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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杯”使我更接近合格的“法律人”

——第十七届“理律杯”参赛感言

周 恺

（西北政法大学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2016 级本科生）

（1 号赛队学生领队）

“什么是合格的‘法律人’？”从我踏入西北政法大学校门的那一天起就开

始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至少应具备扎实的法学

功底、严密的法律思维、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出色的表达能力。“理律杯”正是提

升这四个能力的良好平台。作为我国大陆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模拟法庭

竞赛，“理律杯”是诸多法学本科生所向往的平台。我有幸能够作为西北政法大

学参赛队的学生领队，亲自参与了第十七届“理律杯”的共七场比赛，感受到了

高手之间的巅峰对决，也使我自身更加接近于合格的“法律人”。

回忆起两个多月的备赛历程，有很多酸甜苦辣的故事，也让我们参赛队员在

这两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无数次“蜕变”。今年 9月末，我在保研结束后就主动

申请参加我校“理律杯”的备赛，当初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是为了感谢母校

西北政法大学三年来对我的培养和帮助，使我顺利地推免至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刑

法学硕士研究生；其二是想弥补自己在表达、辩论能力方面不足的一点遗憾。成

功入选为参赛队员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备赛中，甚至没怎么准备法考的主观

题。第一个阶段的任务是案卷的研习，团队中我们几位大四的同学发挥了主要作

用，我们结合所学的法律知识，充分挖掘案件中的法律问题，找准争议焦点，这

一阶段我们准备的很细致。第二个阶段是文书的撰写，我先是作为控方文书的执

笔人，用了大概 10 天的时间，经过赵旭东老师的无数次修改后，终于差不多可

以定稿了。然而，最令我“刺激”的是在临提交文书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时，指

导教师赵旭东老师“命令”我为辩方再写一份文书。“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照

办，不仅是时间上的压力，最大的困难是我要立刻将思路从控方转向辩方，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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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坚定地认为李小可有罪立即转变到坚信我的当事人李小可是无罪的、清白的。

短短 5天时间，我经历了辩方文书的写稿加上无数次修改，总算在文书提交截止

时间的前 5分钟将纸质版的文书成功寄出。通过文书的撰写，我改正了自己之前

写作的很多坏习惯，至少以后撰写的文字在内容上不再那样幼稚、格式上不再出

现那么多的低级错误。第三个阶段是模拟庭辩阶段，刚一开始我期望自己能够上

场辩论，但随着训练的不断深入，我发现了在辩论方面，团队中的很多队员都比

我更优秀，我也感受到了自己在辩论方面的不足。我作为学生领队、大四的学长，

团队中的学弟学妹们不可能明确指出我不适合上场辩论，如果真的为了团队的利

益，我只能自己提出。在经历了几天的思想斗争后，我主动向赵旭东老师提出自

己不适合上场的请求，赵老师在决定最终上场队员时也充分地尊重了我的意见，

我在接下来的训练包括赴京参赛的过程中便专心做好领队的事情，帮助上场队员

进行法律法规的检索、学理知识的讲解以及后勤保障工作。在备赛训练过程中，

传递到上场队员手中的每一份资料，都经过我们不上场队员的反复提炼和整理，

正如赵旭东老师所说，“上场队员是运动员，你们不上场队员就是教练员，运动

员的水平如何，取决于你们教练员的水平。”

到了赴京参赛的阶段，短短的 4天时间，我们团队经历了 7场比赛。那几天，

我们团队每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赵旭东、赵哲两位老师认真指导，3位上场队

员顶住了各种压力，特别是顶住了完美之上追求更加完美的压力，几位不上场的

队员也丝毫没有懈怠之情，我也做好了身为领队所承担的组织大家、合理安排各

种事项的职责。我觉得尽管领队不上场，但也应该是团队中尤为重要的角色，领

队不仅要总揽全局、有大局意识，也要无微不至地做好各种小事，更为重要的是，

领队也应该是整个团队的精神支柱，为团队成员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尽管我认为，

在已经赴京参赛的阶段，对上场队员应该更多一些鼓励、增强他们的信心，在一

些不是特别重要的细节问题上不要过于追求完美，以免适得其反。但是，两位指

导老师精益求精的精神一直延续到比赛的最后一天，说实话，那几天我真的很担

心几位上场队员，担心他们因惧怕犯错误而上场后不敢说话、不敢表达，这才是

最可怕的。然而，优秀的 3名上场队员使我的担心显得有些多余。

回想起这两个多月的备赛历程，我们要特别感谢赵旭东、赵哲两位指导老师

对我们的耐心指导，感谢学校教务处为我们的备赛提供了良好的组织安排，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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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罗长征老师、谭堃老师、戴芳老师等几位老师对我们在专业知识方面进行的

指导，感谢西北政法大学北京校友会对我们提供的各种支持和帮助，更要感谢团

队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理律杯”的比赛全面考察了参赛队员的法律思维能力、文书写作能力和言

辞辩论能力，总结从备赛到参赛两个多月的历程，我收获了很多。首先，大学的

学习难得有这样机会能够就刑法、刑诉法的某些问题专门进行深入研究，这也体

现了理律较强的学理性，对我个人而言在专业知识的挖掘、学理问题的探究能力

方面有着极大的提升。其次，通过 20 多天的文书撰写，我的写作能力也有了大

幅度的提升。最后，尽管我没有上场进行言辞辩论，但通过参与队员的训练，我

在语言表达的方式上有了大幅度的改变，懂得了虽然针锋相对地辩论很有气势，

但娓娓道来地表达更令人听着舒服，最重要的是要做到观点明确、持理有据。“理

律杯”对我更大的帮助在于法律思维方式上的改变，懂得了不要机械地、先入为

主地理解犯罪与刑罚，即便是刑事案件，控辩双方也各有各的道理，控方并不是

绝对的正确，当然，辩护人也绝不是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就像本案这样，二审出

庭检察员应始终坚持是被告人李小可的各种行为误导了海关，从而导致商品的错

误归类，进而具有偷逃税款的主观故意；而二审辩护人则与之相对，应当坚持被

告人李小可对商品的属性认识模糊，作为商人的逐利心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本无

过错，海关的错误归类从另一个层面也反映出了海关对商品属性也存在认识模糊。

虽然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问题在于，真理只有一个吗？我们法律人必须要寻找

到一个唯一正确的解吗？我个人认为，真正的公平正义建立在双方相互妥协、相

互退让，法官兼顾各方利益居中裁判的基础上，没有相互妥协的正义恰恰是非正

义。

今年的“理律杯”结束了，但法律人对真理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向往永远

不会结束。“理律”让我们的思想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片面走向全面、从机械走

向平衡，同时全面地锤炼了我们的文书写作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使我们在经历

了无数次“蜕变”后更加接近于合格的“法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