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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工作；右岸读研，再次做回学生？是读研还是工作？也

许你现在也徘徊在人生另一个选择的河岸，想要到达对岸，

却不知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为此困惑、迷茫，不知所措，

就像哈姆雷特一样不断地追问自己："To be, or not to be?" 其实

，究竟是选择工作还是读研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非常重要

却常被我们忽略了的前提，即个体性差异和专业性差异。 个

体差异 作任何重要决策前我们都少不了对可能影响决策的诸

多因素进行理性、全面的综合分析，主观的、客观的、正面

的、负面的、当前的、远期的，如同企业投资时进行严谨的

可行性论证一样。经济学大师亚当&#8226.斯密曾说过，一个

理性的人是他自己最佳利益的判断者。也只有基于对自己清

醒的认识，我们对自己的定位也才能准确。 不能盲目地、过

早地由目前的工作来选择一生的走向，而要由自己拟定的人

生走向来决定自己以后的工作。比如要想在高校中谋一教职

，那就必须读研，因为这是很多高校的最低入门学历。而如

果要去一些实务部门，如当警察，一名普通中学的教师，普

通媒体编辑等，那再考虑读研就是一件不太明智的事情。 性

格也是我们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你是那类性格沉稳，静得

下坐得住，又对研究性学习有兴趣的人，可以考虑读研。如

果你性格非常外向，有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而坐下来又太

困难的人，选择工作可能收获就大得多。比如一个属于"陈景

润"型的的同学，读本科时就有不少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发表于



国家级刊物。他花了三年通过了司法考试，现在做律师，但

一直没有状态。不是他不优秀，是没有根据自己的性格找准

位置，他没有完全明白“性格决定人生”这个道理。 专业性

差异 对人潮人海中千差万别的毕业生来说，工作和考研谁更

好，这没有统一的标准。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分析和

决定，不能盲目地认为适合哪一项。 项准确地分析自己的情

况，则考虑到自己的个性差异外，专业性因素也应该考虑。

一些专业涉及到比较抽象、纵深的理论，如文艺评论、历史

研究或生命信息遗传工程等当今一些比较前沿的学科，就有

读研的必要。而另外一些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如新闻、法

律以及工商管理等，它们更多地是在实务工作中学到真正的

知识。所以，有位著名法学教授提出了法学教育中的游戏规

则：实践指导理论。这也正是一些法学博士、硕士在一些专

科生当主任的律师事务所打工的原因。就某些行业某些部门

，过于繁琐、精致的理论往往束缚了行动的手脚。 学历、能

力和素质是三个要分清的概念。如果你的确又很在意那张纸

学历，也好办，你可以先工作，然后读在职研究生就可以做

到鱼与熊掌兼得。那样，你既不必遭受"食无鱼、出无车"的

穷书生的窘迫，又能因为你的研究生学历倍受领导青睐而提

职涨薪。在行政事业单位，甚至还可能报销读研的所有费用

。看来有点俗气，但这是大实话。 现在研究生教育的诸多弊

端，为时人所诟病。中国的高校正以流水线的速度批发出量

多质次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含金量大打折扣，这确是一个不

争的事实。但质量下降并不是妨碍，大家还是会排长队报考

研究生，这个是大环境的原因，且留给学者去评说。 你只要

向自己弄清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决定读研，我该如何坚



持下去？这是比你做出决定的一位更多艰辛和困难的更大挑

战。所以，如果你决定好了向左还是向右，接下来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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