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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相关新闻：2008考研报名10月10日起开始 研究生招生简单

公布 大学校园里，几年前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保研的人

过着猪一般的生活，找工作的过着狗一般的生活，而考研的

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保研，即“免试推荐硕士研究生”，

一般在每年9月下旬至10月开展工作，目前全国有两百多所高

校具有“推免”资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有研究生院的高

等学校，保送研究生名额一般按该校应届本科毕业生数的15

％左右确定。 随着一些学校保送研究生比例的不断提高，“

保研族”成为高校大四学生中一支庞大而特殊的队伍。 “想

做只猪，门槛都那么高” 保研大战正式打响后的第二周，陈

聪（化名）的QQ、MSN签名档全部改成了一句话：想做只

猪，门槛都那么高。 网上很多朋友都跳出来问他怎么回事，

只有和自己一起投身保研大战的弟兄们都暗中捏把汗，互相

苦笑。 在大学里，保研成功的同学一向被人称为“保研猪”

，理由是确定保研结果一般都在10月，在之后大半年的时间

里，这些同学基本比较空闲，有条件过猪一般慵懒、自由、

舒适的生活。 但是，“进化”为“猪”也着实不容易。 陈聪

是北京某高校文科专业的学生。相较于理工科院系，文科因

为申请出国留学相对困难，本身保研率较低等各种原因，保

研路相对更艰难一些。陈聪所在的专业不到30个同学，按

照15％的限制，最多会有4个保送名额。 确定自己成绩排名是

第五名，成绩第二名的同学放弃保研，全班有4位同学可以进



入复试，当这3个“确定”被最后“确定”下来时，陈聪没有

丝毫轻松的感觉。保研通知上最后进入复试的同学是按照综

合排名划定的，而综合排名包括3年的成绩、社会工作加分、

学术论文和竞赛等科研加分等。 “综合排名一出来，班里肯

定又会震荡一次。”陈聪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第三名和第

四名交换了名次，庆幸的是，自己依旧排名第五。他终于舒

了一口气。 递交完保研申请材料到参加复试，中间正好相隔

两周时间，陈聪用“昏天黑地”来形容这几天的生活。 不知

道笔试的题型、具体内容，也不知道面试的具体形式，陈聪

忐忑不安。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把从大一开始学过的专业

书教材一本本仔细看了一遍，把课堂上老师重点推荐的阅读

书目再翻一次。最后来不及看的书，上网搜索书的主要内容

和评价，以防面试时候被问及。 和陈聪一样，复试之前，多

数“保研猪”的生活都有些“凄惨”。 “我做梦都在过保研

猪的生活，但梦做得越甜，现实就越酸。不是没信心，只是

我对于这些不确定，unready（没准备好）。” “我们这些

在9月如此被虐的人10月一定要出去好好疯狂一次，但是谁知

道我的10月会飘落在哪里呢？” 几乎每个选择保研的同学，

在博客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这些痛苦的痕迹。 学习成绩全班

排名第一，保研几乎不存在任何悬念的北京学生小周说，在

那个非常时期，大家都是惊弓之鸟。 馅饼还是陷阱 来自浙江

大学的小月回忆起自己的保研经历，觉得“就像天上掉下块

馅饼”。 得知自己也有保研资格的那个9月，和许多同学一

样，小月正钻在高高的英语书、专业书、政治书堆积起来的

自习室里奋斗，“把书一扔”，飞奔回宿舍，上网，查学校

的保研通知。一阵激动之后，制订“保研复习计划”，加快



专业课复习速度。一个月后，榜上有名，“做梦一般”。 对

小月来说，“保研”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将自己从“考

研”的苦海里拯救了出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同小月的

观点。 3年前，天涯论坛上就曾经出现过一个题为《保研给

我的遗憾和后悔》的帖子，楼主讲述了自己盲目保研之后的

生活境遇和心路历程，对盲目保研表示质疑。文章引来了不

少跟帖，其中一位网友回帖：如果当初能够坚定考研就好了

，可是谁让保研的时候正是复习感觉最脆弱的时候呢。 在不

少人窃喜接住了保研这块“大馅饼”时，也有“保研猪”将

其视为“陷阱”。 保研、出国、工作、考研，这是大部分人

毕业的几种选择。 “天平倾向于哪里，关键取决于哪一个能

够最早有明确的结果。”去年被成功保送到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的小俞坦言，保研时压根儿没考虑是“馅饼”还是“陷阱

”，因为对于不确定的前途的害怕，“先跳进去再说，无论

如何先保一个”。当初只想要一个确定的结果，给自己和家

人一个交代，都没想过为什么读研，但是现在“一不小心做

了学术女”，虽然和预期相差挺远，“还是能接受”。 保研

之后抱怨较多的是两类人。一类是原本准备跨专业考研，在

“保研”的诱惑下放弃考研的同学。选择跨专业考研，很重

要的原因是对所学专业不满意，保研的诱惑让他们回到原地

，最后在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上继续挣扎两年或者三年；另

一类是读完研之后发现就业压力依旧很大，一张研究生文凭

并没有给工作增添重量级的砝码。当发现自己本科毕业工作

的同学已经“混”得不错时，他们往往认为“保研”着实是

一大“陷阱”，让人迷恋其中，迷失了原来的方向。 在北京

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读研的小方有点后悔保研了，但这话又



不敢和别人说，怕被骂作虚伪。当初如果选择换专业考研，

最多就是考不上，然后工作，可能比现在好很多。 相对找工

作，出国的风险更大。在中国科技大学瀚海星云BBS上，一位

准备出国的同学发帖：这两天一直在苦苦思索到底是应该选

择做保研猪还是拼一把申请出国硬把自己推进炼丹炉里炼出

个火眼金睛？ 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不少学校在“推荐免

试研究生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经确定为推免生的

，不得再报名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不得放弃攻读研究生资

格，不参加就业分配，不予办理出国手续。 在众多都尚不能

确定的选择中，保还是不保，成为“准保研猪”的一大难题

。 同学关系悄然变化 从暑假开始，小周就注意到了准备保研

的同学之间微妙的变化。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班上一个同学，

打招呼顺便问了一句“上哪儿去”，同学说“去趟超市”，

后来发现她明明是去图书馆自习了。 “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儿，但是不好捅破，也能理解，这保没保上毕竟是关系到自

己的将来。”小周坦言，对于这些微妙的变化，大家都是心

照不宣。 相比起来，陈聪受煎熬的时间更长。在保研的正式

文件下来前，陈聪一直不知道自己在班里的排名情况，只是

隐约猜测在“能保”和“不能保”的边缘。如果是平时，陈

聪早就跑去问同学了，但在这种敏感时候，大家都小心翼翼

，自己也不好意思去问了。 陈聪说，那段时间有时候会在图

书馆碰到准备保研复试的同学，但是打了个招呼后，竟然不

知道该说什么话了，想问问在看什么书、怎么准备的，又觉

得不妥。 “毕竟是很残酷的事情，要在同班同学中硬生生地

争有限的几个名额。”陈聪觉得，这种竞争无形中又给保研

增添了一些紧张的情绪。 但是，多数同学都持乐观态度，认



为在特殊时候，这种微妙关系是正常的并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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