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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代表队	   	  
	  
	   	   	   	   2005 年，我们四个本科学生(2002 级方喆、吕娜，2003 级李昀昊、沈成)有幸组队代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第一次参加这个已经举行了 3届的比赛。虽然一切已经过去两个多
月了，但是训练时的日日夜夜；比赛时的台前幕后；写书状的绞尽脑汁；争执时的面红耳

赤……一切都仿佛昨日才发生过一样的鲜活与清晰，让我们无法忘却。	   	  
	   	   	   	  在赛前我们差不多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准备。感谢学院领导，领队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大
力支持，不仅给予我们学术指导，还帮我们解决了讨论场地、经费等问题。我们从院里的资

料室，学校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互联网上搜索了有关问题的著作、论文以及案件原型资

料。每个人手头都有两、三百页的复印文章和六、七本书。	   	  
	   	   	   	  在这过程中，由于题目没有给出明确的诉讼请求，前后两次答疑又有矛盾之处，我们最
大的困扰就是到底怎样确定诉讼请求才是最符合法理的或者是最符合出题人想法的。几乎每

次讨论都会归结到这个问题，而每次面红耳赤之后都还是心存疑问，以至于我们竟然设计了

几种不同诉讼请求的方案，还写了两个版本的申请和答辩。直到提交书状前的最后一天，我

们才定下了方向。而最后拿到对方的书状一看，两份的请求都和我们不一样，看来这也是其

他参赛队都面临的问题。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展开庭上的攻守辩论，又成了让我们头痛

的问题。最后比赛的事实证明，没有找到符合出题人初衷的诉讼请求路径是我们最大的硬伤。	   	  
	   	   	   	  当然，最难忘，感触最深，收获最大的是短短的几天比赛过程。	   	  
	   	   	   	  在比赛场上，当我们坐在台前，当大家都安静下来听我们陈述的时候，我们几个队员反
而觉得轻松、镇定，因为我们是在把过去两个月中包含着许多人努力的成果展示出来，所有

的事实和法律知识都是烂熟于胸的，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它说出来，说出来就可以了。这种学

有所用，学能致用的感觉真的让人有一种成就感。裁判的提问对我们是启发，和对手的碰撞

对我们是交流，抱着这样的心情，我们真的获益良多。我们几个首次参加这类模拟法庭比赛

的学生，从一开始的生涩、幼稚，到最后可以就一个复杂案件的各方面侃侃而谈、应对自如，

而且我们还懂得了计划、分工、团结、坚持、感激，这就是“理律杯”带给我们的成长吧！	   	   	  
	   	   	   	  虽然，在深夜，听到宣布的四强名单里没有我们；虽然，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到底排在
第几位，但是我们的心里已经没有遗憾了。	   	  
	   	   	   	  清华大学的王晨光院长说，“理律杯”是为了纠正现行模拟法庭训练中的偏差，弥补法
学教育中的不足，推广模拟法庭这种教育模式，使学生经受近似实战的训练并且推动法律院

系之间的交流和相互促进，我想已经举办了三届的“理律杯”正在一步步地实现这些目标，

并且未来的“理律杯”一定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