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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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理想国：礼记》
作者：周何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本书用平浅通俗的文字、趣味故事的
转述，加上必要的分析说明，让人人都能从
书中重新体认这些宝贵的文化精华。本书
除了许多礼意的说明、礼事的记载外，还有
更多有关正常生活必须知道的规矩，一般
做人做事的原则，以及立身行世的人格修
养等宝贵的资料。这些都是前人智慧的结
晶，生活体验的累积，也是适合我们中国社
会状况和人文历史的文化遗产。时至今
日，礼的形式当然会有很多改变，但是内涵
的思想观念，却仍然应该具有着重要的指
导价值。

作者在书中提出三个问题：幸福是什
么？哲学可以为这一命题做出什么贡献？我
们个人能够而且必须做到什么？引导读者深
入思考“幸福”的多样性：好运、快乐、充实，甚
至连悲哀也可以成为一种幸福。说到底，幸
福并非人生第一要务，寻找“幸福”的人真正
寻找的往往是“意义”。要把生活过成一种

“艺术”，意味着除了追求生活的高度，还要追
求其深度。在旧有的种种“意义”纷纷消亡的
当今社会，我们能否开创一个“创造意义”的

“特别的新时代”？

我们每天的活动，有超过40%是习惯的
产物，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决定。虽然每个
习惯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这些习惯综合起来却对我们的
健康、效率、个人经济安全以及幸福有着巨
大的影响。

本书从实验心理学、应用心理学和神
经学以及营销学的角度解释习惯的奥秘，
让读者了解到行为如何变成了习惯，而习
惯又如何改变人的命运……

《莫言的文学共和国》
作者：叶开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

本书讲述了莫言绚丽而曲折的人生故
事，深入浅出地揭示了高密东北乡文学共
和国的政治结构和人际关系。以文学史和
中国史为背景，在全面阅读和分析莫言作品
的基础上，深刻发掘莫言的创作思想，解读
他的代表作品。阅读本书可以了解，莫言是
如何以精妙的政治反讽和历史寓言，技艺高
超地表现了一个丰富而深刻的现代中国。

“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牲”的公交三烈士

钟泉周（1919-1949） 王元（1918-1949） 顾伯康（1910-1949）

▲公交三烈士塑像

▲1949年2月在要求发“应变费”斗争中，公交公司罢工汽车包围国民党上
海市政府

卓越网
1、不要走远

哈兰·科本 哈尔滨出版社
2、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3、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 朝华出版社
4、沙海

南派三叔 新世界出版社
5、霍乱时期的爱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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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真相
臧云鹏 北京大学出版社

3、富爸爸穷爸爸 罗伯特·清崎
莎伦·莱希特 南海出版公司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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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
赵伟 江苏文艺出版社

经济管理类

卓越网
1、俄罗斯经典科学读本：快乐数学一本搞定

伊克纳契夫 光明日报出版社
2、古灵精怪好问题

冰河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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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5、从一到无穷大：科学中的事实和臆测
乔治·伽莫夫 科学出版社

科普读物类

钟 泉 周（1919-1949）、王 元
（1918-1949）、顾伯康（1910-1949）是
上海工运史上著名的“公交三烈士”，
他们牺牲于上海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时为1949年2月17日。

1949 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将
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的号召。国民党反动政府在人民
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节节败退，准备
向南逃窜，将其行政院迁至广州，并要
求各地作好应变工作。南京政府公务
员于 1 月份领到了应变费，每人拿薪
津3个月，另加2万多元钱。国民党上
海市长吴国桢对记者说：“上海应变办
法是怎么变就怎么应”、“在时势必要
时，将用南京的办法……”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地下党发动
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各行各业职工要求
国民党反动当局发放应变费、应变米。

1949年1月30日，公交职工迫于
物价飞涨生活艰难，要求发应变费。2
月16日早晨，枫林桥的工人知道了公

司当局拒发应变费的消息后，自发地
举行了罢工。消息传开，起讫站在外
滩的公交车上的工人也积极响应。不
多时，罢工的公交工人会合在一起到
公平路大礼堂开会。会上提出要第三
届公交员工福利会理事会督促公司派
人来谈判，解决应变费问题。由于公
司方面派来的谈判代表无诚意，形成
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为了打破僵局，当天下午，由公交
员工福利会理事长钟泉周出面，在公
平路大礼堂召开司机、售票员代表会
议，代表们一致要求公司当局发放应
变费，否则不予复工。中共党组织迅
速作出决定，要大家提高警惕，党员曹
森通知钟泉周避一避。

国民党上海市当局获悉公交工人
罢工，惊恐万分，立即下令警察局、警
备司令部派出军警镇压。

敌人经过周密策划，于16日晚上
9时半闯入西宝兴路钟泉周的家中，翻
箱倒柜地搜查后，将钟泉周押上了吉

普车。与此同时，敌人还逮捕了顾伯
康（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事会理
事）、王元（公交员工福利会第三届理
事会常务理事）及其他6位工人代表。

17日凌晨，钟泉周、顾伯康、王元
等 9 位遭逮捕的工人代表，从福州路
警察局被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
部。敌人对他们威胁、恐吓。他们大
义凛然，在审讯时慷慨陈词。王元鼓励
大家说：“不要怕，牙齿咬咬紧，要经得
起考验。”顾伯康激昂地说：“我为大家
谋福利，应变费每人6石米是我提出的，
这是工人一致的要求，你们以为逮捕我
就可镇压工潮，简直是做梦！一个人被
捕，千万个人会站起来的！”钟泉周严正
斥责敌人说：“我是全公司职工选出来
的，我为工人谋福利有何罪？”敌人一连
审讯了4个小时，一无所获。

在看守所时，钟泉周给家里写了
一封信，其中嘱咐：“家中一切，请同学
曹森照顾”。王元在敌人面前高呼：

“为大众谋幸福，为生存，争自由，死也

值得！死何可惜！”他们的英勇献身精
神，鼓舞和激励着人们为争取工人阶
级的解放而斗争到底。

1949年2月17日下午，国民党淞
沪警备司令陈大庆悍然下令杀害钟泉
周、王元、顾伯康。敌人派出大批军
警、荷枪实弹地将三人押赴江湾枪杀。

三烈士的被害，激起了公交职工以
至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公交党支部
组织工人瞻仰三烈士遗容，激发全体职
工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号召大家化
悲痛为力量，积极准备迎接解放。

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
社短评，警告国民党反动派和刽子手

“决不能逃避罪责。中国人民解放军
必将追寻这些杀人犯至天涯海角，务
使归案法办。”2 月 27 日，清华、北大
等高校的同学会也分别举行了追悼公
交三烈士的大会，以示对烈士的缅怀
和对反动当局的声讨。

上海解放后，市长陈毅于1950年
2月17日为公交三烈士殉难一周年纪

念大会题词：“为中国人民事业而牺
牲，永远为人民所纪念！”

1985年2月17日，是公交三烈士
牺牲36周年，为继承和发扬公交工人
的革命传统，市公交公司建立了公交
三烈士塑像。上海市四平路 1230 号
上海巴士一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广场
上的苍松翠柏之中，屹立着钟泉周、王
元、顾伯康三位烈士的塑像。塑像旁
的“二一七”图书馆内设有三烈士纪念
室。纪念室入口处的门楹左边挂有一
牌，上面刻着由原上海总工会张祺题
写的“公交三烈士纪念室”。当人们走
进纪念室内时，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室内陈列着烈士遗像、遗物与事迹，还
有陈毅、刘晓、刘宁一、马纯古等领导
人的亲笔题词，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
上海总工会等敬挽的匾额和《人民日
报》等刊载有关公交三烈士文章的复
印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