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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学生活是一幅具有中国传统神韵的水墨图，崇意境、尚平淡，而理律杯集训的日子

则可以称之为线条突出、色彩斑驳陆离，可以给人视觉造成动感冲击的西洋画。从 10月 11
号报名并参加面试，到 12号被正式确定为理律杯队员，13号把集训地点从中山大学南校区
搬迁到东校区，为几位师姐拾掇好一间宿舍，再到 14号正式开始书写起诉状，“理律杯式”
的生活有条不紊的正式开始了。11月 29号是进京赴考，所有的人都是乘兴而去，而 12月 5
号我们脸上虽然没带失落的郁闷，心底却塞满沉重和喟叹，悒悒而归，现在我们已经回到广

州大学城，这一切都尘埃落定，像潺潺溪水辗转流经曲折的涧壑，往日的风情无论是喜悦还

是忧愁只能成为回忆，唯有当独处静寂的时候在记忆的汪洋中重现昨天的倒影。	  
	  
这一段日子从 10 月 11 号到 12 月 6 号，总计 56 天，既没有发生可歌可泣的惊天大事，与
人的一生相比较又是短暂的几乎可以忽略，但是对于亲历者，或者说于我而言（因为他人之

心情实不敢妄自揣度），它既像是一场大戏上演前的序幕，又像是人生整套戏曲的缩影、具

体而微，使人有些许留恋、些许感怀、些许沉思。现潦抹涂鸦，作为曾经往事的回忆和见证，

更希望这些印迹将来可以透露思想的来路和梦的去处。	  
	  
一、选择的痛苦	  
	  
中山大学法学院对理律杯比赛很重视，本次比赛享受着“高规格的待遇”。学院专门选派了

两位年轻的指导老师，宏观上指导我们的工作，简直与我们是“朝夕相处”，老师经常开玩

笑的说，我们享受了博士生的待遇。还有几位老师和师兄师姐对我们帮助也很大，被戏称为

“顾问委员会”，他们为此也投入了大量的时间。	  
	  
中大法学院是两校区教学，大一到大三在广州大学城上课（称之为中山大学东校区，戏称为

中东），大四和研究生在本部上课。本次参赛队员是由 6名大三同学和 3名大四同学组成，
为了统一在东校区集训，学院专门腾出一间课室作为训练场地，并且考虑到两校区路途太远

还为三位师姐安排了一间宿舍，又划拨了一大批资金为后勤服务备用。	  
	  
因为学院的重视，所以被本次比赛指导老师选中应当说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但是同时选中

的同学压力也相应增加，尽管学院一位领导强调过，之所以参加比赛，是因为想在这样全国

规模的法学院比赛中出现我们中山大学的声音；比赛重在参与，同学们不必计较结果，只要

你们努力付出了，就够了。身肩厚望等于身负重压，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以及应该

怎么做。	  
	  
我们集训的地方称之为“中东”，简直是名副其实。有发票的盒饭价格在 8－10元左右起价，
刚开始感觉还差强人意，后来有人看到盒饭就大倒胃口。10 月底就要交给组委会指控意见
书正式稿，要想写一篇好的文章，这半月时间按理说是有点紧迫的，中大去年书状拿了 佳

答辩状奖，思想上今年我们真的有点紧张。为了在 10月 20号熬出初稿，每一个队员都要熬



夜到凌晨 3、4 点钟，次日清晨 9 点甚至更早就要爬起来再开始写作。好不容易，在 10 月
19 号凑成一篇初稿，当天下午一位“顾问老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豁然开朗的
思路，如果按照这位老师的新思路，则整个文章的框架都要推倒重来。为了不负众望，为了

第天下午可以交给两位指导老师初稿，整个团队在集训室熬到凌晨 6点钟才回宿舍，中午草
草小憩一会，下午拖着疲惫的身躯又奔向集训地。连日的全天候工作，有的“女战友”体力

严重透支，感冒，大家都是一幅疲惫不堪的样子，面容憔悴，脸色枯槁。由于我们每天 9
点多开始正式讨论，一直到晚上 9、10点钟，中午常常不休息，晚上还得回宿舍整理白天讨
论的内容，这成了我们的必修课，结果一位“男战友”喉咙发炎、嗓音沙哑，不得不中途“退

伍”，大有“巾帼惭煞须眉”之势。	  
	  
集训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产生了想退出的念头，其实倒不是训练艰苦，身体上的苦

难不可以构成意志退缩的借口，而是我面临着两难选择。大三上学期，我有 10门课程要上，
包括知识产权法、国际私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商法等核心课程、还有法律英语、合同

法等重要课程，这些课程关系着我以后的考研和从事实务工作的理论修养和专业熟练程度。

而集中训练势必导致课程的全部耽搁，况且，我还申请了一个校级的关于知识产权方向的科

研项目、拿了一小批资金，校方要求年底汇报阶段性成果，面对选择，我左右为难。虽然参

加理律杯，不仅会耽误大量课程，而且要放弃科研，这会影响我的考研，因为我一度想考知

识产权方向的研究生，但是 终我还是选择把理律杯的活动进行到底，并且思想上的犹豫丝

毫没有影响的我的工作。不过，参加理律杯并不是因为荣耀，与其说荣耀，不如说勇于承担

责任、担负重担。荣耀不可以成为苦苦追求的结果，充其量只是结果的副产品。之所以坚持

到底，是因为当初选择了理律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让自己所做

的事情有始有终。	  
	  
二、选择后的收获	  
	  
对于社会共同体来说，结果可以是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但是对于有生

命限度的个人来说，结果不应当成为衡量成败的唯一标准。历史可以用结果评价个人的某一

行为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个人遵循历史的法则，这无疑是残酷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以第五名被淘汰出局，对于中大法学院来说，与 后一名被淘汰出局没有任何区别。但

是对于我们这个团队而言，这个成绩是我们是汗水和艰辛换来的，这次参加理律杯难忘的经

历本身就是我们大学生涯的宝贵财富。我们收获了在理律杯前没有得到的东西，这不可以用

“成功的标杆”来测量其长度和有无的，毕竟这次活动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们每个人。	  
	  
我们收获了师生间的友谊，体验了做事的道理，存储了值得回味的人生经历，或许它可能改

变我们的将来，这并不是标签式的空洞话。	  
	  
在这次活动中，承蒙两位指导老师（中大法学院张亮老师和谢进杰老师）的抬爱，与两位老

师结下了难忘的友谊，留下了人生宝贵的回忆。虽然两位老师性格迥异，张老师开朗豁达，

谢老师严谨稳重，但是两位老师都是责任心极强，待我们从不以长辈自居，而有如兄长，经

常教导我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忙中偷闲，工作之余，两位老师经常请我们到大排档小酌两

杯、聚谈一场，那种活泼欢快的氛围，他们幽默的言语常常耳萦目绕，浮现脑海。	  
	  
同时，我也更加深刻的体验到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团队，个人能力绝对不是第一位的，合



作意识、互助精神、战友般的情谊、才是一个成功团队 重要 应该培养的东西。作为团队

一分子，应当互相尊重，每一个人都要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为团队服务，没有服务意识、团

队利益至上的观念是打造不出一支优秀的队伍的。排资论辈、个人主义、自以为能力强便超

越他人之上这实质上都是个人利益代替团队利益，个人取代团队的征兆，结果都会把团队带

向灭亡。我觉得，这些道理虽然简单却是单纯并且个性鲜明的大学生进入复杂社会，走向成

功的观念基础和思想准备。也算是一点浅显的感悟吧！	  
	  
	   	   	   	  比赛落下了帷幕，时间也不可以倒流，所有将成为过去。这次比赛结果，之于中大法学
院或许是黑暗；之于我，是一幅西洋油画。因为有所收获，我想人生就足够了，经历就近似

于完满了，黑暗中的油画何必去计较它的颜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