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长于“理律”

——六号赛队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七届理律杯参赛感言

从北京回来的之后的日子总是容易恍惚，思绪时常会飞到两个月以前，赛题刚刚发布的

时候。

赛题组出题总会别出心裁地选择不在高校法学院日常教学中的案件，以防让这场风云际

会变成全国法学生统一的期末考试。繁多冗长的赛题材料、从未接触的知识盲点都像海水一

般涌入到我们的象牙塔之中，理律杯不像是期末考试的一道分值最大的案例题，没有单一的

法条运用，没有“合法”或“不合法”的送分项。它是实践中真真实实的案件，综合而复杂，

迫使我们从“理想国”的书里抬起头。而我们，也从抬头所获的视线里，依稀看到了那条曲

折颠簸的“正义”之路。

一、初入“理律”

赛题两百多页的证据材料涉及刑法、行政法、证据法、海关法等多个领域的法律法规，

就训练方式而言，并没有一开始就让老师给我们明确的可入手点，而是让我们自行准备自己

先着手写相关书状，走私、海关减免税等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最开始

我们也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论文装满了整个电脑桌面，海关总署的官网成为了点击率最高

的网站。

甚至在一开始，我们会认为这一种全新的训练方式更像是一种浪费时间，失望随着时间

流逝而累积，无论是自己还是身边的人似乎都不看好这一种“苍蝇式”筹备，甚至家里人也

不太支持我把大量的经历花在比赛上。但是一直到比赛，我才发现，这一种带双引号的“浪

费”，却是一种非常好的训练方式。

因为没有老师固定方向的引导，我们在最开始找资料的时候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使劲的

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乃至在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对手的思路就是我们曾经尝

试过但是却否定掉的思路，而这也成为了我们攻击对手的利器，这也有利于我们在赛场双方

交叉询问的时候，迅速找到对方的薄弱点进行攻击。也正是因为没有明确的入手点，我们的

思维不会局限于一个范围，我们可以找到比对手更多的法条，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可能。输入

得越多，输出才有可能保持一个平衡的高点。这也印证了，法学领域确实需要不断的学习，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与时俱进，而是因为它经过了几个世纪实践的洗涤、沉淀了文化政治历

史等多个领域的精华，绝非一朝一夕就能摸透的，如果没有庞大的知识储备量，是没有办法

应对现实的变幻莫测的。



二、征战“理律”

赛题发布后我们需要准备两份书状，分别是二审出庭意见书和辩护词。提交书状后再开

始模拟辩论的训练。

团队是整个比赛中最不可或缺的内容。大概是起初的准备过程过于独立，以至于临近比

赛我们仍然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根深蒂固且难以相融的。我们的带队老师们已经不止

一次强调团队的力量，而磨合变得异常困难。我们会因为曾经大学课堂上某几次失败的小组

作业而下意识排斥和不太熟悉的人合作。但是，如果可以，我希望现在的我可以回到过去，

早点告诉我们队伍里的每个人，请把你们的背后放心地交给你们的队友们。而庆幸地是，在

许多次分析、模辩、复盘之后，我们几个人终于完整合体，成功地应对每一场比赛。

不仅是队友，还有老师们。而在这里不得不提起舒林老师，他时常说起他十年的“理律”

之路，他像一本理律杯的“百科全书”，甚至可以在比完赛之后和宁波大学直接聊起了理律

杯的“前世今生”。而今年，似乎是他最后一次带队，为了给“十年理律”画上完美的句号，

他请来了许多大神老师帮我们解答问题，甚至还特地组织了老师们去南昌海关询问相关专业

问题。

在竞赛中，我们能锻炼到作为一个法律人不可或缺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辩护词

和出庭意见囊括了我们所有的核心观点，它不单单只是两份文书，它是双方选手的第一次交

锋，更是每一方的堤坝，一旦我们筑造的堤坝不够坚固，它会漏水，会倒塌，没办法抵御洪

水，抵抗我们的对手。

而口头的表达能力也包括了庭审上的应变能力，我们不仅需要防守对手的提问，也要准

备评委的发问，越到后期，复赛和半决赛，会发现评委的问题会越来越刁钻，甚至难以回答，

有时候又会回到刑法的最基本内容——犯罪构成要件，或是直接提问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而对手也会利用评委的提问来进行攻击，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评委会更看重，哪一方

的反应能力更快，哪一方更好地利用了评委的提问。我们必须要在比赛里成长，去超越上一

个比赛的自己，相当于一个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但是质变的前提是量变，

如果知识基础稍弱，不足以支撑一次又一次的变化，那么就会被淘汰。

在竞赛高压下，我们某些方面的知识体系会被迅速构建起来，学习到的知识大多是实践

中需要却被课堂忽略的。我们作为初入大三的学生，知识体系并不完备，比如大部分人没有

学过行政法。这个比赛就像一个目标，与未来工作、考研、法考相比更为迫切，它会推动我

们在短期内主动地去查缺补漏，强化我们的薄弱知识点。

在比赛中，我们会面临着许多实践中碰到的问题。比如，刑诉法在实践中是如何运用的，

怎么运用有限的证据材料，刑法与行政法的衔接又应当怎么处理，以及接触学习一个全新的

领域——海关。对于辩护人来说，如果笔录属实，那么排除非法证据的意义是什么。对于公

诉人来说，如果非法取证是事实且证据有限，该如何继续进行指控。而对于所有法律人来说，

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是怎样的关系又该怎样权衡。法律是一张网，我们需不需要为了抓几条



鱼，把网眼全部堵上或者撕掉这只网。

理律杯很巧妙的运用一个复杂、真实的案例，迫使长期处于象牙塔的法学生们主动地去

解决具体的实践问题，探讨背后的抽象法理问题。这个比赛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控与辩的输

赢。它告诉我们，当我们走出校园，面对社会，面对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诉讼，我们应该争

取的，不是功利心追求的胜诉，而是每个诉讼背后的司法正义。

三、“理律”之路永无止尽

我们的老师总说，要好好珍惜这一次机会，因为很少会有一件事让我们心无旁骛地专注，

也很少会有机会和团队共患难共进退。在这里我想感谢陪伴我走过“理律”之路的每一个老

师同学，感谢他们在我迷茫困惑的时候伸出援手；感谢每个对手，感谢他们的尊重和强大；

感谢赛题组和每个评委们，让我们所有人在理律杯中成长。

江财在“理律”之路上跌跌撞撞，蝉联季军，喜悦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距离总决

赛，距离真正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放下得失，问法律人思维

上的真正收获”也是我们带队老师聂老师常说的一句话。输了比赛确有些许不甘，但这也意

味着我们需要勤修苦练，总归是学无止境，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

祝愿在明年，江财法学院的荣誉室里会多出一个冠军的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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