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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前，1920年5月初，后来的
复旦大学老校长、新闻系老系主任陈
望道先生在家乡义乌住所的柴房，翻
译完成了《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并怀揣着民族复兴、人民解放
的理想，携译稿回到上海。中文全译
本的诞生，引领起无数先驱走上革命
道路，亦播下了复旦办学治校的红色
基因。

在简陋的柴房里，由门板拼成桌
与床，一盏油灯两本书，便是望老翻
译的全部条件。母亲为他带来粽子
与红糖，沉浸翻译工作的陈望道错将
墨汁做红糖而浑然不觉。他只道：

“好吃，好吃”——这便是后来广为传
唱的“真理的味道”，那在黑暗时代浸
出的甜，在此后滋养了一代人又一代

的人。
此次G7335次“复兴号”高速列

车的一节车厢，被布置成望老当年首
译《共产党宣言》的主题课堂，气氛热
烈。车厢内张挂了主题党团日活动
的鲜艳横幅，以及“真理的味道”原创
手绘画，座椅上的枕巾也清晰地展示
了党团日活动的主题和元素，过道上
的电视屏幕正滚动播放着新闻学院
组织拍摄的专题纪录片《信仰之源》
和原创手绘画微视频《真理的味道》。

在这一特殊的课堂里，“学思践
悟‘真理的味道’永做《共产党宣言》
传人”为主题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正在
讲授。“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
平总书记在瞻仰一大会址时，再次强
调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的伟大

意义并乘坐复兴号列车前往嘉兴红
船，今天我们师生通过‘流动的课
堂’、多媒体讲授、实地教学、互动讨
论上思政课，就是让学生从自己老系
主任那里汲取信仰的力量。”思政课
授课教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
务副书记周晔说道。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陈望道先生
在上海入党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
一，也是上海党组织第一任书记。嘉
兴是著名的红船和“红船”精神的发
源地，杭州是陈望道先生参加百年前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义乌则
是《共产党宣言》的首译地，复旦新院
师生正从一个个站点追寻起红色足
迹，沿着革命先贤的履痕，坚定信仰、
追望大道。

交大教授带领学子
边走边讲“战上海”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在上海交
大百年老校园里，师生们从双烈士墓
前、经大操场外围、到工程馆楼下，一
路走过3个地标，仿佛一起穿越70年
时空，历经了解放上海时“黎明前的
黑暗”、“民主广场”上的呐喊，以及华
东局机关进驻上海第一天驻地的旧
址……昨天下午，“中国好书”《战上
海》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统，带着人文学院等院系学子“边
走边讲‘战上海’”，在本月纪念上海
解放70周年系列实景对话的上海交
大专场，上了一堂行走着的思政课。

实地还原上海解放史
此次活动放在上海交通大学徐

汇校区举行，具有非凡的意义。“为人
民利益而光荣就义是值得永远纪念
的。”矗立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的“史
霄雯、穆汉祥二烈士纪念碑”上，由陈
毅同志亲手书写的碑文，时刻提醒着
莘莘学子们70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

“战上海”。
刘统介绍，上海解放前的一个月

是黎明前最黑暗最艰苦的时期。
1949年 4月26日凌晨1时许，大批
国民党武装军警以装甲车为前导突
然冲入交大，在校园内大肆搜捕。在

“四·二六”大搜捕中敌人带来的黑名
单有108人，实际被捕的交大师生有
50余人，由于事先得到消息，列入黑
名单的重要“共党分子”大部分没有
抓到。

不过，穆汉祥和史霄雯两位烈士
未能幸免遇难，两人分别于 4 月 30
日、5月2日被捕。被捕后，两人被关
在警察总局的死牢内，受尽刑讯逼供
也没有妥协。各方为营救他们想尽
办法，交大校长王之卓亲自给毛森打
电话，但毛森矢口否认有这两个人。
5月20日他们在闸北宋公园（今闸北
公园）被秘密杀害。5月29日上海解
放第三天，交大学生自治会在工人指
点下找到了两位烈士的遗体，安葬在
徐汇校区校园中……

继承前辈奋斗精神
“今天上海已经成为繁荣的国际

大都市，与70年前的上海相比，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我们
还记得前辈们经历的峥嵘岁月吗？
我们还在继承他们的奋斗精神吗？”
刘统坦言，写《战上海》就是为了展现
70年前的风风雨雨，从前辈们跌宕
起伏的经历中寻求他们留下的遗产
和精神财富。

在当日稍后召开的《战上海》一
书座谈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姜斯宪表示，共产党人在上海的一系
列创新性探索，为新中国各项建设提
供了宝贵经验。“战上海”所蕴含的历
史遗产和民族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
的财富，对于新中国一路走进新世
纪、迈入新时代具有刻骨铭心的启迪
作用，放在今天也是具有十分重要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将思政课搬入复兴号高铁车厢

流动课堂品“真理的味道”

“欢迎乘坐从复旦大学站到义乌站‘G真理的味道
专号’，此票可无限次重复乘车，乘车人是新时代青年
……”7日下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生从虹桥火车站
出发，踏上了自己研发的G7335次“复兴号”高速列
车，30余名师生从党的诞生地上海去往义乌，走近复
旦大学老校长、新闻系老系主任陈望道先生首译《共产
党宣言》的柴房，重走望老《宣言》首译之路，而这段旅
程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在飞速前进高铁的另一端，还有
30余名新院师生正聚集在复旦大学新
媒体实验中心远程连线实验室，他们
和复兴号列车上的同学实现远程视
频，共上这堂别开生面的思政课。

抵达义乌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三全育人”望道中学基地，在该中学
陈望道陈列馆揭牌。这是该基地首
次走出上海在沪外成立。与此同时，
师生们应用“学习强国”APP，围绕“如
何成为新时代勇担当、肯作为的奋斗
青年”主题开展线上讨论。

新闻学院本科生金宇壕说：“能
够在复兴号列车上思政课，我发自内
心地感叹祖国的进步和日益强大；能
够前往陈望道老系主任的故居，亲身
感受首译《共产党宣言》的环境，我仿

佛真的感受到了真理的味道、信仰的
味道，真理的味道是甜的。”余双江同
学说：“青年人应该脱去稚气，锤炼真
本事，养成高品德，真正担当起时代
的责任。”

在学校新媒体实验中心的会场
里，新闻学院党委副书记朱佳向参加
思政课的学生代表赠送了“真理的味
道专号”高铁车票，寓意着对学生们
争当“新时代勇担当、肯作为奋斗青
年”的殷切期望。

据悉“学思践悟‘真理的味道’，
永做《共产党宣言》传人”五四党团
日活动暨主题思政课，是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思政课教师座谈会和纪念
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推动三全育人与课程思政
工作落实、落小、落地所开展的一次
创新举措，旨在引导青年学生传承
和发扬“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
五四精神和“爱国、团结、服务、牺
牲”的复旦精神，将思政小课堂与社
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实现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就在上月
底，新闻学院师生还出品了“真理的
味道”系列学生文创作品，制作主题
微视频，并设计开发了“真理的味道”
陈望道首译宣言系列文创作品设计
图，分为写实版和卡通版两个版本。
在校方看来，组织引导师生一同创作
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立德树人、铸魂
育人的过程。

新媒体实验中心远程连线实验室共上思政课

高铁车厢布置成《共产党宣言》的主题课堂

“真理的味道专号”高铁车票。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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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味道”原创手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