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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影片的展开，看到那些

熟悉的情节，我仿佛跨越百年与

父母见面了。

时而激动、时而紧张、时而

焦虑，情绪一下子难以平静。两

个小时左右的电影《望道》落下

帷幕，我仍然沉浸在无限的思念

和遐想中难以自拔。

片中的演员们仿佛穿越时

空，把自己融进了一百多年前那

个风雨飘摇、贫穷落后、民不聊

生、苦难深重的时代。剧组人员

查证、挖掘无数史料，使得演员

浸淫在那个时代的氛围里吸取

时代养分，由此形成人物的思想

脉络、性格逻辑。他们以真实、

鲜活、具有思想穿透力和情绪感

染力的艺术形象，打动观众进入

观众内心，引发情感上的共鸣。

在创作前期，剧组主创人员

曾先后三次与我们讨论。记得

有一个细节想写父亲在翻译中

苦思冥想，为了清醒头脑把一盆

冷水从头浇下，我觉得不妥，农

村山里三四月份还比较冷，当时

家里都是泥地，又没下水管道。

现在改成外出打一套武当拳，符

合实情，因为父亲小时不仅功课

好、体育也很好，每天晚上和课

余还要练武术，练了十多年。

影片中描写的父母爱情也

是真实的。蔡慕晖 1901 年出生

在浙江东阳蔡宅，是复旦大学教

授、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

活动家，还被称为民国时期浙江

东阳的第一女硕士。

他俩从 1920 年到 1927 年，

从相识到相守，1930 年成为伉

俪。他俩自由恋爱，在东阳蔡宅

的“乐顺堂”，举行了一场简单、

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礼。一生感

情笃厚。

编剧贺子壮说：电影《望道》

不是陈望道个人的传记片，通过

影片里一大群有志爱国青年激励

当今广大的 90 后、00 后，希望当

今广大青年树立起为党和国家强

盛的理想和坚定不移的信仰，青

年强，则国家强。更希望影片给

观众留下更多的启示和教育。

朱良玉（陈望道先生儿媳）

传记片的创作目的，并不是

为了挖掘传主“秘不示人”的猎

奇性素材，或者塑造一个与观众

已有认知迥异的“新人”形象。

相反，由于观众对于传主多少是

熟悉的，传记片的创作方向要么

是将观众脑海中只有笼统印象

的人物，变得立体可感；要么将

观众此前只有模糊概念的历史

事件，通过人物的亲身经历，变

得鲜活具体。

除了使观众对传主的认识

更为深入，对传主的人生境遇有

身临其境般的感同身受，传记片

还必须通过传主的“事功”，对观

众产生情感上的震撼和思想上

的冲击，并使观众获得蕴藉而深

沉的人生体悟。在此过程中，传

记片要用大量细节填充传主的

人生经历。这就意味着，传记片

必须决定，究竟是“以事件折射

人物性格”，还是“用人物性格推

动情节发展”。这两种处理方式

看起来都完成了塑造人物的任

务，但艺术效果迥然不同。

电影《望道》没有全景式地

回望陈望道的一生，而是聚焦于

1919 年 5 月至 1949 年 5 月这三

十年里，他的革命和战斗生涯。

影片将他置身于最为动荡的历

史情境中，去书写人物的命运起

伏和内心激荡，并突出他身上一

以贯之的精神品质和人格境界。

影片有意选择了中国最为

“黑暗”的一段历史时期。在那

个看不到“光”的年代里，有人执

着探寻，有人沉沦堕落，也有人

渐生退意。正是在这种杂芜的

人生百态中，才能意识到陈望道

坚持在黑夜中追光的可贵。

影片开头在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的场景里，这里有大量

青年学生，画面多是亮调，且有

暖光。影片在上海的第一个场

景，是陈独秀到著名翻译家费煌

堂先生的家。这里是一个石库

门建筑，暗调的画面，逼仄的空

间，令人倍感压抑。

这两个场景不仅承担了介

绍 人 物 和 交 代 核 心 情 节 的 作

用，还暗含了时代性的隐喻。

陈望道和陈独秀都是当时优秀

的知识分子，都有一腔改变民

族命运，挽救民族危亡的志向

和热情。陈望道通过对身边的

学生传授真诚、平等的现代意

识，融入反抗权威，追求个人独

立与解放的精神，为学生的人

生带来“光”，为社会变革和国

家进步带来希望。陈独秀则想

引入更为先进的斗争理念和思

想武器，作为革命的行动纲领，

认为这才是中国需要的“光”。

这就可以理解，陈望道回到

义乌老宅翻译《共产党宣言》时，

影片不时用特写强调那盏黑夜

中的油灯。油灯虽小，但灯芯明

亮，并使房间洋溢着一股暖意。

这是陈望道心中的理想之光，也

是《共产党宣言》所带来的光

明。我们需要用“光”来驱散寒

意，用“光”来照亮前路。

影片用陈望道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编织了一条完整的情

节线索。当年负责印刷《共产

党宣言》的工人杨阿龙，因这本

书受到启发和鼓舞，走上革命

之路。当杨阿龙倒在反动派的

枪口之下，他珍藏的《共产党宣

言》作为一颗革命火种得以流

传，成了儿子杨逢林的珍贵精

神财富。当杨逢林成为一名优

秀的共产党员，并在离开重庆

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陈望

道，生命像是完成了一个奇妙

的 轮 回 。 这 也 从 侧 面 证 明 了

《共产党宣言》是艰难时世的一

盏明灯。这时的陈望道，已经

从一个追光的人，成为别人心

目中的一道光。

这是影片值得肯定的艺术

成就。

龚金平（艺术教育中心教
授、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追光的人，自己也成为一道光

作为传记电影，《望道》并未

拘泥于人物书写的面面俱到，而

是抓大放小、将艺术创作与历史

真实相融汇，力图展现出那段热

血沸腾的峥嵘岁月。

大凡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影

片，如何通过影像将散落在报刊

史料中的人物重新聚合起来，是

创作人员无法回避的难题。这既

考验编剧的功底，也关乎着导演

的匠心独运。伴随着银幕的缓缓

拉开，《望道》呈现出两条相互交

织的叙事线索：一条是发生在杭

州的一师风潮，另一条则是身处

上海的陈独秀登门拜访著名翻译

家费煌堂。陈独秀敲开弄堂的小

门，石库门内部的阴暗逼仄扑面

而来。身穿旗袍、烫着旧式卷发

的中年女性端着面碗出场，见微

知著，即使是如此微小的角色，影

片也并未敷衍对待。主人公陈望

道以一袭长衫出场，嘴唇微抿，眉

毛时时紧锁，头发、鬓角打理得服

服帖帖，这“一身的长衫，一脸的

清瘦”也让观众下意识地信服：即

使相隔百年，这的确那个追望大

道的青年人。

《望道》贴近历史，却也并不

局限于“纪录片”的一方天地。

导演有意在影片中插入历史元

素，一张张泛黄的旧报纸让观众

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上重新审视

电影中一幕幕重现的影像。艺

术与真实相互交织，其中呈现的

错落感使整部影片的节奏不徐

不疾、从容不迫。

但他也深谙镜头艺术与历

史真实之间的独特张力，在二陈

（陈望道、陈独秀）与李汉俊等人

在“新青年编辑部”招牌下合照

的情节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仲甫西装挺括、左手插兜，

初出茅庐的望老神情尚余青涩

与拘谨，李汉俊则指尖拈烟，斜

倚着砖墙，镜头固定在这一瞬

间，彩色的光影慢慢化为黑白，

仿佛记录着某一历史时刻的老

照片。但短暂的停顿后，照片中

的人物又纷纷复苏、影片重新步

入轨道。陈望道、蔡慕晖车站送

别的浪漫情怀、陈独秀在日历上

画圈计时等情节也令人会心一

笑。此外，在呈现诸如“真理的

味道非常甜”一类的经典故事

时，导演没有浓墨重彩、大费周

章地渲染，仅仅通过陈母之口衬

托，余韵无穷。

不同于文学作品对人物心理

的极尽描摹，《望道》并未对陈望道

内心的求索作更深入的探究。但

这并不意味着影片放弃了对望道

内心的刻画。反而，导演巧妙地借

用对环境的展现来反映角色情绪

的流变。在众多的场景中，导演似

乎偏爱颇具上海风味的廊道：当陈

望道翻译完毕《共产党宣言》时，冒

着大雨兴冲冲地赶往陈独秀家

中。镜头先是聚焦于撑伞在大雨

中疾行的陈望道，翻译文稿被小心

包裹在胸前的行囊中，即使衣角发

梢都被飞溅的雨点打湿，陈望道的

眼神中仍满是熠熠的辉光。随着

镜头不断拉远，观众的视野也逐渐

抬高，俯视着巷道中发生的一切：

打在伞上溅起的水花、急切的敲门

声，陈望道完稿《共产党宣言》的兴

奋与喜悦溢于言表。

康启蕙（中文系20级本科生）

日出东方 长望大道

从电影从电影《《望道望道》》再见父亲再见父亲

《望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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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现场挖掘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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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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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过严格考据、精心设

计。无论是演员形象，还是场景

环境，都尽全力还原。

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

剧组在场景及服化道方面严格

考据，1:1 还原了浙江第一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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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拍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

宣言》这场关键戏份时，为了还

原陈望道真实的笔记，剧组手写

了上万字的文件和草稿。片中

仅出现短短几秒钟的《共产党宣

言》日译本，也是剧组几经周折

遍 寻 数 地 才 找 到 并 复 刻 还 原

的。剧组还特意找来当年同样

型号的印刷机器，跟印刷师傅学

习如何排版印刷，最终在影片中

完整地展现出当年印刷《共产党

宣言》时的一整套流程。

拍摄望老蘸墨汁吃粽子这

段故事时，一开始用食用色素调

的墨，刘烨和导演商量换成真墨

吃下去，真实效果马上出来了。

在片中饰演陈望道母亲的奚美

娟回忆起这场戏，表示“妈妈看

着又好笑，又有点心疼他。”

本报记者 钟荷

好电影必做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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