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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7  記者 呂安文 文

「我認為妳先生應該被判處死刑，但法院應該不會判他死刑。因為現在的法律只照顧罪犯的權益

。要求殺人兇手自我懲戒，根本就是空洞的十字架。然而，即使是這種無用的十字架，也必須讓

兇手在監獄中背負著。」

（空洞的十字架封面為富士山附近的樹海。圖片來源／KomeKome）

「十字架」象徵著加害人必須面對的罪惡及枷鎖，然而在身為遺族的濱岡小夜子眼中，日本現存

的法律對於加害者過於友善，不輕易執行死刑，又無法確保加害者是否在牢獄中是否真正反省懺

悔，例如當初將小夜子女兒殺害的犯人蛭川，因假釋出獄後對於社會的不適應，再次犯下罪刑。

這樣的情況下罪惡及枷鎖形同空洞的十字架。

 

十字架存在的意義十字架存在的意義

當犯案後兇手對其行為該如何贖罪，以及該做到怎麼樣的程度才能夠稱為贖罪，始終都是人們想

要了解的。書中兩位遺族希望的是加害者能夠被處以死刑，讓他沒有機會再犯；在得知丈夫曾殺

害幼嬰的仁科花惠則是認為，丈夫仁科史也解救了企圖自殺的自己及腹中嬰孩，還有擔任醫生而

拯救無數生命，如此即是贖罪。

日本現行刑法中，多種暴力的罪刑皆能處以死刑，然而在真正在法庭內審判時，法官與陪審員則

會對於行兇動機、加害者懺悔與否等進行多方考量，因此通常只有多重命案的犯罪者才會被判決

處死，這也是小夜子及前夫中原道正十分無法諒解的部分。當初女兒被殺害後，在法庭上他們盡

全力地爭取死刑的判決，令他們失望的是最後仍是處以有期徒刑。

台灣目前已經廢止唯一死刑，然而會被處以死刑的罪名仍較日本多，死刑判決自一九九三年來至

今共兩百四十八件，為日本的兩倍之多。每當有案件發生時，社會上便會響起許多關於是否判決

死刑、甚至更深入至探討死刑存廢的聲音。台灣的凶殺案如二〇一四年鄭捷於台北捷運隨機殺人

，以及隔年龔重安於國小廁所內將小二女童割喉致死等，在經過法院裁判後鄭捷一審四個死刑定

讞，二審仍在上訴中；龔重安則於民國一〇四年九月十五日被檢調單位以殺人罪起訴，尚未判決

。

 

被留下來的那些人被留下來的那些人

一起凶殺案件中不只有被害者與凶手，時常被忽略的遺族與加害者家屬的立場、心境，於近幾年

也廣受探討，本書中強力提倡死刑的小夜子，及認為丈夫已經用自己方式贖罪的花惠分別是兩方

的鮮明代表：在女兒被殺害案件的判決後小夜子雖無力改變結果，但是相較於束手無策的道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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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二二三期，共

三十三篇稿件，其中

以評論類文章及文化

現象居多。本期側欄

廣告以交大網路電臺goto&Play為
題，帶大家鎖定即將開播的節目內

容，令人十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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懶惰，卻有深如溪壑

的慾望，我不在意開

心快樂，我只想要抵

達目標，我是胡浣

莊。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羅宛君羅宛君

逃不過3.14的大臉
躲不過比胸部還大的

肥肚 懇求我的眼睛
可以流的不是淚 而

是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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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繪新視野　看不見的黑白彩繪新視野　看不見的黑白

臺灣近年吹起彩繪村風潮，這樣的鄉村改造引
來蓬勃商機，卻也帶來不少隱憂。

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為二二三期，共三十三篇稿件，其中以評
論類文章及文化現象居多。本期側欄廣告以交
大網路電臺goto&Play為題，帶大家鎖定即
將開播的節目內容，令人十分期待。

她致力於撰寫支持死刑的新書，企圖將自己的想法及不甘透過書籍傳遞給社會大眾；而花惠擔心

的卻是兒子是否還有幼稚園能就讀。

本書中東野圭吾在遺族的心境上做了非常多著墨，加害者家屬的心境則相對的篇幅非常少，對花

惠的描述主要在於她一蹋糊塗的過去，而不是在得知父親或丈夫所犯下的案件後如何面對。

相較於加害者家屬，東野圭吾明顯地偏好對於遺族的探討。他的另一本作品《流星之絆》中，甚

至幾乎沒有對於加害者家屬的描述。主角為遺族三兄妹，三人對於刑警的不信任，十幾年來以自

己的力量對於父母親的死亡案件抽絲剝繭，最後甚至想要透過自己的雙手執行私刑。以自身力量

挖掘真相也是《空洞的十字架》與《流星之絆》的相似之處，可以明顯的看見東野圭吾對於遺族

的偏重及對日本檢調單位的不信任。

然而作者在兩書的處理上手法迥異，《空洞的十字架》全書皆以較沉痛、抑鬱的方式描寫圍繞著

三起凶殺案的人事物；《流星之絆》開頭雖沉重，並且讓人感受到濃厚的哀傷，然而在三兄妹開

始懷疑當初詐騙對象神戶行成的父親為犯人時，劇情走向卻越趨溫馨輕鬆，最後結局也略為牽強

。

 

抽絲剝繭後的真實抽絲剝繭後的真實

本作為東野圭吾二〇一四年的作品，相較於早期作品參差不齊，《空洞的十字架》已經有了十分

穩定的品質，對於角色刻畫、氣氛營造，以及推理小說最重要的，如何一步步抽絲剝繭找出真相

，皆頗為成功。全書共有三起凶殺案，東野圭吾看似把所有焦點放在第二起小夜子被殺害的真相

，然而三起案件其實息息相關。

小夜子因第一起女兒的案件而著手進行關於死刑新書的撰寫，然而在尚未完稿之際卻被殺害，此

時連結起仁科史也及前夫中原道正在小夜子的告別會上得知此事，並想替小夜子完成遺願。東野

圭吾透過這個事件，開啟了第二與第三起凶殺案的連結。

「自我犧牲」是東野圭吾常用的犯案動機，《空洞的十字架》也不例外。史也的岳父將小夜子殺

害，馬上向警方自首，並且企圖將使警方認為這是一起無差別的強盜殺人案件。

作者在破案的過程中，不斷釋出看起來相關性不大的線索，如樹海的照片、史也所在的小兒科活

動海報、井口紗織的竊盜癮，並且透過交錯的時序陳述角色們的過去以及現在。隨著劇情一步步

推進，每一個線索都成為解謎的關鍵，最後的三起案件的關聯逐漸浮現在讀者眼前，也解釋了小

夜子為何會被殺害。

 

罪犯人權　死刑廢不廢罪犯人權　死刑廢不廢

（死刑是否廢止在台灣仍是備受討論的議題。圖片來源／網路溫度計）

死刑是否廢止至今仍然是熱門議題，本書中三次提到「空洞的十字架」，表達若是不處以死刑，

僅是讓犯人在牢獄中背負這樣空洞的十字架，如蛭川待刑期服滿後出獄，但是卻沒有在社會上生

存的能力，最後只好又走上犯罪一途。

東野圭吾在本書大量的探討死刑存廢的問題，較可惜的是雖然他透過辯護律師表達出廢除死刑，

也試圖使讀者省思死刑對社會、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的影響，卻幾乎沒有提及關於罪犯人權

以及冤獄等廢止死刑的想法；並且非常明顯地藉由小夜子傳遞「殺人就該償命」的訊息，最終並

未給讀者太多站在反面立場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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