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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律杯参赛感言	  

南京大学	   刘莹	  

   2011 年的 12 月，我们 5名大三学生，2名大二学生和肖泽晟老师一起代表

南大法学院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九届理律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辩论大

赛”。 

    从十月底的组队到十二月初的比赛，看起来理律是整整一个月的准备加四天

的比赛，但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到，理律不只是长达几个月的准备，

也不只是持续了几天的比赛，理律是一次让人成长的经历，是一个让人更了解自

己的过程，是一次让人坚信自己的未来的体验，理律，更像是一种精神，融入每

一个理律人以后的人生。 

    大一大二时就很羡慕参加理律杯的大三学姐学长，看着他们的参赛照片，一

个个穿着正装还真像大律师出庭的样子。一心想着等自己大三了也要努力像他们

一样代表南大去北京参加比赛，让自己的大学生活有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有的事，只有去做了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有多难，去经历了才能体会到底有多

苦，而也只有在最苦最难的时候才能真正明白你正在做的事的意义所在。理律就

是这样，当我们一起连熬几个通宵写书状时，当我们一起在“小黑屋”里为某个

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当我们一起发现自己在提交给对方的书状中出现的低级失

误时，我们从没有一味的焦虑，更没有一味的叫苦，我从来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这样的经历，苦并享受着。一切的艰辛和付出都在比赛场上从我们口中说出的每

一句话中获得了回报，都在我们有力的回答了对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时获得了回

报， 也在最后的庭审总结时画上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但这句号只是为那两场模

拟的开庭而画，不是为我们的理律经历而画。我想每一个理律人比赛后的生活中

也会是有理律的影子的，这是一种理律的烙印，也是我的认知中理律的价值所在。 

一、关于责任 

大一大二时的我看来，能参加理律杯是一种实力的体现，是一件挺光荣的事

儿，毕竟理律的队员都是老师们从最初报名的几十个学生里选拔出来的。但是今

年的情况很特殊，同学们的参赛积极性几乎是法学院组织参加理律杯以来的最低

谷，一开始报名就只有十个人，在选拔赛的前一晚有四位同学退出了选拔，最后

选拔赛就只有六个人参加了，这个人数可是比之前备赛时选拔后确定的队员人数

还少的。最后开始举行了选拔赛，我们六人也几乎算是顺理成章的就组成了今年

的理律参赛队。说实话，确定自己可以参加今年的理律时之前假想过的光荣感是

丝毫没有体会到的，用略感凄凉来形容当时的心情会更贴切一些。而压力之外，

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责任，是一种既然选择了要做一件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我就

一定要尽全力把它做完做好的责任，是一种想做就好好做，不想做硬着头皮也得

做的责任。 

由于今年准备比赛的时间很紧张，我们只好分成了原告和被告各三人两个组

负责诉讼文书的写作。我主动要求的任务是负责写原告代理意见中关于涉案的国

际公约应当直接适用的部分，由于我国《宪法》和《立法法》中都没有对所签署

加入的国际公约在我国应当怎样适用进行规定，此部分文书的书写就需要参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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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学理讨论。然而每看一篇论文，我就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就需要去看更多的

论文，看论文似乎成了一项呈放射状的任务，好几次想要偷懒少看点时我都会警

告自己：“你不只是为自己看的，也是为六个人看的”，于是我就找不到可以偷

懒的理由了。也许这样的做法看上去有些幼稚，但至少，把“为了团队”作为每

一次努力干活的强大动力之一确实是催人奋进的，尤其在我每一次想要偷懒的时

候都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关于交流 

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感觉很棘手，队员们谁也无法说

服谁，只能向老师们请教。今年的比赛题目是一个行政法案件，在和肖老师以及

吴院长沟通协调后，肖老师答应作了我们的带队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知

识上的指导，对我们的书状修改和问题设计提出了很多建议，甚至逐字逐句的对

我们的书状进行了检查和修改。许老师有丰富的带队比赛的经验，关于比赛经验

的指导和口头训练的建议都来自许老师。每次听许老师说之前的比赛经历我们都

会有很多新的发现和体会，从书状中的立论和破论，到口头训练阶段的训练模式，

比赛时应有的状态，要注意的细节问题，甚至小到赛前的后勤准备等等，从许老

师的每一句话中我们都能找到有用的信息。也是许老师的鼓励和循循诱导，让我

们在一路的摸爬滚打中少走了一些弯路，在我们快要偏离轨道时也是许老师一把

把我们拉回来，这一点我在许老师让我们把第一次设计的要问对手的问题几乎是

全部推倒重来并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提问思路的时候感受尤为深刻。还有本学期

教授国际商法课的孙雯老师也对我们书状的写作提供了很多的建议，李友根院长

对《广告法》部分的知识运用也给我们做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指导。对于几位老师

的感谢之情在此就不必多言了，就把我们的收获和成长作为对他们最好的回报吧。

和老师们的交流中我们主要注意了几个问题，首先是要做有准备的交流，就是在

去向老师“讨答案”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想好要问什么，其次是要注意和老

师的联系时间和方式，邮件或是短信，给老师打电话或是面谈，都应该首先考虑

老师的时间安排，再次，听完老师的建议后埋头干活才是我们的任务所在，交流

也才会产生实际的意义。 

队员之间的交流也是同样重要的，这一个多月里我们六个人几乎每天除了睡

觉的时间都待在一起，吃饭也不是去食堂才能解决的问题了，“小黑屋”里的盒

饭我们也吃得美滋滋的。刚组队时彼此之间并不是很熟悉的，也就是见面打个招

呼闲聊几句的普通同学而已。我一直觉得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人一定是

那些和你一起做过至少一件值得纪念的事的人，理律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遇了。

就像比赛后一位队友所说：“参加理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和你们的友谊”。队友

间最重要的是合作，而良好的合作必然以有效的沟通交流为基础，换位思考和互

相尊重、体谅是队友间实现良好交流再好不过的方法了。很多次，我们讨论问题

时也会有很大争议，谁也不能说服谁，有时也会对队友不守时等问题有意见，但

我们没有让这些问题在我们之间产生任何矛盾。有问题就提出来，有意见就说出

来，有观点就讲出来是我们始终遵循的做法，于是，遇到问题我们会一起查资料

问老师，讨论大家找到的答案和老师的建议，耐心地听每一个队友的观点和论述。

我们的原则是：遇到问题不可怕，可以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正的问题，没有标准

答案不可怕，最有说服力的才是我们想要的答案。人多一起做事就是讲究一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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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齐才能力齐，也只有力用到一起去才能实现最好的结果。虽然我们没能在

比赛中走得更远，但我们因理律而加深的友情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人生中的一抹色

彩，美好且坚定。 

三、关于学习和实践 

我们几个队员大一和大二的暑假都有到法院实习的经历，就我的经历而言，

我在法院的实习至多算是当了两个月的书记员，那时做过的最高端的工作就是开

庭记录了，像个机器一样把开庭时每个人说的话录入电脑。理律确实让我有了一

次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正如它的比赛宗旨所说，像一个真正的律师一样去干活。

从研究案件材料，起诉状、证据材料、答辩状，到查阅法条、阅读论文、向老师

求教、和队友讨论，写出诉讼书状，再到最后的开庭审理中的陈述、问答和总结，

我切切实实做了一个真正的律师会去干的活，也切实体会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

的深刻含义。我发现实际操作中课堂上学到的法条似乎有了不一样的理解，从当

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到国际条约的适用，再到对我国《广告法》的扩大或限缩

解释，这些问题即是比赛题目的三个争议焦点所在，之前的学习中似乎觉得这些

问题法条有规定的已很明晰，没有规定的也很难体会到对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很难想象一连串处于法律“灰色领域”是是而非的问题同时出现时该怎样解决，

该怎样才能得到所期望的诉讼效果。 

由于我一开始是在准备原告方的书状，口头辩论阶段才开始准备被告方的陈

述，算是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人格分裂”，深有体会的是各说各话、自圆其说的

含义和乐趣，也体会到了律师必须想法设法为自己的当事人说话。作为原告或是

被告，观点必须是唯一的，有或没有原告资格，应当或不能直接适用国际条约，

是否违背《广告法》等等，而每一方支撑其观点的论据又是多种多样的，找到最

有利的论据，形成完整的论证思路，我相信一个律师做好了这些工作最终的判决

结果就不会超出其预期太远了。律师要做的工作很多，很琐碎，条理性成了对律

师行为的必然要求，而我认为律师的工作方法和一个法科学生的学习方法是相通

的。遇到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立场或是找到努力的目标，做好充足的准备并抓住最

有利的东西，再有条理的进行整理和运用，把大的目标细分化，最好能细致到每

一个目标的达成自己心里清楚的知道需要经过哪几个步骤，每一个步骤应当如何

操作。 

    理律很短，一个月的准备四天的比赛，理律又很长，我想它会融入我的生活

学习的方方面面。催人奋进的动力也好，终身难忘的经历也好，都难以完整的表

达理律给我带来的影响，用以后的日子去验证吧，验证理律带来的成长，验证理

律应该带来的改变，验证理律，是一种精神，或者，是每一个理律人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