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理律杯模拟法庭参赛感想 

西南民族大学   周敏 
11月 25日，我们一队六个人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北京参加了“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

火车奔驰，载着狂奔的心，我们到了比赛现场。 
现场很简单，但不乏理律杯组委会的精心安排，三张桌子呈三角形摆放，后面是观众

席，我们队较对方的队有优势，因为我们队有 6个队员带上老师们就有 9个人，而他们队有
8个队友，不见一个老师，可见从某种感情的激励上来说，我们比他们有优势多了，不得不
感谢我们辛苦的老师们，陪我们培训，又陪我们上战场。 

比赛紧张有序的进行，很快接近尾声，第一场比赛很快完了，百感交集。 
我心里是自豪且激动着的。我们队的队员表现的很出色，而对方表现的很一般，说难

听点叫漏洞百出，且堵不住自己的洞，一面看到对方队员的紧张和不知所措，一面看着我方

队员的怡然自得，这中间也看到“法官”作为中间人的客观与睿智。记得当时法官这样抓住

了一个话题：当讨论到赔偿范围的三费即珊瑚复育费，渔业复育费、珊瑚复育费的问题时，

我方的起诉代理意见在法庭 20分钟的陈述意见竟让法官无从问起问题，而对方则是不间断
的被法官用同一个问题引起的层层问题搞的焦头烂额，回答的乱七八糟，记得被告方有一个

同学在答辩意见中说到：根据税法里的相关规定┉税收及观光损失应赔┉, 法官立马抓住问
道根据税法的哪项规定？对方一时哑语，因为在案子中根本就没有明确的国家，更何谈哪一

国家的税法,当看到对方被诸如此类的问题问的走投无路时，我们对进四强充满信心，整场
比赛都是以我们队寥寥几语便回清楚了法官的提问，而对方则被法官问的山穷水尽，他们的

有一位主力队员被问的满面通红，最后不知是由于紧张还是无力，流鼻血了，我们怀着必胜

的心迎来了第二场比赛。 
第二场比赛在晚上如期举行，评委仍是三位，这次的评委比早上的评委稍显平和，他

们是在双方陈述意见过程中把自己的疑点记下来，而后在陈述完毕后对双方队员进行提问，

在这一轮我们队表现的也很不错，看完整个比赛，最后我们没有进四强，完全在我的意料之

外，不明白我们的对手比我们表现的要稍逊一些，为何会进入复赛，当时的感觉以为自己幻

听了，等过一会弄清楚确实是事实时，我心中被强烈的不甘笼罩了，连清华大学的学生都觉

得我们表现很好，来看我们第二场的比赛，为何会输？ 
我仔细回顾了我们的比赛，找到了可能可以作为原因的几点原因： 
1、   我们在比赛中代理原告方时，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失误：1）我们没有抓住整个

比赛 “理律杯”组委会所希望由原告方在代理过程中应发现的东西，即一种
价值观念：原告方若想赢了这官司，只能从环境保护为全人类利益这一方面去

着手，所以这个案子中重点的法律应放在环境法上面（此为理律杯文教基金会

李念祖律师最后所揭示的），而我们作为原告方代理人时没有提到环境保护的

价值，无论后面论述多精彩，也不会得到评委们的赞同，所有比赛结束后，被

告方赢了第一名，原因就是原告方虽论述精彩，但他没有领会评委们的最终意

愿，所以冠军不会是他们的。我们从中也可以总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在以后的比

赛准备过程中，不仅要依据已知事实做出自己应有的判断，但还要善于从中揣

磨出题人的意思，如果想拿到冠军，基本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基础都有的情况下，

一定要从宏观角度上考虑一下这个题目中有没有一种当今所提倡的与社会某

种价值理念紧密相关的东西，结合这些来完成书状写作及准备出庭代理及代理

答辩，相信会更有效果。2)我们作为原告方本身就是占优势的一方，因为甲国
“奥古斯都”号漏油船舶漏油导致乙国观光海域的污染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即



本案中乙国是受害国是可以肯定的，那么作为“法官”，本着公平的原则，也

会稍微将自身情态往受害方靠一些，而在比赛当中，作为评委，她当然明白原

告方相对被告方更有话语权，比赛中出于对手间的平衡考虑，评委又会把原告

方的评分标准提高，我们在作为原告方时，虽然被告方被法官问的焦头烂额，

但这只会给被告方减分，不代表会给原告方加分，我队在作为原告方时，没有

被问到很多问题，出彩相对就少了很多，给评委的印象也就不那么深刻，我们

作为原告方没有把对方问到漏洞百出，措手不及，而是“法官”代我们做到的，

这一点谁也没法否认，因此这里也不能加分。 
2、   我们在担任被告方的代理人时，我的感受就是，我们也有两项失误，第一就是

我们队员配合不够默契，其实对方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只是他们掩饰着没让

评委看出来，评委只看到我们这边了，因为我们这边出现了队友两人中有一队

友发言太少的问题，这一点突出到不能不让人注意到，整场比赛感觉都是一个

队员在陈述和回答问题，并且其中一个队友在经过自己队友的要求回答的请求

后拒之不理，而就算另外一个队友找到发言机会也因急于找发言机会而忘了自

己准备的发言有些紧张，说得不甚流利，但这并非说是他们没配合，而是他们

之前所做的一些关于配合的准备工作可能不太到位，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没有

队员间的配合，只是下次我们要把这种配合默契一些，达到能糊弄评委就好。

俗一点说，如果我们想要得到那个金色的奖杯，我们就只能去估量评委的意思，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照顾法官的想法及价值取向，并将这种想法及价值取向

运用于自己所代理的案子是必须的，所以为了成为“理律杯”里出色的“律师”，

就须去为这一方面作出行动；第二项失误就是我们对细节的把握不够，我方在

比赛中提交我方变更的诉讼请求时，由于疏忽大意，交上去的委托授权书中的

公章盖得是乙国环保机关和渔政机关委托授权的章，这一点本来评委认为也不

是很重要，可在我方队员作为被告方反复请求法庭予以明确认可我方变更后的

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本来我们都了解评委暗自同意了的变更请求又因为此时原

告方发现了这个细节问题提请法庭注意，最终推翻了我方的变更诉讼请求的做

法，这个小细节虽不会影响全局，但被对手有力的提出来就是会对评委对我们

队的印象大打折扣，而这一失误直接导致我方后续的论辩处于相当不利的地

位，所以我觉得在以后再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可能要注意细节的东西。 
3、   总结两场比赛，我觉得还有以下几个综合应考虑的原因： 

1）  我们没有注意法庭的礼仪，我明显注意到在我们对作为被告方的代理人时，对
方是郑州大学的两名女生，她们表现的没有我们好，可是她们两个都非常注意

一件事，就是礼仪，两位始终是身体往前倾，双手平放于胸前桌面上，背挺直，

双目望向评委，给人感觉很有朝气而诚恳，但我看到我方的队友，感觉弯背陀

腰，说话有力但给人感觉一眼望去不是很有精神，虽说礼仪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但在这样的比赛当中，礼仪确实是给评委评分的一种印象，如果注意一下礼仪

方面，我们可能会走的更远。 
2）  我看到我方再场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在攻辩环节，有些问题问出来以后，我们
都知道对方答非所问，而我们的队员总在把对方快要问到无话可讲的时候就放

弃进一步追问，而给对手留下盘旋的余地，可能这是我们的风度，可是问很多

问题，只开个头，不再接下去追问，而很多高峰的争点就这样似明未明的过去

了，我们作为队员明白案件的详细经过，可能很多问题不用接下去追问就明白，

可评委不见得也完全听出问题的隐含意思，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纠住一个问题

并迅速把对方问的无以应答，如果对方答非所问，就明确提出来，一定要有交



锋的高潮，这样评委自然明显会有一个评论，尤其在我方作为原告方的代理人

时，本来就是占优势的一方，相对评分标准会高一些，如果不能在占优势的情

况下把被告方逼到无路可走，本身对于这个比赛而言，我们已经从气势上输了

对方。 
说完了我认为我们之所以没进四强的原因后，下面谈谈我从培训到现在我的收获及感

受吧。 
我觉的我从培训到去京参加比赛，我的心一直在激动着，我们队友一路走来，我们是辛

苦且快乐着的。从接到这个案子到现在参赛完毕，我们查资料，写书状，每一位队员都或多

或少倾注了他们的心血和汗水，不知道其他队员的情况，但我知道我自己的情况，我刚拿到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很着急的，可以说为找不到合适的资料我急得几天几夜都睡不着觉，

那一个月每天都很恍惚，后来就到了写诉状的时候，我更急了，于是有一天，我清楚的记得

那天好像是周六，晚上就要交起诉状，我周六一早八点钟就整合我的资料，来到微机房一呆

就呆到下午六点多，等到写好了我们组长交给我的那部分任务时，我已经饿了一天，来不及

吃饭，赶紧又要赶去开会，经过那一天后，我明白了自己的一个特点，原来我也可以为了某

一个目标奋斗坚持到自己认为满意为止，感觉在这样很多知识都未知或不太熟悉的情况下慢

慢自己发觉，自己理解，自己写一些东西出来，很有成就感，我想以后关于查那些有明确国

家的法理法条，国际惯例，我又何惧？虽然后来我们组写的东西因为某些不能统一的原因而

没有得到采纳，但我问心无愧，我努力了，我收获了，我自认为我是达到了我们组长交给我

的任务，我服从多数人的选择。后来写答辩状时，我同样也是好几天不睡觉，去翻阅资料，

我能看的与案例有关的东西我都看，尤其在图书馆里一坐一下午是常有的事，图书馆不像网

上，你要什么你输入就好，而是一本本翻，有用没用你都得先看，所以从这里我学到了很多

东西。这段日子总的回忆起来我真的过的充实而快乐。我想起我看过的《红楼梦》里的一个

场景后自己的体会，即虽然贾府曾被抄过家，而贾赫被免过世袭的官位，并被抓进了大牢，

这期间贾府的日子多么难熬，林黛玉挺不住那一段时间的时代变迁，贾母也未能顺利挺过难

关，但薛宝钗无论多难，她挺过来了，最后贾府由于天下大赦，又恢复以前的模样，但挺不

住那段艰苦时间的煎熬的人都走了，所以我觉得无论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你坚持住，总会好

起来，经过了那段时间的培训，我的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坚持！在挫折面前，你挺过去了，

你没有逃避，你就会收获更多！ 
等到了北京，比赛过程中，我虽说是替补队员，但我感觉与上场队员不会太大的偏差，

当他们在场上的时候，我也紧张，我尽力把自己放到那个状态下，我就担心法官会出刁难的

问题问的不知怎么回答，当法官提问时，我也会从脑袋里搜集我的准备的东西看能否回答，

比赛完了后，我感触很多。我感觉到自己不仅是知道的太少，而且知道的东西也掌握的不牢

靠，我在现场听到很多专家提的很专业且很细的问题，我就感觉自己学的东西都是很笼统的

知识，并且对这些知识的理解不够深，所以遇到具体的案例或问到相关的知识时我回忆不起

来，很多理论的知识我心里知道，可我不知道如何用法律的语言把它表述的淋漓尽致，别人

一说出来我立马就会回忆起有这样一段知识曾经在学习过程中出现过，可过后就忘，用一种

新的方式去学习法律知识， 这是我迫切需要改变的一个现状，我不仅需要从纵向去理解知
识，而且还要从纵向去加深知识的深度理解，对知识不是死记住，过后就忘，以往知道有句

话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想我现在的状况就很像这样，而现在也才渐渐明白应该

确实去改变这种情况，不再只是嘴上说说。 
    记得王晨光教授在总结研讨会上评论时说过的一段话:我们在法庭中作为某一方的代理
人时，无论如何辩论，有时也应给予对方一些承认，客观尊重法律，包容心更强，更要有律

师的大度，要尊重法庭，有些问题看起来对你不利，但要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例如本案中“漂

流数日”可以做两种理解：一可以理解为懈怠导致漂流数日;一可以理解为为发出过拖船协



助的命令但发出几次都没有成功，因此看待事情不要太绝对。听王教授说完这番话，我不禁

想到我们在参加模拟法庭或辩论比赛时到底搞清楚了什么是模拟法庭了吗？什么是辩论？

什么是赢？什么是输？ 
参加比赛前，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够更得心应手吧，为什么王教授在研讨会上会如此

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这番话？这说明我们现在的模拟法庭比赛，大家作为虚拟的代理人，都

只是好斗的心态，而忽略了事实及法律本身，当面对明显对自己不利的事实被对方抓住时就

绕着糊弄过去，这已不是某一个队员的表现，而是很多队员都存在的问题，在决赛当中，被

告方因为其本身的不利地位，所以当原告方凭着自己的优势拼命追问时，被告方明显很急，

很多问题的回答都在绕，而不是直接承认事实的问题，而且在抢答时不顾法庭及对手的允许

与否抢着回答，引来阵阵笑声，笑声背后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辩论的根基在于对法律，对

事实的尊重，没有这种价值理念做辩论的后盾，再口若悬河，再华丽不绝的言辞表演都会显

得空洞而轻浮，可能这样的表演会吸引无数的看客，会博得声声喝彩，但绝不会引来一位专

家的注目， 正如台上被告方的表现，似乎已经偏离了这样一种基础，但之所以后来会成为
冠军，我想评委揭示了答案，并非完全从双方的表现来论冠军否，而是看原被告双方是否抓

住了对自身胜利最有力的根据，原告方应抓住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利益，而被告方应抓住只

是经济损失，最后是被告方抓住了这一点，而原告方没有抓住自己的关键点，所以被告方赢。 
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继续参加过程中，我认为一定要注意，法官的问题若是对事实的提

问，请如实回答，不要从事实上把优势往己方转移，真正拉优势的地方应是那些有疑问有争

议的地方，用自己的犀利的眼睛发现对你有用的地方，而后用你找到的法律或事实的证据去

证实你的观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疑点上占优势，这就已成功了一半！ 
赛事已毕，感受太多，有些竟是用文字所不能描绘出来的，就此停笔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