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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百年 史迹

■本栏目由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
作者：黄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新疆1912》
作者：崔保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以史学的视角系统研究了辛亥革
命新疆经历的政治社会变化，对理性看待
和处理民族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
用，填补了国内民国史研究在新疆地方史
方面的空白。从这本书里，从晚清到民国，
从封建大员的联合节制，到仁人志士的命
运沉浮，到“新”“老”派官员的更替交换，再
到军阀之间的血雨腥风，及至历任新疆主
事者在自身条件下对新疆的打造，这30年
间，不同背景的人如何来审视和把握新疆
的发展，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眼前。

《爱人同志》
作者：艾伟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小说里可以读见中国近三四十年的社
会发展状况。改革开放，城市土地向乡村大
规模挺进、拆迁与搬迁，爱情婚姻道德规范
的冲击和重建……本书不仅仅是小说主人
公的生命悲剧，也是一代人寻找自我价值的
艰难旅程。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万不
能掺杂虚荣的要素，若回归本真，在真实中
互爱，才能收获符合人性需要的快乐。

《自主今生》
作者：孟野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一位知识分子十余年的人生
沉浮与命运起落，反映了在国家改革开放的
大背景下，知识分子的浮躁与自省、商道人士
的冒险与跌失、不甘于现状者的渴求与拼争
……本书精彩于作者将男人的内心世界揭示
得非常到位，写出了男人本性的真实。阅读
本书，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进程以及人们许
多意识许多观念难以避免的相互撞击，看到
当下世情的本相，看到人的一种精神，这种精
神就是：自信、自立、自强，不畏挫折、永不放
弃……

沪东纱厂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周林（1912-1997）

领导过沪东工人运动的外交家

钓鱼岛海域风云变幻，乌云密布，战争
似乎一触即发，这其中到底有着什么样玄
机？钓鱼岛争端背后的操纵力量到底是
谁？中日钓鱼岛之争实为货币战争，是
2012 年最残酷也是最惊心动魄的货币战
争。作者从事货币研究17年，长期在金融
领域搏杀，通过本书，告诉读者钓鱼岛争端
背后的真相，抽丝剥茧的从逻辑的角度，从
货币的角度，让你看懂这一切。这不是阴
谋论，而是逻辑论，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
和即将发生的事……

韩念龙（1910-2000）

—— 周林

—— 韩念龙

卓越网
1、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辛夷坞 朝华出版社
2、爱

托妮·莫里森 南海出版公司
3、乌默它

马里奥·普佐 南海出版公司
4、百年孤独

加西亚·马尔克斯 南海出版公司
5、莫失莫忘

秋微 中信出版社

小说类

卓越网
1、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

赵伟 江苏文艺出版社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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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习惯的力量
查尔斯·杜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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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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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管理类

卓越网
1、时间简史

史蒂芬·霍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世界上最恶心的细菌书

青青姐姐 化学工业出版社
3、昆虫记

亨利·法布尔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4、全球最美的地方精华特辑：游遍欧洲

《图说天下·国家地理系列》编委会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万物简史
比尔·布莱森 接力出版社

科普读物类

周林（1912-1997），又名张家麟，贵州仁
怀人。

1932 年 10 月入团，1936 年转党。1936 年
初，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为加强对上海日商
纱厂工人运动的领导，决定在上海工会联合会
内成立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纱委”），周
林是纱委领导成员之一。他经常深入沪东各
日商纱厂，向工人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1936 年 11 月上海日商纱厂 4 万余工人举行反
日大罢工，专门成立罢工指挥部，周林是领导
成员之一，专门负责沪东日商纱厂工人的组织
发动工作，罢工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1937年“八一三”后，与马纯古一起组织上
海纱厂工人救亡协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因
战争停工关厂的工人救济工作。沪东区沦陷
后，同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派工委委员马纯古
等到沪东恢复和重建沪东地区党组织时，周林
负责到英商新老怡和纱厂开辟党的工作、重建
党组织。1938 年中共江苏省委难民运动委员
会（简称“难委”），以“移民垦荒”、“回乡运动”
名义公开合法输送难民去皖南参加新四军，8
月，周林带领一批难民去皖南新四军根据地。

以后，周林先后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军法
处长、一师政治部锄奸部长，苏中区党委社会
部长，苏南区党委城工部长，华东军区直属政
治部主任，上海政务接管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
书长，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教育部副部
长、党组副书记等职。是中共十二、十三届
中顾委委员。

1997年6月10日在北京逝世。

韩念龙（1910-2000），又名蔡仁元，贵州仁
怀人。

1935 年夏，在沪东工人区的施家宅土地
堂（今平凉路2641号处）创办了杨树浦工人识
字学校。在工人中开展识字教育同时进行抗
日救国的宣传。同年，上海工会联合会张维
桢等也经常以该校为据点，在附近工厂工人
中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初，韩念龙加入中国
共产党。

1936年2月初发生日商大康纱厂（即后来
的上棉十二厂）日本人打死工人梅世钧事件，
韩念龙、张维桢等决定动员大康纱厂工人罢
工和组织以大康纱厂工人为主的数千沪东日
商纱厂工人的游行示威，后因遭中西巡捕等
阻挡而失败。此后，杨树浦工人识字学校被
查封；韩念龙也遭通缉，但他仍继续积极参加
革命活动。

2月中旬，全国总工会白区执行局决定成
立日本纱厂工作委员会（简称纱委），加强日商
纱厂的工运领导。韩念龙是纱委领导成员。
到11 月，纱委等发动沪东、沪西4万多日商纱
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韩积极参与组织领导
工作，罢工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韩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1939 年起任中共崇明工委委员，崇明抗日自
卫总队政治部主任，崇（明）启（东）海（门）常
备旅政治委员，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第九团

政治处主任，苏浙军区特务团政治委员、新四
军苏浙军区三纵八支队政委、三纵政治部主
任等职。

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军调部驻淮阴第十七
小组中共代表，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第三野战军第三十三军政治委
员，淞沪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参加了解放上海
的战斗。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巴基斯坦、瑞典
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兼办公厅主任、外交部
副部长、常务副部长，对外友协副会长，中国人
民外交学会会长，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0年6月2日在北京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