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大学法学院“理律杯”参赛队员参赛感想

用正义的方法，讲正义的道理

——记与“李小可”同行的“理律”之旅

河南大学法学院 2017 级本科生 刘艺璇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学院和小伙伴们一起在清华大学参加第十七届“理律杯”

全国高校模拟法庭竞赛。作为“国内法学界的顶级赛事”的“理律杯”云集了我

国 40 所知名高校。从 9月初选拔到 11 月底的比赛，我收获颇丰，感慨万千，这

段和“李小可”朝夕相处的日子已然成为我人生中珍贵的回忆。

每每想起“理律杯”，总能感受到它天然的厚重感。它是一沓资料、几杯奶

茶、静谧夜晚的思考、行走中的辩论、无数次自我否定与否定后的自我重塑的集

合。

厉兵秣马，“理律”是场持久战。本次赛题是一个附有几百页材料的二审刑

事案件，案件融合了刑法、刑诉法、行政法等多个部门法知识。案件的复杂性和

知识的综合性决定了工作的艰巨性。但同时也是提高自己综合能力的宝贵契机。

比赛分为书状赛和口头辩论赛两部分。在撰写书状和模拟辩论的过程中，我的案

例分析、材料检索、法律文书写作、口头辩论、团队协作等能力得到了综合提高，

这对法律思维的形成起着基础性作用。在此过程中，我尝试了很多之前没有接触

过的事情，经历了焦虑和压力，收获了经验和成就感。可以说，“理律”是激发

我潜能的催化剂和成长的加速器。

思维碰撞，“理律”是场交流会。比赛前夕，正值“小雪”的北京，傍晚时

分，藏着微微寒意。漫步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我的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期待。赛

场上，我们战胜紧张以快速进入状态，自信从容地面对对手。小组赛我们先后与

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和石河子大学同台竞技。在比赛中我们

展示了自己的风采，积累了经验，交流了心得，从对手身上学到了很多，同时也

找到了差距，明确了今后的奋斗方向。“理律”不仅是一场竞赛，更是法律人交

流的盛会。



记得决赛时一位老师讲到：“‘理律杯’是对法科生的训练，旨在教会大家

用正义的方式，讲正义的道理。”本次比赛除了开阔视野、提高自身的能力外，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对法律的信仰更加坚定，更能感受到作为一名法科生的责任

感。

感谢这次比赛，感谢我可爱的队友们，感谢学院各位领导、老师、学长学姐

们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给予我们无尽的勇气和力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我将会珍藏这段回忆，加倍努力，朝着优秀法律人的目标不懈奋斗！



理律杯——辩证思维的一场练习

河南大学法学院 2017 级本科生 赖心主

“理律是一场比赛，但我更愿意称它为一次训练。”圆桌会议时，一位老先

生如是评价道。

是日以继夜孜孜求胜的群雄逐鹿，是莘莘学子荟萃一堂的法学盛宴。我更愿

意说，理律是辩证思维激情对撞的一场练习。

首先，何谓辩证?——辨明是非，证清黑白，从而定分止争。

第一就是要坚定持方。毋庸置疑，持方是立基之本，是逻辑架构的脊梁。但

如果止步于闭门造车，那么持方便更是屏障。囿于自己的持方，就容易在自圆其

说的方向上努力登峰造极，并为其一叶障目。譬如决赛评委发问，到底是李小可

误导了海关，还是海关误导了李小可?控辩双方各有其解。但只有在每次跟持方

不同的队友模辩、磋磨中，才能一个个发问中知道自身逻辑漏洞所在，才能在完

善已有体系的基础上不断增进对案件的深度了解，思路才能持续活跃。坚定持方，

不是在一滩死水中安守一亩三分地，而是在不断的动态演练中寻求一个平衡。是

非并不是独树一帜即可成说，而是在一次次辩论中越辩越明。

第二便是积累。评判是非的标准可以来源于持方需要，可以来源于各流观点。

但难能可贵的是自圆其说。第一点强调了配合的重要与动态的交流，因为辩论是

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队友的配合共同决定彼此的路能走多长。但是我也没忘每

次辩论一小时的背后是晚上加班加点地看论文和整法条，在书山稗海中上下求索

与辩题相关的资料。虽然能用上的少，就算合议庭不一定会问，但对于辩论所有

的底气，都来源于对案情的条分缕析、知根知底。而这种场上的沉稳，对于一个

文科生，是日复一日沉淀的外化。曾与我方交手的那位最佳辩手，在上场时对于

各种案件细节和法条都能信手拈来。我想，和她的差距，无关年龄，无关先天。

差的仅仅是赛题到手后三个月，各人的付出和重视有所不一。态度决定一切，而

命运他自有安排。态度端正，则无惧合议庭千人千面，无惧问题层出不穷。

第三是定分止争。准备充分思路敏捷也不是获胜的决胜点。赛场，或者说开

庭，才是一切的映射。法庭辩论的最终目的是定分止争，那么所有的一切都要以

诉求为基础呈现给合议庭。根据诉求排列重点，根据重点安排时间。这次我们便



一直抓错了重点，如庭审最关键之处在于定罪，那么走私才是重中之重。但却花

费过多心力在非法证据排除，便显得整场辩论节奏冗余，实质内容展现非常有限。

在庭审中，一切都要以目的为起点和归宿。

其次，为何将这场比赛称作一次练习。就像李念祖先生所言，在实务中面对

新型案例，律所内部会分出正反两队反复进行模拟。所有的准备是为了庭审，所

有的比赛是为了实战，所思所学终将在离开象牙塔后作用于社会。而实务中人情

纷繁，公平抑或是不公平只会更加难以权衡。在更多复杂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前，

在相对简单的模拟环境中，逐渐清晰的便应是各人正义的底线了。

每一个法律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孜孜以求追求正义。理律杯所营造的模拟法

庭，便是在踏入社会前，作为一个法律预备役，用辩证思维对追求正义这份事业

的，一次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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