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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紧要关头，各大院校都开始了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面

试），超过分数线的考生们正在等待最后通牒。大三的在校

生们也面临着考研和参加工作的最后抉择：因为按照惯例，

大三的五。一节是学子们启动考研战车的最后期限。让我们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走进考研部落听听他们的故事。 A 吴迪

：奋斗着，快乐着 每个学校都有一些基础扎实，又勤奋的学

生。这个部落里的学子们往往把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作为自

己的目标，每一年的研究生考试中，能折桂的也往往是这样

的一些考生。 坐在我对面的吴迪戴着一副半框金丝眼镜，不

时的摆弄着手中的一本《民法》教材。这本书，他已经看了

快三年了。书都快翻烂了吴迪苦笑着说。 从大学一年级开始

，他就准备考研了。我是从拿到南京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

天决定要考研的。小吴平静地说：我没有考上自己想上的法

律专业，被调剂到了中文系。可吴迪不甘心放弃自己喜欢的

专业。进入大学的第一天，带新来的室友们在南京转了一天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开始准备考研。 在已经过去的将近三

年的时间里，吴迪几乎从来没有清闲过。他备齐了法律系所

有的课本，每个礼拜要在法学院听20个小时以上的课。我感

觉我上法学院的课比我们自己系的还要多。在学友的眼里，

吴迪是一个异类，别人逃课是为了上网或者玩，而他逃课的

理由只有一个：上法学院的课。 为了练习英语听力，每天早

晨6：30，当其他同学都还在梦乡中的时候，吴迪已经带上耳



机开始听BBC的节目了。除了下午5：30左右去跑步，直到晚

上10：30，他都在教室里自习或者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为了

能在座位紧俏的自修教室里占到位子，他专门准备了一个旧

书包用来占位。 刚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南京大学的法

律系研究生，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他的目标变成了北大。 

在我看来他上中国最好的法学院是应该的。天道酬勤，他付

出太多了。吴迪的室友对笔者说。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像

吴迪这样的情况，每个系都有一两个。奋斗着，所以快乐着

。临走时，吴迪充满自信地说。 B 小童：其实我并不奢望特

权 在考研族中，有一个贵族圈。许多学校在研究生招生中都

对本校考生实行倾斜政策。名牌大学出身的考生们，除了大

学期间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在考研中也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 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会从一进校门就开始准备考研的。吴

迪的同学小童就是其中一个。 大学阶段所学的专业正是他所

喜欢的中文。前两年多的时间他一直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我

一定要考研的，但并不是从大一就开始刻意准备。事实上，

小童能如此自信还有一个理由尽管小童最近才知道这个消息

学校对本校本科生报考本专业的研究生有一个优惠政策：原

则上，只要分数超过国家控制线，就可以录取。 考研是为了

在学术上精进，但考试内容毕竟是很有限的，如果把四年的

时间都花在准备一个考试上，未免得不偿失。我的导师也赞

成我的看法。事实上我现在已经在看一些研究生阶段要看的

书了。小童指着书架上满满的书说。 对于学校的特殊政策，

许多和小童一样的学生都认为，学校的做法减轻了学生的负

担，有利于长远的发展。小童并不着意于本系的优惠政策，

在他看来，考研和读研都只是一个手段，最终的目的是要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说完，小童又翻开了面前的考研英语资料

。 C Mary：最后时刻幸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 保研是比考研更

有诱惑的字眼。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都没有走进考场

，在沉默中实现了飞跃。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经是考研

的最坚定者。 苏州大学的mary在接受采访时多少显得有点紧

张，反复叮嘱笔者不要透露她的真实姓名。我怕我当初的竞

争者看了会不高兴。mary以成功者的口吻说道。 mary来自苏

北的一个小城。因为学校并不是很理想，专业也不是特别好

，所以早就想考研，也准备了好长时间。但最终她并没有走

进考场。因为就在考研的冲刺阶段，学校通知她：她将被保

送读本校的研究生。 mary说，她很早就为考研准备了。但她

并没有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考研上。那样风险太大，简直像

赌博。刚进大学，她就知道学校每年都有一些保送的名额，

保送前三年总评成绩最优秀的学生读本校的研究生。mary从

大一开始便决定要争取保送的名额，每一节课都认真上，每

一次练习都认真完成。努力获得的回报是：前两年，她每个

学期的总评都是全班第一。大三上学期的时候，出了点问题

。mary长长的舒了一口气，似乎在回忆当时的心情：和男朋

友分手了，情绪受到影响，成绩下滑的很厉害。保送名额只

有一个，真担心自己没有希望了。 大三的学年总评出来之前

，mary一直为保送而担忧。事实上，mary一直都在做两手准

备。在学习的过程中，课堂笔记也记的非常仔细。每学完一

个章节，mary总会把将来考研可能会考的内容整理出来。

在mary的抽屉里放了十几本厚厚的课堂笔记本。笔记本上用

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做了不同的标记。就在最紧张的时刻，学

年总评出来了，mary以微弱的优势获得了保送资格。最后的



时刻，幸运降临到了我的身上。突然感觉轻松多了。mary边

整理笔记边说。 就在笔者要告辞的时候，一个比mary低一届

的老乡来找她借笔记。从老乡的口中笔者知道：mary的笔记

在学校里小有名气。 D 小吕：整理心情从头再来 许多师范学

校或者品牌不太好的学校的学生，往往把考研看作改变人生

命运的捷径。在他们眼里，考研是一个神圣而又充满诱惑的

字眼。尽管很多人在这条路上有过太多的辛酸。 小吕毕业于

常熟的一个师范学校的本科班。和许多师范类的学生一样，

为了改变职业，他选择了考研。 今年看来没有什么希望了。

今年小吕报考了复旦大学的新闻学院，可是他只考了320多分

，小吕显得有些沮丧。从小，我就很崇拜北大、清华这样的

学校，可是高考的时候不顺利，没有能上自己想上的学校。

为了圆自己的名牌梦，小吕从刚进入大学就开始准备考研。 

因为宿舍里人太多，影响学习。从大二开始，小吕和另一个

同学在学校外面合租了一间房子，专心考研。大二下学期，

小吕得了阑尾炎，需要动手术。可是伤口还没有愈合，他便

匆匆出院，回到了学校。母亲不放心他的身体，请了半个多

月的假专门在学校照顾他。说到这些，小吕的眼睛开始湿润

。 小吕说，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记者。可他所学的专业却和新

闻不对口。也许我太固执，可是明年我还想考复旦。我打算

暂时不工作，专心考研。家里也支持我的选择，我已经向学

校申请了留校一年，无论如何我都要继续考下去。小吕坚定

的对笔者说。 和小吕合租的同学也落榜了。但他已经在一所

中学找到了工作，现在已经到学校去报到了。这似乎并没有

影响小吕的决心。在小吕租住的房间里悬挂着一条他自己写

的条幅有志者事竟成。临走时，小吕邀请笔者在条幅下合影



。 E 伟建：漂泊着为了考研 上班族们是考研大军中另一支不

可以忽略的力量。由于面对来自工作、家庭等各个方面的压

力，考研对于他们来说，异常艰难。但总有一些异乡者背负

着沉重的行囊一路前行。 毕业于一所理工大学的张伟建虽然

有着和明星相似的名字，却丝毫没有笑星的轻松。在一个研

究院工作了三年，枯燥而乏味的生活已经让伟建不堪忍受。 

在单位里，伟建是一个沉默寡言，与世无争的人。经常，同

事们聚餐点人数的时候会漏掉我，总是在出发的前一刻才有

人惊奇地发现，在办公室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有一个不起

眼的我。所以当伟建决定辞职考研的时候，领导以为是愚人

节到了。 周围几乎没有一个人支持我，父母坚决反对，因为

考研就意味着要失去工作。伟建无奈地说：家里的经济条件

并不是很好。 但伟建并没有放弃。他已经准备好了教材，就

连所要报考的学校的课堂笔记也托朋友找到了。现在，伟建

在一所大学附近租了一间很便宜的房子，开始备考。每天，

他都到学校的自修教室里上自习。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可是这样很有效果。看着周围很多人都在准备考研，自己也

感觉充实多了，至少不像在单位里，每个人都像看怪物一样

看着我。 再从头捡起以前的功课并不容易。在社会上呆的时

间长了，心也散了。可伟建并没有灰心。现在我每天都要跑

一个2000米，保持体力。工作的时候得了轻度的神经衰弱，

这是我最大的障碍。 伟建说，常常在夜里醒来，有一种漂泊

的感觉。可我总在期望着改变，我的梦想是回到校园做一个

大学老师，总有一天会找到根的感觉。为了考研，只能忍受

漂泊。（林行南 小草） F 专业人士说考研 针对汹涌的考研热

，本报记者采访了江苏省人才市场就业指导中心主任韩志忠



。以下是记者的采访录。 记者：（简称记）目前考研越来越

热，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韩志忠：（下简称韩）一是就业压

力，由于目前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许多人把考研看作是获

得高收益岗位的途径；二是由于对科研人员需求的增加，许

多基础学科的教学和科研都要求研究生或者更高的学历。 记

：许多大学生从大学一年级就开始准备考研，您认为这样做

会有哪些利弊呢？ 韩：认真准备不是什么坏事。但如果把大

学四年的时间都用来准备一个考试，这样的做法就不太好。

对于考研要慎重，关键要看自己的目标和是否适合。如果想

做学术研究，考研是适合的选择。如果是想获得比较好的就

业机会，考研未必是很合适的选择。倒不如在大学期间多实

习，了解社会的需要，充实自己。如果把四年的时间都花在

几本教科书上，太可惜了。 记：你提到就业，上了研究生是

不是一定就业呢？ 韩：这个要分开看。人才的供求也讲市场

原则，大多数单位，尤其是一些有成熟人事制度的单位，他

们要求的是最适合的人才而不是更高学历的人才。研究生更

多的是侧重与研究，而社会上的工作更注重与使用，两者有

很大的差异。上海目前很缺高素质的一线技术工人，很多单

位花六七千的年薪都招不到人。甚至有的单位开出17万的年

薪都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这不能不让人警醒。 记：但许

多用人单位明确要求要研究生。 韩：有一些是的确需要，但

很多情况下并不合适。用人制度成熟的企业一般不会拘泥于

过高的学历。 记：那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最有竞争力？学历越

高越好吗？ 韩：复合型人才最受欢迎。许多成功的企业，他

们都要求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比如有技术背景

的管理和营销人员。另外，国际化的专业人才也供不应求。



譬如精通WTO规则的律师和会计师。许多发达国家，一般的

研究生想脱离研究岗位，从事其他行业的职业，都必须要获

得相关的职业资格。适合的职业资格比单纯的高学历更有竞

争力。许多外企都更看重履历而不是学历。所以，确切的说

，中国不仅缺少高科技人才，更缺少高素质的有专业技能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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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