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望道在 1920 年至 1977 年

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除了

曾在上海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安

徽大学、广西桂林师专、广西大学

以及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国立中

山大学工作之外，在复旦大学整

整工作了48年，陈望道为复旦大

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注重学科建设，
倾力打造中文系和新闻系

1920年9月，陈望道进复旦大

学国文部任教，先后开设了文法、

修辞、美学、因明学课程，同时主

持国文部附设的《新闻学讲座》课

程。1927年陈望道任中国文学科

主任后,把原有的新闻学讲座扩充

为新闻学组。因为有了这个基

础，1929年复旦调整系科时，中国

文学科才有可能分成为中国文学

系和新闻学系两个系。此后，陈

望道任中国文学系主任。

在近十年的文学系教学生涯

中，陈望道把开设的文法、美学和

因明学课程讲义加以整理提高

后，在1922年和1927年先后出版

了我国第一部论述作文法的专著

《作文法讲义》和我国最早探究形

式美的论著《美学概论》，在1930

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

写作的因明学论著《因明学》。

1931年，陈望道为了保护一

位左派学生不得不离开复旦，并

于1940年秋回到重庆复旦大学。

1941年起出任重庆复旦大学新闻

系代理系主任，提出“宣扬真理，

改革社会”的办系纲领，次年为新

闻系系主任后又提出了“好学力

行”的系铭,并亲自发起募捐筹建

了“新闻馆”。在陈望道的主持

下，新闻系办得蒸蒸日上，名闻全

国。1941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

为32人，仅占了那一年报考复旦

大学学生数的6.4%；而办学4年后

的1945年，报考新闻系的学生猛

增为479人，竟占了那一年报考复

旦大学学生数的22.4%。

1946年抗战胜利后陈望道随

复旦迁校回到上海，继任新闻系

主任。1950年后，他因校务繁忙

不再担任新闻系主任一职，但对

新闻系的关注备增。院系调整

中，上海市高教局曾以苏联只有

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

旦新闻系，陈望道知道后两次专

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

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

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

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

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所以，陈

望道被视为复旦新闻系的实际

创始人。

在1952年陈望道担任复旦校

长以后，1955年12月经他提议复

旦大学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成

立。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成立的

一个语言研究中心，由陈望道亲

自主持。著名教授郭绍虞、吴文

祺、周有光、倪海曙、濮之珍、李振

麟、胡裕树、蔡葵等都曾受聘于研

究室，邓明以、程美英、杜高印、范

晓、宗廷虎、李金苓、陈光磊、李熙

宗等教授也都先后是研究室的成

员。这个研究室就是今天复旦大

学中国语言研究所的前身，陈望

道为复旦的语法、修辞学科建设

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接管旧复旦,
整顿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在上海市军管会任命陈望道

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

文学院院长，全面主持校委会工

作期间，陈望道为接管旧复旦作

出了贡献。

1949年9月陈望道在对旧复

旦实行接管后，为整顿和恢复正

常的教学秩序，实行了多项教学

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

在行政管理上做的第一件事

是，让在解放前夕因受国民党当

局迫害而离校师生返校复职和复

学。二是在1950年进行了第一次

院系调整，并续聘和新聘了一大

批学有专长的教授学者，如：冯雪

峰、唐弢、陆诒、倪海曙、周有光

等，接着逐步调整了院、系两级领

导班子。三是在校务委员会下专

设了政治学习委员会、马列主义

研究会和专门的图书委员会，以

加强对全校师生政治学习和图书

的管理。四是亲笔签署了“历次

会议记录用十行纸复印三份，一

呈高教处，一呈主任室，一存秘书

处”的文书档案建设意见。由于

陈望道对档案建设的重视，复旦

大学档案室至今还完好保存着全

部的文书档案。

在教学管理上，陈望道提出

并实行了集体教学制度的办法。

也就是说，全校各个系根据现有

的学科，建立学科教研组。全校

每一位教师，都会被安排在各自

相关专业的教研组内进行相关的

集体教学活动。

在 1949 年至 1951 年陈望道

受命接管复旦大学的日子里，他

主管着学校的一切行政事务，为

接管旧复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受命担任校长，
推动学校崛起、发展和壮大

在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

校长后，陈望道为复旦的崛起、发

展和壮大作出了贡献。

陈望道担任复旦校长以后，

就领导层面而言，他的正确而富

有前瞻性的决策，对复旦大学在

五十年代崛起，继而发展、壮大起

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旧复旦的教学秩序初步得

到恢复以后，面对1952年由十四

所大学调整后形成的新复旦，陈

望道采取了“在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分工负责制”。作为一校之长，

他主持校务委员会讨论全校性的

重大计划、经费预算、学校制度以

及奖惩，并通过校长的集体办公

予以执行。在校委会上陈望道多

次提到“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

改革”，他继续推行并强化了1951

年开始实行的名为“教研组”的集

体教学制度。

通过教学改革实现教学秩序

的正常运转固然是首要的，但作

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也没有忘记

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他说：“高

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

一是办校务的阶段，二是教务的

阶段，三是科学研究阶段。如果

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

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

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

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正是在

这样一个办校方针、教学理念的

指导下，复旦大学从1954年开始，

在每年校庆的同时举行科学报告

讨论会。陈望道曾专门为1954年

复旦大学科学报告讨论会题词：

“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

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

国建设服务。”在陈望道提出这一

办校方针两年后的1956年，教育

部向全国各高校发出了向科学进

军的通知，明确高校也要结合教

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所以，陈

望道的办校方针，在那个年代是

极具前瞻性的。

从1952年至1959年，在陈望

道主持下的复旦，在上述正确决

策的指引下，通过陈望道务实而

专业的领导和全校师生员工的努

力，1959年5月17日，复旦一跃成

为全国十六所重点大学之一。

对于一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陈望

道认为，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

工作，以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这

里还有一个学风和校风的建设问

题。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

大学校务委员会和行政办公会

议，在 1961 年、1962 年和 1963 年

的三年时间里，曾先后多次讨论

学风和校风建设问题。尤其是

1963年3月26日，陈望道主持召

开了一次在复旦校史上堪称空前

（全体教职工、研究生和行政负责

人员参加）、专门讨论学风的校务

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两

个月后，陈望道又在五十八周年

校庆科学报告会上，对培养学风

的问题作了全面的补充。在陈望

道倡导科学研究和新学风发展复

旦理念的影响下，复旦方方面面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跻身国内名

校前五位。

为了复旦的发展和壮大，陈

望道在作出上述决策同时，还以

人为本、身体力行。关于校名“复

旦大学”四个字，开始采用的是毛

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

陈望道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

复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去

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人让毛泽东

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现在所用

“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

亲自为复旦题写的校名。

身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多

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复旦员工生活

的实际困难，提出了将复旦划归

市区的要求。对于有近一万名师

生员工的复旦，市政府觉得十分

为难，但陈望道还是不断反映。

直至弥留之际，市有关领导来医

院探望，问他有什么要求时，他再

次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想为复旦说句话，请一定解

决好把复旦划归市区的问题。”在

他去世后不久，这一问题终于得

到解决。

关心校园规划，
拿出个人稿费资助校门建设

为了建造邯郸路220号校门，

预算要2万余元，学校却只有1万

元的投入，为此陈望道拿出了自

己积攒的稿费1万多元。因为这

个原因，在1991年陈望道诞辰100

周年时，曾有知情的教师建议将

现在的复旦校门命名为望道门，

以为纪念。

面对校园内整修马路的扩建

规划，陈望道认为校园内的道路

开筑，应该有工作区和非工作区

的区别。工作区的道路宜筑成笔

直的，这样不但方便本校教职员

工上下班，又不会使外单位来联

系工作的同志找不到地方。至于

那些非工作区的道路，可以运用

美学知识设计得曲折一些。如

今成型的复旦邯郸路校区，就是

根据陈望道当年提出的方案实

施的。

根据陈望道“非工作区的道

路可以设计得曲折一些”，复旦的

燕园有山、有水、有草、有树、有

桥，虽然地方不大，其布局却有一

种介于有形与无形之间的感觉。

复旦师生都喜欢来到这里休息、

看书或思考一些问题，老复旦人

都爱称这一景点为“小桥流水”。

涉及多个领域，
广泛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

作为一位著名学者，陈望道在

其六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涉猎了哲

学、文学、语言学、法学、政治学、伦

理学、因明学、美学等十几个领域，

是一位少有的学术多面手。

陈望道的学术研究具有超

前的意识，早在1918年留学日本

期间就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

《标点之革新》等提倡新式标点的

文章。

对语言学的研究，是陈望道

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除了重点

研究语言学，岀版了《作文法讲

义》《修辞学发凡》和《文法简论》

外，陈望道对美学、因明学、伦理

学等也很有研究，《美学概论》和

《因明学》于1927年、1931年相继

出版。

除了上述五部著作，陈望道

还出版了《共产党宣言》《艺术简

论》《实证美学的基础》《社会科学

原理》等多部译著，近100万字。

在复旦半个世纪，陈望道除

出版译著21部外，在各种报刊杂

志上发表译文、论文500余篇，总

计留下了400多万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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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为复旦学科建设和学校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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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
本的译者、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诞辰130周年。日前，复旦大学退休教
授、陈望道之子陈振新撰文，从五个方面回顾陈望道为复旦学科建设和
学校发展作出的贡献。本期校报节选刊登该文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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