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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过“真理的味道”

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
者。1920年春，陈望道在老家柴房苦译《共产党宣

言》，曾将墨汁误作红糖，蘸着吃下母亲送来的粽
子。这个“真理的味道”的故事，直到今天还被人反

复提起。
陈望道 1952 年至 1977 年担任复旦大学校

长，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如果算上新中国

成立前后他在复旦任教的总时间，有近 50年。
陈望道故居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国福路 51号，

这栋小楼的二三层曾是陈望道 1956年到 1977年
在复旦大学的寓所。据说当初，复旦大学本想将整

栋楼给陈望道居住，高风亮节的他却执意谦让。国
福路 51号总面积约 300多平方米，大大小小的房

间有 10间，当时只有三口之家的陈望道左思右想
也不愿迁入这一新居。后来经学校再三说明并答

应将复旦的语法、逻辑、修辞研究室迁至国福路
51号底层，陈望道一家才搬入这栋小楼。

陈望道故居于 2014年入选上海市文物保护
单位，曾作为复旦大学校史馆专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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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巨笔一代宗师
修缮后的陈望道故居在绿树环绕中面目一新，推

开国福路西侧的一扇黑漆大门，一栋正面望去呈“凸”

字形的独立小楼映入眼帘，姜黄底色、墨绿窗框⋯⋯
目前，故居一楼为《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常设

“宣言中译信仰之源”主题教育展，系统展示了《共产
党宣言》的诞生、传播、翻译、版本，及其对中国革命

和革命者的巨大影响。故居二层集中布置了主题为

“千秋巨笔一代宗师”的展览，主要介绍陈望道的生
平事迹，并展示部分名人档案。二层的书房复原厅里

端坐着陈望道的蜡像，他仍然笔耕不辍，亦如生前常
有的状态，几张书桌上还堆放着普通话推广方

案、《辞海》定审稿、校长室的行政公报。故居

三层是珍档展厅，展示陈望道的藏书、手札

等。小楼西北角的车库被改建为车库影

院，播映《大师陈望道》和《信仰之源》。

整个故居的修缮以“修旧如故”为原

则，据说连一扇腐朽破损的木门被更换成

新门后，都要特地对新门进行做旧处理，以

增强参观者的历史代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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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福路 51
号”曾是复旦大学老
校 长 陈 望 道（1891—
1977）的住所，这栋掩映
在绿意中的洋房经过修缮
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
新身份进入试运营期，
重回公众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