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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百年 史迹革命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为什么读书》
作者：夏尔·丹齐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无论书的介质如何变化，阅读始终会是
人们关心的话题。作者以资深书虫的历练
和作家的精巧敏锐，写下了书中的七十余篇
文章，将读者引上读书这条无用却意义重大
的不归路。作者围绕各种读书话题，分享了
精辟独到而又体贴入微的阅读心得，其中有
切实的建议、甜蜜的赞美、尖刻的讽刺，还有
新鲜的阅读观念：阅读是文学的姊妹，读者
借助他们展开与死亡和时间的拉锯战。

《幸福要回答》
作者：杨澜、朱冰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杨澜从社会和个人双重层面入
手，用自己的体验与智慧分享了社会普遍
关心的热门话题背后的思索与追寻，围绕
社会广泛关注的“幸福”话题展开。杨澜基
于“天下女人幸福力课程”整个体系，根据
现代医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理论专家团
队和实践的成果，将其独特的生活体验和
数百次访谈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思想结晶汇
集到本书中。每个人看到她的故事，都会
思考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都会反思如何
获得自己想要的幸福。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作者：郭子鹰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每天都是一次新的旅行，每一个和我
们走过一段的人都值得感激。旅行作家、
自由摄影师郭子鹰通过长达10余年的自助
旅行，沉淀出这场归期未定的视觉旅行和
21段藏于旅途的灵魂悟语。作者用独特的
方式告诉你：上路吧，寻找那个更可爱、更
勇敢、更真实的自己。

“境地”——只有你看见的世界，才是对
你有意义的存在；“浮生”——旅途中遇到的
人，他们在与你航迹交错的瞬间，改变、点
化、充盈了你的人生；“絮语”——我们都需
要一个小小瞬间，让自己的平淡时光显得更
值得被回忆一些。

《带灯》
作者：贾平凹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是贾平凹带给文坛、带给读者的又
一惊喜，作品不仅保持了以往的艺术特点，更
是达到了新的文学高度。小说的主人公是一
个名叫“带灯”的女乡镇干部，主要负责处理
乡村所有的纠纷和上访事件，农村的琐事让
人心烦又让人同情，带灯在矛盾中完成着自
己乡镇干部的职责，她既不愿意伤害百姓，又
要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她每天面对最让人
无法摆脱的杂乱，内心却不断向上飞升，带灯
在现实中无处可逃的时候，她把精神理想寄
托放在了远方的情感想象之中，远方的乡人
元天亮成了她在浊世中的精神寄托，她在不
断地给他写信，向他诉说……

欧阳洛（1900-1930）

在工人群众中威信很高的区委书记欧阳洛

▲老怡和纱
厂旧址

▲老怡和纱
厂生产车间

卓越网
1、无止境的杀人

宫部美雪 南海出版公司
2、一个美军海豹突击队员的生死狙击
克里斯·凯尔 斯科特·麦克伊文 吉姆·德菲利斯

中国画报出版社
3、青春是一本仓促的书，我们流着泪一读再读

傅娟 中国华侨出版社
4、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扬·马特尔 译林出版社
5、四十九日告别

伊吹有喜 南海出版公司

小说类

卓越网
1、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肯尼思·库克耶

浙江人民出版社
2、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谈判课

斯图尔特·戴蒙德 中信出版社
3、思考，快与慢

丹尼尔·卡尼曼 中信出版社
4、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崎

莎伦·莱希特 南海出版公司
5、可口可乐的征服

内维尔·伊斯德尔 大卫·比斯利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济管理类

卓越网
1、我有一个同事

黄爱东西 上海三联书店
2、希利尔讲给孩子的世界地理
维吉尔·莫里斯·希利尔 哈尔滨出版社
3、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4、昆虫记
亨利·法布尔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遭遇雄狮
维托斯·德吕舍尔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科普读物类

欧阳洛（1900-1930），字仲廉，又
名毛春芳，江西省永新县芦溪阳家村
人 ，欧 阳 洛 10 岁 时 在 家 乡 读 书 。
1922 年夏，考入南昌第一师范，1923
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欧阳洛被
派回永新，从事农民运动，永新县最
早的一批共产党员，都是欧阳洛介绍
入党的。

1926 年 7 月，北伐军向湖南进军
前夕，欧阳洛又先后发展了贺子珍、贺
怡、贺敏学等 20 余人为党员。接着，
欧阳洛在县城左家祠秘密主持召开了
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建立了中共
永新支部，欧阳洛任支部书记。

1927 年 7 月下旬，欧阳洛根据省
委指示，到南昌参加八一南昌起义。8
月3日，起义部队南下，党组织指示欧
阳洛转移去上海。

9 月，江苏省委派欧阳洛到英商
老怡和纱厂任支部书记。为了开展革
命活动的需要，欧阳洛改名为毛春芳，
在粗纱间写字间当抄号头的先生，他
在工人中威望很高。新、老怡和纱厂

工人都亲切称他为“我们的阿毛”。
12 月，遵照江苏省委的指示，欧

阳洛领导沪东新老怡和纱厂、日本纱
厂和电车公司等处工人进行了罢工，
虽然罢工失败了，但欧阳洛在逆境面
前毫不退缩，顽强地坚持，进行更加艰
巨的教育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1928 年 4 月，组织上任命欧阳洛
为“沪东区委”委员，同年11月又提任
沪东区委书记。12月初，欧阳洛主持
召开区委会议，研究贯彻党的六大会
议精神，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
如何开展工人斗争，不仅关系到工人
阶级的眼前利益，也直接关系到中国
革命胜利的大事。对此，区委要十分
注意斗争策略，在斗争形式上不排斥
合法性，要从工人群众切身利益出发，
提出适合群众需要并能够达到目的的
要求，尽可能地为工人群众争取利
益。区委决定将工会工厂委员会推到
第一线，党的组织和赤色工会隐蔽起
来转入地下。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打
入社会组织中去，重点做好教育和团
结群众的工作，改变以往强迫命令和
党组织包办代替的工作作风和方法。
随着许多工厂童工、女工人数增多，分
别在各工厂建立童子团和姐妹团。同
时，区委还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先后
编写出版了《沪东工人》、《好同志》刊
物和其他宣传品。

当时，由于党的工人运动指导方
针上“左”的错误，给工作造成很大困
难，欧阳洛有针对性地写了《关于对中
央错误路线的分析与中央兼江苏省委
问题》的报告送交省委，表明个人的看
法。针对个别同志存有胆怯心理，工
人们斗争情绪不高，欧阳洛以极大热
情坚定党员的信心，加强对童工、青工
的宣传动员工作，大胆果断地组织了
一次童工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8年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在
沪东建了一个所谓的“沪东工人俱乐
部“，企图拉拢和分裂工人。欧阳洛及
时向工人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教育工
人不要上当。11月10日，欧阳洛与沪
东区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组织领导
了一次捣毁“沪东工人俱乐部”的行
动，迫使“沪东工人俱乐部”不得不把
招牌取下，偃旗息鼓、草草收场。

1929 年初，工头殴打工人，欧阳
洛因势利导，组织新老怡和纱厂工人
举行反对工头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
资本家知道欧阳洛虽是写字间小职
员，但在工人中威信高，只得再三委托
欧阳洛出面调停。结果，在他的“调
停”下，通过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
罢工终于取得了胜利。厂方答应开除
殴打工人的工头，罢工的半天不扣工
资，释放在罢工中被捕的工人，燃放爆
竹，用汽车将被捕工人接回，恢复他们
的工作，还发给每人 10 元钱的津贴
费。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工人群众的
斗争情绪又逐渐高涨起来，党员人数
扩大到七八十人，成了当时全市最大
的党支部。由于以欧阳洛为首的沪东
区委的努力，沪东区的工人运动蓬勃
发展，党的组织和党的力量也得到了
恢复和发展。到1929年3月，全区已
有党支部27个，党员164人。与此同
时，还恢复和发展了8个共青团支部，
有团员80多人。

1929 年 4 月，欧阳洛服从省委调
配，离开了己打下良好工作基础的沪
东区，任沪西区委书记，沪东区委书
记一职由刘少奇接任。9 月，中共中
央调欧阳洛到湖北省委任委员，1930
年 2 月初，任临时省委书记。2 月 18
日，中央任命他为湖北省委书记兼组
织部长。

1930 年 4 月 5 日，欧阳洛在武昌

主持召开党的会议时，因叛徒告密，与
其他三位同志被捕。在敌人的法庭
上，欧阳洛面对酷刑，未供出一字，4
月 18 日，在去刑场的路上，欧阳洛高

昂着头走在最前面，“临刑时他高呼口
号，其势雄雄，后随三人唱国际歌和
之，悲壮激烈，视死如归。”不一刻，武
昌阅马场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