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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世界，尤其是当今中国，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社会发展日渐和谐，职场生涯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
，需要人们重新加以思考。
一个人的时光，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职场生活显得尤为重要。
怎样做好本职工作，怎样处理好与同事们的关系，不但关系到自己的事业发展(包括加薪、晋级、自主
创业等)，而且关系到自己的身心健康。
人的职场生活质量高不高，工作做得好不好，能否成为真正的人才，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概括起来主要有八大因素，即是否善于学习、知识是否更新、技能是否多样、反应是否敏锐、目光是
否远大、情商是否出色、心理是否坚强、是否团结协作。
学习力决定竞争力。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多个场合反复阐述这样一个观点：随着中国加入WTO，在未来的社会里有八种人
将会“走俏”，在新时代崛起，具体包括善于学习的人、知识更新的人、技能多样的人、反应敏锐的
人、目光远大的人、情商出色的人、心理坚强的人、团结协作的人。
相反，还有八种做得不好的人，即不善学习的人、知识陈旧的人、技能单一的人、反应迟钝的人、目
光短浅的人、情商低下的人、心理脆弱的人、单打独斗的人，便会“滞销”，被新时代所淘汰。
我的这些讲话，在全国各地、社会各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这一观点不是我个人凭空臆造的，而是通过对许多典型事例、真实现象进行深入调研后得出的结论。
畅销书作家李子迟先生曾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班主任工作，并多年从事当下大学生和年轻人求学、
求职、工作等方面的调研活动，先后还撰写过多篇相关文章，出版过多部相关著作。
所以他的意识非常强烈，反应非常敏锐，马上抓住了我的这一观点；并根据我的观点，围绕着这八个
方面做文章，很快完成了这部书稿。
可以说，李子迟、薛志平、梓玉三位作者撰写这本书的针对性非常强，目的明确，条理清晰。
他将这八大方面分成16个部分，对做得好与做得不好的两类进行对比，给人印象鲜明，而且有较强操
作性。
作者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当今职场、社会、校园的具体范例(其中大部分还是来自其朋友、同事、同学甚
至其本人的故事)，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这些事例典型、生动，使该书既有了
较好的故事性，也有一定的知识性。
另外，作者文笔流畅，思路开阔，章节小标题鲜活有趣，也使该书增加了不少可读性。
现在的年轻人，有他们的许多优点，却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要是能扬长避短，自强不息，将来一定前途无量。
正如作者李子迟先生在该书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做“走俏”之人，不要做“滞销”之人！
这应该要成为所有年轻一代的共识和追求。
总之，对于那些将要求职或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应、往届毕业生，正在职场摔打、希望晋升甚至打算
跳槽或创业的各界、各类职场中人，他们很需要这样一些指导类、实用类读物，这本书还是很值得一
读的。
新世界出版社该书责任编辑张敬女士和该书主要作者李子迟先生一定要我写一些什么给大家，盛情难
却，勉为其难，简单说这么两句，不知以为然否。
2008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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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历是靠不住的，今天的学历，只说明　你曾经的学识，不代表你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惟有自身真正的素质、能力，才是赢得未来的金钥匙。
    著名人力资源专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力资源研
究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清华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日
本高千重穗大学等著名高校客座教授吴德贵先生为该书作序并热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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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迟，（1974—），原名肖飞，原籍湖南，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曾为南方某大学中文系讲师
，现居北京，自由撰稿人，某作家协会会员（曾经）。
发表及出版文学、新闻等作品300余万字，著作主要有大科技类著作《大科技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思考
》，报告文学、深度报道、杂文随笔集《中国大学生调查手记》、《大学校园里的“第四只眼”》，
纪实文学集《与爱一起成长：中国当代大学生情感档案》，人物传记《张国焘全传》（合著）、《战
地记者：是他们让战争更真实》，文史读物《问世间情为何物：中国历代名人情感解读》，教育读物
《谁是你心中的“唯一”：中国招牌大学335所最新揭密》、《中国“超级”大学：中国大学最新最全
数据与精要评注》、《去香港上大学》，教育励志成功读物《薪商：就业的革命》（合著）、《八种
即将淘汰的人，八种即将崛起的人》，散文集《掀起乐业盖头来》（合著）、《宜人独桂林》（合著
），诗集《勇士也抒情》，小说集《勇士也抒情II》等。
是《2001年大学生最佳小说》、《2001年大学生最佳散文》、《2002年大学生最佳散文》主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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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善于学习的人“走俏”  1.方法决定成败  2.让学习成为一种自觉  3.让学习成为一种快乐  4.让
学习赶上时代节拍  5.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于晚上8点到10点之间  6.让学习成为走向成功的阶梯、跳板
和助推器  7.高中生冯贵树：从油漆工到总监  8.补齐“短板”  9.驰骋职场也得学点儿谋略  10.全面发展
的女“超人”  11.具有大专学历的“博士生”    12.学会创造性学习　本章小结第三章  不善学习的人“
滞销”  1.不会学习的人是文盲  2.读书不万能，不读书万不能  3.学习不能吃老本  4.读死书是死路一条 
5.高学历≠高效益  6.没有激情就没有动力  7.思维定势会禁锢你的生活  8.坏习惯让我们与成功背道而驰 
9.别忘记自己身上的“神力”　本章小结笫三章　知识更新的人“走俏”  　1.求知就要“从摇篮到坟
墓”　2.时尚的60岁老头儿　3.成人请家教，未来更精彩　4.要给人一杯，首先自己有一桶　5.没有读
过MBA的CEO　6.知识改变命运，新知识创造新财富　7.用新手段丰富知识　8.变“入错行”为“走对
路”  9.满腹经纶的“菜篮子博士”  10.学到的知识就一定会有用  本章小结第四章　知识陈旧的人“滞
销”  1.职场中的“麻烦人”  2.“三株口服液”是为何失败的？
  3.时下大学生竞热衷“回炉”技校  4.被折去了双翼的鸟  5.遭遇职场“更年期”  6.同桌的你，敢问路
在何方？
  7.如何在下岗后争取更好地上岗  8.“老古董副教授”，你应该走出过去失误的阴影  本章小结第五章
　技能多样的人“走俏"  1.为什么复合型人才大受欢迎？
  2.生活技能与工作技能同等重要  3.如今职业培训班竟比大学还“吃香”？
    4.证书时代，需要证书  5.谋职成功之余的提问：“你会打篮球吗？
”  6.台北的一位“神奇”女秘书  7.只因为你比别人多会一点点  8.扔掉文凭的光环，不断提高技能  9.
抓住每一个提升技能的机会  10.专心去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事  11.当今世界，哪些技能是最必需的？
    本章小结第六章  技能单一的人“滞销”  1.“在一棵树上吊死”  2.陨落的天才：你别问这是为什么 
3.光知道搞发明的发明家  4.曾经的冠军今当搓澡工  5.单有埋头苦干肯定不行  6.公司新来的两个女大学
生不够格  7.只会纸上谈兵的“高才生”    8.公司老板更不能只懂技术  本章小结第七章　反应敏锐的人
“走俏”  1.速度才是你的杀手锏  2.“三A”供应链，决胜于速度之外  3.学会捕捉有价值的信息  4.比别
人早考虑几步  5.现在就干，马上行动  6.炼就“火眼金晴”    7.扭转命运就在那一念之间  8.面试就是要
机智灵活  9.“企鹅”也会变“天鹅”  10.如何使自己反应敏锐起来？
  本章小结第八章　反应迟钝的人“滞销”  1.“快鱼吃慢鱼”  2.王安实验室失败的教训  3.“沉默是金
”不应在这个时候  4.了解市场需要跑几趟？
    5.不与时俱进，则必然失败  6.懒惰是迟钝的帮凶  7.远离“工作不适症”   8. 职业倦怠是成功路上的拦
路虎　9.“亚健康”症状及其改善方案　本章小结第九章　目光远大的人“走俏”第十章　目光短浅
的人“滞销”第十一章　情商出色的人“走俏”第十二章　情商低下的人“滞销”第十三章　心理坚
强的人“走俏”第十四章　心理脆弱的人“滞销”第十五章　团结协作的人“走俏”第十六章　单打
独斗的人“滞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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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善于学习的人“走俏”1.方法决定成败处在当今这个学习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差异，
主要是学习能力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较量”，关键是知识结构上的“较量”。
要做“学而知之”的人，学而不知、或不知如何学的人，早晚是会被淘汰的。
这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这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中国早已加人世贸组织（WTO），走进国际竞争的大舞台。
一切都已发生、正在发生、也必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
想必大家都已达成共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
但问题在于，有些人虽然也想学习，却并不知道学习的方法，不掌握学习的技术，这种人人世后肯定
是要“吃亏”的。
过去，我们把不识字称之为“文盲”；未来学家托夫勒则说，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
是想学习而不会学习的人。
埃德加？
富尔也说过类似的话。
比你的竞争者学得快的能力，也许是唯一能保持的竞争优势。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寓言，雨后，一只被雨水打落在地的蜘蛛，艰难地向墙上已经支离破碎的网爬去。
由于墙壁潮湿，它爬到一定的高度，就会掉下来；它一次次地向上爬，一次次地又掉下来⋯⋯第一个
人看到了，他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我的一生不正如这只蜘蛛吗？
忙忙碌碌而无所得。
”于是，他日渐消沉。
第二个人看到了，他也叹了一口气，说：“这只蜘蛛真愚蠢！
为什么不从旁边干燥的地方绕一下再爬上去？
我以后可不能像它那样愚蠢。
”于是，他变得聪明起来。
第三个人看到了，他立刻被蜘蛛屡败屡战的精神感动了，不免又是叹息了一下。
于是，他变得坚强起来。
从这个寓言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结：有成功心态、积极态度者，处处都能发觉成功的力量。
同时，懂得学习、主动学习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事件中，他都能学到东西，对成功的，学习其经验
；对失败的，汲取其教训。
看来，学习的方式方法还是很重要的。
“用学习创造利润”——这已经被管理学界和企业界公认为是当今和未来“赢”的策略。
中国乃至世界上的顶尖级企业，都十分重视员工的学习培养，并把学习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作
为推动企业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
回望我们身边飞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的服务层出不穷，涌现出许多新的就业岗
位。
然而，由于新的工作岗位对就业者能力的要求和标准也在节节攀高，技术发展的新要求与人们实际的
工作能力之间的差距也拉得越来越大。
一方面人们面临的失业压力越来越大，大学毕业生刚刚走出校门，便步入失业者的行列；而另一方面
，又有许多高薪的岗位虚位以待，找不到合适的就业者。
改变你自己的“弱势”，让自己成为职场上的“黑马”，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终身学
习，“强健”自己的思想，增强自己的本领，自觉锻炼成复合型人才，让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谈到学习，就不能不说一说学习方法。
大家可能会感到好笑，我们一个个又是本科毕业，又是双学位，甚至是硕士、博士什么的，不敢说是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也可以说是学有小成。
书都念到这分上了，哪有不会学习的道理？
其实并不尽然，我们现有的教育模式，还没有走出那种“上课记笔记，下课补笔记，考完扔笔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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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圈，大家一路“考”过来，对付考试是挥洒自如，但要娴熟地应对未来的工作和生活，还需要不断
地去学习、去成长。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和船的问题，过河只是一句空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
”比较好的学习方法，可以简单地归纳为：抓住点滴时间，处处留心，广泛涉猎，学习主要的，掌握
相关的，快乐地学习。
就是要做到工作、生活中不浪费时间，处处留心，向工作学习，向身边的人学习，学习为人处事、待
人接物，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快乐地生活。
学习的重点：一是要掌握文字沟通的技能。
通过学习提高与人交流沟通的能力，比如口头表达能力、书面表达能力、公文写作能力，提高沟通的
效益。
二是要学会现代办公工具的操作。
掌握像收发传真、照（摄）像机、计算机及网络、常用办公软件的操作、打印复印机及扫描仪的操作
与使用，使自己提前具备办公室人员的基本素质。
三是所必备的专业技能。
在校期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这是自己的看家本领，所要做的就是要没事的时候常常拿出来翻
一翻，一定不要丢得一干二净。
四是一些健康生活的常识。
一个人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干好工作的基础，如果身体垮了，一切都成了空谈。
所以，一定要学习一些营养学的知识、一些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让自己健康快乐地工作生
活。
当然，学习的方法不能搞一刀切、一种模式、一种方法。
只要学习掌握的知识能够运用于实际工作和生活，能够指导实践，就能够真正发挥学习的作用。
笔者还在大学教书时，我的学生们（因为他们学的是中文、新闻、编辑、出版等专业），在大三暑假
都会去媒体实习，实习归来后，收获却大不一样。
有的人发表了20多篇文章，很是高兴，觉得求职有料了；有的人只发了一两篇简讯，同时“发现”了
媒体的残酷，决定毕业时转行；有的人发了五六篇文章，数量虽不多，但都是大块头，而且和记者老
师相处得不错，学到了许多采访技巧。
而笔者最欣赏的有一个学生则是这样的：他刚去实习时，实习生很多，编辑老师根本没注意到他，他
就安静地帮着分报纸、夹报纸，并且很乐意做校对这种琐碎的工作。
他的校对水平本来就高，加之态度端正、认真，效果非常好，每每都能挑出许多软伤、硬伤来。
慢慢地，带他的编辑、记者都注意到了他，开始派给他采写任务。
而他在近一个月的校对当中，仔细地揣摩了报纸的风格和定位，很容易地就把握住了媒体的脉搏，采
访时列好关键词和提纲，写出的文章命中率达100％。
最后连编辑部主任都注意到了他，特别命编辑教他划版。
他又高兴地去学，上午编辑教他，中午别人休息时他就不断地练习，没多久就可以独立进行版面设计
了。
这个时候，他成为了众多实习生中最受器重的人。
再接着，他主动开口向编辑们讨教问题，从市场调研到报纸定位，从选题策划到印刷流程，都很仔细
地学习。
再然后，报社主动发函到学校，要求再留用他3个月。
再后来，3个主任联名向人事处要求录用他。
现在他已经是一名优秀的省报记者了，年年都获得新闻奖，还被评为“省级十大杰出青年”。
可以说，他就是在学习中成长的。
而正是他的善于学习、进步明显，打动了实习部门，觉得他是一个可造之才，这才获得了录用机会。
2.让学习成为一种自觉在现实生活里，学习似乎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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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说自己工作忙没有时间学习，有的人则以为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龄现在再学也迟了，还有的人
干脆认为自己从小就不是学习的那块料。
其实，所有这些错觉只缘于一点：学习还没有成为我们心灵的自觉与本能。
读书是一种长期的学习，不论是任何人，都应该养成终身读书的习惯。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培根对于读书学习的好处，进行了总结概括：如果一个人是一个热爱读书的人，那么他的生活将是丰
富多彩的。
然而，在现实生活里，学习似乎还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情。
其实，所有这些错觉只缘于一点，学习还没有成为我们心灵的自觉与本能。
一代中华民族伟人毛泽东曾谈到，“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
”毛泽东在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他根据寻求革命真理的需要，专心研读哲学、史地、文学等社
会科学，对其他课程不花过多的精力。
他注重自学，并制定了学习计划，读书刻苦用功，十分珍惜时间，有时通宵不眠。
博览群书，但又有阅读重点，而且善于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和分析。
他完全把学习当作了一种自觉行动。
1936年，他在和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谈话中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
其中包括我的许多学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五分之三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
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
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
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
湖南的日报。
”他热衷于读书学习的习惯，一天也没有被打断过。
即使是到老年时期，他的大多数时间还都是在书房中度过的，无论是接见基辛格博士，还是会见更为
重要的客人。
正是他的这种孜孜追求的精神，造就了一代伟人，学习帮助他成就了旷世伟业。
诗仙李白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之一。
他之所以能够“开口成文，挥翰霞散”，谱写出许多旷世传颂的华美诗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
是他长期坚持刻苦学习，勤奋钻研，把学习当作生活的必需。
年轻时，李白的进取精神就特别强，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和一位好
朋友住到成都附近的青城山里去，专心学习，博览群书，潜心钻研诗文书法。
在四川青城山里，他一连苦读了好几个年头，但一次也不曾进城去闲逛过一次。
正是他把学习当成了一种自觉，成了生活中的必需，就可以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帮助自己顺利到达
理想的彼岸。
有个叫德子的网友，初中毕业之后就辍学在家，后进城打工。
正是因为他不甘现状，并意识到了知识的重要性，便偷偷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去参加电脑培训班学习，
后来又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几年下来，人家挣了数万元钱，他却只拥有一张大专文凭、三个培训班结业证书和满满三纸箱书。
后来，在一次公司库房大火中，德子奋力扑救，给老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和他的闲聊中，老板没想到，眼前这个土得掉渣儿的打工者，看问题谈经营都极有见地，当下拍板
要让他当自己的助理。
老板说，就凭你好学上进，工作肯出力气，又负责任，我看你准行。
相信我，我这个人看人是不会有错的。
果然，德子做了两年，业绩相当不错，如今已经是公司的副总经理了。
3.让学习成为一种快乐快乐地学习，与带着苦痛学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快乐地学习，会让人感受学习完全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是在和智者交流，自己在汲取阳光雨露茁
壮成长；带着苦痛学习，就像是背着千斤重担在登山，道路泥泞曲折，即便是登上项峰，也早已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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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疲惫，忘却了前方的路。
鲁迅先生在一篇《读书杂谈》的杂文中谈到：读书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为了工作或升学，不
得不读，这种读书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
强”。
就是说，在面对学习时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快乐地学习，另一种则是带着苦痛学习。
快乐地学习，会让人感受学习完全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是在和智者交流，自己在汲取阳光雨露茁
壮成长；带着苦痛学习，就像是背着千斤重担在登山，道路泥泞曲折，即便是登上顶峰，也早已是身
心疲惫，忘却了前方的路。
快乐地学习，与带着苦痛学习，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1981年5月11日，国际沙眼防治组在巴黎举行隆重仪式，给我国一位微生物学家颁发了一枚金质奖章。
这位获奖者是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病毒的汤飞凡。
国际学术界称他是人类的朋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公仆。
然而，汤飞凡没能参加颁奖仪式，因为当时他已经去世23年了。
汤飞凡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的一个偏僻乡镇，13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省城长沙读书。
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湖南省立甲等工业学校，学习金工科，整天和金属学、机械学、制图学等机械
类知识打交道。
他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只在大海中觅食的小鸟，而知识就像那无边无际的海洋，对一切他都是那么的
好奇，都想去尝试一下。
除了学习金工科规定的课程外，他还经常向医学院的同学借一些医学专业的书籍和讲义来读，不管是
内科的、外科的、生理方面的，还是细菌学方面的，借来就读，越读越有劲。
他感到，学习医学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人体的各个组织都是那么神奇和美妙，他都想把它们看个明
白。
于是，他就下定决心，弃工学医，并报考了湘雅医学院，最后终于被这家著名的医学院录取。
他更像一条从鱼缸里放到大海里的鱼，迫不及待地到医学的海洋里去遨游。
他被显微镜下千姿百态的微观生命深深地吸引，除了上课、做工，其他时间，他都是在显微镜下度过
的。
当他得知家乡的许多乡亲都因患上沙眼而束手无策的时候，强烈的责任感促使他下决心去进一步认识
微生物，弄清楚那危害人类健康的小东西是怎样生长、生活，又是怎样对人体进行破坏的，一定得想
办法制服它。
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被推荐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成为细菌大师秦瑟的弟子
。
汤飞凡更是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刻苦攻读，博览群书，潜心研究，进一步丰富细菌学知识，
成为了学友中的佼佼者。
回国后，他担任了上海中央大学医学院和雷氏德医学研究院教授兼细菌学系主任。
正是他的快乐学习，不断成长，进一步奠定了他在细菌界的卓越地位——在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沙眼
病毒，为医学界成功治疗沙眼疾病，攻克眼科顽疾，指明了方向；让许多眼疾患者重见光明盼到了一
缕曙光。
4.让学习赶上时代节拍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变化成了时代的主题。
半个月出一款新手机，一个月出品一款新的电脑，你周围的一切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
“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
”大家都在赶路，没有人会停下来等你，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快步前行。
刘先生出生在淮北一个偏僻乡村，小时候因为家里兄妹多，家境比较贫寒，上完初中他就辍学了。
然而，他有一个爱好一直没有丢掉，那就是爱读书，好学习。
在广泛涉猎各方面书籍的同时，他经常注意读报，收看电视和收听广播新闻，养成了关心时事的良好
习惯。
在读书的同时注意思考，尤其是重视联系实际问题，注意读一些现实性、指导性很强的书籍，把书本
的知识与实际的工作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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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经常检查、反省自己的学习，看一看是否能够坚持实际需要，是否真正增加了知识，增长了见识
，防止出现仅仅为读书而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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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做未来"走俏"的人:八成八败做人做事成功学》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有弹性、有创造力、能够终身学习的人才容易就业。
财富是靠不住的，今日的富翁，说不定是明日的乞丐。
惟有本身的学问，才干，才是真实的本钱。
无论是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应该增强心理的承受能力，提高“抗挤”、“抗压”的素质。
大学生本来是社会的“天之骄子”，走进校门即意味着将来衣食无忧，甚至前程似锦。
但这一切现在已发生变化，大学毕业生成了就业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的眼中，未来由阳光明媚
变成了阴霾满天，有些人因此产生了“离校恐惧症”。
现在什么类型的人最容易就业呢？
有弹性、有创造力、能够终身学习的人才容易就业。
未来社会的竞争，就是知识与速度的竞争，这是不争的事实。
过去是“大鱼吃小鱼”，如今是“快鱼吃慢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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