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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入学考试网上报名人数达到183万。11月14日现场确认

截止，实际参加考试的人数将在140万左右。虽然上海、北京

等地几所重点高校的报名人数都有所下降，但是一些热门专

业比如法律、计算机、财会金融类等，录取比例仍然接近20

：1。 google搜索的“2007考研日记”上，考生们已经开始倒

计时。决心、计划、迷茫还是放弃，他们的每一次努力、每

一个决定，每一种压力，都浸透着同一个节拍：考研，正在

进行中。 考研招数五花八门 考研复习，争分夺秒，打时间战

，打持久战，是每一个考生都必须经历的事。然而，考研之

路毕竟是一条狭长的独木桥，就算万事俱备，依然东风未定

。于是为了增大“保险系数”，出现了各色“捷径”。 所谓

“近水楼台先得月”，考自己学校的研是保证成功率的不二

法门。“考本校的成功把握要大一点。”上海交通大学化工

学院一位考生悉数了种种本校考生的优势：首先，本校考生

与导师比较熟悉，更能摸透老师的口味和出题偏向，因为有

时候考卷会和以前专业课程的考试内容相近；其次，他们能

最快的获知考研的最新情况，针对性地参加学校的考研班培

训；再次，基本初试过了之后复试的成功率会很大。 来自华

东政法学院的周军俊坦诚地告诉笔者，他们班有好几个同学

就是因为这样选择本学校的考研。“我平时都是和他们一起

复习的，大家在一起，能交流到更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

在一起复习有了竞争的氛围，比一个人在家复习要有动力多



了。” 除了考本校优势的大背景外，许多本校考生还有个人

“支招”的武器，外贸学院的考生小杨告诉笔者，他有时候

会和一些上届考上研的师哥师姐一起吃饭：“这样顺便可以

套一下小道消息，比如复试的技巧、专业课答题的技巧和时

间分布，还有一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教训，或多或少对我有些

帮助的。” 本校考生“招数”五花八门，跨校的考生也有自

己的“妙着”。许多跨校考生会针对性地报一些意向学校的

考研辅导班，目的就是能让复习更带针对性；有些学生会到

该校网站上去购买相关专业的笔记和练习卷；有些比较有经

济实力的考生还会跑到学校附近去租房子以求方便。更有聪

明的考生，直接就选择“搬”进大学适应生活了。不少高校

的学生宾馆里，刚刚11月出头，宾馆里也已经住满了2007年

到该校考研的学生，这些学生往往有父亲和母亲陪伴，起居

饮食都和学校里的住宿生一样，甚至还不用担心洗衣买东西

等日常琐碎的事，一心一意复习迎考。一位家长与笔者聊天

时说，搬到学校里住是能让孩子更快地融入未来的环境，而

且信息的接受速度也比较快。除此之外，孩子的考研有指定

书目，这些书往往学校的图书馆里都有借阅，就不用自已掏

钱去买了。 而与考生聊天的时候，一位考生则告诉笔者，她

住在学校宾馆里还不算最方便的。她说有些“有门道”的朋

友已经直接搬去和该校的考研学生一起住一起听课了，他们

还能碰得到导师，与过去考研成功的师哥师姐讨教经验，资

讯比起她来是更丰富了。 考研与求职鱼与熊掌的尴尬 在考研

的队伍中，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种是破釜沉舟型，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直往考研闯；而另外一种，则是一边考

研一边找工作，两手抓，双管齐下。几天前，在上海某高校



的考研确认现场，笔者见到很多前来确认的考生交了报名费

，匆匆填表、匆匆拍照马上就撤离了现场。“接下去马上有

一场500强企业的招聘宣讲会，我蛮有兴趣的，想去听听看，

昨天还准备了简历，如果觉得好，想投投看。”一位考生边

撤离边告诉笔者，“如果找到工作了，那我就不考研了。” 

然而，做两手准备的同学，也遇到了尴尬的两难境地，在考

研与求职的天平上，同一时间轴的筹码，放弃哪边，越来越

难抉择。 “近年来的求职有一个趋势，往往越好的企业就越

喜欢提早招聘，11～12月，往往是500强企业、四大律师事务

所等‘香饽饽’的招聘旺季，但是考研是1月份，11、12又是

复习的关键，时间切成两半用，好工作不等人啊！”交通大

学一位考生向笔者抱怨。 而许多企业招人计划提前的原因正

印证了这种尴尬的产生。沪上一家知名公司人事负责人告诉

笔者，“我们之所以选择在1月(考研)前招聘，是因为以前经

常遇到一些应聘成功的学生，在得知自己考上了好学校后就

放弃了工作。这样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现在

选择在考研前招聘并公布录取名单，这样一来，选中的人才

就会放弃考研的机会而选择工作了。” 用人公司一席话，将

这份尴尬完全丢给了学生：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同一时间

，是考研还是求职，兼顾而之，则会使每个机会的成功率都

大打折扣。“我真的很矛盾。”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一位学生

正在应聘英国渣打银行的职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机遇，但是我不知道最终能不能进这个银行，所以考研也不

敢放，但是面试准备会花去我很大的精力，真担心竹篮打水

，两样皆空。” 对于这样的现状，不少老师表示，许多学生

只是把考研当作求职的一块“跳板”，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一



份好工作，所以现在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应该学会把握。许

维素老师说：“我不担心这些尴尬境地里的学生，因为他们

会调整自己的重心，相反，我更担心的，是不顾一切考研的

考生们，他们的压力更大。” 考研压力重几许？ 陈云(化名)

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大四学生，研究生报考了中科院，她来自

安徽山区的贫困家庭。从小学到大学，她都很努力，学习成

绩非常优秀，父母以她为荣，自己对自己的期望也很高。这

次考研，她对自己说一定要考上研，因为这样就有机会留在

上海工作，而且还能光宗耀祖。她在大三就开始准备了，每

天早上规定自己很早就要起床，一定要完成当天的计划才能

睡觉，几个月下来，她渐渐感到自己的思想不能集中：上课

的时候总是开小差，坐在自习教室里看书，看着看着就会睡

着。她开始反复地责怪自己，为什么上课要浪费时间？为什

么不能集中思想，那么多人在竞争，我这样下去，一定会落

后的⋯⋯ 这样的焦虑并不单单出现在陈云身上，离考研还有

两个月的时间，许多一心考研的学生或多或少都出现了疲倦

和迷茫。“我常常会看书看到很绝望。”打算考复旦新闻研

究生的小钟说，“桌边的参考书，现在我已经复习到第三遍

了，每一次重新看的时候，我都会发现有很多重要的知识，

而这些以前看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我不知道其他的书里，

究竟还有多少知识自己没有掌握到？又有多少自己会遗漏或

者遗忘？” 考研压力究竟有多重？许维素老师告诉笔者，每

年考研的日子里，她总是会碰到这样的学生前来咨询，特别

是那些破釜沉舟一心考研的考生，肩负的压力是很可怕的。

她说，一般说来他们有一些相同的症状：不把所有的书看懂

看透，心里不踏实；觉得在教室里少坐一分钟，就比别人少



一分希望。这样的压力随着考研的临近会更严重，因为12月

以后，陆续会有同班同学开始找到工作，这时考研生会常常

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付出了到头来没有回报。 “就像一根橡

皮筋，绷的越紧，就越容易出问题。”许维素老师向所有一

心考研的考生提了个醒，考研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是千万

不要孤注一掷，把考研看成唯一的途径。她建议：首先想想

考研有多少是为了自己？有多少是为了别人？不要把不属于

自己的压力加注在自己身上。另外，考研的同学要事先有个

打算，如果失败，退路在哪里？如果能事先找到“落脚地”

，就算不那么好，压力也会少很多，更益于考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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