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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热门专业并非遥不可及我是怎样考取北大法律系研究

生的终于从千军万马的考研大军中杀将出来，成为北京大学

法律系知识产权法专业的硕土研究生，心情是何等的激动！

回顾自己的考研经历，在慨叹幸运的同时，更觉得是‘决心

、信心、恒心“使我登上了成功之巅。 大学本科，我不是学

法律的，而是本校的地质系。但由于从小便对法律有浓厚的

兴趣，所以在北大自由开放的教学环境中，在大学二年级时

便开始辅修了法律系的部分课程，开始了我连自己都不能把

握的艰苦的法学之路。但从那时起，我便下决心毕业时一定

得报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说真的。当时对法律是一无所

知，就只知道法律代表公平与正义。至于对当时各专业的情

况，也没更多的了解。但是，毕竞大二才刚刚开始，时间还

允许我有充分的时间去准备。于是，从大二开始，在我的脑

海中，便没有了“星期天”的概念，平时时间大多用来学习

本专业的知识，而星期天，我则是在法律的海洋里遨游。 这

样过了两年，到了大四，通过辅修、自学等方式，我总共学

习了十几门法律课程，并且，有关考研的课程如目法学、民

事诉讼法学、宪法学、法理学、刑法学、刑事诉说法学、行

政诉讼法学、行政法学等若干课程都基本上学过了，同时还

阅读了相关的一些法学刊物。但当时并不知道考研就考这些

课程，而是从法律系老乡那里了解到这些课程都是学习法律

的基础课程。既然是基础，那我就学吧。但由于时间所限，



学得并不扎实，但令我欣喜的是，两年的学习使我学会了用

法律语言来进行思维，进行表达。 真正准备考研的时间应从

大四那年算起。在这之前，虽也学过一些法律课程，但对于

考研。如同做其它任何事一样，在没有经历之前，是一无所

知的。我也不太爱打听有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招多少人

，需要考些什么课程。因为我觉得，每年的情况都在变化，

去年的信息对今年不会有太多的帮助。记得特别清楚的是

，1996年9月3日，我刚从外地实习回校，放下行李之后，就

骑上自己的破自行车赶到研究生院看早已公布的97年度硕士

研究生招生目录。从这之后，我才初步了解了法律系的硕士

点情况。当时，法律系共有17个硕士点。但被人们公认为热

门的有三个专业，即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民商法专业。虽

然专业各不相同，但考研的基础课都相同，即一门是理论法

学。包括法理学、宪法学、中国法制史等三门课程；而另一

门是应用法学，包括民法学、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

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等三门实体法学和三门

程序法学课程，共6门作为一门课程来考试。但专业课考试范

围就不太一样了。如考民商法专业，专业课只有民法学一门

课程，而其它的专业，如国际经济法专业，则须考国际贸易

法、国际金融法等好几门课程。在当时，我虽学过一些法律

，但学得不多、不深、不精，而有关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的

专业课程则基本上没有学过。针对这种情况，再联系我已学

过的课程，我决定选择报考民商法专业。但我仔细一看民商

法专业的介绍，却发现民商法专业有两个方向，一是民法学

方向，二是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这两个方向的考试科目、考

试范围都是相同的。但如果报考知识产权法学方向，而考生



又是理工农医类本科毕业的话，可以不考理论法学，而可选

考高等数学或者普通化学。原来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知识产

权法专业的研究生，大多需要理工科背景！原来，知识产权

法是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发展起来的一门

新型的应用型法律科学，并且与现代的信息技术、电子技术

等其它高科技密切相关，因此，它的专业性极强，在专利法

领域尤其如此。我想，既然我具有理工科背景，又学习过相

当的法律，何不报考知识产权法方向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

当时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 下定决心选择了方向之后，接下

来的事便是准备复习了。我首先制订了复习计划。在9月至12

月份，上政治辅导班，重点是跟班听课，了解政治课的主要

内容，理清脉络以及重点和难点。等到12月中旬，再用大约1

个月的时间来强化政治，针对政治课的特点，我采取了死记

硬背加理解的方法。对于英语课，由于我的底子相对较好，

所以在我的复习计划里，只是准备在9月初至10月中旬里集中

复习一下单词及相应的语法，并且每天坚持两篇阅读昌。在

临考前，再做几套模拟题，以调整自己的状态。对专业课的

复习，当然得花大量的时间，因为课程较多，内容又繁杂，

所以每天都得花6个小时来看，重点复习的时间还是应集中

在10月中下旬至12月中旬。最后一个月时间，在重点复习政

治的基础上，对其它各门课程进行最后的冲刺。当然，复习

计划可以随着复习的进行而做一些调整。后来的事实证明，

由于复习计划安排得比较合理、科学和系统，因而在考研中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复习考研的过程中，复习材料的选择

也让我十分犹豫。眼下书店里有不少考研的复习资料，让人

眼花缭乱，特别是英语，政治辅导教材更是多得很，但这些



书大多粗制滥造，真正高水平的资料并不多。因此，如何在

众多的考研资料中选择恰当的、适合于自己的资料便成了决

定考研成功与否的关键。对于政治辅导教材，我只选择了一

本，即教育部的指定教材。我想，各种政治理论课教材大多

都大同小异，内容也差不多。所以，只要对一本教材精心搞

懂、搞透，也就差不多了。其实，当时我自己对政治科订的

目标是70分。记得在考研复习的最后一个月里，我把政治教

材逐字逐句地背了三遍。最后，在考试中，政治得了67分。

还不算特别低吧！英语我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套教材，

具体什么名字现在也不记得了，反正只记得是既有词汇，又

有语法，还有专门的阅读理解训练。其实，我之所以选中这

套教材，也主要是因为看中了有阅读理解一册的缘故。英语

重点是阅读理解，关于词汇和语法只是偶尔看一看、翻一翻

。我想，不像其它课程那样，英语更多的是靠平时的积累以

及自己的基础。像语法和词汇复习，不应在极其宝贵的复习

时间里占去太多。想一想，一个语法填空就那么O.5分，而为

这O.5分可能得花去一周的时间，显然是极不合算的。而对于

专业课的复习，既然我报考北大法律系的研究生，那毫无疑

问得选用北大老师编著的教材，这肯定是最有收益的。 在复

习专业课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基本知识的掌握，尤其对基

本概念以及相关知识的比较。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复习的过

程中，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看登载在《中国法学》、《

中外法学》等杂志和期刊上的文章，这样有助于了解法学各

专业领域的最新动态以及当前学术上争论的热门话题。 在复

习考研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即是否事先与

导师取得联系。看着周围一起考研的同学都先后与导师联系



上了，我心里也十分着急，但又不知道如何与导师联系。不

过，我的焦急心情又逐渐平静了下来。心想，即使我与导师

联系，如果考试分数不够，也不会被录取；再者，即使我不

与导师联系，如果能够考第一名，在北大这种公平竞争的环

境中，肯定也会被录取的。其实。当时我之所以这样想。仅

仅是为了自慰。这么一来，我反而下决心：定要考专业第一

名。第一名不行，至少也要第二。幸运的是，我果真以专业

第一名的战绩被录取了。其实，当时我决定不事先与导师取

得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因为怕给导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录取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与我一同报考知识产权法专业的共

有100余人，但最终只有3人考上，竞争的激烈与残酷是可想

而知的，当然，这是后话。 考研复习是漫长的，艰苦的。刚

开始的一段时间，精神状态特别好，复习效果也不错，无论

看什么东西，基本上都能理解和记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疲倦之志逐渐显现出来，心情也变得十分烦躁。特别是进入

中期复习阶段以后，让人更加难以忍受，一天的时间，往往

在恍惚之中就过去了。经过一天紧张的复习，晚上回到宿舍

，浑身都像散了架似的，但第二天天不亮，又得早起，重复

那枯燥的复习。说句实话，那时真想放弃考研，干脆早毕业

，早工作算了。但复习了那么久，又于心不甘。更重要的是

，自己从小立下的志向催促着我不得不一天天挺过来。正是

在这种折磨中，终于迎来了考研。 经过了三天的考试之后，

神经从一种极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忽然得以解脱，反而让人受

不了，我记得考完之后去医院体检，连走路时脑袋都昏昏沉

沉的，双脚像飘起来一样。到目前为止，我还只有过一次这

样的感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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