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倒啖甘蔗，佳境渐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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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法庭于清华而言并非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理律杯”这一遭，确实在许多方面成
就了我们的第一次。所有的茫然，紧张，意外，欣喜，在“理律杯”落幕之后，看似是春梦

了无痕，但每每回想起来，那些高高低低的心情，长长短短的日子，却是鲜活依旧。由最初

接触时的懵懂直至最后的意犹未尽，也绕过弯路，经过起伏，但无可置疑的是，我们都愈来

愈投入和专注。用“倒啖甘蔗，渐入佳境”来形容这一经历，最是恰当不过。	   	  
	   	   	  
初始：艰难的开端	   	  
	  
	   	   	   	  刚报名参加时以为会是在院里的师长指导下有条不紊地做一些协助工作，最终发现竟是
门庭冷落，只有我们几个从未接触过国际经济法的本科生对着一个复杂的案情，不知从何入

手。本可以指导我们的老师又被指定为本次比赛的裁判之一，不能给我们任何的意见。而“理

律杯”又是国内第一次高校法学院之间的模拟法庭比赛，全无前人经验可借鉴，使用语言又

是中文，使得我们对怎样写作起诉书答辩状，怎样运行整个法庭程序，甚至小到怎样相互称

呼，心里都没有底。	   	  
一时之间，人员的匮乏，知识基础的欠缺，比赛方式的不明，把我们的准备牵绊在一个欲进

不能的境地。而交起诉书答辩状的日期一点点迫近，急迫和煎熬的心情可想而知。	   	  
	   	   	  
继而：转机和起色	   	  
	   	   	  
	   	   	   	  我想我的队友也必然会反复提及合作的重要性，在此我也就不多赘述。但在我们的准备
一直难有进展的时候加入进来的那些队员，完全没有任何私心地参与进了我们的书状写作，

给我们的鼓励，也许是谁都始料未及的。而一些有经验的师兄，也抽出时间，给予了我们很

大的帮助。“独木不成林”，没有这许多人的参与，就不可能会有我们最后交出的书状（虽然

也许还很幼稚粗糙），也不会有最后的成绩。	   	  
	   	   	   	  人员多了，知识点的梳理就相对容易解决了。我们按照几个主要问题分了任务，然后分
头进行法律检索。对每个人而言，接触的法律要点都是全新的，需要从头学习。在每次的碰

头讨论中都会有关于每个要点下的逻辑，要点之间的层次的争辩乃至从头推翻。而这样一遍

遍的梳理之中我们开始加深对整个案情纷繁复杂表面下的实质的理解。	   	  
	   	   	   	  中文带来的问题，我们还是最终依靠借鉴英文比赛的模式来解决。与实体上的法律问题
相比，语言并非是最为要紧的所在，但我们对模拟法庭中这两种语言运用方式的熟悉程度的

不同和中英文本身的差异，都要求尽早开始练习口头陈述。虽然总有各种各样的小问题时时

出现，但总体看来，终于是步入了“正轨”。	   	  
	   	   	   	   	  
阵前：再度紧张	   	  
	   	   	  
	   	   	   	  书状递交后，按照大赛的规则，我们很快拿到了各个参加队伍的书状。十余份书状置于
面前时，无异于是精彩纷呈的一场实战前的展演。虽然不知道各份书状对应的学校，但在数



十页之间已赫然彰显了各队不凡的实力，或以严谨胜出，或以翔实见长。在参考其他队书状

的过程中，不单是对从模拟法庭角度来看如何分析案情，更是对怎样处理一个现实案子的学

习，在对其他队的解决方式的学习中，我们获益良多。比较之前我们自己的书状，完全是在

空白的情况下自己摸索出的，在比较其他书状中才发现存在的纰漏和疏忽俯拾皆是，有时甚

至颇有自惭形秽的意味。但这样方式的学习让我们有更大的压力和动力去反复修改我们的口

头陈述，力求在当庭陈述的时候在我们书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追求完善。	   	  
	   	   	   	  准备口头陈述，还得视对手的书状而定。我们作为起诉方抽到与 2号队对垒，每次细细
读 2号赛队的两份书状，就觉得细细密密地出汗。他们的逻辑之严密，用词之严谨，在令我
们惭愧之余，不得不对口头陈述再三修改，对可能涉及的问题反复准备。这种多次的近乎颠

覆性的改动一直持续到比赛前两天才停止。	   	  
比赛前一天各队陆续报到，明理楼里也支起了横幅和标牌，看着跋涉而来却依然神采飞扬的

各支队伍，临阵前的紧张感，一点点呈上升趋势。晚上开会时在说到一些大家或有疑问的问

题时，一些队员已充分显示出了自己不凡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沉着稳定的气势。面对着这样一

个场面，心里稍稍的绷紧，是不可能没有的。	   	  
	   	   	  
临场：片刻的纷华	   	  
	   	   	  
	   	   	   	  准备的时间再充足，上场的一个多小时也还是显得不够。这么长的时间的付出，无非就
是为了在场上更令人信服地表述出自己的观点，但为了这个最终目标，需要注意许多只有在

实践中，才会显出重要性的事项。	   	  
	   	   	   	  比如用语，需要庄重，但又得口语化而不显得书卷气十足。在表述时的语气、手势和眼
神，都有讲究。应对时的攻守避让，也没有绝对之处，倒是灵活，真诚，是不变的要义。两

人之间的配合，更是值得一提之处。总体时间的限定，要求各个队员在陈述时言简意骇地表

达出最关键的内容，彼此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论证上也是力求相得益彰。虽然是各自有分工，

但有什么想法时都可以用纸上的方式来交流补充。当然还有种种其他不及谈到的。但这么多

的东西，在短短一个多钟点内都得顾及，并非易事。更何况，在实体内容上我们还必须做到

高度敏感，一点点可见的纰漏都要抓住，条件反射性的给予最直接有力的回应。而有意思的

是，这种高度紧张的较量，却不是通过常见的辩论的方式来表现，而是在说理的过程中，心

平气和地娓娓叙来，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却不需要咄咄逼人。	   	  
	   	   	   	  我们的四场比赛，都算是尽了力去做，而做到了这一点后，就能放结果的胜负于一个次
要的位置。有所获的感觉，才是让人在比赛后真正回味无穷的，也才能让我们对于结果无论

得失都能感到心安。	   	  
	   	   	   	  从第一天的略微不安，到第二天最后的坦然应对，两天的时间，却仿佛经历了千回百转。
虽然作为比赛终有名次之分，但事实上基本上每一支队伍都有出彩和让我们衷心佩服的地

方，尤其是武汉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和台湾的友谊赛，都让人久久难忘。而作为

法官的那些学者，律师，在发问的技巧，对场面的控制上的良苦用心，也在考验之外对我们

有很大的启迪。而赛后的点评，发言，也能让人折服于智者的气度。个人的感觉是，愈往后，

愈像是一场盛宴的高潮，从哪个角度去看都有精彩的可供智性享用的东西。而当这许多精彩

绝伦的思想在较量和碰撞时，惟有赞叹，再赞叹。	   	  
	   	   	  
	   	   	   	  每一次的回顾，都仿佛是一次重新体验，这种体验，常在常新。而我因为有这样的体验
而觉得幸运。如果说还有所希冀，就是盼望能有更多的人去亲历“理律”，让事实真真切切

地告诉你，所有的投入，都值得。	   	   	  
上一条：一路狂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