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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散心回来后，我终于等到了初试成绩，心里没有过多的

激动，因为和我预期（380）还差11分，但说实话也让我满意

了。 比起第一次参加考研，这次我有更深的体会，对考研本

身，特别是对武大刑法应试有深刻的理解。众所周知武大法

学难考，刑法最难考（尤其对我们这些外校的人）。每年刑

法招生不超过25人，除去保送名额（10个左右）只剩下不

到15名额，然而每年的报考人数近400人，且有递增的趋势。

所以，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和扎实的学术功底是很难进珞珈

法学的大门。 各位研友既然选择了武大，选择了刑法，那么

我相信也有了必胜的信心，在此我想谈的是怎样学习刑法，

怎样应对武大刑法考试。 首先，观念的转变。大多数人认为

刑法较之民法是一门简单的部门法，理论不深，内容简单，

容易掌握。这种观念有失偏颇。刑法（特别是在中国）有着

深厚而广博的理论沃土和历史渊源，有稳定而庞大的根基，

要想系统掌握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武大的学术风格偏重理论

的研究，了解历年试题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一点。 其次，方法

的重要性。武大指定教材（包括综合课共有十五本书），其

中就刑法指定教材就有三个版本。所以怎样选择性的读这些

书是一个重要的技巧。 1）选书的方法。这三个版本的书各

有特点和缺陷，也都有错误的地方。具体而言，黑白封皮（

高教版）的总论写得不错，适合掌握基础知识用，但分论就

不敢恭维了；红皮书（北大版）的总论写得更为详细精深，



但是体系性不及其他版本；法制版的在刑事责任，刑罚，罪

数等章节写得不错。 2）读书的方法。尽管读书的方法很重

要，但你至少要把每个版本的书读上三遍。我是一个笨人，

但相信勤能补拙。因此做了很详细和有体系的笔记。我首先

以红皮书为篮本作笔记，记下了刑法的整个框架和基本知识

，然后在熟读其他两个版本的基础上对原笔记充实，找出学

者们论述的重点和分歧的意见，并对各版本阐述同一问题的

不同方式总结出最便于记忆的知识脉络。这步工作花掉了近2

个月的时间。此后，我通过关系弄到了武大优秀本科生的笔

记，里面有李希慧，林亚刚等老师精辟的讲解，我也加到了

笔记里面，对于分则的学习很有帮助。再次，我研究了刑法

典和主要的司解，采取看法条联想知识点的方法，把自己对

法条的理解也加入了笔记（包括最新的刑法修正案六）。最

后，研究历年真题也很重要，因为真题有导向性和重复性。

我研究了从97到06的真题，对所涉知识点统计归类分析，找

出了重点考察的知识点和出题的规律，然后在笔记里面批注

。 3）记忆的方法。在两年的学习中，我从死记硬背转变为

灵活记忆，提高了看书的效率。因为每个知识点的记忆方法

不同，所以在此无法一一解说，但在笔记里面都有相应的记

录。 4）应试的方法。从近几年的试题分析，武大不仅重理

论而且还考热点和老师的文章及课题。如05年宪法一题为秦

前红和周叶中当年的一篇论文；05国际法一大题为当年武大

国际法国家级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06年民法基本上都是

物权法内容⋯⋯所以，我搜集了06和07两年武大个主要老师

的论文和课题，经过提炼筛选，附在笔记中，这样就抓住了

考试的方向和重点，做到心中有底了。 最后，心态的调整。



偶能取得综合112，专业118的成绩也是用汗水换来的。备考

期间人容易浮躁，不能一贯的坚持学习，所以心态的调整也

很重要。我的体会是给自己施加压力就有了动力，能避免浮

躁。我是第二次考研，本身家庭又穷，备考期间既要还本科

期间的助学贷款，又要买书吃饭，所以不得不寄人篱下，四

处借债维持生计。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正是这些压力给我很

大的动力，迫使我必须考出好成绩。所以我一直都有积极上

进的学习心态。 以上便是我两年考研经历的简单概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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