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冠亞軍賽暨頒獎典禮 

冠亞軍賽暨頒獎典禮流程 
 

主  題：契約法、不當得利法及公司法爭議仲裁 
主辦單位：理律文教基金會、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臺灣大學法律學院 
時  間：2005 年 10 月 29 日（星期六） 
地  點：臺灣大學法律學院國際會議廳(臺北市徐州路 21 號) 
 

時 間 內         容 

13:30 
︱ 

15:30 

 
冠亞軍賽裁判： 
吳景源法官  (台灣高等法院民事庭) 
張瓊文庭長  (台北高等行政法院) 
王清峰律師  (王清峰律師事務所) 
蔡文斌律師  (公道法律事務所) 
李復甸教授  (文化大學法律系) 
 

16:30 
︱ 

17:30 

 
頒獎典禮 

主辦單位致詞：理律文教基金會陳長文教授 
 
頒  獎：冠  軍：馬英九理事 

亞  軍：吳景源法官 
季  軍：王清峰律師 
傑出辯士：李復甸教授、張瓊文庭長 
最佳書狀：蔡文斌律師 
優良辯士：陳長文教授、李念祖律師 
參賽證書：羅昌發院長 
工作證書：范鮫律師 
 

19:00 

晚宴 
凱撒大飯店牛排館 
台北市 100 中正區忠孝西路一段 38 號  
電話：2311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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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貴賓致詞紀要 
 

陳長文教授(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理律法律事務所執行合夥人、中華民

國國際法學會理事長、政治大學法律學研究所、東吳大學法律學研究所兼

任教授) 
 
今天是 2005 年理律盃校際法律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論賽的冠亞軍頒獎以及活動結束典禮，在

這裡我以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及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理事長的身分講幾句話。首先要感謝中華

民國國際法學會，特別感謝秘書長還有前任理事長、現任理事、台北市長馬英九教授；另外我

們要感謝地主台大法學院，提供非常好的設備與支援。 
 
我想感謝今天在場的仲裁人，感謝今天不在場、但從禮拜一開始擔任評審的仲裁員，感謝學校，

感謝學校的老師，感謝同學們踴躍參與 2005 年理律盃模擬法庭。理律盃的模擬法庭辯論賽從

2001 年開始，至今已經第五屆了(在這之前還有一屆－雖然當時沒有叫做「理律盃」)。我們三

年前開始也在中國大陸舉辦理律盃模擬法庭辯論賽，今年 12 月 3 日、4 日我們的冠軍隊會到

中國大陸與十幾個全國院校選出的冠軍在清華大學法學院做友誼比賽。 
 
感謝之外就是恭喜，今天雖然有冠軍、亞軍及季軍的揭曉，但是誠如剛才幾位仲裁人所說，每

一隊都是勝利的人，因為重點是在於過程，過程遠超過其結果。每個學校在活動過程中，老師、

同學及參與的隊伍，你們為了這一次的比賽，從書狀的撰寫、模擬法庭的交叉詰辯所做的努力

與準備，這是非常值得驕傲、回憶的經驗。剛才仲裁人特別提示的幾點，我希望同學能夠體會

得到。所以同學們，你們今天有的沒拿到冠軍、亞軍、季軍，然而對你們真正重要的應該不是

獎盃、頭銜，而是參與的過程，以及學長們的提示，一個法律人應該是怎樣的一個人。 
 
模擬法庭是演講、又不是演講；它是辯論、又不是辯論，它是一個模擬法庭。同學能體會到為

什麼它不是辯論：它模擬一個法庭的過程。辯論的立場只是正方或反方，而我們的模擬法庭比

賽中每一隊都要代表正方也要代表反方，兩面的論點都必須呈現。就像各位非常敬佩的學姊王

清峰大律師告訴我們，在模擬法庭的過程之中，當你代表正方的時候，固然會極力主張正方的

意見或者有利於正方的意見，可是你會深深地盼望對手－就是反方律師，也指出對於正方不利

的部分。當對方提出的論點非常正確的時候，你就不能夠硬拗、瞎掰，這就是我們司法制度的

設計。在這個制度設計之下，王大律師給我們啟示，也就是律師基本上應該具有全觀的性格。

固然當律師代表當事人時，基於與當事人之間的關係，可能只能以片面的角度主張當事人的權

利，如果當事人只有 50％的權利他卻要求 100％，或許應該跟當事人說你無法勝任其律師。在

法庭的辯論不免會出現你幫當事人要求超過他可以要的，至於要求到什麼程度你就要拒絕他，

這是一個良知、良心的問題。 
 
9 月份研習營的時候，我約略提到今天很熱門、也和我們的題目有關係的──「律師性格與治

國能力」這個題目。我們今天很不幸的看到有些領導律師或者做領導人的律師，把當律師硬拗

的習慣放到治國的理念中，今天雖然不談政治，可是我必須提出來：我們的總統、院長這幾位

法律人，是不是把律師全觀的性格正確地展現在治國能力裡？希望各位同學能夠深深地體會，

怎麼樣是一個好的法律人。 
 
今天幾位仲裁人，不論是律師、老師、法官，都給我們很多的提示。真理在沒有說出之前就已

經存在，可是真理沒有說出來別人會不會真正懂得？所以需要正、反兩方討論。在討論的過程

中必須是據理以爭，而非瞎掰、硬拗、死不承認，或者找一些根本沒有人會相信的話搪塞。在



 

  

模擬法庭的辯論賽裡特別要提醒各位，技術固然重要，但重點還是自己真正的良心以及法律精

神、法律的靈魂的認識，而不只是條文的解釋。 
 
最後一點，我不能不提。剛才王清峰大律師提到她研讀條文時納悶 180 幾條、170 幾條跟實際

上的民法法條不吻合，最後才恍然大悟，這是一個模擬的題目、虛擬的法庭，她才想起來這個

題目是虛擬的。事實上我沒有跟她討論過這個問題，我們這個題目是不針對任何一個團體、公

司，可是很不幸的，台灣高鐵公司在我們出了題目之後，發函指稱理律法律事務洩密並涉嫌毀

謗。我必須說，而且告訴台灣高鐵：理律基於法學教育之旨舉辦「理律盃」，理律法律事務所

或者律師不可能在這種重要的場合做台灣高鐵指稱的事情。今天在座的仲裁人可能還不曉得這

個小小的插曲，我想既然不曉得就不提了，然而台灣高鐵已經行文各個學校，因此我不得不以

理律文教基金會董事的身分向各位同學、老師澄清，各位如果有任何疑惑的話，再次表示這是

不可能的事情。 
 
無論如何，非常謝謝各位老師的參與，同時也恭喜每一位同學，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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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人：馬英九常務理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臺北市市長) 
 
陳理事長、羅院長、管教授、各位在場的律師、辯士、各位女士先生：大家午安！ 
 
今天我很慚愧沒有在場聆聽各位精彩的辯論，我出席了開幕典禮，今天來參與閉幕典禮，也代

表一種有始有終。剛才陳律師把我想講的話講完了，我想到剛才跟李復甸老師談到，這一、兩

年「律師性格」這句話似乎變成一句髒話，其實不應該是這樣的，這句話應該是一句好話，給

人感覺是精確、實事求是。律師性格應該是如何？應該是追求公平正義。當初我們在大學唸書

時也想過將來要做法官、律師或者教授，譬如說，要有司法性格才能做法官。換句話說，要習

慣於從各種角度去看問題以得到比較公平的結果，也許這可以彌補律師性格的不足。 
 

我恭喜大家，希望大家在這個領域當中都能繼續往前邁進，並且把這場辯論、這場學習當作技

術面，真正的理念面應該有更好的框架，這樣得到的結果會更理想。祝福大家，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