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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1/2021_2022__E2_80_9C_

E5_8C_97_E6_BC_82_E2_c73_381827.htm 今年暑期，考研培训

的“战火”在北京一些高校已经点燃。北漂考研族是这些培

训班的生源之一。实习生朱孝春摄 欢迎访问考易考研频道

：http://edu.qq.com/y/“出太阳的时候，我就到那边的树荫里

看书，”今年7月，来自河北沧州的农村女孩苗玲(化名)毅然

辞了工作，只身来到北京，复习报考北京大学电影学研究生

。 笔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清华大学的荷塘旁边，膝上放着

一本一寸厚的打印资料。整个暑期，她都只能露天或在宿舍

看书，因为从7月12日起，清华大学的自习室就不对外校学生

开放了。 “我家里人只知道我来了北京，他们以为我在这边

工作，”苗玲没有告诉父母考研这件事，她怕父母担心，“

农村人都觉得有了一份工作就不错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最好

。”她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民，母亲不识字，她来这边

的花费都是以前工作时攒下的钱。 为了听课方便，她和另外

三个人在清华大学南门外的紫荆公寓合租了一间不足10平方

米的房子。“在北大那边也找过房子，但是比这边贵，这边

每个月房租300元，包水电费，是我看过的最便宜的房子”。 

据该公寓的管理员介绍，这栋公寓里住的都是学生，多数是

准备考研的学生。 随着200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临近，像苗

玲这样的一大批外地青年聚集名校周围，开始了新一轮拼搏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名副教授回忆说，外地青年来京专

职考研的情况10年前就有了，但远没有今天这么普遍。 专职

考研的这群青年，往往有着强烈和明确的考研动机，他们大



多是因为对自身某种条件不满，而极力想通过考研来改变现

状。 有一部分是对第一学历不满，他们主要是中专生、大专

生、二三流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也有一部分是北京或外地名

校本科毕业的不就业族。 在北京高校的周边，聚集了数以千

计的“北漂考研专业户”，尽管他们来自大江南北，经历、

学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成为名校研究生。 

“半年里，我搬了四次家” 夏天，清华大学。夜里11时，闷

热得叫人烦躁，一道闪电划过夜空，霎时间大雨如注。“清

华二校门”前面的“照澜院”转眼水流遍地，很快便漫过了

行人的脚踝。大雨纵情地洗礼着这座世界知名学府中仅存的

一片平房区，拍打着院落中错综密布的低矮屋顶。 赵帅就住

在这片平房区的一间，四壁木板，没有窗户，屋外声音清晰

可闻。在这个不到5平方米的地方，他正坐在床上伏案，整理

着考研英语的资料。屋外的雨声并没有惊动他，但沿电灯线

流下的水滴却落在了他眼前的书上。 屋子漏雨了！ 赵帅这才

从字母的世界中清醒过来，他赶忙合上书，清理桌子，从门

后拿过脸盆接从屋顶漏下的雨水，回头又发现还有雨水顺着

床头的木板墙流下，床已经湿了一片。“赵帅，你屋里漏雨

了没？”原来，院子里其他租户的房子也都漏了雨，不得不

用铁锨向屋外排水。 这是外地考研学生赵帅去年夏天备考研

究生时的一幕。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赵帅住了3年，报考清华

大学法律硕士3次。 赵帅2004年7月从郑州纺织工学院计算机

专业毕业并取得了学士学位。憧憬清华5年之久的他刚搬出学

校的宿舍，便来到了北京，开始了他的考研之路。 “我就是

喜欢清华！喜欢这个学校的气氛，我佩服的好多大人物都是

从这个学校走出来的，我向往他们在这里的校园生活，要不



是高中毕业时我自己说了不算，我一定去复读，现在我决定

考研，六成的原因就是我想上清华。” 在赵帅三次的考研成

绩中，一次全科过线却总分不够，另外两次都是因为英语只

差一分，如果申请调剂，他现在研究生将毕业了。尽管每次

亲戚朋友都苦口婆心地劝他，可他却从没认真地做这个打算

。赵帅说，那不是他想要的，不是在清华，读什么都没有意

思。“3年来我之所以住在清华院里这个像贫民窟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能感受这里的氛围。” “上清华”的信念支撑着这

个小伙子在这个木板平房里住了3年，考了三次研究生。“别

看不上这个地方，我是折腾了很多次才"定居"在这的，刚来

的半年里，我搬了四次家。” 背井离乡，初来京城，北漂专

职考研的人需要面对的事情远不止“学习”一件，其中最大

的困难就是房子。2004年，赵帅毕业来北京时，投奔一个也

刚来北京工作的大学好友，刚开始住在清华门外水磨西街的

一间平房里，朋友感觉条件太差，半个月后便带着赵帅在清

河找了一处楼房，“那是我来北京住的唯一一次楼房。”赵

帅回忆说，可由于开始时两人没有和房东讲清楚租金，两个

月后，他们又搬了出来，在清华西门外找了一间平房。 “同

住了几个月，搬了几次家，我们两个人都开始觉得对方有些

别扭，再加上我考研他工作，步调不一样，我们矛盾越来越

大，说话都有些少了。”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后，赵帅有一

天晚自习回来忽然发现屋里一片狼藉当年的同窗好友，竟然

不辞而别。就这样，赵帅又搬出了两个人才能负担的住处，

另外找了一间小一些便宜一点的屋子。这时候，冬天和考试

都临近了。 “后来就越住越冷了，房东在院子里烧土暖气，

只舍得烧一点，屋子还没暖和呢，他那边就停了，房子还四



面透风，我每天睡觉得把自己的被子用装垃圾的那种黑塑料

袋套上，再钻进去，这样才能暖和点。” 为了能安心考研，

赵帅在这里坚持了不久就“逃”走了，“当时离考研只有一

个月了，那样下去我非病了不可，我就狠了狠心，搬到了一

处月租金400元的暖和地方。”回忆这些，现在的赵帅已显得

十分平静。 像赵帅这样的住房条件在他们中间确实比比皆是

。在笔者走访的考研人中，人均住房面积不到两平方米，往

往是一间老旧的居民楼，每个屋子都被摆满上下铺，很多屋

子在闷热的夏天没有空调，10平方米的地方七八个人只能靠

一台风扇降暑。然而，就是这样一处只能平身休息的空间，

大约每月要花去他们250元~450元不等的“考研经费”，几乎

是他们考研预算的一半。 “来这里三个月了，我还没吃过大

米饭呢” 今年毕业之际，黑龙江某大学的王梅(化名)做了一

个让家长和老师瞠目结舌的决定，在拿到了本校的保研资格

后，她断然回绝，到北京考研。 “你在一个没有名气的大学

就算读到博士后能怎样啊？出来找工作人家连看都不看，要

念就得念名校。”王梅相信，如果在北大念完了研究生，她

的人生会完全不一样。就这样，学校还没有发毕业证，王梅5

月便来到了北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的英语系英国语言文学

专业研究生。 对于一些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北漂考研族来说

，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 在笔者的调查中，八成以上的考研

学生完全是凭借家里“支援”，只有少数的人会通过周末做

家教等兼职养活自己，而多数人认为这样会影响复习。赵帅3

年的考研花销，头两年都是家里负担的，每年基本都在1万元

以上，直到第三年实在不好意思了，才抽时间带家教，勉强

自立。刚来北京的王梅也是靠家里的帮助。 来到北京已3个



月的王梅对北京生活之艰难深有体会，“我在黑龙江时就听

说北京这边房子不好找，所以没等毕业我就跑来了，以为能

得个先机。”王梅来到北京以后，先是在同学的安排下住进

北大旁边一个每天30元的招待所，以此为“据点”，开始在

北大周围找自己考研的“根据地”。她想找一个能和同道者

合住的地方，但现实并没有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一连找了3天

王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要么是房租太贵承受不了，要

么是室友都是上班族，环境不好。第四天她沮丧之际，一个

房东打电话对她说，自己有间房子，里面都是考研生，还有

一张床位。像捡到宝贝一样的王梅兴冲冲从北大西门跑到了

五道口附近，可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

地方放了三个上下铺，住了5个人，除了两个是武汉过来参加

培训的之外，都是在附近上班的。 王梅差点跟房东动起手来

，但考虑到自己每天30元的住宿开销和兜里有限的“资金”

，她最后还是在这里住了下来，一个床位，一个月300元。“

这在我们老家能租个一室一厅！”王梅说。 “吃”同样是一

个让北漂考研族难以绕开的难题。从5月到现在，在东北吃惯

米饭的王梅一直在靠馒头填肚子，“北大的食堂办临时饭卡

要工本费，而且每存一次钱都要收10%的手续费，我觉得不

划算，而在外面吃便宜的太脏，干净的又太贵，我干脆就自

己做饭！”王梅每天早上5时起床，熬上粥，然后开始练习英

语听力，粥好后便就着昨晚买的馒头和咸菜完成进早餐的程

序，中午、晚上学习回来后炒个西红柿鸡蛋之类的简单小菜

，依然吃路上买的馒头。 “馒头还算便宜，做大米饭太费事

，做这几个小菜还是来到这强逼出来的，以前从来没做过。

”在家做惯了“公主”的王梅告诉笔者，为了能让家里支持



自己考研的举动，她精打细算，而且所有的困难都不和家里

说。 在“北漂”考研大军中，多数同学在“吃饭”的问题上

会选择不计较那“10%”的手续费，就在就近的大学食堂里

吃，他们每个月的伙食费在200元~400元不等。 洗澡也是麻烦

事，李小梅在中国农业大学附近租房考研时，学校的澡堂对

外是不开放的，冬天要想去洗个澡，借学生证不说，还必须

练就一身“心虚不脸红”的本领，她就曾有一次因为畏畏缩

缩而被逮个正着，“从小没受过批评的我，被管理员拉到一

边训话，那种羞耻感太难受了”。 一位叫尹彤(化名)的考研

姑娘给笔者念了她的账本：“房租：250元，伙食费236元,书

籍资料103.6元,日用品12元。”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从准备

考研到现在的一年半时间里没有买过化妆品，没有添过新衣

服，每个月的花销基本上就是这四样，“都这么大了，能跟

家里少要就少要一点，等考上研就好了。” “考上研就好了

。”这不仅仅是尹彤自己的想法，也是这些北漂考研族群体

共同的心声，这个高消费的城市里，他们尽自己所能维持着

自己的最低消费，住楼房小隔间，住夏天漏雨冬天透风的木

板平房，尽可能地在自己的伙食上精打细算来压缩自己的开

支，减轻父母的负担，维持自己的尊严。“学习就跟打仗似

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吃穿住行是北漂考研族共同面临

的困难，但却不是他们生活的“主旋律”，学习才是他们的

主要内容。然而，对他们来说，学习也成了问题。 李娜(化

名)毕业于长春大学，两次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研究生，

今年终于如愿。当回忆起自己的考研生活时，她说：“我们

这些人往往都是在目标高校里上自习，要是不图这个我们也

不来了，可我们学习就跟打仗似的，得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 笔者了解到，北漂考研族之所以选择来北京高校旁边准备

考研，主要的原因有三点：一是感受这里的气氛；二是听相

关的专业课程熟悉老师；三是及时掌握考研信息。因此，这

些外地来京考研的同学几乎全部将自己奋斗的战场定在高校

教学楼，和高校的在读学生分享教学资源、巧妙躲避教学楼

门卫保安的“堵截”便成了每个北漂考研族每天的“必修课

”。 在清华大学校内租房的殷毅波告诉笔者，因为自习教室

很有限，所以同学们在教室开放的15分钟内便开始抢座位了

。有时抢不到座位，就只好等着上课的教室，一边等一边到

学校草坪上看看书。不过，这也仅仅是碰碰运气而已，如果

运气不好，这些教室三四节课依然有课。这时，大家就只好

悻悻然地回宿舍了。为了抢占座位，早晨5时多就把自己闹醒

，座位是抢到了，但一到教室就只想睡觉，整个上午睡眼惺

忪。而到了暑假，学校为了节约成本，只开放几间教室，必

须刷卡进入教学楼，北漂考研族就只有在宿舍里或蓝天下独

自啃书本。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自习室通常是本校考

研学生的专属地，在这里每个教室都可以安心地坐上一天，

不用担心会因为有课而被赶走。但是这样的地方没有电子借

阅证的外校学生是进不去的。北漂考研族想学习，只能想办

法混进普通的教学楼。李娜住在人大西门外的一个小区，每

天6时左右便背着近半尺厚的考研资料到教学楼门口等待开门

，以此来保证自己当天能够在一个没有课的教室找到座位。

李娜最怕的是中午吃饭回来面对楼门口门卫的检查。“我胆

小，如果被保安发现，我一般几天都不会再来这个教学楼自

习”。 一次，一个好心的在读同学给了李娜一张自己多余的

证件，李娜拿着它理直气壮地走进教学楼，保安再次拦下了



她，“同学，证件。”李娜把证件打开一晃，“同学，这是

个男生的证件。”李娜这才发现了这个天大的漏洞，收起证

件转身就跑。“我当时差点儿没哭了，头都没敢回。”李娜

又硬着头皮去了其他的教学楼，结果一直到第三栋教学楼才

侥幸混了进去。 因为这个，赵帅干脆办了一个清华的假证件

，“和真的差不多，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这三年我都是这么

弄的。” 尹彤是一个喜欢听课的人，“这样你能更直观地了

解这个学校的学术风格，比看考研辅导书有用多了。”她解

释说。但是，由于没有缴纳学费，不是这个学校的“合法”

学生，尹彤每次进教室听课都有些胆怯。“我通常都坐在教

室的最后边，如果人多的课我就不坐了。最担心的就是老师

注意我，在那么多人面前解释我是一个"蹭课"的，我的脸就

会发烧。” “考研的生活是最枯燥的，"抢"座位，"蹭"课，躲

保安门卫也算是枯燥生活的一种调剂，现在回想起来挺有意

思的，斗智斗勇，回宿舍以后大家还把它当笑话分享。”李

娜说。 “我好久没说过话了” 在紫荆公寓，笔者走到某单元

五楼，看见一扇门开着，拐过去一看，发现这是一间L型的房

间，大约只有6平方米。一个剃着短寸的男生正趴在书桌上边

看书边记笔记。 他叫吴庆(化名)，今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电子

系。7月来到北京，准备报考清华大学。 吴庆毕业前没考研

，一直在找工作。后来跟一家公司签约又把工作辞了，“工

资太低，一个月2000多元，还不够我自己用”，他想考研之

后起步会高一点。 “我已经很久没有说话了”，吴庆说。每

天三顿饭的时间就是他出去透气的时候。 3年过去了，张建(

化名)对当年考研的孤寂仍然历历在目。他回忆说，当年考研

每天说的就是去学校餐厅时的“三两”“芹菜炒肉”几个简



单的词。 一名辞职考研4年的同学说，“在考研没有结果的

时候，拿什么向别人交代呢？这种尴尬的境地，注定了辞职

考研一族是孤独的行进者。” 现已考上中央党校研究生的小

杨，辞职在北京考了4年，第三次失利后，她选择了工作来调

整心态。她说，“长期的孤军奋战，仿佛过着与世隔绝的日

子，人没了一点寄托和自信，而找了工作后，通过和人接触

，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渐渐又有了往日的自信。”也许正是

得益于这种轻松的心境，那年考研她成功了。 一位湖南籍的

考生颇有感慨地说：“辞职考研，就像夜里行走在森林的感

觉，前面不知光明还有多远，后面又不着村不着店，还不知

自己准备的那点口粮能否撑到光明来临的时刻。”采访中，

几乎每个人都表达了悬在半空的漂泊感，“没有退路”是他

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语句。这位湖南籍考生辞职后，连续考研

五年，第四年考上了县城的公务员，他说，“悬了四年到这

时才有一脚着地的感觉”。（实习生 朱孝春 严亚男 杨正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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