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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说失败者的经历 

南开大学  法学院   王进    

经历对于成功者而言是经验，对于失败者来说则是教训。理律杯给我的教训

是极其深刻的，因为我败得很惨。失败者的诉说往往是希冀人们的怜悯，但这篇

文章不是，它只是想如实地记录那段经历，那段宝贵而又令我感到遗憾的经历。 

    10月下旬（大约是 10月 17日），保研刚刚结束，院里动员保研成功的同学参

加理律杯比赛。我当时没有认真对待这件事，报名只是想填补一下保研之后的空

虚感。现在盘点起来。我的确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不过我得承认最初目的是很自

私的，因为我漠视了学校和同学们的重托，正是由于这种不纯正的动机，使我不

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赛事中去，以至于每每仓促应付，无法施行统一有效的战略部

署。 

    10月 21日，我返回家中，只想好好地休息几天，比赛的事情完全抛在脑后。

22日，刘彬短信通知我要在 25日之前提交公诉意见书。无论如何都来不及了，我

家在辽宁，25 日之前我甚至无法赶回学校。危急时刻，刘彬与吴涵两人承担起了

撰写公诉意见书的重任，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保证了程序的继续。 

    26日，我返回学校，仍然未能投入到赛事的准备中去，而是在应付其他的事。

对方发来的公诉意见书直到一个星期之后我才第一次阅读。此时距我方提交辩护

词还有 10天时间。辩护词由我和郭融负责完成。我们仓促地商量了一下，希望能

理出头绪，但却无果而终，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对案情和公诉意见书进行深入的研

究，在很多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两天之后（11月 6日）,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取

得了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工，郭融负责撰写法律适用部分，我

负责事实认定部分。11月 7日，我和其他队员第一次见到了指导老师——向老师，

一位将在此后的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人物。向老师的到来使我们的队伍有

了核心，便于统一思想和行动。11 月 9 日，向老师召开了第二次讨论会，我提交

了辩护词的初稿。此时辩护词的主要内容已经确定，但在格式和逻辑顺序上仍需

调整。我的电脑编辑技术欠佳，不知如何设计版式，只好套用往届最佳书状的板

式。这种做法虽然解决了技术问题，却导致书状格式上出现了一些错误，这是因

为往届的书状都是民商事案件的起诉状和答辩状，而我们要写的是刑事案件的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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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词，它们在封面设计和称谓用语上都存在不同，当时的我没能完全注意到这些

差异，这也是导致我方失分的地方。我们每写完一稿就将它发给另外两名队员，

他们提出修改意见后再退还给我们。我们精诚合作，不断完善，计划在 11 月 14

日向大赛组委会提交辩护词。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再次发生了，11月 13日学院团

委转发来一封大赛组委会对案情和比赛规则的修改通知。这封本应在一个月前到

达的信件中包含了大量重要的修改，它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待案情。时间已经

寥寥无几，大规模的修改不可能进行，我们只好在原稿的基础上删掉一些变动的

地方。这种硬性删除的方法造成逻辑衔接上的松散；此外还有一些案情修改，我

们已无暇揣测它们的意思，这又使辩护词留下了一些缺陷。 

    11月 14日下午，我们完成辩护词提交工作。接下来我又投入到与比赛毫不相

干的另外一件事情中，当时真是忙得不可开交。现在回想起来，我完全可以放弃

其中的一些不重要的东西，以集中力量去追寻最有价值的部分。向老师曾在这一

点上多次提醒我，然而我执迷不悟！ 

    这件与比赛毫无不相干的事情占用了我近两周的时间，直到 11 月 29 日，我

才得以解脱，将注意力再次转移到理律杯上来 。此时距正式比赛仅有四天时间。

在这四天中我们需要完成开庭陈词、法庭问答和最后陈述的准备工作。此外我们

还需要进行模拟比赛，以便找到庭审的感觉。12 月 1 日，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模拟

比赛，但因双方均准备不足，无法给自己的论点提供充足的理由，时常陷入狡辩

的困境。向老师果断地终止了这种无意义的争论，建议我们再次研读案件材料，

并且阅读一些相关论文，加深自己的理论基础。 

    两天的时间在紧张的准备过程中飞速而逝，期间我们没有进行模拟比赛，但

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如果这样的交流再多一点，或许我们能在比赛中走的更远一

些。 

    12月 3日下午我们启程，傍晚时到达清华。晚上 7时参加预备会议，夜里我

们都睡得很晚，因为我们需要进行最后的讨论。一些本不重要的问题也被紧张的

气氛放大，使我们花费大量宝贵的时间在这类问题上纠缠不休。 

    12 月 4 日下午 3 时我们作为辩护人第一次参加比赛。4 日晚上 7 时，我们作

为公诉人进行第二场比赛。4日晚上 22时，复赛名单公布，我们黯然落榜。 

    回首整个赛事，我方最大的弱点就是准备不足。前期资料的缺乏导致后期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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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比赛无法正常进行。正式比赛时，我们不能很好地控制程序，所以失分较多。  

    理律杯的模拟庭审与真实庭审的不同之处在于理律杯并不追求案件裁判结

果，而是注重场上队员的表现，因此即使某支队伍在案件部分败诉，但仍然可能

晋级，况且在预赛和复赛中，评委根本不对实体部分进行评价（但会就与案件有

关的实体部分向场上选手提出问题）。这种比赛规则意味着场上队员的主动性较

强，可以避开明显对己方不利或准备不充分的争点，而大量论述对自己有利或自

己擅长的部分。理律杯的案件往往会有 4~5 个争点，不可能在庭审的短时间内都

得到全面的论述，如果能将其中对己方有利的两三个争点讲清楚就足够了。 

理律杯比赛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无论是书状的准备还

是庭审时的辩论，都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完成，它需要团队中的每个人都充分发

挥自己的才智。在这里，我应当感谢理律杯比赛，因为它加深了我与同学们之间

的友谊。比赛虽然结束了，但友谊将长久地存续。经过这次比赛，我们相互间更

加了解，更加信任，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这次败得可惜！虽然我们最终没

有赢得比赛，但我们赢得了彼此的尊重。 

就我个人的表现而言，我表现得很糟糕，在赛场上仍然心慌意乱、战战兢兢。

这种状态源于我参赛的动机，是的，我报名参赛时只是想添补一下保研后的空虚

感，当时我并没打算赢，但当我认识到理律杯的重要意义之后，我非常害怕输，

可是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我感到遗憾，是因为我原本有机会得到它却由于粗心大意没能尽全力去争取。

我得承认自己的目光过于短浅，在众多诱惑面前往往急功近利，以为什么事情都

可以像对付期末考试那样在一两个星期内搞定；目标太多，什么都想要，失去的

往往是最有价值的东西。理律杯啊，理律杯，那原本是法学本科生最值得骄傲的

东西，就这样与我擦肩而过…… 

    开头已经说过，我是为了总结教训所以才叙写这段经历的。我尽量用最直白

的语言来叙述，以尽可能地淡化其间的感情色彩。我不愿将自己的伤感也传染给

别人，尤其不愿传染给我所尊敬的人。然而当回忆转化成文字时，痛苦也随之而

来，我不得不简化一些情节，这也是一种逃避的方法，希望读者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