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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区区一万来字

首版时封面书名印错
居然还一售而空

100多年前
有人从这本小册子中

品尝出非常甜的“真理的味道”

100多年来
有人为守护它，舍生忘死
有人为理解它，反复研读
有人为实践它，飞扬青春
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共产党宣言》

它被称为“红色中华第一书”

▲ 晚年的陈望道

荨 陈望道

翻译 《共产党宣

言 》，留下了 “真

理 的 味 道 有 点

甜”的佳话。拍摄

这场戏， 剧组特

意在义乌找了个

百年古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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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接到这个项目时，我只知道陈
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本的首译
者，并不清楚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翻
阅了几个月的资料之后我觉得， 他实
在应该是一个被大众所熟知的人。

《望道 》的创作 ，面对的是直接
影响了世界近代社会发展的经典著
作 《共产党宣言 》，聚焦的是对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及在大众语、修辞学、

新闻学等学术领域有卓越贡献的重
量级人物陈望道。 影片致力于塑造
和刻画以陈望道为中心的历史人物
的艺术群像， 并通过人物及其行为
展现出一种 “望道精神 ”，一种追寻
革命理想 、意气风发 、坚忍不拔 、献
身真理的求索精神。 因此对我而言，

这是一次真正的望道之旅， 是深入
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之
旅， 是认真思考和探究人类近代社
会的历史进程以及现实世界的发
展，从而修整自身的世界观之旅。

定位：

以寻求真理、坚
守信仰为主题的新主
流影片

《望道》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而摄制的新主流影片，以
陈望道为主人公，以寻求真理、坚守
信仰为主题。

以陈望道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先
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是坚定的理

想主义者和爱国者，为建立一个为人
民大众谋幸福的理想社会而努力奋
斗、勇往直前，不惜流血牺牲。

影片意在向当代观众特别是青
年观众现一个世纪前的一代青年的
人生追求以及理想信念，展现100年
前的90后和00后们的生命状态和思
想境界。

李大钊说：“一个德国人说过，五
十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
学说，定是欺人之谈……拼上半生的
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
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
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
克思主义’的。 ”

《共产党宣言》是理解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最为可靠、最为经典的文
本之一，但要真正理解它，的确需要
花费一番工夫。 结合影片，我们为什
么要在今天拍陈望道？很大一部分原
因是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
文全译本。

核心理念确定之后，我们需要用
具体的内容呈现出来，或者说要将理
念隐藏在具体的人物、故事和情节当
中。 那么，我们影片的内容无疑是要
围绕着陈望道的生平事迹展开的。

在初步查找陈望道的有关资料
后， 其结果却令人失望。 我发现介
绍他的官方资料中基本上都是年表、

履历式的事迹罗列， 且多数资料的
内容和口径都大致相同， 很少有能
够发展成剧情的素材。 当时的结论
是： 陈望道一生的经历似乎很难构
成戏剧性。 但我想， 陈望道的生平
年代跨越了中国社会如此巨大的动

荡， 难道一个人的人生经历在如此
巨大变革的时代潮流中， 真的就是
如此平淡无奇吗？

主线：

陈望道寻道、望
道和守道的心路历程

随着对陈望道的深入了解，在大
量的历史资料中寻找陈望道生平中
的核心线索和戏剧性事件，理出一条
清晰的故事线或者情节链，布设人物
的人格建构和历史流程，依据根本诉
求，选择和确定影片的方向，成为我
们剧本创作的重中之重。

陈望道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
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 1920年29岁
时，他就完成了《共产党宣言》中文白
话全本的翻译。 它的出版，其重大意
义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
最重要的环节，是苦苦探寻中国岀路
的先进分子锐利的思想武器，为中国
社会变革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和指
导方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启迪
和引领了一代又一代革命者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

不仅如此， 在中共一大召开之
前，陈望道还是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
组织成员之一，为建党立下了汗马功
劳。 因此，我们会习惯性地将陈望道
列入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辈的行
列，毫不犹豫地给他冠以红色革命者

的头衔。 如此高位的人生起点，我们
如何表现他之后的生平故事？终点如
何能达到或超过起点？这显然是创作
上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纵观陈望道的生平事迹，我终于
寻找出一条具有戏剧性的脉络，也是
最富关注度的线索，就是他与共产党
如影随形的关系。这条线索可以很好
地依托人物的情感变化、 性格发展、

内心成长以及对信仰的守望和坚持。

我们的影片恰恰能够以此充分表达
人生的主题和信仰的主题，以及主人
公追求真理、坚守信仰的求索历程和
坚定信念。事实上，陈望道原名陈融，

自己改成“望道”，意在为国家民族寻
找大道，并用一生践行了这两个字。

经过反复思考，我们最终确定影
片《望道》以陈望道青年和中年时代
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心路历程为发
展主线 （即横向坐标 ），以陈望道人
物成长时期与身边一批重要人物之
间的交集、 联系和影响作为故事区
块（即纵向坐标）。 这些区块中有革
命先辈陈独秀、李汉俊；也有陈望道
的学生、 青年革命者施存统、 俞秀
松、宣中华、汪寿华、曹聚仁等；还有
复杂的政治人物戴季陶； 当然必须
有陈望道的恩爱妻子蔡暮晖女士以
及他们的爱情。

影片将陈望道与这些人物的交
往片段构成板块式结构，随主线的发
展相继集成， 并相互交结和互动，使
影片表面呈现一种非线性、片段性或
者阶段性的结构方式，内里却隐含着
一条严密的整体性逻辑脉络。这条整
体性逻辑脉络就是陈望道寻道、望道

和守道的行为轨迹和心路历程。

创作：

在历史真实与
艺术真实间寻求平
衡点

艺术创作的规律证明 ，一个成
功的艺术形象 ， 一定是一个普通
的 、完整的 、真正的人物形象 ，才更
能让观众接受 。 影片中 ，我们表现
了陈望道追随革命的一方面 ，同时
也关注他的学术研究 。 他一生都在
潜心探讨 、努力钻研语言学 、修辞
学 、新闻学 、美学 、教育等方面的专
业学术理论和问题 ，积极倡导和推
行中国大众语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
曾担任 《辞海 》主编以及长达25年
的复旦大学校长的职务 。 因此 ，把
陈望道作为一个对共产党的认识
在不断观察 、探索 、研究的人 ，一个
对共产主义理想不断追求进而坚
定信念的学者来定位才最合适 。 影
片中的陈望道以及其他人物 ，虽然
均采用了真名实姓 ，但他们都是从
创作者心中生发而出的艺术形象 ，

均来源于并集合了真实的陈望道
等人的众多元素 ， 经过我们扩展
性 、理想化和戏剧逻辑化创作推演
的艺术形象 。 然而 ，影片对陈望道
艺术形象的塑造 ，必须基于对历史
真实的陈望道的定位 ：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早期传播者 、著名学者和教
育家 。

《望道》的时间跨度是从1919年
6月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归国到1949

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历时整整30

年。 影片把重要的历史事件作为节
点， 构成故事起承转合的两端； 中
间过程则依据戏剧逻辑的推演进行
戏剧化、 艺术化的填充 ， 而这些艺
术化填充终将与历史节点相互交汇和
融合。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陈望道一
生中最为闪光的时刻，现在已然广为
流传，我们必然要将其作为重场戏在
影片中展现。 正因为该故事流传甚
广，如何将它拍好，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艰巨任务。 我们必须努力开动脑
筋、集思广益，深刻理解其中的究竟
含义，力争完美演绎。

《望道》的总体风格是根据影片
的时代背景、故事氛围以及主题定位
而设定的。

影片表现的是中国近现代史上
最动荡的时期。西方民主思想和近代
科学观念随着外国列强的侵略和中
华学子的留洋求学源源不断地传入
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中西文化、意识、

观念产生剧烈碰撞，同时还伴随着军
阀割据、连年战火、政局混乱、民不聊
生的社会局面。

我们要强调这种水深火热的
时代特点 、 风雨飘摇的历史厚重
感 、灾难深重的民族悲怆性，就须用
真实的力量去感染观众。 因此，真实
就是我们的总体风格。 但我们的真
实并非客观冷静地记录， 而是着力
营造被我们主观强化的真实。 从这
个意义上说， 这种真实更接近于表
现主义的特质 。

风格：

强化真实质感，

体现历史的厚重、时
代的分量

为此，《望道》的影像风格以强化
真实质感为基础，进一步体现出那个
时代的典型特点和历史厚重感。

比如，《星期评论》 社在场景布
置上突出 “满 ”，书多 ，书卷气 、生活
气浓一些， 经常有人拖家带口住在
那里 ，陈望道 、俞秀松 、施存统都住
在那儿，像个旅社。 从俞秀松日记中
得知， 他们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主张
在劳动中锻炼自己， 与工人打成一
片，宣传革命思想，但实际却并不容
易。 俞秀松在虹口厚生铁厂打工，因
有洁癖，他说最受不了工厂的脏，所
以他不愿意住在工厂， 每天上班走
两个小时。

“满 ” “繁 ” “重 ”的概念更要用
于其他场景布置中， 其意义就在于
体现厚重感，在于表现社会的重压、

历史的厚重、时代的分量；也是旧中
国封建势力、 反动强权压制的形象
化展现。

相反，《新青年》编辑部的场景布
置则以 “简 ”为原则 ，纯粹 、简洁 、清
新，代表先进、时尚的新思潮。房间空
旷、东西少，体现革命者除旧布新的
革命立场以及抱着舍得一身剐，随时
做牺牲的生命哲学态度。 在生活化、

历史感的前提下，我们设计了一些具
有表意性的造型元素， 一些带有红
色、比较抢眼、像火苗一样的概念，而
不一定以整体暖色与其他场景做对
比。以一件红色的装饰和一缕明媚的
阳光预示着共产主义思想的降临和
勃勃生机。

在追求复原写实的前提下，我们
还特别注意强化上海的地方特色以
及江浙地区的特点，打破以往习惯性
的概念套路，时刻明确地域性。

希望今天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人
在看了《望道》之后，能有“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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