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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理想：出版职业道德之魂 

周 力 

    职业道德大体上是由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责任、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良

心、职业荣誉和职业作风八个基本因素构成。在这八个因素中，职业理想是最根本的。社

会主义职业道德所提倡的职业理想，主张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放眼社会利益，努力做好本

质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种职业理想，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灵魂。 

    思想决定行动。正因为职业理想的有无、高下，对职业态度、职业责任和职业良心等

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对职业行为、职业成就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们今天进行社会

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教育，就首先要把树立远大的、正确的职业理想放

在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编辑》创刊号（2003年第1期）上，刘杲同志发表了《我们是中

国编辑》的“代发刊词”。作者用诗化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抒发了一个编辑出版工作者的

职业理想——“中国编辑，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责任。”“身

为中国编辑，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版离不开编辑。”“我们

要求自己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

者。”“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

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在我们心中，社会主义国家神圣不可侵

犯。”“我们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是出版物所传播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知识，

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灿烂花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这里是对中国编辑的一种自觉的职业理想定位，其实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

理想规范。有了这样的职业理想定位，我们的出版工作就是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我们

的出版人就会自觉做高尚而有道德的人，我们的出版事业也会呈现出健康、快速发展的崭

新局面。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教育，可以从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光荣

传统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人们所熟悉的商务印书馆走过了百年沧桑与辉煌，它之所以能从

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发展成为一个出版重镇，成为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可以与北京大学比

肩而立的“双子星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出版家们有着崇高远

大的职业理想，并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曾经供职于清廷的张元济在参加戊戌变法失败

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他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最后寄希望于启迪民

智，唤醒民众，提高民族的知识水平。因此，他办学、办报，最后投身出版，自谓“昌明

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有了这样的出版理想，才有了高水平的各类教科书，才

有了对珍稀古籍的抢救与整理，才有了西学的选择和引进，才有了各种开风气之先的现代

期刊。中华书局的创始人、杰出的出版家陆费逵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为祖国的文化出版事业做出重大的贡献，也是与他献身书业的职业理想紧密相连的。他曾

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

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这正

是陆费逵服务社会40年，其中服务出版业达38年之久的根本缘由，也是中华书局在商业时

代始终坚持多出书、出好书的根本缘由。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出版人职业理想的落脚点是自觉承担社会义务。一般

说来，个人对职业的要求可以概括为职业的三要素：维持生活、发展个性和承担社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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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这“三要素”在职业选择中，都有其合理性。而作为一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人，在职业

选择中应该把承担社会义务放在首位。现代杰出的出版家、出版史料专家张静庐在《在出

版界二十年》一书中，认为自己是“出版商”，而不是“书商”。他说二者“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虽都以出版为手段，都要赚钱，但“出发的动机完全两样”。正因为张静庐

不是仅仅以赚钱为目的，而是“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所以阿英先生早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新文化出版上的贡献，并说“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记张静庐”。 

    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与时代、与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职业理想的树立也当与时

俱进。当年，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的蓝图，是为变革社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那样的蓝图。

陈原先生说“张设想的试验场是围绕着广义的文化教育而铺的机构。简而言之，张元济办

出版社，确实不是单纯为了出书，他是在办一个旨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大学校’。”而

抗战时期主政商务的出版家王云五面对民族危亡、书业损毁，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

化而奋斗”的口号，宣布每日出版新书一种的计划，并复刊了《东方杂志》等数种期刊。

这里反映出来的职业理想具有战时色彩，同样是难能可贵的。作为进步出版家的邹韬奋的

思想飞跃，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出版事业的一大飞跃（陈原语）。这个飞跃的特征是，

告别了单纯是提高民智挽救民族危亡的思路，勇猛地同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理想主义升

华了，书籍杂志成为新的启蒙运动的武器。它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武装读者的头脑，引

导他们走向抗击侵略、变革社会的大道。可见，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出版家的职业理想

往往各具特色。今天，我们党确立了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我

们出版人的职业理想也当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努力，用“三个

代表”的重要思想统领出版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

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的确，没有理想就没有灵魂，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而崇高

的职业理想则是引领人们奋然前行的旗帜和号角。中国近现代出版史上一代又一代杰出的

出版家，正是因为胸怀崇高的职业理想，投身书业，无怨无悔，矢志不渝，才做出了可歌

可泣、垂范后世的功业。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工作者理当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树

立远大的职业理想，为祖国文化出版事业的繁荣而努力、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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