

脚步，感受百年前进步青年为信

仰并肩前行的热血人生。

“热烈祝贺电影《望道》北京首

映礼圆满成功！”一道横幅道尽北

京校友会对电影上映的期盼。首

映礼开始前，校长金力、原校党委

书记程天权来到位于中影党史馆

影城的新华书店百年书房，与校友

们共叙母校情谊，共同追忆老校长

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本报记者胡慧中李斯嘉
本报记者成钊摄

《望道》北京首映礼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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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下午，以《共产党宣

言》首个中文全译本翻译者、复旦大

学老校长陈望道先生为故事原型的

电影《望道》在相辉堂拉开帷幕。

影片以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切入，展现其笃定恒心、富

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全景式呈现

他及其身边仁人志士一生寻找并

坚持真理的征程。

伴着春日的微风细雨，乘着

无数师生的翘首期盼，陈望道老

校长的故事回到了他辛勤耕耘过

的复旦园。

侯咏导演，刘烨、文咏珊等主

演及主创团队来到现场，与复旦

师生面对面分享台前幕后故事与

创作体会 。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103年前的初春，年仅29岁的

青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首个中文全译本，马克思主义的

真理之火从此在中国传播开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这段历史、

讲述“真理的味道非常甜”的故事，

并在给《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

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中，对望

道先生首译宣言给予高度评价。

为深入学习贯彻好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和回信精神，凝心聚力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复旦大学联合上

海电影集团、陈望道故乡浙江义乌

市委发起拍摄了电影《望道》。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电

影放映前致辞时介绍了影片《望

道》的拍摄缘起，并表示，复旦是

赓续百年红色基因的光荣学府，

我们将以电影上映为契机，进一

步宣传好、弘扬好陈望道老校长

的光辉一生和崇高品格，进一步

教育好、培养好“宣言精神”忠实

传人，激励全校上下在学思践悟

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

践行初心使命。

陈望道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村

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为望老的同

乡与出品单位代表，浙江金华市副

市长、义乌市委副书记兼市长叶帮

锐致辞。“因为望道先生，才有了义

乌与复旦的不解之缘。”叶帮锐说，

电影《望道》展现了共产党人追寻

真理、坚定信仰的初心使命，尽显

了义乌和复旦大学共有的红色基

因，也必将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

“一部好的电影除了要有好

的剧本，还必须要有好的导演和

优秀的演员，电影《望道》做到

了。”复旦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陈望道之子陈振新说，

“《望道》不是一部专题片，它讲的

是100多年前救国救亡、寻找真理

的一群人，望老是其中的一员。”

真理味道，绵延不绝

灯光渐暗，大幕拉起。600多

名复旦师生、校友共同欣赏《望道》，

与百年前新青年的滚烫青春同频共

振，过程中有笑有泪，深受感染。

如何通过大荧幕将“真理味

道”和“宣言精神”浸润观影者心

田？从剧本框架到拍摄细节，处

处包含创作团队的匠心。

“这是一个重大的创作题材，

我们一定要拍一部在思想上有意

义，在艺术上有价值，并且能够让

普通观众有所感动的作品。三年

里，这个信念一直在支撑着整个

团队付出努力，一路走到今天。”

上影集团副总裁、影片监制徐春

萍说。《望道》剧组每人进组的第

一天，就是通读2万字的《共产党

宣言》，一字一句领略背后的微言

大义。作为复旦“8811”校友，她

表示很荣幸能拍摄陈望道老校长

的故事，感受到母校为这部电影

提供了“强大的后盾”。

虽然任务艰巨，导演侯咏却

“没有多想就直接钻进了项目里”，

大量研读资料、反复研讨、打磨剧

本，光是相关文献和书籍就整整摞

了两大箱。他还带领主创一起来

到复旦，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和

复旦校史馆学习参观。

“主旋律和好看并不矛盾”，侯

咏认为，观众在电影中希望听到的

不是说教的话语，而是有趣、有内

容的故事。因此在执导电影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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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尤其注重具体的事，赋予电

影以足够的信息量。“看一遍是很

难观察到全部细节的，相信大家第

二遍看，依然会很感兴趣。”

影片中周恩来为陈望道送盘

尼西林的片段，让不少观众出乎

意料。这段故事是侯咏团队在认

真研读史料后发现的。“周恩来在

重庆期间为营救被关押和受到威

胁的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做出了

许多努力，其中也包括通过复旦

大学地下党与陈望道本人秘密保

持联络。”送药的细节，将当时的

历史、人物和事件逻辑巧妙串联

起来。

侯咏回忆起在台风天拍摄的

一场夜戏，狂风暴雨突袭，导演的

监视器帐篷被风“哗”地吹起，十几

个人合力拉住，拍摄结束后大家全

身都被淋湿。“虽然有这样惊心动

魄的场面，但我们整个团队齐心协

力，顺利完成了影片拍摄。”

1920 年走上复旦大学讲台；

1940年在复旦创办我国第一所高

校“新闻馆”；担任新中国成立后

复旦首任校长，时间长达 25 年

……陈望道的一生与复旦密不可

分，为复旦的发展和建设忘我工

作，为复旦种下了赓续百年的红

色基因。

“我以前一直觉得大家和我

一样，只知道陈望道先生的几个

小故事，但来到复旦后才发现，这

里的师生对老校长的感情非常

深。”陈望道的扮演者、演员刘烨

感慨道。

电影筹备期间，他曾来到复

旦学习参观，偶遇一个学生，“很

年轻，应该是 00 后”。当时，这个

学生在求证了他将要饰演陈望道

的消息后，说出了让刘烨久久难

以忘怀的两句话——“很感谢您

能来饰演”“真心希望您把我们老

校长演好”。

一句感谢，一句希望，让刘烨深

感荣幸也备受压力。电影开机以

来，刘烨跟随剧组做调研、查资料，

不断深入了解陈望道的故事，但求

不辜负陈望道学生后辈们的期待。

翻看资料照片时，刘烨还关

注到一个细节，“照片里的望道先

生一般是不苟言笑的，这或许是

他严谨的性格或是严峻的时代促

成的，但他唯一几张带笑的照片，

都是和学生一起拍的。”

在这些温馨的合影里，刘烨

仿佛看到这位坚定而无畏的革命

者不常为人所知的另一面——一

种放松的、童真的状态，眉目间饱

含对学生深深的爱。“复旦一代代

学生对陈望道老校长的感情这么

深，我觉得和陈望道当年对学生

的保护和爱有很大关系。”刘烨语

气真挚。

在完成电影拍摄后，刘烨也

对陈望道有了独特的认识。“我觉

得他像一个大侠。”刘烨笑言。深

入了解陈望道后，刘烨得知陈望道

6 岁习武，精通多种乐器，很会写

诗，也能路见不平打跑坏人。“他怀

着一颗救国救民之心，把青春奉献

出来，只为了国家的振兴。”

踔厉奋发，笃行大道

电影放映结束，主创团队走

上台前，与复旦学子分享创作感

悟与心得体会，现场氛围热烈。

提问者中，有来自新闻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望道班的同学，还有

《陈望道》大师剧的扮演者、新加

坡留学生等。

电影中，黑色寸头、戴小圆框

眼镜的经亨颐出现在荧幕上时，

大家惊喜发现扮演者正是复旦大

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

授蒋昌建。而熟悉那段历史的师

生也不禁感叹：“两人真的好像。”

当天，蒋昌建也以演员和主持人

双重身份登台。

与经亨颐外形相似，蒋昌建身

形偏瘦，致力于教育事业，这使得

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选角时，最早就

确定由蒋昌建来扮演《望道》中经

亨颐的角色。尽管之前从未涉足

电影业，但蒋昌建坦言：“因为电影

展现的是陈望道老校长的故事，作

为复旦的一份子，这又是与教育相

关的角色，我非常愿意参与。”

当被问及拍摄复旦新闻馆片

段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刘烨

说，一张在重庆重建复旦新闻馆

的照片曾让他备受震撼，“陈望道

先生和几位学生在一起，身着长

衫，瘦削到两颊深陷，可以想见老

先生当时心力交瘁”。

于是在拍摄时，他给自己立

下规定：最多不超过两天，一定要

跑一个5公里甚至更多，让自己从

外形上接近他。以至于他拍摄复

旦新闻馆片段时，足足比平时瘦

了17斤。

影片中，杨阿龙、杨逢林父子

的故事也让大家深受鼓舞。演员

魏尊所扮演的杨逢林是一名复旦

新闻系学生，尽管在拍电影前从

未来过复旦，但魏尊在电影准备

过程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唱

复旦校歌。在同学们的要求下，

他也在现场倾情献唱，赢得满堂

喝彩。

影片中呈现的1920年左右的

年轻人，放在今如今正是80、90与

00 后的年轻人，而在本片许多群

众演员当中，也有很多复旦学子

客串。

片中的一场送别戏，让很多

主创深受触动——陈望道等人被

迫辞职离开浙江一师，正在抗议

的学生们在操场上自发唱起《送

别》。同样身为老师的侯咏，是

“带着眼泪拍的这场戏”。

刘烨当时也感受到了“化学

反应”，感觉歌声好像有一股力

量，“我当时眼泪就在眼眶里打

转，相信复旦学子传达出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复旦能有这样的

老师，这样的学生，真的是一件幸

福的事。”他说。

活动尾声，《共产党宣言》展

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为主

创团队赠送书法作品“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

当天恰逢刘烨生日，活动在

祝福与鲜花中告一段落。

本报记者殷梦昊胡慧中赵天润
实习记者张菲垭丁超逸段瑞怀

本报记者戚心茹成钊等摄

部分主创人员在京出席媒体发布会

▼

《望道》复旦 首映，电影主创团队与师生交流

赠送书法作品

▼

现场互动环节

▼

3月 26日，中央和国家机
关“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动
2023年第 2期在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举行，以“信仰的力量”
为 主 题 ，组 织 观 看 电 影《望
道》，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机关党委宣传处处长等宣传
骨干、各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
代表340余人参加。

影片《望道》讲述了《共产
党宣言》首位中文全译本翻译

者陈望道的热血人生，刻画了
觉醒年代的一批先进知识分
子的群像，深刻阐述了《共产
党宣言》在传播过程中，对中
共第一代领导人的影响、带给
中国革命的意义，展现了先辈
们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崇高
精神。

观影后，复旦大学《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指
导教师、校党委党校办主任周晔，

中央和国家机关读书活动
组织观看主题电影《望道》

影片《望道》监制、上海电
影集团副总裁徐春萍，影
片《望道》导演侯咏分别介
绍了有关情况，并与观众
进行了现场互动交流。党
员干部一致感到，以陈望
道为代表的有志者展现出
的坚守真理与信仰的热血
故事，传递出的信仰的力
量，让人震撼、备受激励。
大家纷纷表示，将进一步
践 行“ 心 有 所 信 ，方 能 行
远 ”，走 好 新 时 代 的 长 征
路，“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拼搏奋斗”，做《共产党宣
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来源:旗帜网

《望道》：一部“留得下”的作品，让真理之光传开去
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翻译者陈望道为叙事核心，
电影《望道》于3月24日上映。

3月 27日，由中共上海市委
宣传部指导，文汇报社和上影集
团联合主办的电影《望道》专家研
讨会在沪举行。党史专家、文艺
评论家、电影理论家与影片主创
围绕作品在史学、思想和美学等
方面的探索深入研讨。与会专家
认为，电影《望道》是一部闪耀着
史学真谛和思想辉芒的诚意之
作，影片吸纳了近年来国内党史
学界的最新成果，体现出学术严
谨性和严肃性。整体而言，这是

上影集团继《开天辟地》《1921》之
后又一部主投主控的重大革命题
材品质佳作，凝结着近年来新主
流电影的创新探索，再度触动了
今天的观众与百年前为救亡图存
追望大道的青年人情感共振。

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表示，在党的诞生地上海，
同时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
全译本的印刷出版地，上海出品
电影《望道》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早期传播的深情回眸，是上海
电影创作人赓续红色血脉和上海
城市文脉的情怀与担当。

电影《望道》取名自陈望道，

先生当年在风雨如晦的旧中国翻
译《共产党宣言》、为国家民族守
望大道的故事是影片的重要篇
章。但影片不是为一个人立传，
而是秉持严谨、严肃的学术态度，
以史为纲，成功塑造了一群追寻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革命者。研讨
会上，不少专家都提到了影片的
体裁拓新，认为《望道》融汇了重
大革命题材电影与人物传记片的
特质，实现了主题的延展。

追光者、播火者——研讨会
上，专家们不约而同以火种意象
来形容《望道》对陈望道主题形象
的塑造。与会者都认为，影片主

创在虚实结合中谱写了一曲近现
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用电
影语言充分展现了革命者们面对
生死抉择时的勇毅和担当。

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党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玉刚道出了所有
影片参与者的心声：“希望以影像
的传播力，使得《共产党宣言》和老
校长的故事更广为人知。”用影像
的力量感染人，专家们很是看重创
作者对电影本体的完成度。在这
方面，导演侯咏回归电影本体，用
电影语言精雕细琢，完成了蕴含中
国审美的新主流创作。

文 / 王彦

追望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