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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
与
《
望
道
》
的
故
事
未
完
待
续

追望大道，求索不息。信仰恒在，历久弥新。

3 月 24 日《望道》上映，影片撷取了陈望道人生中

几个最重要的节点，却展现出他一旦尝过“真理的

味道”，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便从未改变，信仰的

初心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稍稍减退。

电影院中，大屏幕前，我们是观影人，感受着

影片中的信仰与热爱。走出影院，回到现实，我们

是参演人，是寻踪者，是宣讲人，是继承辈……

青春在不同时空坚守信仰约定

不同的时空下，电影搭建的桥梁，连结着青春

和信仰，见证着成长和蜕变。

一次参演，是跨越百年的感动。前年 5 月，马

克思主义学院2022级博士生江昊在《望道》中饰演

浙江一师的学生。“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送别》歌声渐起，陈望道的背影在同学们的

目送与不舍中渐渐远去。当时为了捕捉效果最好

的画面，大家多次跟随镜头寻找最佳的起身时

间。首映礼上看到这令人动容的一幕，因为被唤

醒的记忆，更因为不变的感动，“一幕幕熟悉的电

影画面让我再次以与当时的自己、与百年前的同

龄人对话。”江昊热泪滚滚，“新时代将接力棒交到

我们手中，而望老留给青年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历

经百年仍然闪耀如初。”

一次寻踪，再踏探索真理的道路。材料系

2022级硕士生王开元看到电影中《非孝》一文引发

的风潮，不禁疑惑为何一篇发表在校园刊物上的

文章会引起反动政府那么大的反应？为了寻找答

案，他参加“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行远计划初心

之旅，来到了故事的起点。原来真正的历史，远比

电影震撼。杭州市凤起路 238 号，如今的杭州高

级中学所在地正是百年前的浙江一师。百年前，

望老指导学生施存统完成《非孝》，近三千字的檄

文充满反抗旧道德旧礼教的战斗力。此文一出，

石破天惊。电影对一百年前那群年轻人的刻画让

他印象深刻，“百年后，循着望老足迹，觉得自己与

一百年前那群年轻人更近了。”

一位老乡，指引未来的方向。中文系 2019 级

本科生陈正阳是义乌人，从小在望道路、望道中学

等城市规划建设的精心设计中逐渐知晓和了解望

道。2018年暑假，他背上行囊，第一次来到陈望道

故居，站在木质楼梯上，“从义乌到复旦是望老来

时的路，也是我未来的方向。”两年后作为复旦学

子，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示馆的一封回信时，骨子里的对望老的追随之

意，让他有了进一步学习、传播望老和《宣言》精神

的想法，于是，参演《望道》大师剧、加入“星火”党

员志愿服务队、站上《望道》电影党课的讲台……

“为传播真理之甘、信仰之火贡献自己的力量，这

是对信仰的接力。”3 月 22 日，他在义乌参加《望

道》首映礼，油然地生出感动和自豪，似乎是完成

了期盼多年的夙愿。

一场宣讲，道出真理的甘甜。药学院 2022 级

硕士生董美辰配合《望道》上映，宣讲电影党课“陈

望道与‘夏坝的延安’”。为九院麻醉科讲课那天，

小雨淅淅沥沥，很多医护人员下了手术后冒雨赶

来，观影《望道》，认真听讲，只为他们的信仰与热

爱。

一副书法，凝结信仰的力量。3月23日下午在

相辉堂，新闻学院 2021 级博士生张舒卉代表“星

火”党员志愿服务队为《望道》主创团队送上一幅

书法“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我提前几天反复练习

这八个字，以字为媒，用一撇一捺书写我们的信仰

之约。”

观影一刻，归属感和自豪感喷涌而出

电影中多线叙事，每个角色都各有特点，丰富

饱满，刻画了以陈望道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工

人先锋追寻真理、坚守大道的青春群像，《望道》塑

造了有信仰和精神的复旦人群体。这些为革命奉

献生命的烈士用他们的事迹、热血将复旦学子同

家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复旦刻下永不磨灭

的红色基因。百年过去，望道精神依然闪耀在复

旦园。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望道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朱鸿召认为，从“红色＋电影”融合业态创新发

展角度，要将其从历史层面上升到精神文化价值

的层面，才能更好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望

道》就是一次重要且有益的尝试。

新闻学院教授张殿元说，《望道》通过电影叙

事的方式向今天的“90后”“00后”展现了当年那一

代“90后”“00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作为生活在

不同时代的同龄“复旦人”，血脉中流淌着“信仰”

和“热爱”的不老基因。一批又一“新复旦人”继续

在望道精神感召下，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

梦”指引下，刻苦学习，努力攻关，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建设道路上，勠力同心，奋勇前行。

最让社会科学实验班2022级本科生杨祖冰馨

感动的是影片传递的浪漫、传承情愫。听到校歌

“日月光华共灿烂”的悠扬旋律，“激动自豪之情满

盈我心。我也将践复旦学子之责，承新时代青年

之任，不负‘复旦学子’这一身份。”

那一代的信仰守候，是照亮后人的
时代火光

“初见海报，暗色背景下是金色的炸裂。是

浪？是火？是光？望道先生背身侧目，似在思索，

似在眺望。”新闻学院2022级本科生杨阳带着期待

走进影院，也不出所料地被深深打动。影片呈现

一桩桩一件件故事，或大或小，无不可亲可敬可爱

可感，无不让人热泪盈眶。“影片落幕，灯光亮起，

我明白了，那海报上的金色光芒，正是一代人的信

仰守候，一代人的时代火光。沐浴在这经久不衰

的光芒之中，我们更应当时时回顾，知所从来方明

所去，将之代代传续；我们更应向着未来一同前

行，用力写下吾辈的姓名。”

而让中文系2019级本科生陈正阳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影片以陈望道为中心展开两条线索：一是

陈望道与戴季陶之间的分合，一人终生坚持在红

色讲台，践行初心与使命；一人在广阔的时代浪潮

中迷失了方向，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在这样鲜明的

对立当中，观众可以看到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坚守

真理与信仰的难能可贵。二是艺术性地创造了一

家三口的形象，在《共产党宣言》的带领下，投身革

命洪流。这就是信仰之源的引领作用。

那是风雨飘摇的晦暗年代，也是以笔为剑的

光辉年代。从“一师风潮”到翻译《共产党宣言》，

从执笔《新青年》到筹建复旦新闻馆，生存的颠簸

和时局的动荡始终存在，但陈望道的热血与信仰

丝毫没有动摇。《望道》让复旦学子看到了一位血

肉丰满、有情义有气节的先生，倍感鲜活，也倍感

亲切。影片刻画的那个时代的“众生相”让新闻

学院 2022 级本科生姜秀慧动容，他们或奔赴苏俄

寻求真理，或在敌寇面前以死证道，或在枪声中

高喊真相，几代人对《共产党宣言》的接力守护，

最终在红旗中的温情相拥。或许这就是“望道”

的意义，探求真理，追随真理，继而发散，让光芒

带领更多人走出黑暗。“先生所望所求之道，一生

未改。穿透烟云尘硝，终得见光华灿烂。”现在，

复旦新闻馆枝叶已繁，百年前照亮过先生的真

理，如今也照耀着复旦学子，指引年青一代如何

坚定信仰，如何面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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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演过他们都演过““他他””
电影《望道》正在热映，老校长陈望道的故事被

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而在复旦园里，望老的故事，

也通过不同形式被讲述：大师剧《陈望道》、当代舞

作品《望道》反复上演，成为思政教育的经典作品。

让我们听听曾饰演过陈望道先生的演员心声。

演员刘烨 饰演电影《望道》中陈望道

因为是演员，我觉得演员自身的一个优势，就

是会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会扮演像陈望道这样了

不起的人。这对演员自身是一个反哺，因为会尝试

去接近他，尝试去表现他，试着表现出来他身上的

闪光的点去。扮演这样了不起的人，是对自己的一

个提升。

信息学院2022级研究生孙振宇饰演 2022 年

大师剧《陈望道》中陈望道

五个月过去了，排练、演出的场景仍然历历在

目，特别是望老在工人学生面前发表演讲的那一

幕。在我说出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那才是

有希望的生活时，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望老这

一批革命者那种想要奋不顾身去改变的拳拳之

心。

国务学院 2019 级研究生范涛溢饰演 2019、

2020年大师剧《陈望道》中陈望道

回顾出演大师剧的时光，最难忘的是排练间隙和

同学们共同研读探讨《共产党宣言》。几个人围坐一

桌，读一段原文、提几个问题、谈一谈想法，似乎忘记

了夏天的闷热和排练的辛苦，忘我地品味着马克思主

义真理的味道。

法学院2016级本科生于在洋饰演当代舞《望

道》中陈望道

在复旦学生舞蹈团的当代舞作品《望道》中忝饰

陈望道校长，这是我的人生至幸。制作和演出团队严

格地自我要求、精细打磨，克服种种困难和多重考验，

终于打造出这一无愧复旦、无愧陈望道校长的作品，

用复旦故事、复旦精神感染、震撼了一批又一批观

众。这部作品的制作与呈现，就是望道精神的延续。

来源：校广播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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