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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7_A3_E5_9B_9B_E5_c73_605895.htm 考研人在备考过程中

的压力异常大在考研复习到困难重重的时候；当脑子里四门

课程的知识乱作一团，复习到再也看不下去书的时候；甚至

在临上考场的12月有了这种感觉，比如反正今年也没复习好

明年再考⋯⋯在这些情况出现之时，万学海文总结众研友的

经验，提醒大家应知道：人生，不仅仅是考研，永远都要面

对四个现实法则！ 第一种现实法则：成长法则 完整的、不断

发展的人生必定要经历各种困难。 把语序更改一下，种种困

难和问题是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人生经历的必然组成部

分。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再产生任何问题，那么放心，这

个人的人生之路也就已走到尽头。这倒不是说生命即将结束

，而是说成长、奋斗这些词语再也与此人无缘。 《西游记》

里的唐僧西天取经，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在

取经路上经历了八十难还不够，终于到达西天，如来佛祖还

要给师徒四人加上一难。四人方得真经，普渡众生，他们自

己也因此成佛。哲学里面讲量变质变与矛盾的关系，没有矛

盾就没有质变和量变，而矛盾的解决往往是矛盾的双方一方

吃掉另一方或者矛盾双方互相融合。 如果否认困难是生活中

的组成部分，或者一遇到困难就采取逃避的态度，那么除了

年龄的增加或者被困难吃掉，人生永远不会出现正向的量变

和质变。 每个考研人只要他参加考研复习，就已经意味着要

接受种种磨难的考验，改变自己命运的压力、家人的期盼、

对爱情的追求、单位领导对考研的无端阻挠，这是精神层面



的。感到哲学、政经的体系很难理解，阅读长难句无法下手

分析，跨专业考研没有专业基础等等，这是技术层面的。但

是万学海文请各位同学记住：不仅仅是某一个人，所有的考

研人都要经受这些考验。 如果考研人能从情感上和理智上都

认识到：问题和困难是完整的、发展中的人生中必然要经历

的这一现实。大家就可以把心态调整到一个适当的状态，平

稳地在考研复习路上走到最后。 放下急功近利的包袱，万学

海文相信大家前面的路途一定会更宽阔些。愿所有的考研人

还自己一个最初的梦想，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第二种现实

法则：自然平衡法则 人必须经常放弃某些东西，以便得到另

外一些东西。 俗话说得好，“有得必有失”，“失之东隅，

收之桑榆”。人生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选择

了一项事业，就不得不放弃另外一项。在这边得到，就别奢

望那边也能占有。 选择是痛苦的，而且选择往往就像一种赌

博，在结果未发生之前一切都是未知。但在选择过、奋斗过

、至少是经历过之后，也许没能收获成功，但却可以获得宝

贵的经验。 古时洪水泛滥，大禹治水一去十三年。四年后的

一个早晨，大禹走近家门，听见母亲的骂声和儿子的哭声，

大禹想进去劝解，又怕母亲唠叨起来没完，耽搁了治水的时

辰，于是就悄悄地走开了。往后更有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史话

。大禹选择了为苍生治理洪水，也就不得不一时放弃家庭。

虽然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常挤常有，但那是针对一段时

间只做一件事情而言。除非是智慧超常的人，否则在人生中

，想双方兼顾是不可能的。要是不参加考研，就可以拿考研

复习省下的时间去找工作、谈情说爱、玩电脑游戏、上网聊

天、在现在的岗位上以俯首甘为单位牛的态度干下去。听起



来还不错，蛮稳定的生活。可是，如果一旦选择了考研，就

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到下一年考研结束为止，不能再为放

弃的娱乐项目或者是单位的琐事叹息，因为根据自然平衡法

则，为得到考研的成功，就必须专心准备，放弃其它分散考

研精力的事情。 如果考研人能认识到自然平衡法则存在的现

实为了得到一些东西，不得不放弃另外一些的话。就不会因

为复习考研而没时间找工作整日提心吊胆，也不会由于没时

间陪恋人而终日自责，更不会因为领导同事的态度而自觉脸

上无光。 第三种现实法则：平均法则 根据统计学理论，人可

能不断的失败，但如果坚持不懈，就总可以获得成功。统计

学理论证明，一个事件，如果具备产生某一结果的条件，那

么在不断的重复之中，即使这个结果暂时不发生，将来也一

定有发生的可能。产生结果的前提是不断的重复，如果只是

试过一两次，就认定这件事根本不可能，从而放弃了尝试，

那就永远也不会收获成功。 1879年，爱迪生经过13个月的奋

斗，试用6000多种材料，试验7000多次，才以炭化棉线为灯

丝材料发明了人类第一盏有实用价值的电灯泡。林肯也是在

经历了长达28年的挫败后终于当选美国总统。大到整个人生

，小到一道考研哲学分析题。都会让人觉得难以突破。有太

多的人都是在试过几次以后就选择了放弃：“我真的不是学

习的料”、“英语单词太难背了”。就这样注定了与考研成

功无缘。反过来考虑，如果成功的次数多了，是不是就能永

远成功下去，答案也是否定的。 有的考研人本科的专业是英

语，跨专业考研，自以为英语不错就不复习英语，结果成绩

出来才后悔莫及。如果考研人都能认识到平均法则是人生中

无时无刻不起作用的一条法则。（百考试题）那么就能平和



地接受暂时的失意，而且不断努力，探索更好的学习方法，

等待成功的到来。也能在得意时把心态放稳，未雨绸缪，完

善自我，保住自己胜利的果实。 第四种现实法则：精神变物

质法则 人有可能通过精神的力量对命运实施很多控制。 这是

一条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物质对意识具有决定

作用，同时意识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这里面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精神，“物质”就是我们的

现实命运。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

造客观世界”。人有可能通过精神的力量控制自身的命运。 

公元前490年，波斯帝国统治者为吞并希腊，亲率十万大军攻

向雅典。在这大军压境、民族存亡的最后关头，雅典著名军

事家米尔蒂亚德提出“要自由，不作奴隶”的口号。在失去

斯巴达的军事支持后，决定放手一搏，死守雅典孤城，抵御

强敌于雅典城郊40公里处的马拉松城。当时他率领的军队只

有一万多人，但士气高昂，且出奇制胜，发动了锐不可当的

攻击，激烈战斗没多久，波斯人溃不成军，丢盔卸甲逃亡。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为了把胜利的消息送到雅

典，一个名叫菲力比斯的战士，从马拉松一直跑到雅典。他

到达目的地时筋疲力尽，喊出一声：“我们胜利了！”就永

远投入了大地的怀抱。 这就是精神的作用，如果一切都由物

质和机械规律所决定，那么一万军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

十万大军，米尔蒂亚德不会成功保卫雅典。没有精神力量的

支持，菲力比斯也不能以超越常人的精力坚持着跑完40多公

里，用尽生命最后一点力量带回一句胜利的消息。 考研之难

是难在考试本身，换句话说是难在知识的掌握。如果题目做

不出来、单词背了就忘、第一轮复习久攻不克，考研人的心



理上自然会产生一种焦躁的情绪。很多研友第一轮复习感觉

知识点太多，慢慢的就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心向着工

作的方向去了。更可惜的是很多人在12月份放弃，就是承受

不了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 如果考研人了解了精神变物质法

则存在的现实，就完全可以更加自信的面对考研，自信自己

也可以通过精神实施对命运的控制。并且不断锻炼自己控制

精神的能力，转而以更健壮的精神操纵力稳定自己考研的心

态，通过实践实现对自己水平的提高，把理想变为现实，最

终改变、创造自己的命运。 考研用最好的青春去奋斗。我们

可以从容地对大家说：能坚持考完每门课的考研者，他们就

是象征时代魅力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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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