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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4_BA_8C_E5_c122_481115.htm 在中国，像我一样

，为了获得一个法学专科和本科文凭，用近二十年时间，去

参加自学考试，我敢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凤毛麟角。 我

出生在山区农村，家乡四周高山环绕。在我十四、五岁读乡

村中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接触到少得可怜的几首唐诗和宋词

，还有几篇古代的文章，我当时就肤浅的感觉到，认识和学

习文学，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自我十五岁离开学校到农村

里参加生产劳动，我也抱定了一个宗旨，在劳动之余，努力

学习文化，做一个有真才实学的有文化的人。 我曾经抱定一

个幼稚的心态，不打算参加任何形式的考试。我以为，一个

人只要有真才实学，总是有用的。后来的发展变化，证明我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早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否定了我当时

的那个想法。 我自86年下半年第一次参加湖南省自学考试，

还得感谢我的一位同寨兄长朋友，是他曾经两次劝我参加自

学考试以检验自己的自学能力。一次是在86年上半年，他建

议我参加自学考试，我以一个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为由，没有

接受这位兄长的建议。 86年下半年，我那时已被安排到我乡

一所最偏避的集中村小学教书。一天下午，天气炎热，这位

老兄从乡中心小学出发，手拿《湖南日报》，翻山越岭30里

，大汗淋淋地赶到我所在的学校，将浸有他汗渍的《湖南日

报》递给我，指着报上刊登的自学考试报考简章和有关的政

策规定，让我看，并极力鼓动我参加考试，不要再犹豫。看

到这位老兄因奔波而汗流挟背的辛苦，又读懂了自学考试的

积极意义，我便跃跃欲试，决心报考，一试自己的自学能力



，也看看自己是否是读大学的那块料。 在报考什么专业上，

我得认真考虑，按照我当时的爱好，我会毫不犹豫地报考文

学专业，以圆我少年时代的文学梦。但我内心里我所择的专

业又不愿与我乡其他友人所择专业雷同。当我的这位同寨老

兄告诉我，全乡有11人报考文学专业时，我就毫不犹豫地选

择了法律专业。老实说，我当时选择法律专业，不是因为我

很喜欢这一专业，而是因为我的无知，在报考简章上所列的

科目中，除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法律专业外，其他的专业因

为有数学课程之类，根本不是我所能考虑的范围。我当时之

所以选择法律专业，一是因为不想和全乡其他报考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人雷同；二是因为法律专业不用考试外语；三是我

当时幼稚地认为，学法律不就是死记法律条文嘛。 我实在够

幼稚的了！ 86年下半年，我第一次走进县教委自考办报考时

，我是充满了自信的，当然，我的这种自信没有多少文化底

子作基础，我不过就是一个上过农村初级中学的农家孩子。

我报考了《法学基础理论》和《刑法学》，我不敢多报，我

还不知道自学考试的深浅呢，我也不知道我是否是读大学的

那块料呢。 《法学基础理论》和《刑法学》两本教材，都是

厚厚的，每本都有500多面。初读《法学基础理论》和《刑法

学》，如同读天书，全是难以理解的抽象的名词，特别是《

法学基础理论》，反复读了几遍，脑海中还是不甚了了。我

没有别的办法，把“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当作至理名言。

周围没有可以请教的人，阅读中碰到不认识的字，可以帮我

的只有一本《新华字典》，这本《新华字典》还是我十三岁

时用砍竹尖换来的钱买的。阅读中遇到读不懂的章节和段落

，就只有“天天去猜想”。 那年夏天，我的一位少有来往的



同堂姑妈不幸病故，我作为娘家人唯一的代表前去吊唁。在

吊唁的几天里，也不敢放弃对这两本书的阅读。在一群哭哭

啼啼、嘻嘻哈哈的陌生人堆中，我唯一可以为伴的就是打开

这两本书阅读。那年夏天过得飞快，不觉就到了十月考试的

日子。说实在的，对这两门课程的考试，我心里没有多大把

握。考试的那一天，我跨过考场边的警戒线，进入庄严神圣

的考场，怦怦跳动的心不断的敲打我做答的笔。 第一次参加

自学考试，有幸考过了《刑法学》课程，得了62份。 接到《

刑法学》课程考试合格证，原本那具有抱负的本性开始张扬

，不考虑自己的实情，盲目扩张了自己不切实际的能力。心

想，每次报考四门课程，法律大专十四门课程，只要两年时

间就可以全部考过，法律大专毕业不就指日可待吗？我完全

忽视了自己只是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山里人。1987年，

我接连报考了《法学基础理论》、《法律语文》、《民法学

》、《民诉法学》四门课程，结果以48、49、50、52分的成

绩报答我。我不服气，87下半年，又连报了《中国法制史》

、《宪法学》、《经济法学》、《婚姻法学》四门课程，结

果仍以52、38、55、53分的成绩和我开玩笑。我开始有点服

气了，88年做了一下调整，每次只报考三门课程，那一年一

共报考六门课程，也只取得三门课程的合格证。两年半的自

考历程，只取得四门课程的合格证。我不得不承认，自学考

试对我而言，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 《经济法学》课程报考

了5次。第一次报考是在87年下半年，考试每及格。第二次报

考更换了教材，我在乡下不知道，依然用旧教材自学应考，

自然又没有及格。第三次报考是在90年下半年，临考的日子

我作为我乡少数民族文艺队的队员参加湘、黔两省少数民族



文艺会演去了。第四次报考是91年下半年，考试没及格。92

年下半年，第五次报考《经济法学》，才取得成绩合格证。 

《法律逻辑学》的课程考试也是一样。第一次报考该课程

是90年上半年，所购的指定教材是一本黄皮封面的《法律逻

辑学》，该教材的内容全是用中文表述的，没有使用逻辑符

号，而考卷上的题目又多是用逻辑符号表述的，展卷后难以

动笔。第二次报考，购买了用逻辑符号表述的教材，反复阅

读也是懂非懂。考试结果不说也知。直到我担任了法律中专

班的《法律逻辑学》代课教员后的1993年上半年，才通过该

课程的成绩考试，得77分。 我的法律大专自学过程多是在乡

下度过的，乡下落后，四周尽是缺少文化的人，山高路远，

自考的信息也难以得到。在我读乡村中学的两年半的时间里

，因为饥寒感染了慢性鼻窦炎。在我进入自学考试的岁月，

正是我鼻窦炎病发最为严重难受的时候，约有六、七年的时

间不闻香臭。夏天鼻子通气尚可，其他季节鼻腔常常堵塞，

记忆力下降。自学考试的时间又是每年的四月和十月，正是

我鼻窦炎病发堵塞最为严重难受的时候，考场上的两个半小

时，鼻腔中塞满了鼻涕，碍于面子又不好在考场上排除，使

得我心绪不宁，头昏脑胀，思维不能清晰，这也影响了我自

考的成绩。 我的自学考试的过程是意志力验证的过程，所得

分数都不高，绝大多数是60分或多一点，超过70分的只有两

科，除前面的《法律逻辑学》外，还有《政治经济学》得76

分。但这些分数绝对没有水份。法律大专自学考试十四门课

程，我一共报考37次，实考35次，仅仅只有《刑法学》和《

刑诉法学》是一次考试通过的，其余的课程考试均为二次以

上，有的课程考试数高达四次。考试二次取得合格成绩的课



程是：《法律语文》、《婚姻法学》、《中国法制史》、《

政治经济学》；考试三次取得成绩合格的课程是：《国际法

学》、《民法学》、《民诉法学》、《法律逻辑学》、《法

学基础理论》；考试四次取得成绩合格的课程是：《宪法学

》、《经济法学》、《哲学》。平均每门课程考试约2.6次。

直到93年12月，才取得法律大专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历时七

年。 法律大专自学考试结束时的1993年，我便开始了律师资

格的考试，直到1999年才取得律师资格，这一考又是七年。

说起律师资格考试，也是一本难念的经。我自93第一次参加

考试，每年所获分数，都是比较高的，其中97年233分，98

年234分，99年251分，在我历经失败取得律师资格后的2000年

，全国律师录取分数线是231分，而该分数线恰是我94年参加

律师资格考试所获得的分数，这不是老天故意杀我又是什么

？我只好再次用孟子的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等话来自欺欺人和自我解嘲一番。在参加律师资格

考试的期间里，我也没有完全放弃对法律本科段课程的考试

，到我取得律师资格的时候，我法律本科段的课程，陆陆续

续地取得了《环境法学》、《商标与专利法》、《国际私法

》、《国际经济法概论》、《公司法学》课程的单科合格证

。遗憾的是，《商标与专利法》被《知识产权法》所取代，

考了也白考，但从掌握知识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值得的。 总

体上来说，在考专科的那些岁月里，考风比较好，周围较少

有人对作弊感兴趣，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自

学考场上作弊的现象多起来了。每当听到有自考生介绍作弊

的方法和经验并轻而易举通过单科考试时，心里总被深深的

伤害。我是笑对考试结果的，从不为考试失败而烦恼，无非



又是下次再来。故我从未携带一片纸张进入考场，但也有一

次例外，是考《公司法》的那次，我将《公司法》一书，带

进了考场，放在我考座边的窗台上，然后就一心一意答题去

了。等我考完交卷后，我想从窗台上取我的《公司法》一书

，却发现我那本书被前排一位漂亮女考生取走作弊去了。 我

也不是没有想过要作弊，一旦冒出这个想法，我就马上否定

自己，我作弊骗谁呢？我又不需要文凭向国家机关要求升职

，又不需要文凭向国家财政要求加薪，我不是为眼前的利益

读书和自考的，没有太多的功利性，我读书和自考纯是为了

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证明自己，是我个人的事情。但在考最后

一门课程《西方法律思想史》时，我差一点下决心作弊了。

这门课程，我前后大约花了三年时间，报考了四次。这一次

考试，我内心反复思考是否作弊这个问题。我想，如不作弊

，万一这次考试这门课程通不过，不知何时再安排这门课程

的考试，2006年快到了，做律师如果不具备本科毕业，就要

影响到注册了，所以，有许多的同行就纷纷走捷径，参加函

授或者电大以获取本科文凭，这还算好的。 就我所知，我国

还有一所什么知名的科大，在下面办班，只要交了钱，本科

文凭是最易获得了。据说，有一位法律工作者，报名该班，

极少去参加考试，每次都是请人代考，法律本科文凭早就到

手了。这次（湖南第46次）考试对我太重要了，我按照别人

说的一些方法作了一些作弊的准备，当我去考场的时候，我

的理智战胜了我，我将那几张小纸片撕碎留在了厕所里。我

毅然自信轻松地走进考场，身上一片纸也不留。当我第一次

看到考场上那监控考场的摄像头时，我心里十分欣慰，我想

，我终于可以和在坐的所有考生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只



是这摄像头安装的太晚了一些。这一次我做题特有信心，我

是第一个交卷的，当评分结果下来时，《西方法律思想史》

的了64分，虽然分数不高，但该分数像我所有的自考得分一

样，是我实实在在所得，没有一点水分，是扎扎实实的学问

啊。 当我再去教委察看下一次报考论文的安排时，西方法律

思想史就没有安排考试，好险！ 我不懂英语，所以我没法报

考英语，按照自考计划要求，我必须加考三门选修课。其实

按照计划，我不考英语，就要考所有的选修课，加上毕业论

文，一共是18门课程。在这些课程中，除了《公司法》、《

合同法》、《劳动法》、《金融法》等几门课程难度较轻外

，其余的都是篇幅宏大，内容磅礴的大部头著作，难啃难记

。像《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外国法制史》、《

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无论哪一部书

，要掌握它百分之六十的知识，都将花费自己很多时间和心

血。 自学考试难度高，需要真才实学方可，但也还是有捷径

可走的。除了单个的考生作弊之外，听人说就是以办自学考

试班的名义，串通一起大面积作弊，我只是听人说，不完全

可信。但那些交钱就可轻松得本科文凭、研究生文凭的现象

却到处都是。 我也碰到过这类情况，那是我报考《知识产权

法》的课程考试的时候。不知是哪路神仙，在教委自考报名

的办公区，每见到一位报考《知识产权法》的自考生，这位

神仙就凑过来，向这位考生宣传开办《知识产权法》辅导班

的情况，说是有教材的作者冯教授亲自前来主讲，说是保证

能及格。我当然相信，但不想介入。当他依次向我鼓动时，

我只是哼了一声，就下楼走了。我走到门口时，哪知该神仙

随后追上来，扯住我的衣角，反复要求我加入该辅导班。说



自己是冯教授的老乡，又是冯教授的硕士研究生，冯教授亲

自来讲课，你可以不交钱，等你该课程考及格了再交钱也可

以，我都记下了你的考籍号了，只要你到辅导班听课就行了

，你参加了该课程的辅导班，及格是没有问题的，要是不参

加该辅导班，那就很难说了。该路神仙还挺有蛮劲，我走他

也走，我停他也停，真是烦死人。我看这人好蛮，想快点摆

脱他的纠缠，只好很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冯教授真是让你

这样做的话，我就怀疑冯教授的学问和人品挺有问题了。这

样，他才停住了脚步，遗憾地摇摇头，回到自考报名处又去

向别的考生重复刚才的那一套了。 在本科段，我到底参加了

多少次考试，每门课程平均考了多少次，我没有统计。但从

我那断断续续的单科结业证书所载的时间里，也可以看出我

法律本科段考试的曲折和艰辛。 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将我的

本科分数抄录于后，除了可以免考的婚姻法学、马克思政治

经济学及外语，为的是想完整地保留我的自考纪录： 1997年5

月--环境法学 1997年11月--商标与专利法学 1998年5月--国际

私法 国际经济法概论 1999年5月--公司法学 2000年12月--外国

法制史 知识产权法 2001年5月--劳动法 合同法 2001年12月--法

律文书写作 2002年5月--保险法 中国法律思想史 2002年7月--

公证与律师制度 2002年11月--金融法 2003年1月--毛泽东思想

概论 2005年5月--西方法律思想史 2005年10月--毕业论文 我的

本科科目的考试取得分数的自1997年5月始，其实在我取得环

境法学的合格分数之前，就已经报考了本科科目的考试，由

于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故本科科目的考试前几次均没有获得

通过。 我是99年取得律师资格的，在近20年的时间里，我只

凭文革期间的初中文化水平，取得了法律大专和律师资格。



我05年10月，我来到湘潭大学，在法学院完成了我的论文答

辩，今天将这些东西写成文字时，我已经取得了本科文凭。 

我现在也可算作是资深的穷律师了，读者诸君，如果你还在

参加自学考试，是需要花点时间的。 （作者：向林湘，湖南

宏锋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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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