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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

思列宁主义”和北大是早期马克思

主义传播大本营的说法，如今应该

补充为日本和复旦也是源头的认知

元素。

复旦大学：留学生乐园

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陈望

道先生，自然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的首要负责人，并积极参与了中

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

备工作。那时候的上海和东京一样，

尚未被法西斯势力或极端反动派所

控制政权，所以《共产党宣言》全

译本刊出，第一版八千册半月多就

被抢购而光。在上海，《共产党宣

言》多次刊印并通过邮政系统辐射

到全国大中城市和海外华人社团，

直至 1931 年被禁。

但《共产党宣言》被禁的前

夜，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按照其指

引的方向探索着建立革命根据地、

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驱除帝国主

义和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

的中国式道路。在《共产党宣言》

等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滋养下，中

国共产党人还产生了自己的指路

明灯——毛泽东思想；也被劳苦

大众赞誉为“山沟沟里诞生的马

克思主义”。夺取全国政权之后，

毛泽东主席依然念念不忘陈望道

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初

期的杰出贡献；并且多方面热情

地惦记着复旦大学的事业。

如复旦大学的校名书法，原本

来自毛泽东主席致周谷城先生问候

函的信封落款。陈望道先生经深思

熟虑后则致信中央办公厅，恳请毛

主席专门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并

很快得到了满足，也就是如今的匾

额。为了打造这个匾额，邯郸路复

旦大学（也是如今的总部）重新修

筑校门。但预算只有一万元，陈望

道先生毅然自己再出资一万元（这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笔巨款），

终于建成如今的总校门。

陈望道先生担任复旦大学校长

期间，还应周恩来总理的要求，在

学校成立了世界经济研究所，着重

研究西方国家的经济结构、生产力

状况和国际市场。复旦大学的此类

成果，是当时北京编撰高级干部阅

读参考消息的重要来源之一。不过

陈望道先生所希望的复旦学子能够

和世界各国青年广为交流的愿景，

是在改革开放伟业启动之后才得以

实现的。1987年即他逝世后十多年，

复旦大学成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并在全国率先接

纳西方国家派遣

的青年才俊；更

早些时候，复旦

大学也承担国家

留学任务，选派

自己的青年教师

出国留学或是专

业进修。也就是

从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留学

生事业退出了救

亡图存的色彩而

专注于合作交流。

如今的复旦

大学校园，已成

为各国留学生的

乐园。留学生们

津津乐道于陈望

道老校长的历史

功绩、办学理想、

学术风范和各类

典故，他的铜像、

故居和当年在上

海战斗过的史迹，

　　1987 年复旦大学成立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并在全国率
先接纳西方国家派遣的青年才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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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