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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断断续续的探索和曲折也有很多值得自己回味的地方

，暂且不说这些了吧，考研北大第一难在复习课目众多又且

是没有指定书目，所以使很多人摸不到头脑，法学这种学问

又常常是百家争鸣难有定论的，因此选对复习书目，往往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同时，法律是一门各科相通的学问，因

此，在十门必考科目中排列出科学的复习顺序，也有助于学

习和理解，我在第一轮复习中，对这一点没有好好把握，这

也是没有经验的缘故，我大致排个复习顺序出来，大家可以

参考，并且，只是供第一轮复习所用，至于二三轮的复习，

大家还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调整。 第一轮复习非常关

键，是个打基础的过程，这一遍，无论你打算用半年考还是

一年准备，都是绝对不能偷懒和忽视的，通过这一遍复习，

要在脑中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学框架，北大考这十门课也

是有道理的的，它使你对法律的全景有一个宏观性的把握，

并且，你会发现法学理论是如何与宪法行政法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民诉又是如何体现了民法的基本价值的，刑事诉讼又

是怎样联系了刑法的价值和宪政的追求，一个学法律的人，

如果不能理解和掌握法律的框架，他对法律的理解势必是支

离破碎的，一个全景式的法学基础还是必要的，这也是法学

理论里一再强调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原因，扎实复习第

一遍，我们就会对这句话有所体会。 我建议的复习顺序是首

先过一遍法学理论，放心，这一遍的法学理论很可能看的似



懂非懂，犹如大学第一节法理课一样，但是这一遍很重要，

它首先让你有个印象，对于什么是法律体系，法系，权利义

务，法律关系，等复习到具体学科时再回过头不断重翻法理

，那些抽象的东西就具体化了，但问题是，你在复习到具体

学科时心里已先有了这些东西才能对应起来，虽然大家默认

的确定的教材就是周旺生的蓝皮书，但我建议第一遍打基础

时不要太功利，找一本真正好的经典的法理教科书看，我不

是指理论化著作，考研笔竟是考试，务实不务虚，找一本好

的教科书看即可，当时我看的是魏得士的法理学，言简意赅

，把法学理论的传统问题很透彻的梳理了一遍，也能体现出

作者高尚的学术品位，这自然看大家的喜好，但再选一本经

典教材认真看是很有必要的。 宪法的复习最好紧跟法理之后

，宪法一方面承接法学理论，一方面开启具体学科的领域和

价值选择，了解它，也是了解中国法律基本国情的过程。宪

法的组织法部分与行政法有直接关系，公民的权利义务与几

乎所有的部门法律有关，这些都不说了，大家自己体会，但

宪法的选书是众说纷纭，仅我了解到的就有以下，魏定仁，

甘超英著宪法，周叶中著宪法学，王磊的书就不说了，但

是06年试题中问平等权的种类，魏版对男女平等和经济平等

只是一带而过，周版更是未找到，使我很是紧张，不知道选

哪本教材更适宜。后来经过比较，我发现周版的政治性太强

，魏版用来学基础知识非常适宜，它体系清楚，言语利落，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结论清楚，不像有些教材，说来说去一大

圈子还是搞不清到底讲了什么，所以，这本书适宜考试用，

不过我还是认为，单这一本书，功底会太单薄，而且宪法的

题很有趣，它有时出纯背诵题目，比方问你人大的职权或者



可以向人大提案的主体有哪些，但有些年份问的题就相当需

要理论功底，比方07年就问到河南洛阳法官李惠娟判决宣告

河南省某条例无效的事情，从事实和程序角度进行评价，尤

其最后一问，洛阳市中院对李的处理说明了什么，这些都需

要一些宪法学的理论知识来进行评价，所以我建议大家看一

本有些理论化的教材，我推荐张千帆的宪法学导论，国内如

今有些学者的水平真的是很不错，至少对我们这些法律三脚

猫来说，已经可以算得上考试用书的上品了，但看这本与看

魏版的方法不同，主要研究他的写作思路和论证思路，主要

在于他的宪政价值阐释，所以尽管这本书看起来洋洋大观，

其实不必字斟句酌，尤其看透魏版后再来看这本，就更容易

抓住精要所在了。 宪法复习完了自然是行政法，姜明安先生

宝刀不老，他的大红皮依旧是最经典考试用书，行政法也是

个体系，把体系抓好了就轻松很多，我的建议是把大红皮吃

透，另外可以配备一本姜先生编的案例，法律出版社的，那

是一套书，各个部门法的几乎都有，很好的习题和参考资料

。同时学行政法一定要对着法条看，别把不看法条当成自己

是学理论的标签，尤其不要觉得看法条匠气，这是我们了解

真实法律的途径，否则，空玄之谈，我们是根本学不好法律

的。何况行政法的考试与实际法律联系还是很紧密的。另外

再提一句，立法法一定要搞明白，无论法理宪法还是行政法

都与这个紧密相关，我曾经专门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把立法法

对着这三个学科的地方好好梳理了一遍，脑子清了许多不说

，考试果然就用上了，上面说那道07年的宪法题，从程序角

度谈条例无效就需要用到立法法的相关知识，其实这就是个

相互贯通的过程。至于行政诉讼，我建议看行政法的时候迅



速过一遍即可，诉讼主要是个程序问题，价值在实体法部分

真正理解了，程序就不难，但难在繁杂，所以三大诉讼法比

较着看更好。行政诉讼独特的就是受案和它的价值选择，以

及和行政复议的比较，这些先有了印象，在复习民诉和刑诉

之后再反过头好好来一遍行政诉讼，问题就不大了。 行政法

复习完后最好紧跟着刑法和民法，一是因为这两科是最基础

课程，需要下大力气打扎实，就是从考卷的分值来说，这两

科也需要格外的关注，另外，这两科一起复习可以为接下来

准备民诉和刑诉的比较复习打下基础，再一个从技巧来说，

这两门的复习量相对大，需要的时间也长，所以交叉复习有

助于调剂心情，不至于过于枯燥。其实我今年在刑法上是大

栽的，很愚蠢的居然没有看刑法第六修正案，聚众赌博罪基

本上什么也不会，而自首犯的量刑情节答得不够准确，案例

则肯定分析的差强人意，所以我估计四十分的刑法题我大致

得了二十分左右，说出来也是个教训，这与我复习的几个不

足有关，第一，我只看了课本，从不扩展，因为我真正静下

来复习的时间是从十月十日开始的，所以我只有一百天左右

的时间，我基本上全用来看专业课，英语基本上只做了真题

，什么别的都没看，政治更是从十月底才开始看，搞得自己

很被动，根本没时间找论文和看论文，所以在论文方面我根

本没有任何建议可给。但我说这个是想说这是个教训，建议

大家留足复习时间，就是一定要看论文，虽然是针对不同学

科又不同要求，但毕竟只押在课本上。就像我，不看修正案

六和不看论文是同样的愚蠢但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时间不

够加之重视不够，在扩展这方面吃了很大亏。第二就是我进

入一月份之后经常休息，或许是太累了，但那个冲刺阶段最



重要的是回归课本，把基础知识弄到烂熟于心，可是考场上

我居然连自首犯的量刑情节都没答准确，可见这分丢得有多

可惜和愚蠢，这是第二个教训，适时的时候回归课本，尤其

是刑法和民法这样的基础大课。其实，你算算考北大，300分

的专业课只这两科就有80分，而且这两门考察的相对基础，

是容易抓分的地方，如果连这个都丢很多分的话，就很难拿

到很高的成绩了。从教材的角度，刑法其实看双杨版和陈兴

良的规范刑法学就够了，另外一定要找一本好案例看，可以

说刑总的每一个条文都有很多案例可循，关键要把刑总的每

一条都吃透搞懂，不结合案例是肯定学不透彻的。其实我在

学刑法是搞得很虚，看了大谷实等学者的经典著作，虽然对

刑法问题的理解深了一些，但就考试来说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反而耽误了一些时间，所以各门如何复习还要针对学科特

点，刑法最著要的把基础打牢，其实刑法考理论挺难的，它

每一个问题都有无数争点，所以基础复习好基本问题就不会

大。至于民法，我是建议找一本王泽鉴的民法总则垫底的，

民法总给人留下很繁杂的印象，实际它的体系是很好的，只

是我们抓不好而以，因此开头就看魏振瀛的大红皮可能效果

不是那么好，王泽鉴这本教材则精要且体系清楚，脉络很好

，细细的看上两遍，再看魏版就易如反掌了，别看这花工夫

多，却是磨刀不误砍柴工，道理真正弄清楚了，背起来就轻

松，否则，还是一头雾水，尤其民法也开始有理论化试题了

，例如今年考得从意思自治和公平原则两个角度谈谈撤销权

的除斥性质，这是需要点理论功底的，仅靠魏的大红皮，这

道题还是有点难为人的，理解民法的精神所在，还是需要些

好的理论给养的。 刑法和民法完了之后不用说也是刑诉和民



诉，大家一般会觉得程序法很繁琐很讨厌，但是理解了它的

制度设计的内涵所在就不会觉得枯燥无味了。而且我建议这

两门课多下功夫，总共占六十分而且这个分说好拿也好拿，

说不好拿也真的不好拿。不好拿是因为程序往往看了一遍又

一遍还是很混乱，而且民刑容易弄混，说好拿是因为程序毕

竟是个较死的东西，掌握牢了分就到手了，所以关键是复习

到位，方法正确。我的刑诉先看了汪建成的21世纪小本，用

上个三四天就过一遍，然后找到罗克辛的刑事诉讼法比较着

看，德国刑事诉讼法固然不会全和我们的一样，但比较的过

程中就能看出来一项制度为什么这样规定，中国的又有哪些

和他们的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究竟是进步还是不足，大

家别觉得这样用时间多，实际上，这样一遍下来，规则基本

不用背，你都搞清楚了，又哪些不足你也心里有数了，我感

觉这样比单纯看陈瑞华的论文好，或比刚开始复习就看他论

文好。你得先自己心里清楚了，人家说法律有什么毛病时你

才明白，否则还是不能真正理解。而且刑事诉讼法向来出题

比较重视理论，不加强些理论功底肯定是不行的。至于民诉

，大家向来觉得它出题很平易，考的是基本知识，但今年又

所转向，出了两道，论本证与反证，论调解，判决等的关系

，这两道题都不是基础知识，我想说两句，就是北大出题虽

然稳健，但是有个特点就是基础和理论题相结合，总会有一

些基础题，但也会搭配一些理论化的题目，传统上宪法，行

政法，法理，刑诉倾向于理论试题，民法，民诉，刑法则向

以基础著称，但今年民法和民诉都出了理论化题目，可见，

一张卷子虽然两种题型都会出到，但会讲究一个平衡，这些

科目出的理论化，另一些就会基础化，有针对性地复习是必



要的，但是第一轮不能太急功近利，打一下理论功底很有好

处，因为你不确定究竟是哪一科会出的理论化，这个趋势肯

定是越来越明显，每一科的出题风格不可能一成不变。民诉

我看了一些日本人写的东西比方高桥宏志，了解了一点精神

之后就紧扣潘剑峰的21世纪小本，这本书写的很实用，适合

记忆，把它仔细看一遍之后，再把刑诉和民诉对照着看一遍

，尤其是把各种原则，制度相类同的地方仔细对照，这样事

半功倍。等民诉看完之后，再复习一遍行政诉讼法大家就会

觉得很简单了。 七门课已经结束了，剩下三门也不能轻视阿

，国际法看王铁崖的经典版本，再推荐白桂梅06年新出版的

自己写的教材，红白皮那版，问题写的很清楚，是本好书，

看这两本足够。国经一直很杂很乱，我是推荐陈安的红白皮

，体系清楚，但很可能不全面，据说王传丽的好，大家可以

试试。至于经济法，我真的没什么好说，我好烦它，整个地

复习都被它搞得乱乱的，最后卷子上有一道十分的题一个字

没写，大家再找高人取取经。再就是一个教训，我初试给自

己定的专业课目标很低，考出来就更低，大家不要目标定得

太小，大志得中，中志得小，这话是没错的。还有就是拿不

定注意事选什么书的时候就去中国考试在线的书店对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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