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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泽东诗词看大学生职业规划和

职业成功要素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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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长沙南方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８；２．湖南女子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毛泽东同志早年曾从事过多种职业，这对他日后在职场上的成功具有重要作用。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中蕴
藏着很多职场成功的哲理，当代大学生仔细研读将从中参悟很多职场成功之道。这些职场成功要素包括求学、健康、立

志、乐观、团队、力戒骄躁、少发牢骚和时间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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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职业发展乃至人生皆应如此，大学生也不例外，为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

必需做好职业生涯规划。而他们在生涯规划上，似乎存在着误区：有的人规划了却没有成功，有的人没

有规划却成功了，因此生涯规划可有可无。事实上，要获得人生成功必须对其进行详细而周密的规划。

但是进行职业规划并不一定要接受这方面的系统教育，也并非要撰写出在现代大学生中常见的模板化

的职业生涯规划书，同样是从青年学生走来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就是非常好的成功范例。他并没有

接受过系统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也没有写过模板化的职业生涯规划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没有

规划。如果将他一生所写的诗词串连起来，就是一篇文采飞扬的职业生涯规划书。毛泽东同志的诗词

对想获得职场成功的当代大学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１　毛泽东青年时代的职业历程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他一生的成功，与其早期职业经历不无关系。实际上，青年毛泽东有

着丰富的职业经历。毛泽东同志的第一个职业是军人。１９１２年，他受辛亥革命成功的影响投笔从戎，
成为新军的普通一兵。半年后，部队奉命解散，他辗转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成了一名中师学生（当时一

师免学费，发生活费，故可视为他的第二个职业）。５年后，由杨昌济先生推荐，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
员成为他的第三个职业。在此期间，他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马克思主义者的伟大转变，奠定了日后成为

职业革命家的思想基础。他的第四个职业是学运领袖（“五四运动”爆发后他返回长沙领导学生运动）。

从此，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家逐步走上政治舞台，为了掩护身份和宣传革命，他从事了第五个职业———

教师（相继在湖南一师及其附小任教）。笔者认为，职业生涯中的两段经历对其成功最有帮助———军人

和教师：从军的经历磨练了他的意志、强健了他的体魄，更重要的是使他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方式；而教

师的经历则使他认识到教育国民、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性。不过在其中他自己最满意的还是老师。他曾

对《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说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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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Ｔｅａｃｈｅｒ，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
概辞去。”［１］因此人们尊重他的意愿，还是尊称他为“导师”。他还勉励自己母校湖南第一师范的后学们

并为其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２］

２　毛泽东诗词中的职业成功要素
第一，求学。学习是促使人们走向职场成功的必经阶段。成功的名人在少时就立志求学，如孔子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毛泽东亦不例外。毛泽东１９１０年秋离家外出求学时就曾写诗表达了自己的求
学志向，“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３］用当下的职场流行语来说，毛泽东的“第一学历”并不

高，仅是一名中师毕业生，但他靠刻苦自学、持之以恒的精神，超过了王明等那些读过名牌大学、喝过洋

墨水的人，引领中国革命最终走向成功。由此可见，少时的立志求学对他的人生成功具有极为重要的

影响。

第二，健康。《水调歌头·游泳》是毛泽东１９５６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所写。这首词的重要启示就
是职场人要注意健康问题。“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获得职场成功的必备要素。毛泽东青年时非常

注重锻炼身体、磨练意志，隆冬时他用冷水擦身，湘水滔滔他“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３］。正是年青时

造就的强健体魄，才使他能克服千难万险，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７３岁时仍能“万里长江横渡”。而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现代的职场白领，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明显好于过去，但因不注重身体锻炼而常处

于“亚健康”状态，也难以应付日益沉重的工作。要获得职场成功首先要有好的身体。

第三，立志。《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１９２５年在长沙湘江之滨所写。这首词提示立志在职场成
功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即毛泽东２５～２８岁之间的３年多时间，是他人生履历中重要的时
光。作为从青年学生到共产主义者的过渡，在这个期间他有着丰富而复杂的履历。这时候的他“恰同

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并已提出了“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

沉浮”的主宰历史命运的世纪“天问”。少年立志、为国为民，这正是他走向人生辉煌的关键。

第四，乐观。《七律·长征》是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在红军长征即将胜利时所写。这首词所体现出的乐
观主义精神对职场人具有重要启示。现代人们在职业发展中，难免会遇到各种艰难挫折，应以怎样的精

神面对呢？毛泽东在这首诗中给了最好的答案：纵使长征中有万水千山之难，毛泽东与红军都“只等

闲”视之。“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我们今天在职场中纵有千难万苦，何及红军在长征中爬雪山、过

草地之艰难险阻。而在大学生中与就业者相比，自主创业者将遭遇更多的困难甚至失败，这就更需要这

种精神了。

第五，团队。《沁园春·雪》分别是毛泽东１９３６年在喜看雪景和１９５６年回到韶山时所写。这两首
诗词中都渗透着团队对职场成功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团队已成为人们职场成功的必备要素。俗

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团队对于个人的职场成功具有重要作用。我们认为，在毛泽

东的职场成功中，最重要的“团队”就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正如他在诗词中称颂的“数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第六，力戒骄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忆秦娥·娄山关》分别是毛泽东１９４９年在中
国革命即将胜利时和１９３５年在娄山关前所写。诗词中蕴藏的职场哲理就是力戒骄躁。在激烈的职场
竞争中，面对工作上所取得的成绩，现代人往往更容易滋生出骄傲情绪。在获得阶段性的成功后，是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还是沾沾自喜、固步自封？毛泽东在这首诗中做出了回答：“宜将胜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３］楚霸王败兵垓下的历史教训，现在的职场人士也应引以为戒。如何戒呢？还是毛

泽东的话：“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面对以往的成绩我们只

能“而今迈步从头越”。

第七，少发牢骚。《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是毛泽东１９４９年在建国前所写。这首词也是在告诫世
人要少发牢骚、放宽眼界。现代人在职场中常会遇到很多不顺心之事，有时难免也会牢骚满腹、心生抱

怨。面对这些问题，毛泽东教导我们，“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３］其实，我们在职场中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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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牢骚，都是由于自己想不开所致，即自寻烦恼。解决牢骚最好的方法就是开阔自己的胸襟，将眼光放

长远一些。牢骚对组织而言是一种会传染的毒药，也是任何组织无法接受的。

第八，时间管理。《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是毛泽东１９６３年在广州视察时所写。这首词中体现
出时间管理这个现代职场成功的要素。在现代职场中，时间管理非常重要。对于职场中人而言，做好时

间管理不仅意味着丰厚的经济利益，更能令自己的事业突飞猛进。时间管理有很多种方法，我们认为其

中最重要的就是“抓住今天”，即毛泽东在其诗中写到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３］。永远也不要想自

己在未来还有多少时间，最重要的是抓紧眼前的时间，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标。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

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自己的目标，而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在这方面就是最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毛泽东诗词中蕴藏着很多职场哲理，大学生如果仔细研读定能从中参悟职场成功之道；

而如果将其连贯起来就是一本文采飞扬的职业规划书，或者说是一本厚厚的职场备忘录。

３　结语
当下很多大学生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以为然，但实际上很多成功人士都非常重视它，并注重挖

掘其中的职场成功之道。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曾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毛泽东。对于我们

这一辈人而言，毛泽东永远是影响最为深刻的一位伟人…… ”［３］。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马云曾说：

“毛泽东式的管理运动，对于企业管理变革而言是最为有效的。”［４］前巨人网络ＣＥＯ史玉柱曾说：“毛泽
东思想和搞企业是有共性的。”［３］著名职业经理人唐骏也曾说：“我是读着毛主席语录长大的，我对毛主

席有一种特殊的恋情。如果你问我最崇拜的人是谁？我一定会亳不犹豫地回答：毛泽东。”［３］很多大学

生都以他们为职场成功的楷模，而实际上他们却是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的养分。毛泽东诗词亦是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它、用好它将有利于大学生获得职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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