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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慎独　成就职业人生
———《自动自发》读后感

陈　文　娟
山东卫生报刊社《山东医药》第一编辑部，２５００１４，济南

　　听着悠扬的古筝声，打开《自动自发》一书，闻着
久违的墨香，不知不觉入了迷。一口气读了２遍，已经
很久不读励志书的我心中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激动与

感慨，同时也夹杂着一丝惭愧。或许这就是励志书的

魅力吧，促人奋进，教人警醒。

本书的主题思想就是自发自动，就是没有人要求

你，强迫你，自觉而且出色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书中作

者从勤奋、敬业、忠诚、自信４个方面分析了自发自动
的具体表现，已经成为人类永恒的共通价值，无论任何

时代，这些价值都是激励们不断前进的不竭的精神力

量。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的，少了任何一种品质都不能

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或者说即使暂时在别人眼中是，也

不可能长久。

勤奋是贯穿精彩人生的主旋律

作者采用了大量篇幅表述勤奋的重要性，且更重

要的是指出了勤奋的方法及目的。作者告诉我们，对

待工作要勤奋，不要仅仅为了薪水而工作，比薪水更重

要的是每份工作中都包含众多使人成长的机会［１］。

纵观古今，凡是成大事者，必是先经过“苦其心志，劳

其筋骨，饿其体肤”的一番风霜雪雨的洗礼，才能获得

凤凰涅?般的重生。

编辑工作在大多数人看来就是修修补补，不需要

动脑筋，不需要创新性。刚接触这份工作时，在学校所

带有的那份自以为是的书生意气仍未消退，因此，内心

里对编辑工作有些小觑。真正从事这份职业，进入编

辑角色后，我为自己起初的无知与轻浮而羞愧。后来，

在不断的努力中，我正视到自己眼高手低的毛病并努

力克服，沉下心来静心学习，虚心请教，反复琢磨，业务

能力终于已经有所提高。也时常因给修改完一篇文章

后，作者给予我由衷的赞扬而油然升起些许成就感、满

足感和自豪感，同时更多的是增加了一份责任感，这份

责任感促使我不敢怠慢，而是加倍努力以对得起作者

那份宝贵的信任，在这份别人看来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的工作中，我找到了人生目标，同时也深刻理解了作者

的那句话：“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工作，工作没有贵贱之

分，但对于工作的态度却有高低之别。”［１］一旦去除了

思想糟粕，更新思想观念，转变工作态度，那所厌烦的

想要逃避的工作在你的眼中将是另外一番光景。

敬业是在平凡工作中获得成就感的重要保障

作者告诉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要看待敬业，把在

工作中那些平凡当作是一种乐趣，一种挑战，一种修

为，一种品质，这样，在工作中才会忠于职守，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作出突出的贡献［１］。

著名的编辑家邹韬奋先生怀着一颗爱国心，抱着敬

业的态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２］。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社长兼总编辑游苏宁先生，虽公务繁忙，但业余时间仍

撰写编辑学论文１００余篇，获得荣誉奖项无数，对我国
期刊如何发展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及主张，利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使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吸取了大量优秀

的稿件，促进了它们的快速提高［３］。他们都是因为有强

烈的责任心，才能在平凡的岗位上活出精彩的人生。

我周围的例子也俯拾皆是。比如我们的周天增社

长，早出晚归已成家常便饭，为了社里的长远发展，为

了满足全社人员的精神与物质需求，可谓呕心沥血。

有次不经意间问起他为何能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

不断前行，他一句简单的话“责任使然”，道出了其人生

理念。社里德高望重的郭淑文主任，自从我进入报刊社

以来，从未见她休过一次假，工作上更是以身作则，兢兢

业业，不辞劳苦；对我们言传身教、谆谆教导，从来都是

耐心有加，无论大小事都是尽力做得尽善尽美。

在这些前辈兼老师的影响下，我始终处于敬业与

学习的状态中，不敢在前行的道路上偷懒。在工作中，

也有因觉得是小事而想敷衍了事，也曾遇到过沟壑纵

横而畏难万分，但我深知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对待生

活的态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河”。即使工作内容只是繁琐小事，也该认真对待。

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最重要，有些工作可能难度大，但

是，只要我们以认真尽责的态度去做，相信结果一定能

达到预期。４年的编辑工作经历，在我的思想意识中，
已经有了职业归宿感。《山东医药》杂志，不仅给予我

丰衣足食，更让我个人价值得到体现，我会时时刻刻为

维护它的完美形象而努力。

忠诚是工作中道德层面上的传统美德

作者说，老板和员工的关系并非是对立的，如果你

为一个人工作，真诚地、负责任地为他干，如果他付给

你薪水，让你得到温饱，你就会为他工作，并称赞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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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他，支持他［１］。

从商业的角度看，领导跟员工之间是一种合作共

赢的关系；从情感的角度看，也许有一份友谊；从人性

的角度看，领导也是普通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生

低谷，在此时，我们应该给予同情和理解，而不是讽刺

与挖苦。我想，对于我们的这些许善行，领导会铭记于

心的，而我们自己也会得到领导的关心和爱护。为什

么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原谅一个陌生人的过失，却对自

己的老板和上司耿耿于怀呢？感恩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将它继承，并发

扬光大。有情有义，方能显示人性之美。

在很多时候，人们可以为一个陌路人的点滴帮助

而感激不尽，却无视朝夕相处的老板的种种恩惠，将一

切视之为理所当然［１］。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唯有待

人如待己，心怀感恩之情，忠于职守，工作中少一些抱

怨，多一些包容，做一个忠诚的人，不因为私心杂念而损

害集体的利益，才能使领导的种种英明决策付诸实践，

并成为现实，而我们也顺理成章地品尝到成功的果实。

这正是与人为善，于己方便。从小受父母的耳濡目染及

学校的道德品质教育，我明了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

相报。领导给我创造了优越的办公条件，有利的学习条

件及和谐的工作环境，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让我可以

心无旁骛地工作，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攀登，直至达到那

山峰的顶点。这是何等的恩惠与功德！我将以编辑工

作作为自己的事业，向领导学习，以领导的心态对待工

作，更加努力，更加勤奋，更加积极主动。

人都说女人天生爱美，我尤其如此。我深知热爱

工作的人是最美丽的，外在的美只是一时的，而内在的

美却是永恒的，不会随着岁月而流逝；所以，我热爱领

导给我的岗位，我更珍惜这份工作，工作本身就是一种

荣誉，一种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将会以高度的责任心

完成领导交给我的工作，忠于职守，让领导放心。

自信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灵丹妙药

人类是自然造化的产物，如同万物因果循环一样，

思想同样包含种因得果的道理。思想既可以作为武

器，摧毁自己，也能作为利器，开创一片无限快乐、坚定

与平和的新天地［１］。萧伯纳说过：“有信心的人，可以

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奇。”对此，我深有感触。

以前曾因家里贫穷、自己身材不够高等等原因而自卑

过，也曾因内向的性格而羞于与人交往，现在都忘记是

什么原因促使我转变了思想观念，改变了自卑的心理，

开始学着换一种方式思考。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

给你的心灵关了一扇窗的同时，也给你开了一扇门，永

远不会让你的心灵处于黑暗之中，除非自己将那扇门

也关上。生活上的困窘不是错，错的是你的精神是贫

瘠的、荒芜的。少年时期的我，努力丰富自己的精神生

活，让自己处于书山题海之中，贪婪地汲取着知识的营

养，终于实现了我人生第一个梦想———进入大学殿堂。

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又考取了研究生，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硕士学位。这些都是因为自信心给了我坚强的力

量、无穷的动力，让我坚持不懈地努力，从未因个中的

苦楚而感觉辛苦。我累并快乐着！

书中说，不要满足于尚可的工作表现，要做最好

的，你才能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物。人类永远不能做到

完美无缺，但是当我们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不断提升

自己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是人

类精神的永恒本性。超越平庸，选择完美。这是值得

我们每个人一生追求的格言［１］。

在编辑出版业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作为编辑

人应该跟上社会的发展步伐，适应目前残酷的优胜劣

汰的竞争环境。我会把自动自发转化为工作的原动

力，勤学编辑业务知识，苦练业务技能，对工作精益求

精，为增强杂志的内在质量贡献力量；积极宣传推广

《山东医药》杂志，积极投身杂志的经营，为树立杂志

的完美的外在形象作出努力。我会勇敢地接过前辈的

接力棒，为杂志的健康发展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争做

编辑界的铿锵玫瑰。

哥德曾说过：“读了一本好书，像交了一个益友。”

这本书使我思想上得到了一次洗礼，人生又多了一些

感悟，对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了很大的启发和指引

作用。我会将自发自动的精神落实到编辑工作中，原

则做事，本色做人，尤其要做好科学的把关人［４］。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人最

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

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

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

‘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愿每个热爱生

活、热爱工作的同人都能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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