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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已经成为了大学校园中重要的风景线 ▲ 考研大课堂下课后

的众多学子们 读研之惑一个知识群体的亢奋与焦虑 ◎文/青

年周末记者 ◎供图/CFP 那些能选择的和能承受的 读研值得

吗 他们刚刚成了“知识分子”，就赶上了高等教育学历贬值

的时候，永远都不可能再高高在上。 一个知识群体的青春期

，遇上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一切都挤在快车道，哪怕是最

急不得的做学问。 “研究生工资逼近本科生”、“招聘重能

力不重学历”、“硕博学费连年高涨”⋯⋯随着研究生就业

行情逐年看落，让“读研究生值不值得”的社会讨论日趋火

热。 研究生怎么了？生病了？迷路了？还是我们多心了？ 这

个日益庞大着的中国知识群体，还承担得起它曾经的光环吗

？ 这是一篇来自一位新东方学校英语讲师的博客文章，作者

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引子，在10月初的网络世界里，引发

了一场“读研究生值不值得”的网络争议热潮。 ▲ 作者：新

东方讲师印建坤 我儿时有一个伙伴，他和我选择了两条完全

不同的人生之路。1996年，那时我初三，他和我是同班同学

，我们的家庭几乎是一样的贫穷，班上每次考试的第一名不

是我就是他。后来中考，我选择了去读高中，他选择了去读

中专。 11年后，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消息。此时，他已经踏上

了艰辛的创业之路，而且他今天的身价已经位列亿万富翁的

队伍，手里管理着6家自己完全有独立股权的企业。而我在新

东方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辛苦地生存着、为了明天能更好地



活着一天天努力用心地付出着。 知道了他的消息让我很是痛

苦，让我对自己这么多年的艰辛学业是否有价值产生了严重

的质疑，为什么一个清华毕业的研究生在20年寒窗后仅仅是

一个上市公司的打工者？我痛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昨天在给新东方考研国庆住宿班讲课的时候我说到了这个事

情，大约说了1分多钟就有个学生大声呵斥到“有完没完？什

么时候讲题？”。听到声音，我顺着声音的来源处看去，一

个胖胖的矮矮的戴着厚厚的眼镜、头发已经明显有些许白丝

的男生，我推测他应该有30岁了。下午上课的时候，我在讲

解题目举例子时故意问了他一下，问他是否是以前就参加过

考研？答案果然和我想象的一样，他以前参加过。而且考的

是北京某名牌大学的较冷门的专业。 对此，我想说几点我的

看法： 第一：这个北京某名牌大学的综合实力在所有中国名

牌大学中虽然是很不错的，但是不足以让每个考上该大学的

研究生就能一次性改变他们一生的命运，这是个不容争议的

事实。实际上，从近几年来看，即使研究生毕业了找到好工

作的难度依然不小。 第二：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冷门专业

找工作同样难比登天，花费2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否值得呢？

我在问这个同学是否考虑过调剂时，他极为自豪地大声说“

从来没有想过”。说心里话，可能他觉得他的决定很伟大，

但在现实面前他的决定是那么无力和脆弱。如果他的家庭经

济实力还算可以，那么我勉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是如果

经济一般的话，就实在是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妻儿，中

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年华了。实在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 

第三，当我在谈论其他事物时该同学没有意见，惟独在我谈

论我那优秀的儿时伙伴时，他那么激动。那么我不禁要联想



：是否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才会如此激动呢？毕竟我的

儿时伙伴今年只有27岁，可能比这位仁兄还要小几岁。其实

，我对我的这位儿时伙伴也很妒忌，但是妒忌之后自己的反

思才是关键：我们把时间荒废在一年又一年的重新复读考研

课上真的值得吗？如果我们把相同的时间放到创业上呢？我

们是否会找到生命的另一条捷径呢？ 我想大声地问读研到底

是否值得？我是矛盾的，毫无疑问，因为读研究生的经历，

我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没有考研，我现在可能是

一个近视的农民；当然，也有可能如果我当年没有考研，我

今天也一样身价上亿，但是谁又能保证我会创业成功呢？ 我

看到了儿时伙伴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我没有看到他在追逐

这个财富的过程中所承受的那么多的痛苦，那些痛苦我能承

受吗？我承受得起吗？ 读研到底值不值？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世界上通向成功的路有很多，一条路走到底未必适合所有

的人，一定要理性地分析利弊才能做出决定自己命运的抉择

。读研对于我来说是值得的，因为我从中获益很大。放弃读

书去创业对于我儿时的伙伴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也在那个过

程中享受到了成功的喜悦。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快乐的，那

么就是值得的。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痛苦的，那么我就必须

要痛定思痛地去反省，甚至还自以为是地安慰自己说这个痛

苦是幸福来临的前兆，如果这样，是永远和幸福不会有交点

的！ 对于不同的人，读研究生是否值得有着不同的答案，你

的答案是什么？ 他们有时像在逃避或者在保护什么，像害怕

失去翅膀的天使。 圈外看研究生 同学眼中的研究生 “他们有

时像在逃避或者在保护什么，像害怕失去翅膀的天使。” 孙

林，24岁，中文系本科，北京某报社媒介策划 “现在很多研



究生他们试图在生活中寻找某种定位，所以对待现实他们要

求很严，对待理想他们却放手飞翔，他们通常会感觉比较迷

茫忧虑，缺乏忍耐。”孙林以前在北京电视台一档日播栏目

里做记者，那时和她在一起的同学兼同事莉已经上研究生了

。做传媒工作都很辛苦，比如跟台里等摄像机用有时就得等

到凌晨，如此种种，莉在台里没待多长时间就回学校专心读

研去了，最大的理由是她要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我就不

行，因为没有定位的退路，”孙林解释说：“我觉得研究生

有些时候在逃避或者在保护什么，像害怕失去翅膀的天使。

”孙林还有一位好战友是中戏艺术系的研究生萱，萱现在正

备考雅思，从图书馆出来吃完饭可以去南锣鼓巷或烟袋斜街

散步。“她还是大学时的清纯模样，只穿匡威球鞋。”曾经

哲人说过：形式给人以生活的仪式感。而对于忙碌的白领孙

林来说，每天的2寸高跟鞋与匡威球鞋之间就仿佛回应着这句

话。 同事眼中的研究生 “从个人价值绝对值得鼓励，但要干

活宁愿他是中专毕业” 佟尘，30岁，本科，前电视媒体现场

导演 做电视七年，家里出过四个研究生的佟尘，至今仍然想

去传媒大学深造一把，不过这依旧只是停留在计划当中。“

考研从个人价值绝对值得鼓励，但要干活宁愿他是中专毕业

”这就是佟尘在工作中对于研究生同事又爱又恨的无奈情绪

。 做媒体是一项综合性、实操性很强的行业，研究生有它需

要的逻辑思维和文字功底，但佟尘还是宁愿选择学历相对低

但“好用”的本专科学生作为助手，“起码我选个专科生事

情做的一点也不差，还能落个耳根子清静。” 他清楚记得曾

经有个新来的硕士生，在策划会上用很国际视野的战略眼光

，展望了新节目改版的方向，但是不到几天时间就因为薪水



问题撕破了脸，甚至在临辞职前还删除了节目组的日常工作

文件夹，而从始至终，他都没有进行过任何一项实质性的工

作。 “硕士一操场，导师一走廊，”佟尘说起了一个从大学

老师那里听到的有关大学研究生教育的玩笑。不过他对于同

事在工作几年之后再进校园深造还是支持的：“研究生真的

是应该为自己去读的，为的是找到点新的方向，但不应该是

救命稻草。” 读研前辈眼中的研究生 “就业危机在读研开始

就坠在了头顶” 文文，26岁，金融系硕士毕业，会计 文文大

四毕业后选择继续读研基本上是随大溜：回避找工作的压力 

考上名校 公费读研，尤其是最后那项公费读研，让文文觉得

仿佛捡了个宝。 刚好赶上研究生学制改革，学限由三年改成

两年，研究生们除了为在这短短时间里能“研究”出什么而

操心，更担心的则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文文清楚记得同屋

女孩描绘导师对她们的苦口婆心：“现在开始就得为将来的

工作立目标！” 和大多数研究生同学一样，文文读研的第一

年主题是学业上无事的清闲，第二年主题则是就业上无秩序

的紧张：哪个大公司又来学校开宣讲会、哪家银行的招聘开

始了、公务员考试开始报名了云云。每个人似乎都焦头烂额

起来，文文自己东奔西突地找工作也实在是忙乎了大半天，

发现关键还是学校的名气是不是能吃得开，至于研究生还是

本科生，分别只是在于这块敲门砖大小程度上有点区别。 中

国研究生的8大焦虑 ◎与时俱进的 冷热门专业流变 前天的贸

易，昨天的计算机，今天的金融，昔日的冷专业变得炙手可

热，昔日的热专业则早已泛滥成灾。 ◎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

力 比同事多花了两年时间读书，在公司里却是同一条起跑线

，竞争得过的话，花的钱和时间还算不冤，万一竞争不过，



能找谁索赔去吗？ ◎形式大于内容的 “研究”课程 比学生更

忙碌的是导师，他们要忙着外出授课、出书、出席会议。比

本科更简单的是课本，很多课程不过是把本科学过的再学一

遍。 ◎“毕业了我们一起失业” 的求职困境 薪酬预期逐年降

低，仍然阻挡不住高等学历者的求职困境。证书多、学位高

、可选职位少，让研究生们同样陷于“毕业了我们一起失业

”的困境。 ◎高等学历贬值背景下的 最大受害者 是个学院就

叫大学，是个老师就叫教授，是个学生就叫研究生，“知识

分子”的名号早已经离他们远去，他们现在的称号叫做“知

识工人”。 ◎过去的时代精英 成了现在的啃老族 过去的硕博

学位何其荣耀，现在却成了赖在大学不愿工作的最好借口，

花父母的钱，让物价房价去升吧，我有食堂和宿舍就行啦。 

◎从年轻心态堕入程序生活 从校园跳入花花世界，谁都应该

过段“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疏狂日子，研究生却要比本科生

更加迫切地打拼、消费甚至谈恋爱，按部就班。 ◎被妖魔化

的社会形象 众所周知的段子：“人类三种性别男人、女人、

女博士”，企业招聘广告：“宁要中专生不要研究生”，质

量参差，眼高手低，一句话就是，“这一代不靠谱的研究生

们啊！” 五问熊丙奇 读研应该是个体行为，而不是对学历身

份的迷失 熊丙奇，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著作有《大学有学问》，《体制迷墙》等。 ■关于招生： 精

英教育不断膨胀 青年周末（以下简称“青周”）：从2001年

至2007年间我国大专院校的研究生数量猛增约24万人，许多

重点大学中的研究生与本科生比例已经达到了1：1，这意味

着什么？ 熊丙奇（以下简称“熊”）：总体上说，近几年来

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速度相当快，这是与整个高等教育发展



规模相对应的。另外这也与国内的一批重点院校正在加快建

设研究型大学密切相关，因为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发展研究生教育。至于说在校生比例问题，我想这同研究

生与本科生的学制长度很有关系，我国研究生一般是两到三

年的学制，本科生却都是四年制。 ■关于国外教育经验： 研

究生定位培养 青周：与国外研究生教育相比，我国研究生教

育有哪些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熊：首先就是研究生教育

定位不清。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要求和未来发展，研究生教

育的学习过程可能是学术性的，也可能是课程性的。国外课

程性研究生的培养通常是一到两年时间，可是国内由于定位

不清，近年来关于研究生学制究竟应该是三年还是两年，一

直争论不休。这种对于培养学术性人才和应用性人才的界限

模糊，使得我们不断扩招的研究生队伍同教育发展和社会需

求发生矛盾，从而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培养质量、自身

素质能力和社会就业等等。 ■关于导师制： 打破高校身份等

级制度 青周：由于研究生不断扩招，出现了大量一个导师要

带几十个研究生的现象。 熊：精英教育的发展一定是以人才

培养为核心，可是从目前现状上来看，我们有时候只注重研

究生教育的规模、数量而没有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而且

伴随研究生的招生改革，学校应该逐步打破目前高校教师身

份等级制度，让更多有科研能力的教师站在教学第一线，可

以招生培养博士硕士，同时提高导师对学生的责任感，使研

究生与导师的关系不要变得冷漠和功利。 ■关于在校研究生

： 读研应是个体行为 青周那您对目前在校的研究生有什么看

法吗？ 熊：学生读研应该有更明确的规划目标，把这段学习

时间真正当作是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时机，不要认为“读



书无用，上学有用”，很功利地对待研究生学习，在课程阶

段荒废时间，在论文阶段又感觉枯燥。要知道学历社会最终

会一去不复返，社会将更为重视人本身的能力素质和品德心

智，所以读研不能用共同价值观来衡量，它是一个个体行为

，而不是群体对学历身份的迷失。 ■关于就业： 不能以降低

人格为代价 青周现在研究生多了，在就业中也面临着种种困

境，甚至出现了研究生卖身求职这样的新闻，您怎么看？ 熊

：这么做其实也无济于事。求职不能以降低人格为代价，人

要有自立自强的意识。如果说读研是一种教育投资，那么求

职可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对这种投资的回报，读研的教育回报

更体现在个人能力和素质教养的积累上面。所以我总强调读

研的时候要利用机会使自身实现积极的改变，这才是解决研

究生求职困境的根本办法。 ◎文/和海佳 评论 少拿研究生说

事，读研堪比炒股 大家去炒股，为了什么？赚钱呗，快速赚

钱。 读研也是一样，大多数人投身考研热潮中，不也是为了

增加自己的身价，期望毕业后寻求比本科生高出一档的报酬

。 选择名校的研究生如选蓝筹股，但机构重仓（考研者众多

）。读研成本有如你购买股票的成本，有人保研（内部职工

股），有人公费读研（IPO，二级市场上发售的首批股票，价

格相对低），有人是自费（股票在较高价位时购进的）。 毕

业后的计划，可以用股票出货来体会。 有人希望从事学术研

究，毕业后继续读博，大量时间放在学习上。他们属于做庄

者，手中长期持有某一类股票，当然庄也有笨庄、弱庄，就

像学艺不精的博士也大有人在。 有人希望毕业后谋求好的工

作，把读研当作跳板，提前适应社会。他们有清晰的目标，

属于投资高手，大多数是中短线操作，有清晰的投资目标和



投资理念，在股市一般也能获胜。 很多研究生是本科阶段没

有清晰目标，读研后仍不清楚自己能做什么，每天还是混日

子。他们就像股市中的多数散户，没有自己的投资理念，不

分析公司基本面，也不做技术分析，盲目听信谣言和股评，

经常高位被套，损失惨痛，中国股票市场中这类股民占了大

多数。 学生是投资者，学校当然是上市公司了。 现在学校扩

招，硕士博士大跃进。这犹如近年的股市牛市，随便一个股

票都可以借个概念炒到天上去。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在盲目

投资，只不过一个是投教育，一个是投金融。 庞大的考研者

队伍养活了一个巨大的考研产业，辅导班、教材满天飞，犹

如牛市中大大小小的股评家和咨询公司，说得天花乱坠。 现

在有人读了研后觉得自己上错了，犹如现在部分上市公司被

起诉、查处，股民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被上市公司骗了

，但有人思考过自己为何被上市公司骗了么？ 现在存款和研

究生都在贬值，我们再抱怨也无济于事。改行也罢，打工也

罢，潜心研究也罢，如果把研究生当作一项投资，那么在2

－3年内最大限度增加投资收益，是我们唯一的任务。这种能

力没人能教我们，只能靠自己领悟，但这也正是研究生培养

的一个目标，不是吗？ 无论是股票还是学校，既然想投资，

就要建立自己的投资理念。不管外面如何变化，不管基本面

分析还是中短线，只有靠自己的理念分析才是正路，股市有

句名言，任何时候都是10％的人赚90％人的钱，我也相信

有10％读研的人会赚到比另外90％的人多得多的钱。 读研和

炒股都是有机会成本的。你在读研时损失的不仅是薪水、学

费和生活费，还有几年的工作经验，更重要的是珍贵的时间

和精力。而投资股票除了意味着占用了大量金钱外，更重要



的也是珍贵的时间和精力。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

代，关键看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怎么去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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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