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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义乌充分挖掘“红色根脉”的
资源优势，不断推出一批政治性、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强，具有义乌辨识度的文艺
精品佳作——

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入选国家“五个
一”工程奖，在北美、东欧、东南亚等海外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广播剧《真理的味
道》、纪录片《重走坦赞铁路》、婺剧《信仰的
味道》获省“五个一”工程奖；现代婺剧《义
乌高华》入选第十五届浙江省戏剧节终评
剧目⋯⋯如今，影片《望道》重磅上映，义乌
又迎来了一张文化“金名片”。

一部部叫好又叫座的文化精品争相面
世，让其背后涌动的红色精神世代永存。
一时间，赓续红色根脉的脚步，络绎不绝地
出现在义乌各地。

3 月 11 日，2023 城西街道“望道信仰

线”首届杏花节迎来大批游客。作为“望道
信仰线”的起点，分水塘村的杏花有着“信
仰之花”的美称。沿着“信仰之路”，可以在
陈望道故居的柴房品味“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走进望道展示馆的初心承诺厅，重温
入党庄严时刻；到望道红色主题邮局，挑选

“红色记忆”伴手礼⋯⋯当置身于分水塘
村，每个人都会被浓郁的红色文化氛围所
感染。

“望道信仰线”，是义乌十大美丽乡村
精品线之一，全长 13.5 公里。穿行在这条
真理大道上，强大的红色基因扑面而来：
一端的分水塘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信仰之源；另一端横塘村，是深入学习推
广“义乌经验”的地方，是“八八战略”在义
乌的实践地；横塘村边上就是义乌铁路西
货站——铁路口岸，是“义新欧”中欧班列

始发站、“新丝绸之路”的起点；还有全国
基层党建示范村七一村、乡村振兴明星村
何斯路村等重要节点⋯⋯

“这是在以《共产党宣言》为核心的红
色文化牵引下，集基层党建、新农村建设、
开放型经济等于一体的当地基层农村最新
成果之路。”吴小锋说。

义乌是一块红色的土地，红色文化底蕴
深厚。据统计，现存包含义乌“红色三杰”

（陈望道、冯雪峰、吴晗）在内的 124 处革命
遗址、遗迹和红色名人纪念地。这些红色地
标吸引了义乌青年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学习
团体，一次又一次掀起红色学习浪潮，积极
传承红色根脉，奋力汲取向上力量。

“1—2 月，‘望道信仰线’的游客人数
约 3.8 万 人 次 ，同 比 去 年 前 两 个 月 增 长
52%。”城西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个信仰坐标的引领——红色根脉，向上力量

陈望道所“望”究竟是何“道”？
“这是本人新改的名字，顾名思义就是

‘追望大道’。我陈望道，愿意同你们一起，
追望这条救国救民的真理大道。”影片中，当
剧中的陈望道铿锵有力地说出这句话时，这
部电影的主旨跃然而出。

影片《望道》把陈望道笃定恒心、富有传
奇色彩的一生搬上大荧幕，并将其与挚友陈
独秀、妻子蔡慕晖，以及众多亲友、学生的事
迹做了生动描摹，全景式呈现出陈望道及其
身边仁人志士一生寻找并坚持真理的征
程。“望道”不仅是陈望道一个人，更是那个
年代坚守初心的一群人，是一段关于信仰与
热爱的回忆录群像。

电影之中，还还原了“真理的味道非常
甜”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柴屋的油灯下

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陈望道埋头斟字酌
句，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错把墨汁当红糖蘸
了粽子吃。刮风不觉体冷、蘸墨犹觉粽甜，
当母亲发现满嘴都是墨汁的陈望道时，双眼
满是心疼。

事实上，在百年前的那个年代，要翻译
好众人皆盼且具有深刻指引含义的《共产党
宣言》，并非易事。中共义乌市委党史研究
室主任吴小锋分析：“翻译宣言至少要具备
三个条件：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学说；二是
精通一两门外语；三是有深厚的本国语言文
学素养。”而陈望道“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
夫”才完成的这项极其艰难的工作，更是靠
一种信仰在支撑。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

论开始系统地引入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行动指南。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先驱，他
的一生就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演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赵颖
说。

影片《望道》聚焦于 1919 年 5 月至 1949
年5月这30年里，将陈望道置身于最为动荡
的历史情境中，去刻画人物的命运起伏和内
心激荡，并突出陈望道身上一以贯之的精神
品质和人格境界。

制片方表示，希望通过影片能与今天的
青年观众进行一次“穿越百年的对话”，让今
天的中国人了解百年前“同龄人”的命运和
选择，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每一个平凡的个
体人生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一次穿越百年的对话——心有所信，方能行远一次穿越百年的对话——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从经典党史事件拓展延伸到当代义乌传奇，这揭示
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强大生命力和丰
富内涵。”在吴小锋看来，作为溯源民族基因的有力载体，
镌刻在义乌人身上独特的人文精神，正在不断凸显时代
价值。

“义乌的发展简直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
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地处浙中金衢盆地的义
乌，山多地少，土地贫瘠，40年来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
济奇迹，而成功的背后，是义乌独特人文精神的推动和发
扬光大。

回望 2200 多年群星璀璨的历史长河，义乌名人辈
出，古有骆宾王、朱丹溪、戚继光，近有陈望道、冯雪峰、吴
晗⋯⋯一代又一代义乌人勤劳、务实、勇敢、开拓的共有
品性，在历史的脉络中愈加清晰，义乌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2006年，义乌市委、市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总结
概括出“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 12 字新义乌
精神。

据义乌精神开展征集者和提炼者杨守春介绍，“勤耕
好学”从农耕文化出发，提炼了义乌人勤奋读书，借梯上
楼、借船出海的好学传统；“刚正勇为”映射了无论是历史
上驰骋沙场的铮铮铁骨汉子，还是当下纵横生意场的义
乌商人，他们令人钦佩的义勇精神风尚；“诚信包容”则是
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崛起，又延伸出了义乌人兼收并
蓄的智慧和大肚能容的气度。

如今，影片《望道》诠释出陈望道等人追望信仰大道
的那股韧劲，更是新时代义乌精神的再升华。

根据党史研究记载，陈望道从小品学兼优，精通英
语、日语，有着很高的文学造诣，这为他翻译《共产党宣
言》奠定了基础。此外，陈望道还有着“红头火柴”外号，

“一擦即燃”、敢想敢干的他，又是义乌精神中“刚正勇为”
的显著代表。

“陈望道所坚持的信仰之道，是他留给义乌最宝贵的
红色精神和文化遗产，成为激励和鼓舞义乌人民不懈奋
斗的不竭力量源泉。”在电影《望道》首映式上，义乌市委
主要领导说道。

影片《望道》最后，晚年的陈望道历经世事变迁，回到
义乌分水塘村，回到他追望大道的起点，触摸一景一情，
重燃信仰之魂。视线中，柴房里的油灯，生生不息地跳动
着，一路照亮了南湖的红船、延安的宝塔、红岩的烈火、天
安门的红旗，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正如当前的义乌，
人们以信仰为火种，点亮“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
容”的义乌精神，在奋进“两个先行”新征程中冲锋在前，
续写下一个“点石成金”的传奇。

一种人文精神的传承
——铸魂聚力，续写传奇

义乌望道宣讲团

“彼之砒霜，吾之甘饴。我一生以翻译《共产党宣言》为荣！”一百多年前，也是杏花怒放的春天，在老家义乌市城西街道分

水塘村的柴屋里，陈望道用几块木板搭成简易的书桌，废寝忘食数十天，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翻译完成《共产党宣言》。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近日，由中共义乌市委、复旦大学和上影集团三方发起筹拍，义乌市交旅集团、上影集团和山东科文

集团联合出品的新主流电影《望道》在全国上映。

影片中，陈望道用一生的坚守，诠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折射出日益发扬光大的“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

乌精神。数据显示，去年，义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975元，连续15年位列全国各县市首位。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首译地，义乌从“鸡毛换糖”走向共同富裕，信仰的力量，正成为新时代义乌精神的生动注脚。

义乌《共产党宣言》版本厅

电影《望道》剧照电影《望道》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