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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下午，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从北京起飞的客机平稳落地。我的心情早无七

天之前从这里出发时的喜悦和踌躇满志，坐在出租车上，回想自从入选为参赛队员起这两个

月的时光，多了几分感悟与感叹。	  

国庆之后，带队老师最后敲定了前往参加理律杯的队员人选，我凭着一点小聪明很幸运

地成为其中之一。作为一个大二的学生，能够代表本校的法学院去参加全国顶尖的赛事，如

果说没有一点骄傲和得意是不可能的。不过在之后的时光里，自己骄傲都会伴随着案情的讨

论与深入再到去北京参加比赛一点一点的化解与消失。	  

与自己同行的五名队员中，有三名大三的学姐学长，其中有两名是去年已经参加过一次

理律杯的老手了。还记得讨论的第一天，带队学姐就曾说过，参加理律杯就代表着在接下来

的两个月中，恐怕自己的生活之中只会有复杂的案情，成堆的法条，厚重的书本，塞满文件

夹的论文。我那时还觉得学姐言重了，但随着参赛时间的临近，慢慢知道了学姐的话并不夸

张。	  

这次理律杯的题目是一个由国家医疗改革而引发的涉嫌行政垄断的案件。整个案件的核

心争议来自《反垄断法》和《政府采购法》，又由于这是一起行政诉讼案件，涉及到《行政

诉讼法》与行政法中各种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上述的法律我们并没有在平日的学习中系统接

触与研究，甚至我在接触这个案子之前都从来没有把《政府采购法》读过一遍。就更不要说

其他与本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了。因此与其说我们在引用法条解释案件里的

各种行为，还不如说我们是边学习和了解法律，边准备本次比赛。	  

于是，法条中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只能耐下心来一个一个查。法条是高度浓缩的，有的

时候一个不到 20字的法条，就需要我们结合具体案情来讨论一天甚至两天。这让我第一次

感受到了平常知识积累和有一个扎实的法学功底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我天真地认为在实务

中，进行一场诉讼只需要对事实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再从法律中直接找出支持自己的法

条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场比赛中我发现在事实操作上要复杂得多。一个行为的性质、法条中

主体与客体的确定，这些都要求我们拥有极强的专业素质。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一切

都是空中楼阁，纸上谈兵。	  

在准备理律杯的过程中，除了有学长学姐与其他队员陪着我在会议室中废寝忘食地案情



以外，学院也给予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我们的领队老师牺牲自己的周末休息时间，从市

区赶到学校和我们一起讨论，一起吃外卖。无论多晚，老师都会及时审查我们的书状稿，并

给我们宝贵的指导意见。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眼，老师都会不厌其烦地多次斟酌，

他的一丝不苟不禁让我佩服。除此之外，学院还在此期间举办模拟法庭，组织研究生学姐学

长为我们做陪练。在此，我对各位老师和学姐学长的付出致谢。	  

最难熬的就是出发前的一个礼拜，即将上战场，但面对其他四支队伍的书状，我们还需

要制定针对每一场比赛的攻防点。在分析其他赛队的书状时，我们就意识到了和其他学校的

差距，在这四份书状中，其中一个赛队的书状逻辑清晰，条理清楚，虽然我们都不想承认，

但是衷心地佩服该参赛队的能力过人，这个参赛队在之后的表现里也印证了我们的猜想，成

为我们组唯一一支晋级的队伍。其他几支队伍的书状自然也不弱，我们捧着对方的书状一句

一句地找纰漏，有时头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	  

到了北京之后反倒没有在学校时那么紧张，幻想着今年参赛队可能会创历史地进入复赛。

每个人都尽力营造出一个轻松的氛围，将明天参战的紧张压在心底。	  

第一场比赛面对对面赛队的质询我们可以招架得住，但是面对评委的提问就有些力不从

心了。在参赛前老师也和我们说过，理律杯最恐怖的不是对手，而是坐在讲台之上的评委。

他们来自于大学、法院或律师事务所，是中国法律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可以随

意打断你的回答，甚至用一个个问题把你逼到墙角。由于第一场我们还没有进入状态，在回

答评委提问上准备得并不充分，让在台下观战的我捏了一把冷汗，回头看一看坐在后面的带

队老师，他的眉头也是越皱越紧了。	  

在之后的三场比赛中，可以看出来随着赛程的深入，我们的状态也渐入佳境，面对评委

的问题，我们能够对答如流了。但是良好的发挥依然掩盖不住知识上的硬伤，在与对手的交

锋中还是能明显看出我们准备的不足。到了公布八强名单时，我的心还是不住地加快，有那

么一点侥幸，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随着王晨光教授的话音落下时，内心中最后的一丝骄傲也

荡然无存。带队老师虽然在一直安慰我们，但他自己脸上还是难掩失望的表情。	  

《庄子·∙秋水》里写道，“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

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

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这次理律杯之行给我最

大的感悟便是让我进一步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与全国 39家顶尖法学院

的过招中我们感受到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是多么的浅薄。只有认清差距才能提升自我，参

加理律杯并非会让我们自卑，反而是给我们提高自身水平的最大鞭策。没有理律杯的洗礼，



可能我只是一只自大的井底之蛙，永远得不到提升，沉湎于骄傲之中。除了与其他学校的对

比之外，还有与队内的强烈对比。面对评委的提问，学姐学长总能镇静地侃侃而谈。坐在底

下的我反复问自己，如果我在台上，自己是否也可以对答如流，一想到这里也不免脸红心跳。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如此之差距。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没有扎实的内

功是根本无法做到如此的。有些积累在平时，根本不是这两个月能临时抱佛脚的，况且对方

的提问还可以提前准备，面对评委猝不及防的问题，靠的就是平日里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反

观平日里的学习，又究竟下了多少工夫，这个可能无法体现在成绩上，但是会体现在之后的

法律实务上。司法工作之所以需要专业化，就是因为每一个法律工作者都掌握着国家所赋予

给你的一份定纷止争甚至生杀予夺的权力，更是因为都肩负着维持整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职

责。作为日后极有可能从事法律工作的我们，如果连基本的专业知识都无法掌握，又何谈履

行职责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也是社会给每一位法学生的使命。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通过本次比赛也让我看清楚了所学法学理论与

法律实务的差距。一个在课本里躺着的简短的法条，一旦在具体实际运用过程中就可以成为

全案的争议焦点。在理律杯决赛之后，清华大学法学院前院长王晨光曾问过底下的参赛队员，

有多少人在接触这个案子之前，对其中所涉及的法条有过系统性研究？所应之人，寥寥无几。

由此可以看出来，除了要提高专业水平之外，还要培养将法律运用到实务中的能力，这也是

台湾理律文教基金会与清华大学法学院合办全国模拟法庭竞赛的初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除了望洋兴叹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正视自

身差距，努力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修炼好内功，将理论知识与具体实务结合起来，做到知

行合一。正如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申卫星教授致辞时所指出的，“理律杯”模拟法庭比赛让年

轻法律人有机会感受现实中法律的理解与运用，为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提供了平台，已然成

为我国法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相信，理律杯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其他参赛队员都是法律

人生涯中难忘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