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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_E5_B8_88_E8_c73_172763.htm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

，种子要发芽，草木要开花，万物在这里开始了新一轮的生

命之旅；春天也是收获的季节，对考研一族而言，将在这个

时节收获最沉甸甸的希望。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四月，我幸运

地成了所有收获者中的一员。回首过去走过的一年，交织着

绚丽与晦暗，温暖与孤单，精彩与艰难，在所有的风风雨雨

过后，我终于迎来了四月最明媚的阳光。我愿意跟大家一起

分享我的喜悦，也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考研路上的点点滴

滴。 一、时间安排 我是从2003级考研结束的那天开始准备考

研的，那时候是寒假，我主要做的是心态上的调整，看了看

我最喜欢的作家的作品，并大致制定了一整年的复习计划。

我的时间是大致是这样分配的： 第一轮复习：2月8月 因为我

是跨专业，第一轮复习我重点放在专业课上，熟悉文学史，

对着文学史看作品，。现在想起来，当时能把作品放在那么

重要的位置是很正确的，只有自己有了阅读体验，才能真正

有自己的想法，才能有那种很踏实的感觉。 综合我是6月份

听邹老师的课才知道我们这一年要考综合的，在此之前我一

直做的是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论的复习，所以在暑假我的重点

就放在古代文学史与外国文学史上了，主要是看教材，扩大

知识量。 这一阶段英语也应该带着，我主要是背单词，看新

概念3，有时间的话做一些基础性训练的阅读，听力也可以在

这一阶段就开始。 第二轮复习：9月12月20日左右 专业课：

看近年的《人大复印资料》《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学术期



刊以及一些重要的学术专著，边看书边做读书笔记，并整理

以前的听课笔记。 综合：分科目归纳整理知识重点，做作品

分析的训练。 公共课：英语大量做阅读，11月下旬开始做模

拟题；9月份开始复习政治 第三轮复习：12月20日1月5日 专

业课：认真看第一、第二轮复习做的读书笔记和听课笔记，

加深印象，试着自己给自己出题，想想该怎么答，训练一下

解题思路。 综合焊聪暗诙终淼闹吨氐悖褡骷易髌罚眉堑南衷

谝欢ㄒ窍吕戳恕？/P> 公共课：重点是政治，该背的一定要

背了，英语可以看一看以前做过的题中的错题，分析一下错

误的原因，真正理解消化，有时间的话再看看单词。 第四轮

复习：1月6日考试 调整心态，准备应考。政治英语可以再试

着做一套模拟题，时间上与考试时间一致，主要是模拟一下

氛围，训练一下进入考试的状态。 二、专业课现当代文学的

复习： 1、关于文学史 我们上课的时候用的是郭志刚、孙中

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我觉得可以做参考的还有钱理群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和人大版的《中国现代文学

史》，这两本书当时老师肯定也作为参考书目给大家提过。

这三套书是各有特色，综合起来用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郭老师的书史料非常详实，在史的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

容量很大，像文学社团方面的介绍就非常全面。钱老师的书

则线索非常明晰，他将三个十年分别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

来介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学史发展的脉络，对于我们

从总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是不无裨益的。人大版的差不多

是最新的文学史，就像书中序言所说的，编写的老师都是

在9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

的，所以这本文学史更切近当下的学术界的一些认识评价。



2、重视文学作品 上课的时候我们肯定都读过一部分作品，

所以第一个阶段读作品，主要就是补。我当时是参照文学史

，对着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一篇一篇

看的，一套八本，我都读下来了。《经典》的覆盖面是相当

大的，把这些作品看一遍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其中有一些长

篇小说只是存目，对于复习而言，长篇小说我们可能没有那

么多的时间去看，我的方法是看看开头结尾看看文学史中介

绍的比较精彩的章节，主要感受一下作家的写作特色。 3、

好好利用课堂资源 文学史我们都是大一的时候学的，那个时

候还小，我们可能并没有想到两年以后会考研，但是肯定听

过课的，肯定有听课笔记的，笔记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

以帮我们理清复习的线索与重点老师讲课的重点当然是重点

，另一方面也可以帮我们回忆起最初学习的场景，有利于我

们的强化记忆。 到了大三大四现当代文学专业会相应地会有

一些选修课，这些选修课是在文学史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

带有一些研究的性质，建议大家有时间都去听一听，当时我

是所有老师的课都有上过。这些选修课可以很好地补充我们

文学史学习上的欠缺。我学文学史的时候，戏剧是最糟糕的

一块，后来选了邹老师的现当代戏剧研究，补到了很多关于

戏剧的知识，像戏剧理论方面的知识，平时看文学史上文学

史都是很难遇到的；邹老师的课上还会放一些话剧的片子，

给平时接触戏剧不多的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感受话剧的机会。

除了扩充知识，选修课上我们还应该学学老师分析问题思考

问题的方法：杨老师在现代小说研究课上讲林纾时，她就给

我们讲了最初林纾是怎样引起她的兴趣的；黄老师在讲周作

人的时候也参照鲁迅讲了他做周作人研究的机缘。老师的这



些经验，其实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进入我

们将来的研究领域，这种思维方式无论是对我们考研还是以

后作研究都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现当代的老师上课还有一

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知识量非常大，经常会在讲课的时候迁移

到相关的研究情况，可能有些研究情况老师并没有时间在课

堂上讲得很详细，但老师一般会告诉我们在那些地方可以查

到这些资料，既然我们有机会知道这些信息，我们就一定要

好好利用这些信息，对于老师提到的研究者提到的文章与著

作，课余时间我们可以自己找来看一看。把课堂用好用足，

绝不仅仅局限在课堂本身。而学会听课，正是我们本系本校

学生的优势所在。 4、多看看与专业相关的期刊 面对考研，

仅仅是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看看别人是怎

么分析怎样评价的。而且既然选择了上研究生，我们对自己

所选择的领域的学术现状也应该有相应的了解。我常看的有

《人大复印资料》和《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基本上

从20032000年都翻过一遍，一边看一边做笔记。说到做读书

笔记，学了三年中文，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经验与技巧

，我想说的是记读书笔记切忌大段大段地抄别人的东西，我

一般是找关键句与关键词，通过这些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作者

的思路，论述问题的角度，另外，文章用的史料也是我比较

关注的，比较新鲜的史料我一般会记清楚来源。做读书笔记

最好还注明文章的出处，这样以后查起原文来也比较方便，

这样的积累对写毕业论文也是很有好处的。除了这两种刊物

，还有《文学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

《新文学史料》等都是很不错的，有时间大家可以随便翻一

翻，找找自己感兴趣的看看都是会很有收获的。看论文看得



比较累的时候可以换换口味，看看当下的创作，我总觉得这

是跟看论文一样重要的。看文学史看评论总是有历史感，而

看当下的创作则比较有参与感，与时代切近与自己的生活切

近总能更好地调动起我们的激情，活跃我们的思维，一方面

是调节一方面也是训练。在四种文体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小说

，而且从高中就养成的习惯，我比较爱看《小说月报》。总

觉得我们的图书馆是非常好的资源宝库，能拥有这样的资源

我们就一定要用好用足。 除了期刊，学术著作我们也要留意

一下，这方面的书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

。我推荐一些在我的复习中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的书： 陈白

尘、董健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对着这本书结合邹老师

的课做梳理，戏剧这一块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王晓明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里面的文章真的是很不错，思

路好结构好语言也好。 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对当代文学

上的很多问题都有很好的见解。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现在我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把所有整个新文学大系都读

完，可以先看一看它的导言，看看前人都做了那些研究和评

价。我重点看了第一个十年的，那个年代的大师们真的是有

很独到的见解。 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学习指导》与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这两本当然算不上专著，也

比较浅，适合刚开始复习的时候用。 5、关于答题 首先思维

要尽量开阔，多选取一些角度，但绝不能为了多些角度就从1

列举到11，那也是烦人的，在考虑广度的时候我们还要考虑

深度，尽量把我们的想法论述清楚。然后论述的时候史料的

引用也很重要，虽然考试不像写论文我们不可能记得那么准

确，但是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注意答题的条理性，哪些该



放在前面哪些该放在后面应该有一个整体的安排，我觉得论

述题应该以写论文的态度来对待它，该做梳理的地方一定要

认真做梳理，注意现当代文学打通，体现整体意识。 体现听

课的特色，体现师大的特色，特别是在遇到难题不太好分析

的时候多想想我们上课讲了些什么，这样能帮助我们获得思

路。 三、综合课的复习 综合课看起来很多很庞杂，其实没有

那么难，如果说专业课在深的话综合就在广，所以它不可能

很难。我们都学过了所有的课程，在看看文学史，前面100分

的基础基本上可以很好地应付了。我的感觉是名词解释与简

答考的都是重点，只要是学过中文的人就不可能不知道，填

空题涉及的量比较大，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好的，所以

要做好填空还要靠平时多积累。 说一说作品分析。作品分析

还是可以做一做准备的，平时多看看《名作欣赏》上的文章

，有些其实就是我们已经上研究生的学长写的，可以学一学

他们的分析方法，结构，语言都有一些值得借鉴的地方。另

外自己也可以做一做作品分析的训练，我分析过两篇，一篇

是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另一篇是汪曾祺的《戴

车匠》，都是我喜欢的作品。大家可以各种文类都试一试。

在考场上做作品分析，至少得留出80分钟的时间，平时训练

的时候就要注意控制时间。很多人都觉得现在做作品分析理

论性强会好一些，我的感觉是没有必要去刻意追求理论性，

深度也并不表现在理论性上，而且在那么有限的时间又那么

紧张的情况下，没有深厚的积累上升到很高的理论性也很难

。我还是比较尊重我读作品的第一感受，尽量把这一感受捕

捉好表述好。作品分析还要有切入点有中心点，这与平时的

论文一样。适当留心一下结构，一篇短小的文章结构上很有



特色也会让老师眼睛为之一亮的。语言要尽量流畅些，最好

能有几处很精彩很能显示个人语言风格的句子，当写作进入

状态的时候大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四、公共课的复习 英语是

一大难题，是应该放在与专业课同等重要的地位的。 单词：

第一轮复习要好好记单词，可以对着考纲，先把不认得的单

词找出来，以后复习就看这些单词就可以了。我不太习惯用

考纲记单词，我喜欢在文章中记单词，我主要是靠新概念3新

概念4来扩充单词量的，这样可能达不到考纲要求的量，但是

所记的单词都比较牢靠，在学习的过程中也训练了猜词的能

力。 阅读：从一开始复习阅读就是重中之重，第一轮做得比

较简单，我用的是朱泰祺阅读中的passage部分，第二轮复习

主要做历年真题中的阅读理解与毕金献模拟题中的阅读理解

。做阅读不在多而在精，每一篇的题都要真正弄懂，还可以

挑出一些比较好的文章来做精读。 听力：我从十月份才开始

做专门的训练，用的是新东方的听力，感觉有一点晚。听力

除了听，还可以读一读那些听力材料，发音准了，听力也就

随之进步了。说到读，我觉得在第一轮复习中时间很充裕的

条件下可以多读一读，培养一下语感，这对做完型是有很大

帮助的。在读这一方面我主要是用新概念3，暑假里每天抽40

分钟读一读，比较喜欢的文字可以尝试背下来。 完型、翻译

与作文我都没有做特别的复习，主要是做真题与模拟题。真

题很重要，应该好好做也应该都弄清楚。毕金献的模拟题难

度稍大，做的时候成绩不理想也不要太灰心，我觉得它与真

题的思路还是比较接近的。 政治是小case，对于学中文的人

而言政治绝对不是难题，一方面高考的时候学过底子是很牢

的，另一方面政治的答题技巧与专业课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譬如说条理性，答题的深度与广度，这些都是相通的。政治

我是从9份才开始复习的，第一轮主要看材料，不要强求记得

多少，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就可以了，但是对它的知识结构一

定要清晰。第一轮看完以后可以做一些选择题，巩固一下也

是进一步的复习。到12月中旬差不多各种考研班还有相关的

资料都开始划出重点了，这时候可以根据这些重点记一些必

要的东西。关于考研班，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报，从

今年的考题就可以看出题是越来越活，要想再像以前那样压

到题基本上不可能。如果一定想报的话，我建议报串讲班，

主要听听老师怎样审题怎样分析题目的，同时知识结构也能

够更清晰。 公共课是大家都要考的，所以也可以更好地共享

资源，大家平时多交流一些彼此的想法是很有好处的，多上

上考研网站，可以获得很多信息。 回首看看我在考研路上留

下的脚印，有深有浅有笔直有歪斜。去年的这个时候，是我

最糟糕的时候，考研的目标已经确定，而最初的新鲜与好奇

也已经过去，需要复习的东西却还是一团散沙，星星点点，

让我找不到头绪什么也抓不住。我是在兄长与朋友的鼓励下

走过了那最艰难的日子。万事开头难，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

经历的，当最初的迷惘与不顺走过之后，一切都会慢慢好起

来的，所有的汗水与泪水，都会获得最完美的回报的。在后

来复习备考的日子里，随着我对专业课的熟悉，我也开始学

着从现代文学中寻求精神之源，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沈从

文独立支撑的审美理想，都曾经给了我很多启发给了我很大

的力量，我能感觉得到我所选择的专业是怎样一点一滴渗透

到我的生命中的，我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渗透中逐渐坦然逐渐

自信的。 这些都是我在复习过程中最真实的感受，可能有些



做法为了考试过于功利了一些，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还是需

要矫正的。我想说的是我们必须通过考研获得这块敲门砖我

们才能进入现当代文学研究这一领域，才能有机会获得更好

的发展。中文其实是与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的，特别是现当

代文学，对生活有着更强的渗透力，复习与生活有时候就是

融为一体的，看一场话剧，去现代文学馆听一次讲座，参观

鲁迅博物馆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都既是丰富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在为我们的考试做积累。 最后我想说的是，阳光总在风

雨后，请相信有彩虹，经过一番辛勤的耕耘，这个春天的播

种必将在下一个这样的季节收获沉甸甸的希望！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