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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复旦新闻馆”实景空间在

SFC上影影城国华店亮相，为电影《望

道》的上映“添色”。1945年，在离复旦

大学现址1400多公里外的重庆北碚，

时任新闻系主任陈望道自筹资金建立

了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复旦新

闻馆。开馆时，门口挂起了“复旦新闻

馆，天下记者家”的对联，这段历史在

电影《望道》中有所呈现。

走进 SFC 上影影城国华店，观众

会被挂着“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

牌子、占地约 60 平方米的“复旦新闻

馆”所吸引。该馆由上影牵头，并由上

影制作完成。为复原年代氛围，上影

设计团队从道具仓库中找来符合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风格的雕花套几、电话

机、打字机、照相机、搪瓷灯等“老物

件”布置在馆内。

电影《望道》正式上映后，“复旦新

闻馆“作为主题场馆，承接电影访谈、

学术赏析、映后交流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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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新闻馆”实景空间亮相上影影城

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电影《望道》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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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主管、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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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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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正式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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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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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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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话，广为知晓。电影《望道》还原了这段故事，

更以陈望道为原点，将其与挚友陈独秀、妻子

蔡慕晖，以及众多亲友、学生的故事娓娓道来，

让观众走近百年前那个风雨飘摇、血泪交迸的

年代，向坚守真理与信仰的志士仁人致敬。

近年来，我校广泛发掘红色资源，修缮陈

望道旧居，设立《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深入实

施红色基因铸魂育人工程，积极培育“宣言精

神”忠实传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前

夕，习近平总书记给我校《共产党宣言》展示

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回信，肯定队员

们积极宣讲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是一件

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

得更好。”

为让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事迹为

更多大众了解，让真理的味道和信仰的力量浸

润更多心田，我校联合上海电影集团、陈望道

故乡浙江义乌市委发起拍摄电影《望道》，讲述

100多年前陈望道等一批新青年寻道、望道和

守道的故事。

校党委书记裘新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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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金力表示，“一百年前，无数仁人志士

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奋斗牺牲；今天，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

正以自信自强的姿态走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人间正道。希望大家能从电影中汲

取前行力量，不负信仰、不负热爱，勇毅前行。”

目前，我校围绕电影《望道》的学习教育正

不断展开，通过研讨、宣讲、实践等形式，上好

“大思政课”，引导党员干部、师生员工进一步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本报记者 黄文发

老校长的故事
回到他耕耘过的复旦校园

3月 23日，以《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
翻译者、老校长陈望道为故事原型的电影《望道》
在相辉堂拉开帷幕。

《望道》赴重庆
开启跨越时空对话

3月 25日，电影《望道》在重庆举行现场推介
会。戏里戏外，开启一场跨越百年时空的信仰联
动与对话。

足迹历久弥新
初心历久弥坚

正值电影《望道》热映，复旦学子走访老校长
在沪的几处居所，感受真理的味道和信仰的力量，
体悟追望大道的不渝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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