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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4_B9_8B_E8_c73_173985.htm 北师之路 考完研后，

一下子从过度的紧张中松弛下来，现在回想起一路的风雨艰

辛仍让人心有余悸。考研这条路，让走过它的人有拨云见日

的欣喜，又让想要踏上它的人望而生畏。对于我，在经历了

从工科（生物医学工程）到文科（文化史）一年多的辛苦挣

扎后也最终得到了认可。这些天，平静下来后，我觉得很有

必把自己考研的经历要简单梳理一下，以供后来者鉴。 （一

）选学校 我是很轻易的就决定考北师了，当初自己设定供选

择的学校有三所：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05

年4月初，查找各学校资料时，知道南大和复旦是要考古代汉

语的，因为自己一直学的是工科，古代汉语所讲的那些平仄

、古文字、语法之类的当初就没学好，四年后更是忘得精光

，复习起来是相当困难的，而北师的参考书目里只有《中国

史》和《世界史》，没有古代汉语，我于是就选择了北师。

另外，在查专业排名的时候，发现05年历史排名南大第一，

北师居次，我本来打算考排名好一点的专业来弥补本科的遗

憾，但又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思想：北师地域上的优势足以弥

补其专业上的些许相对不足，于是就把北师确定为了自己考

研奋斗的目标。 （二）复习 确定考北师后，为了早一点复习

（自己毕竟是跨专业考，别说历史，就是文科我也已扔了四

年），我立即开始邮购划定的参考书。由于路途遥远，汇款

加上邮书足足用了20天，快“五一”的时候书才到。邮书的

这段时间本打算到图书馆借些历史方面的书看一下的，书是



借来了，但是大三下学期陡然多起专业课和实验让人忙得不

可开交，差不多五月中旬的时候才抽出时间开始看书。 我看

书的特点是逐字逐句的读，这样虽杂但可以看得较细。十本

参考书这样子看下来差不多是花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到九

月中旬的时候才看完。这四个月中有两个月的暑假，我没有

回家，留在学校复习。暑期坚持复习是需要毅力的，现在自

己回想起来一个人在盛夏午后坐在教室里抗衡着瞌睡和恼人

的知了看书的情形仍是感到心悸。不过好在是坚持下来了！

那时一些同学纷纷放弃，选择打网游或是出去旅游，但一个

假期的舒适最终换来了明年三月无情的“死刑”宣判，追悔

莫及！ 复习之余，我上网下载或邮购了各校历年历史考试的

卷子，初步分了一下类，打算看完第一遍数的时候再做。当

九月中旬我终于看完的时候，拿起卷子后的感觉是最先看的

中国史部分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系统的检索了一下，卷子上

的题大部分都是熟悉的，心中有大概的概念，但找不到确切

的答案。而且最后还发现几道自己毫无印象的题：“简述格

拉古兄弟改革”、“鱼鳞图册”、“甲申政潮”、“齐行叫

歇”等！这于我是相当震惊的，要知道自己是“逐字逐句”

的看下来的呀，虽没有一蹴而就的想法，但所有题目总应该

是熟悉吧？但“格拉古”啊、“齐行叫歇”啊什么的根本不

曾看到或听到过！有的找书都找不到！！这下子我一下子傻

掉了，看来这样看书是不行的，反思过后决定改变方法。 这

时已是九月底了，离考试还有三个多月。逐字逐句的看书太

费时间，而且太广太杂，抓不到点子上，虽对跨专业的我是

必要的，但所获甚微。而且有些东西由于教材编撰目的的缘

故，收录得过于简单或者根本没有，需要扩充查找资料。这



样，我想既然考试以答题为方式，何不以试题为提纲来指导

看书来复习呢？历史就只那么多事件人物，各校历年所出的

题总该可以都给涵盖全了吧？！这样复习不仅能抓住点子，

而且也省时间！于是我开始大量搜集所能见到的一切试题，

把它们按学校和时期分类。记得有北大、清华、人大、北师

、复旦、南开、山大、南开、华中师大、华东师大等很多学

校的试题，出法五花八门，内容包罗万象，自己没见过得多

了。但这时反而并不太荒了，没见过得越多越能扩展知识面

嘛！ 之后，我开始按照从中到外、从古到今的顺序边做这些

题边看书。并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把个个试题及找到的

答案誊抄一遍以备后用。这样子看下来，大概用了两个半月

的时间，到十一月中旬的时候十本书又看完了一遍。相对以

往的速度应该算比较快了，我想这应归功于第一遍逐字逐句

的通看吧？第二遍效果上明显比第一遍好得多，名词解释、

简答题概念内容上记得更清楚了些。论述题，因为多是通历

古今中外的，如“中国辅政制度的变迁”、“比较‘戊戌变

法’与‘明治维新’”、“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沿革”等等

，在归纳总结的时候就已经记得差不多了。这时，离1月14

、15号考试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由于题多，感觉上仍

是记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知道还是看得太少，还不熟练的

结果。论述题知道主旨大概就可以了，可是名词解释和简答

题却得背了，尤其是时间和外国的名字最是难记。这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我摒弃人寰，狂背前一阶段总结的笔记。说实

话，难得很！复习以来最深刻地感受到当喜好变成任务时的

痛苦！到考试前一天我将将背完。这次复习的效果与历次一

样，就像古代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一样，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



辐射式发散，渐远渐淡。最先背的中国古代史部分忘得最多

，其次是中国近现代史，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再后世界

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当代史分排而下

。不过最后也没有时间再背就匆忙上了考场了。对于考试，

无论是中考、高考还是这回研究生考试，一直以来我就像一

个邋遢的士兵，在还没有准备好自己武器的时候就匆忙走上

了战场。之所以能够侥幸活下来，大概只能归于运气了。呵

呵。 初试考完中国历史之后我狂郁闷！本来，可能是因为建

国以来许多历史问题都还没有确切的定论，各校历年试题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都不是重点，最多也不超过10%，一

些考过研的人都认为就其所占的一点点分数与其本身的庞大

厚重的比例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本书都可以不看

的。谁曾想今年北师竟出了两道8分名词解释和一道20分的问

答题，比例超过20%！复习时遵循教诲的我只有凭着些许印

象乱吹了，下来后的感觉就是分数超不过学校要求得最低分

，郁闷得我都不想去考下午的世界历史了。 后来痛定想了一

下，可能考试也与实事有关？05年不是抗日战争六十周年吗

，所以考了20分的“论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

那05年世界上的大事主要就是欧盟宪法遭否决、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和联合国成立六十周年了，世界史

大概会出这方面的问题。于是借着中午的时间狂看，果真下

午考试的时候看到了名词解释中有“欧洲共同体”一题，我

不禁窃喜。看来历史复习时也要非常联系现实才行呢！ （三

）复试 初试考完后，由于中国史的原因我心灰意懒，根本没

有去准备复试的念头。复试的书是等到第二学期开学后才邮

的。书到的时候初试分数已经下来，离复试也只有十几天了



。复试看书主要是大概的了解，但我积习难改，仍按照自己

的方法逐字逐句的读，《中国文化史》是看完了，而《西方

文化史》只看了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时期、文艺复兴和启

蒙运动时期的部分考试就开始了，于是我又一次在没有准备

好武器的时候匆忙踏上了战场，又一次幸运的躲过了枪林弹

雨。笔试部分出的是三道中国和一道古希腊的试题，这部分

我都看过！天呐！！ 复试的最后一关是面试，这是复试中最

具决定性的一环，导师完全可以决定谁被录取谁被淘汰。文

化史方向的竞争相当激烈，我们四个人中要被刷掉两个。面

试中我发挥得比较好，这主要是由于导师的问题都是在我所

知的范围内提出的。面试时导师一般都会让学生提出一个自

己思考的所考专业方面的问题，我们应该学着让以后的问题

都围绕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展开，这样才能让导师的问题都在

自己所知的范围内提出。我提的是一个我思考了很久并因之

而决定转专业学习历史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问题，并

列举了自己总结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不如人意的多方面

原因。因为跨专业，可能导师对我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很

惊异，或是由于我列举的原因与别人有些不同，总之，这以

后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展开！而这

正是我思考已久的，于是多能比较流利而有条理的说出自己

的想法，并最终让导师选定了我作为06年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生（历史方面，即使在你不具备丰富知识的时候，答案也要

十分有条理和逻辑，因为历史的论证就是去证明自己的观点

让别人信服）。 导师宣布我被公费录取的那一刻，我竟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下意识的重复问了一遍。一直担心进不了

初试的我最终坚持着走到了终点并取得了成功！也许是因为



长久以来坚持得太累了，骤然的松弛让我的长期紧绷的精神

有些失重，下来后坐在公园里不禁感到有些虚幻。当夜幕降

临，一切都平静下来的以后，脑海中总是响着同学祝贺时的

一句话“天道酬勤啊”。我想也许是吧，一路走来虽然幸运

的事情不少，也的确帮了我大忙，但自己奋力坚持着走下来

的努力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吧？我想应该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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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