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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明明生活在现在，却偏偏要回忆过去，我一直以为这种

举动纯属徒劳，就像要把一片片碎瓷片用胶水重新塑装成一

个瓷瓶一样，我以为绝无可能也毫无必要。也许我还能记得

较大的几块瓷片的形状和位置，但要将他们完全复原却非我

所能了。但既然现在接到金光学弟下达给我的任务，少不得

要打点精神，尽可能把记忆里残存的一鳞半爪搜罗起来，以

凑成这篇小文，又硬着头皮冒着被别人看作是“沽名钓誉”

的风险，诚惶诚恐的将一年前的那段心迹袒露于前，以飨诸

位正在或准备考研的学弟学妹们，我只希望它能有稍许类似

标有“前方路险”、“此路不通”等路牌，给予赶路人一点

提示，以使他们不走或少走弯路险路不平路，就是我这个立

牌者莫大的欣慰了。而它对于我本人的作用只在于提醒我再

并不遥远的过去曾有过这样一段步履艰难却又振奋人心的生

活经历。 春的酝酿 春天特有的气温决定了这个季节是不甘寂

寞的，四肢的血液流动在加快，思想也被允许暂时的放纵。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做出了考研的决定。我也曾问过自

己，报考浙江大学新闻系是否是在血压升高头脑混乱的状况

下作出的，但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对于这件事的思考、

酝酿已经在我的头脑里进行了很久，只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

时期内它一直如雾中看花一般不甚清晰，也许最后的决定是

在一个春日的下午做出的，但它从萌芽到最后定形却决非24

小时之内的事情。 许多人现在还问我，你怎么考了这个专业



？！说话间都是一脸的惊讶。其实这对于我来说是很自然的

事情，并没有什么奇怪。我一直认为自己属于右脑发达、左

脑偏瘫的那种类型的。对于文字我有一种本能的喜爱，而一

看到微积分公式就肾上腺素分泌过多，甚至伴有头晕眼花心

跳过速的症状。我在读中学时就已认定自己没有数学细胞，

事实上，从小学到大学，在数学圈圈里我一直找不着北。因

此我觉得自己这辈子最好别和数学打交道，于是我想考文科

了。文学也好，历史也好，哲学也好，平时爱看，但自问并

不准备以此为职业，于是想到了新闻，自觉自己的文字功夫

尚可应付，于是斗胆挑了这么一个据说是有点“温度”的专

业。至于为何报考浙大，原因也很简单，新闻专业执牛耳者

为人大复旦，但1∶30的录取比例让我自忖底气不足，而浙大

该专业是原杭州大学在98年四校合并时并入浙大的，因此我

这种半路出家的才敢一试。 决心下定以后，接下来就开始搜

集情报，上网、打电话、托人打听，能想的招全想了，这样

忙活了一段时间，总算知道了一个大概，尤其是招生人数，

甚为可观，更添几分自信。目标明确了，下一步应该付诸行

动了。因为毫无经验，也无处咨询，只好自己走一步、看一

步。先是满大街找专业课教材，经几番侦察以后，目标锁定

在新街口新闻书店。令我自豪的是，新闻书店在此之前从未

进过浙大版的新闻教材，经我提供给书店一张书单以后，书

店才第一次从杭州进货，尽管这样，所需之书仍未备齐。新

闻学专业的指定教材有九本，在书店只买到七本，剩下两本

只好从出版社邮购。此段时间可以说是大学四年心情最复杂

、事务最繁忙的阶段，既要留心考研信息，又要忙于学通社

工作。时光如梭，转眼间一学期就要过去了。但我于考研还



没有摸着门路，且这段时间分心太多，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

复习阶段，因此我的考研之路是从去年暑假才开始。虽为“

暑假”，但对我而言，却无假可言，回忆那个夏天，我以为

以下这个标题是合适的 夏的煎熬 禁不住广告的诱惑和“战友

”们的鼓动，我也成了考研辅导班的学员之一。因为听课地

点在河海会堂，因此颇有点“西行取经”的味道。还好，辅

导班安排专车接送，省去一笔路费，但同时，又失去了时间

上的自由。于是早上六点以无限之决心撑开肿胀的双眼，胡

乱洗漱一番，夹一个文件夹，直奔卫岗车站赶专车。一般来

说，在啃完两个包子、买了一瓶大号“天与地”之后不久，

也即在早晨7点零5分左右，卫岗卖报纸的小贩们总能总能看

到一辆打着“考研直通车”旗号的5路车拉着一伙面色凝重的

“朝圣者”们向西方绝尘而去。在我们到达圣地时，城西高

校的战友们已经以逸待劳，占据了光线充足、空间宽敞的前

半边座位，这时除了感慨“世界大势，东后于西”别无他法

，只能坐到灯光昏暗、空间狭窄、空气浑浊的后半边。听着

台上的名师们侃侃而谈，台下的我们挥汗如雨、佝偻如虾、

奋笔膝书，一天下来，眼花手麻腰酸腿颤。中午休息时，走

在河海校园里，总想找一个荫凉地，但总是徒劳。七月的南

京，流金烁石，溽暑难耐，太阳以40度的热情烘烤着我们这

些无辜的孩子。 很多人问过我：上辅导班有用么？我真不知

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说实话，就是对名师们的不敬，说假

话，是对不住诸位看官，因此只好罢了，还请大家海涵。我

只以个人身份提醒正在或准备上辅导班的同学，切勿期望值

太高，没有报辅导班的，大可不必为此担心，须知从众心理

未必时时有益。我现在的一位舍友，从未上过什么辅导班，



但政治仍然考了80分，我想当初在河海会堂里受训的几千大

军里又有几个人能有这样的成绩呢？ 辅导班断断续续上了一

个月，到7月底，渐觉精力透支，便中途回家休养了半个月，

又回到了南京。从此就开始了漫长艰辛的复习过程。从那时

起，到考研的最后一天，我可以说没有玩过一天，从那时起

，我就已经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时间、所有

的希望都放在了考研上。我还清楚的记得在那个夏天里，自

己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实验楼教室里埋头读书的情景：面前摊

着一本厚厚的英语阅读（黑博士系列），大啃阅读理解，一

坐就是一天。我至今仍然认为自己的英语能过关完全是那个

夏天打下的基础。到了9月份，我已经囫囵吞枣的的看了一遍

专业书，政治也已经草草的浏览了一遍，只是英语仍然心中

无底。这时的我才刚刚入门，可以说仅仅是对考研有了一个

感性的认识。这时还远远谈不上什么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而只是以每天13个小时学习锱铢累积的增加着自己的砝码，

一天一天的实现着自己的计划。 按理说，我的这篇文章的第

三部分应该是“秋的××”，但很奇怪，我确乎记不得去年

秋天的情状了，也许南京的秋天本就短暂，悄悄的来又悄悄

的走，于不经意间完成了从冰冷到火热的回旋，以至于在我

的印象中，刚熬过那个苦夏，又转瞬走进了那个漫长难忍的

冬季。因此，只能违背季节常规，将第三部分的题目定为 冬

的等待 是的，在我的印象中去年冬天来得特别早，似乎考研

的大半时间是在冬天度过的。面对日益迫近的考试，我们每

个考研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想早点结束这段艰辛的历程，

又总感觉自己火候未到，希望考试时间能再推后一些。在艰

难与焦灼中，在寂寞与惶恐里，时光的脚步分外沉重。 记不



清有多少个夜晚一个人顶着寒风离开空旷漆黑的主楼走在回

宿舍的路上，我无法准确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说不清是痛

苦还是焦急，是恐慌还是悲怆，也许兼而有之。我一遍遍的

问自己：我到底能不能行？我这样复习下去能成功么？还有

什么没考虑到的东西？时间还来得及么？⋯⋯我闭上眼睛甚

至无法想像万一自己失败了该如何面对！付出的巨大心血如

果得不到回报该怎样？ 如果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却无法得到回

报，我该怎样让自己解脱？我知道这时候给自己一点积极的

心理暗示非常重要，但决定命运的时刻迫在眉睫，这些问题

无法回避，必须做出回答！而且没有人来帮你，没有人来告

诉你孰对孰错，一切只能靠自己去摸索、去解决，而这一切

对那时的我而言又是多么困难！ 那时的我们不知道还有什么

比时间更可贵，每天严格准确的奔波在三点一线的轨迹上，

巨大的压力、竞争的氛围使得我们倍加珍惜每分每秒的时间

。生活已经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枯燥的不能再枯燥，除了吃

饭、睡觉、走路，就是看书。在那时，午休和聊天被我们看

成是一种奢侈，最令我们焦躁的是拎着书包找不着教室，最

令我们惬意的是能在新主楼向阳面找到一个教室看一天书不

用挪窝。于是休憩已经无法使我们放松，而只有学习才能让

我们感到满足，于此间，我们也深刻体味着“痛并快乐着”

的内涵，只是不知马克思老人家如果还在，会不会说这也是

人的异化？ 那时的我们由于长期极度单一的生活，人已变的

麻木起来，表情僵硬、目光呆滞已成为考研人的标签，惟有

在听到“考研”这两个字时，眼珠才会转动几下，显得稍有

生气，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让别人感觉到我们还是一

个个活物。到了11月时，有好事者便开始传播所谓“最新消



息”、“内部资料”，时时刺激圈里人的神经。于是战友们

的见面招呼变成了：“听到什么了么？”问者眼光里满是希

望，让闻者无处躲藏。于是有消息者便倒出来共享一番，接

着研友们结合自己的认知经验对此讨论一番以判断此消息的

可信度，但最后往往是以否定该消息结束。尽管这样，下次

见面，仍然满脸希望的互相打问：“听到什么了么”？如果

听说有什么内部资料出来，便千方百计逢人打听辗转借来，

扔下一句“等考上请你吃饭”，便往复印室冲刺而去。 大概

也就在这时候，我才逐渐找到了复习的门路。政治看什么、

背什么，英语读什么、练什么，专业课钻什么、记什么，基

本上心里有了底。对政治这门课而言，我不太清楚什么是第

一轮复习，什么又是第二、第三轮复习，我的计划就是先看

书，书看的差不多了（至少5遍）就开始做模拟题，一般如果

政治从7月份开始复习，到11月份也应该到了这一阶段了。通

过做题发现不足，再看书补缺，在看书中再发现命题点和出

题规律，再做题，如此反复下去，我以为就可以比较全面的

把握好这门课。经过我的个人实践并经战友们的验证，我认

为这样几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人民大学余学本编写的《政

治复习指南》、教育部学生司编的《考研政治课复习指导》

、王晓峰的《政治考研复习全书》、林代昭的《考研政治大

串讲》、《政治经典720题》、人民大学的《考研政治难点重

点考点解析》（因年代久远，书名可能有出入，但作者是没

错的）《黑博士的政治高分复习成功指导》。当然一本书不

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选择一本高质量的辅导教材的确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有人认为政

治不用理解，只要记住就行，这是大错特错了，考研尤其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知识的考察形式都是灵活多变的。

翻开考研试卷，尤其是文科考研，找不出几条是书上的条条

框框的东西，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

，不理解根本无法答题。也有人认为，政治主要是看书，做

题的作用不大，这句话也是大谬了，看书做题，我以为缺一

不可，疏于做题，就像一个没开过枪的士兵，是上不了战场

的，毕竟有许多应试的技巧是辅导教材上学不会的。 在英语

方面我算不上什么成功者，最后虽然过关，但考分并不理想

。我想在这里也谈不上什么经验，就谈谈自己的体会吧。我

觉得考研要过关，英语是一个瓶颈，英语要过关，阅读理解

是关键。我不知道英语有什么终南捷径，如果有的话，我想

就是六个字：做题、做题、做题，尤其要多做阅读理解。阅

读理解要有一定的量作为保证，我想要达到考研要求，做上

二、三百篇阅读理解是不为多的。考研是选拔性考试，时间

紧、题量大，只有平时大量的练习，训练出娴熟的解题技巧

和良好的语感，才能在考试时临场不乱，发挥出水平。我在

考试时，就深刻的感受到平时的积累就是考试时保持自信、

遇到困难时迅速调整好心态的基础。 很多人问我考专业课有

没有找过导师，我的回答是没有。在今年四月份去浙大面试

之前，我从未去过杭州。如果说我和导师联系过，那就是曾

给一位导师写过一封信，令我欣慰的是，导师很快给我回信

，信中给了我很多鼓励，至今我仍然深深的感谢那位老师。

但我始终认为考研靠不了天靠不了地靠不了人只能靠自己！

很多同学特别是像我这样跨校跨专业报考的，花费了大量时

间精力去联系导师，我认为大可不必。导师固然可以给你一

定的帮助，但一来导师不可能有很多时间来应付你，导师大



多都很忙，二来有的导师也不希望学生过多的打扰。我想只

要真正吃透招生单位的指定教材，另外再看一些其他与专业

相关的书或杂志就可以了。何谓“吃透”？我想标准就是能

把一本书读成一张纸，也能把一张纸读成一本书，那么这本

书的精髓、主线、脉络结构、作者的写作思路、主要观点，

你就已经了然于胸了。这时勿须再问考试考什么，因为书中

的考点你已经看的一清二楚了。甚至哪些考点会出什么类型

的题你也能估计出来，到这里基本上可以说你已经到火候了

。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考专业课，务必要设法（托人买或邮

购）弄到往年的专业课试卷，对这几份试卷一定要反复研究

，把握出题的规律和近几年出题变化的趋向，再与所学的知

识相对照，估计一下，今年有可能会出的考点。在这里再谈

两点体会：一是专业课复习务必要全面，对每个角落里的小

知识点都要复习到。须知，专业课考试不同于公共课考试，

我们自以为的“重点”很可能不是考试内容，而我们以为必

定不会考的内容，很可能就会出现在试卷上。考试的内容有

可能很散、很零碎，也许平时看书时不会引起你的注意，但

都不排除它们被考到的可能性。我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在

考新闻业务课时，刚打开试卷，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第一项

有5个名词解释而我一个都没复习过，没办法，只好凭着印象

写了个大概，虽然最后考分还可以，但这一点至今让我遗憾

。二是在考试时尤其是答到大题目时，不光要用到书上的理

论，还应该留出自我阐释的空间。导师看重的不是你背书背

的有多熟，而是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有没有自己独立思考

提出创见的能力，或者说就是看你有没有做学问的可能。因

此，在看专业书时，除了理解和掌握书中的理论，还应该多



注意思考，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将所学知识

与实践经验相结合，试着用书中的理论去解释现实中的问题

，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研究的态度去学习。 应该承认，我不

是南农考研最用功的。因为我偶尔在晚上11点半以后去北饭

厅，那里总是座无虚席。时间长了以后，学校里的考研一族

们一般互相都有印象。我就记得一位仁兄，总是肩挎一个硕

大的帆布书包，每天晚上11点半和我一起从主楼115（最后熄

灯的教室）被楼管一声断喝轰出来以后，总在电教前的四岔

路口分道扬镳。我是缩头夹颈的直奔宿舍被窝而去，而这位

仁兄每次都步履稳健的朝北饭厅走去，留给我一个坚定毅然

的背影，至今仍成为我抹不去的回忆。我不知道这位仁兄现

在何处，我想他应该是实现自己的梦想了吧。我每天睡眠时

间从12点到早上7点半，我觉得这个时间比较适合我，长期如

此已形成了生物钟，至今仍改不过来。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至于随后真正走上考场以及今年3月接到成绩单4月参加面试

到6月收到录取通知书这一过程，虽对我而言仍是考研的一部

分，但自思其中并无多少可为诸位借鉴之处，因此不敢再占

篇幅。当然这篇小文并不足以涵盖那段日子所有的酸甜苦辣

，考研其实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所讲的这些也

许个人色彩太浓了，但我想每一个真正走完考研这段历程的

人，都能讲出自己的一段故事，而在这些故事里，都记载着

他们曾经受的这段精神洗礼。考研是奋斗、是挑战、是超越

，也是完善。能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强者，不管最后结果如

何，我想都证明了他们敢于征服困难的勇气和意志，而这里

也正体现着一种百折不挠“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生活的强音

！拿破仑说：“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我想，我



们考研人不也可以这样说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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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