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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乔然乔然

3月 11 日，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国

家分数线公布。相比于 2021 年，大部分

专业的过线分数都明显提高，不少热门专业的分

数涨幅达到了 10分以上。

程曦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个新闻。作为一名

“二战”考生，早在 2月中旬初试成绩公布后她就

知道，自己又一次“上岸”失败了。

从 2017 年首次突破 200 万人到 2022 年达到

457 万人，5年多时间里，我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

数翻了一番。仅从去年到今年，考研大军就多了

80万人，增长幅度创下历史新高。

当本科教育逐渐成为一种“普及化”教育，追

求更高学历成了年轻人缓解就业压力、提升竞争

力、寻求社会流动通道的共同选择。

数据显示，近 4年来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平均

录取率为 28.9%。具体到今年，全国高等院校计

划招生人数约 110 万，这意味着将有超过 300 万

人和程曦一样考研落榜。

不管考不考，先把名报上

2020 年 10 月 31 日，陈伟最终确定了自己的

考研目标：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化传

播专业。当天是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报名截止的日子，那之后还有不到两个月，离

开校园 3 年的陈伟将走进考场重新接受学生时

代的应试评判。

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的陈伟第一份工作

是在上海一家传媒公司做媒体运营。“工作环

境里目之所及，本科就是最低学历”。尽管手

握湖南一所 211 高校的毕业证书，但入职后不

久，陈伟就感受到了学历的重要性：他所在的

小组要任命组长，在潜在竞争者各方面能力相

当的情况下，胜出者最终倚靠的优势正是研究

生文凭。

区别也在别的方面逐渐反映出来。招聘网

站上，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起薪大多有一两千

元的差距；在上海，高校应届毕业生想落户，硕士

及以上研究生也比本科生更容易。

赚得少，开销大，干了不到一年，陈伟辞职从

上海回到长沙。随后他做过品牌策划、产品销

售，但时间都不长。直到在一家艺考机构谋到了

教学主管的职位，他的工作才算暂时稳定下来。

不过陈伟心里清楚，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依然存

在，“按我当时的竞争力，能得到的工作成长空间

都不大，一眼就望到了头”。

考研，是陈伟想到的能跃上更高工作平台的

方法。

陈伟结束“沪漂”那一年，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法律专业大三学生刘鹏开始为考研做起了

准备。

“不管考不考，先把名报上。”刘鹏所在法学

院院长在一次年级大会上说的这句话，某种程度

上可以视作当今大学生对考研态度的高度概

括。刘鹏的同班同学里，5个人考公务员，8个人

就业，剩下 47人全部报名考研。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将高等教育发

展划分为“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个阶段。

在 18—22 岁适龄人口中，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低于 15%属于精英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 15%小

于 50%为大众化阶段，毛入学率大于 50%则为普

及化阶段。

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超过 50%，按照马丁·特罗的标准，实现了高等教

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

越来越高的入学率自然带来越来越多的毕

业生。按照教育部的统计，2020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有 874 万人，2021 年这一数字突破了 900 万。

就业难，成了多数人从校园步入社会过程中遭遇

的第一个难题。

以刘鹏为例，作为一名法学生，毕业后能从

事的专业相关工作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公务

员考试进入公检法司系统，一是当律师或到企

业做法务工作。前者核心岗位几乎都要求报考

者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后者虽无明确规

定，但稍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或大型企业都会

引来众多研究生求职者，作为一名“双非”大学

本科毕业生，刘鹏知道自己很可能连简历关都

过不了。

在刘鹏和诸多与他情况相似的大学生看来，

想要赢得一块含金量更高的职场敲门砖，考研是

最直接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暂时逃避

就业压力的最佳方法——继续深造，工作的事就

可以两三年后再想了。

选学校找资料，都是考试的一部分

“再难，也难不过高考吧。”2019年 4月，刘鹏

和女朋友程曦谈起考研目标时，说了这样一句

话。程曦比刘鹏低一届，两人学的同专业。刘鹏

考研，也想给女朋友探探路。

事后想想，刘鹏觉得自己对困难的预估还是

保守了。备战高考虽苦，但大多数时候只苦在高

强度的学习之中。复习计划有学校和老师制定，

生活有家长照顾，身边的同学都是相互促进和鼓

励的同伴。总之，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明确

的目标——6月初的那几场考试。

考研的操作模式就完全不同了。不同的

院校和专业在报考人数、录取比例、考试范围、

试卷难度等方面各不相同，所有这些都要靠考

生自己搜集信息、制定策略。这也就意味着从

做出考研决定的一刻起，考验就已经开始，而

且大多数情况下，通关路上，考生都是孤身一

人往前走。

刘鹏最初定下的目标是中国政法大学中欧

法学院，那是法学生眼中顶尖的学堂。紧接着，

他花了 400 多元从上届“上岸”学姐推荐的考研

机构处购买了复习资料。6 本，A4 纸大小，摞在

一起厚度有 30厘米。

复习资料是历年考生分析院校考试大纲整

理出的考试重点以及真题合集。得到一份真实

且精准的复习资料，对考生而言无异于方向性

指引。

“三跨”考生朱莉莉第一年考研落榜在一定

程度上就是吃了备考资料不足的亏。所谓“三

跨”，即跨专业、跨学校、跨地区考

研，由于缺乏经验又不了解情况，

朱莉莉随机在网上搜到一家考研

机构，对方广告称“拥有内部老师

整理的历年考试真题，上岸考生

全程辅导教学”。哪知道，朱莉莉

交了 800多元后，除了收到两本资

料，就再也联系不上客服。

“二战”时，朱莉莉谨慎了很

多。意识到信息的重要性，她一

方面托人联系上了成功考上目

标院校的“前辈”，一方面从学校

官方微博、微信的评论区寻找线

索，加入了考生建立的 QQ 群和

微信群。至于复习资料，朱莉莉

更是多方询问、比对后才做出了

选择。

大三暑假刚开始，刘鹏的同

学韩杨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定

下目标不到两个月，刘鹏把中国

政法大学的考研资料全送人了。

“上岸”的学姐劝过刘鹏，说

中国政法大学考试难、竞争大，

他选择的经济法专业头一年一

共只招了 10 名学生。“当时我还

有些名校情结，想搏一搏”。刘

鹏回忆，可事实上复习的难度远

远超过他的想象，“不要说背诵，

很多知识点想理解都要花很大

力气”。压力之下，因为吃了一

个芒果，此前鲜有病史的刘鹏严

重过敏住院了。

就在那期间，刘鹏决定调整

目标，改考招生人数更多、考题

相对容易的西南政法大学宪法

学与行政法学硕士。考研队伍

中，像他这样半路改换方向的并

不是少数。面对激烈的竞争和

现实的社会衡量标准，实现科研

理想和学术追求很难再说是年

轻人考研的最主要目标，相比之

下，获得一纸研究生文凭显得更

为重要。

背书，做题，背书，做题

刘鹏走出食堂，手里拿着打

包的包子，一边走一边吃。他有

意识地把脚步放得慢一些，让咀

嚼次数多一些，这样可以使自己

刚清醒的大脑再多休息几分钟。

等走到图书馆，又是一天的

高强度学习在等待刘鹏。

暑假开始已有一段时间，校

园里安静了不少。刘鹏和几个

考研的同学相约留校，每天在图

书 馆 、食 堂 、宿 舍 间 来 回 穿 梭 。

重新选择目标后，刘鹏的状态好

了不少，一天能啃下十多页复习

资料。

对文科类学生来说，考研准

备过程中大部分精力会花在背

诵这件事情上。政治、基础课、

专业课，每一门都有大量需要

记 住 的 理 论 和 知 识 点 。 刘 鹏

每天到了图书馆，第一件事就

是 拿 起 复 习 资 料 走 到 开 阔 的

楼梯间。在那里，东南西北四

个角落各站着一个考研人，每

个 人 嘴 里 都 念 念 有 词 。 谁 要

是 累 了 ，就 回 到 座 位 做 做 题

目 。 如 此 反 复 。 一 天 中 除 了

吃饭，刘鹏会在图书馆待到闭

馆音乐响起。

韩杨买了块电子表，每次

开始学习时按下计时键，休息

或感觉自己走神时就暂停。韩

杨给自己规定，每天表上的计

时 要 达 到 12 小 时 才 能 睡 觉 。

作为备考小团体中公认最努力

的人，为了有更多时间复习，韩

杨每天早上 6 点起床，就连吃

饭都会不时用手机刷一刷英语

单词。

刘 鹏 试 图 效 仿 韩 杨 的 做

法，可他发现，要保证学够 12小

时，投入的时间至少在 16 小时

以上，“实在是做不到”。后来，

刘 鹏 下 载 了 一 款 时 间 管 理

APP，每天使用手机的时间越

短，应用程序中的树木就“长”

得越茂盛，反之则会变得稀疏

甚至颓败。刘鹏说，一天下来，

不管实际复习效果怎么样，看

到屏幕里的树林，就能安慰自

己“没白过”。

相比起来，陈伟的备考条

件要恶劣得多。开会、上课、批

改作业、睡前查寝……陈伟算

过，工作之外，每天留给他自由

支配的时间只有 4个小时，而且

还都很零散。如果在这期间不

能进入学习状态，那一天就白

费了。

陈伟应对的方法是把考点

整理成一份表格，考频高的用

红色标注，优先背诵，一个时间

段只背一个考点。“任务被最大

限度拆解后，就更容易直击目

标。”陈伟说。

决定考研后，许多个凌晨，

陈伟都是集体宿舍里唯一还醒

着的人。时间的紧迫常让他感

到窒息，只有戴着降噪耳机闭

上眼睛默默在心中重复出刚背

过的传播学理论时，他才会有

些许的轻松感。

枯燥的复习日子里偶尔也

有欢乐闪现。刘鹏记得，一次

吃饭的间隙突然有人说：“准备

考研，千万不能听周杰伦的《菊

花台》。”

“为什么？”

“因为歌词里有一句‘愁莫

渡江秋心拆两半，怕你上不了

岸一辈子摇晃’。”

“上不了岸，哈哈哈……”

为了走进考场那一刻

陈伟并不是第一次报名考研。和刘鹏一样，

他也曾在大三的暑假为走进心仪的院校努力

过。可大四开学后，各种招聘信息和时不时传入

耳朵的身边同学拿到 offer的消息让陈伟分了心，

或者说是慌了神。他开始试着一边备考一边投

简历，以为这样能做两手准备。可实际上，仓促

求职没能让陈伟找到满意的工作，反而还影响了

他复习的状态：最后一个月，他甚至连一本资料

都没看完。

陈伟最终没能走进当年的笔试考场。用他

的话来说，做了“逃兵”。

做出考研的决定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决定

后坚持走完近半年的准备期。对大多数考生来

说，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情绪起伏进而产

生的行为上的变化是备考过程中最大的拦路虎。

数据显示，近年来多地区、多院校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弃考率都在 10%以上。以广东为例，

该省 2022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

26.3 万人，但最后真正参加笔试的只有 21.3 万

人，弃考率达到 19%。

2019 年 10 月，刘鹏遇到了备考的瓶颈期。

由于方法不对，当时他的复习进度落后了身边的

同伴近一个月。“背的都会忘，做的都不对”这是

程曦那时候常听到的男友的抱怨。

刘鹏开始不能按时起床，时间管理程序里的

树木也日渐变得稀疏。即使拿着复习资料站在

楼梯间，他也更像是在装样子，脑子里常常一片

空白。

觉得自己可能是太累了，在一个周五的晚

上刘鹏走进了久违的网吧。两个小时的游戏

后，他感觉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愧疚和更进一步

的焦躁。可越是这样，他越是打不起精神。他

说到后来，自己每天都生活在“考不上研究生、

找不到工作、毕不了业”的恐惧中，却无力做点

什么来改变。

为了最大限度控制自己的状态，朱莉莉“二

战”时专门报了个线上培训班。班里50多人，在听

老师上课之外，同学们也会相互交流经验和方法。

随着近年来考研人数增加，相关辅导班也多

了不少。从收费两三千元的大课堂到标价两三万

元的保过班，从全程指导到笔试面试冲刺，品类之

多能让人挑花眼。不过在朱莉莉看来，报班最重

要的是有督促作用，但至于怎么学，还得看自己。

“二战”备考时，朱莉莉回到位于重庆的家

里。除了上网课，大多数时候她都是一个人。睡

醒了学，学累了吃，吃了继续学，再学累了就睡。

因为缺乏运动，那段时间她胖了 20 斤。“所有的

付出，就是为了走进考场那一刻。”朱莉莉说。

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刘鹏“毫不意外”地没能通过笔试关。不过

通过网上申请和面试，他拿到了澳门城市大学研

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实现了“曲线救国”。韩杨

也没能实现预定的目标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而是

经调剂后仍在本校攻读研究生学位。在他们班

上，通过各种途径“上岸”的不到 20人，其余大部

分选择了“二战”。

2020 年，教育部开展了“升学扩招吸纳行

动”——硕士研究生扩招 18.9 万人。2021 年，全

国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首次突破一百万，达

到 105.07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两年来研究生较大规

模的扩招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缓解新冠肺炎疫情

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造成的冲击，但在疫情发生前

数年，我国研究生招收数量就一直以平均 6%左

右的幅度在增长。

在本科阶段扩大招生人数 20 多年后，让研

究生教育发挥更大的人才蓄水池作用势在必

行。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的研究生尚

不足千万人，目前就业人口中有研究生学历的占

比约 1%，远低于部分发达国家的 10%。即使在

北京，受教育程度为硕士研究生的人口数量也仅

占全部 1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 6.54%。

相比于担忧硕士研究生的学历价值，两三年

的读研经历在文凭之外还能给求学者和社会带

来什么似乎更应该受到关注。

今年夏天，刘鹏即将毕业。越接近曾经无限

渴望的学位证书，他越发现取得某些公务员岗位

的报考资格和通过更多招聘公司的简历关只是

个开始，“说到底，如果自身实力不足，照样会被

淘汰”。

攻读学术型硕士学位的韩杨如今的当务之

急是确定毕业论文题目。他说，那些大学时没有

想明白的问题，研究生阶段也不一定就能得到答

案。比如，该继续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下去还是选

择就业；比如，就业该选择什么样的工作。

“能重新拥有选择的权利，总是好的”。经过

考试、调剂，陈伟重回校园，成了上海理工大学

2021届的硕士研究生。今年，他获得了去德国交

换学习的机会。早在 2019 年就以暨南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研究生身份毕业的朱莉莉如今已在

北京有了安稳的工作，再回忆考研的经历，她说：

“人，只有亲身试过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以

及能要到什么。”

程曦再次落榜后，一直没跟刘鹏谈起接下来

的打算。刘鹏本想劝她先找工作，但无意间在女

友书桌上看到一张纸条后又忍住了。那上面是

程曦摘抄的一段话。“你要忍，忍到春暖花开；你

要走，走到灯火通明；你要看过世界辽阔，再评判

是好是坏；你要铆足劲变好，再旗鼓相当站在不

敢想象的人身边；你要变成想象中的样子，这件

事，一步都不能让”。 这段话出自一本书，书名

叫《你要去相信，没有到不了的明天》。

（谨以此文，为考研路上的同学们加油）

2020年12月25日，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前一天，江苏省南通市的一所高校里，考生正在抓紧时间冲刺学习。 人民图片 供图

2016年12月 24日，当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在山东省聊城市一所高校
的自习室里，还留着考生的资料。 人民图片 供图

2020年12月2日，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内随处可见考研学生认真备考的身影。
人民图片 供图

2021年12月25日，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考生在寒风中等待入场。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