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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殺戮的艱難　秤死刑的正義

2017-05-21  記者 林芃蕙 文

張娟芬從蘇建和案（台灣史上具爭議的冤獄案，纏訟21年歷經三次非常上訴終判無罪）開始，關

注司法改革等人權問題，出版「無彩青春」後接觸替代死刑推動聯盟（已改名台灣廢除死刑聯

盟），多年為死刑案奔走，在非黑即白的審判間，走出對生命議題的思考之路。「殺戮的艱難」

出版於2010年末，為動盪憤慨的時局留下見證與註解。

「殺戮的艱難」一書（圖片來源／博客來）

2010年三月，當時的法務部長王清峰發表「理性與寬恕」一文，闡述自己任內不會執行死刑，引

發立委、被害者家屬嚴正批評，加上媒體大肆報導，激昂的詞彙佔領各大版面，兩天後部長請

辭，而死刑議題浮上檯面，越來越多人關注存廢與否以及牽涉的正義、人性。張娟芬透過理性與

感性交織的書寫，採訪死刑犯與律師，詳細點出2010年前後各界沸沸揚揚的討論，並剖析死刑判

決與執行制度面上的缺失，及以暴制暴必須付出的代價。「殺戮的艱難」乍看之下帶有廢死的色

彩，撇除記錄當時廢死聯盟被圍剿的心路歷程，張娟芬的論點是國家不該動手，人民賦予國家的

公權力當以不殺人為最低限制，「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了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

 

死刑　以生命獻祭死刑　以生命獻祭

死刑不比無期徒刑，因為其不可逆性，必須用更嚴謹甚至挑剔的態度看待，然而台灣的司法尚有

不完善之處，書中指出：刑事訴訟法第31條明定，被告於智能、經濟弱勢或刑罰較重的案件，當

指定辯護人為其辯護，這是對被告的保障；但是刑事訴訟法388條卻規定第三審時不適用，面對

法律審中專業的細節及術語，被告以單薄之軀孤身應戰，國家在最終裁決上有著絕對的優勢，這

是現行刑法審判中的缺失。

另外，刑事案件的偵查和審判程序中，應遵守毒樹毒果及無罪推定原則，行刑或不當採證而得的

自白，不可列為被告有罪之依據。然而在每一個死刑定讞的案件中，是否確保自白都符合正當

性？所有相關證據都已蒐證齊全？難保檢警承受破案壓力，不依循程序正義快速結案。

當社會承受犯罪情節重大的創傷，許多人同理被害者家屬，企圖以死刑作為心理補償，在人心惶

惶、需要集體撫慰的社會氛圍中，面對被害者家屬聲嘶力竭的哭喊，法官是否公正審判而不被民

意綁架，所謂理性客觀的思考，是否全面且萬無一失？張娟芬一針見血地提到：法官也是凡人，

他們也會犯錯。書中或許誇大死刑的誤判率，也一竿子打翻所有好法官的風骨，有失客觀之嫌，

但不可否認，死刑作為剝奪生命權益之刑罰，定讞到執行都不可草率。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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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共21篇稿件，
以聲音與影像作為主

軸，針對當代文化議

題拋出深度的思考，

豐富的內容值得讀者細細品味，是

一場感官盛宴。其中頭題為「台灣

電影編劇　困境與突破」，帶出影

視產業改革的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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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我用廣播上頭題

了。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凃湘羚凃湘羚

高雄的孩子，但曬不

黑， 有著過度狂烈
的內裏，異常的潔

癖，靈敏的感性，

努力把飄絮的思緒化成有溫度的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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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夜不再　釀收容悲歌十二夜不再　釀收容悲歌

零安樂政策上路，電影「十二夜」中的悲劇不
再上演，卻造成收容所內收容爆量的悲歌。

大聲大聲MY客風　唱響客家情客風　唱響客家情

客家電視台節目「大聲MY客風」大膽嘗試新
的節目形式，目前第一季播畢，已獲得廣大迴
響。

張娟芬說：「殺戮的艱難在於誤判的可能永遠存在。」回溯台灣司法史上著名的爭議案件，從纏

訟多年的江國慶案、蘇建和案、徐自強案，大眾感嘆他們幸運，奮鬥多年終證實自己的清白。然

而這是多麼諷刺，本來就是無罪的人，因為檢察官不信、法官不聽，國家利用公權力剝奪他們的

自由，受悲憤與無奈日日煎熬，甚至一聲槍響結束生命，在十年、二十年後才說：當時判錯，你

是清白的。再多的國賠也換不回一條命，對當事人而言，寧願一切從來沒發生過。

搶救死刑犯就是和時間賽跑，不是所有無罪之人都有如此好運，鄭性澤就是其中一例，他還在等

一個清白。在張娟芬的另一本書「十三姨KTV殺人事件」中，詳細記載2002年鄭性澤案中各個疑

點與程序缺失，包含刑求獲得自白、案發現場遭到破壞、證據不齊全等等，但僵化的司法制度對

種種疑點視而不見，2006年鄭性澤死刑定讞。自2010年越來越多人關注死刑，2011年律師義務

介入此案，開始積極奔走，尋找翻案平反冤獄的可能性，2015年高等法院終於裁定重啟二審。此

案還沒結束，平反冤獄費時費力，還要靠運氣，鄭性澤仍在等待宣判無罪的那天。

辯護律師們利用娃娃屋模擬犯罪現場，找尋當初判決書裡的盲點。（圖片來源／報導者）

 

傷痛與治癒　將被害者保護視為己任傷痛與治癒　將被害者保護視為己任

「殺戮的艱難」並非一昧反對死刑，而是希望人人喊殺前先想想，罪犯是否該殺？國家是否有權

利剝奪性命？，死刑或許減輕受害者家屬心中的痛苦，卻沒有實質上的幫助。書中另一重點即是

強調台灣需要建構一套整合性的支援系統，對被害者家屬提供適當的幫助，例如：諮商輔導、社

會安置、金錢補償，給予受害者家屬全面的照顧。自1998年制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各地成立犯

罪受害者保護協會（簡稱犯保），給予法律、經濟、心理的幫助，然各地資源分配不均，並不是

每個縣市都有專門的合作律師、社工。根據「隱形的吶喊」一書指出，「犯保資源匱乏隱含著更

核心的問題：國家對於被害者保護這塊還不夠重視。」國家既然享有刑罰權，對於犯罪被害者理

當該盡到照顧之責，或許政府以高高在上之姿，施予恩惠的態度補償犯罪被害者，但他們需要的

除了金錢，還有心理復健，協助重返原本的生活。

 

司法改革之路漫漫司法改革之路漫漫

2016年蔡英文在總統大選中提出司法改革政策，其中有一項具體主張「全面檢討違反刑事人權保

障之現況」，檢警調法各司其職，在分工上更明確，並針對濫權、草率併案、動輒羈押等等責任

追究，秉持調查不公開及無罪推定原則，嚴守程序正義。落實這些美好且理想的行事作風，在現

今還沒廢除死刑的狀況下，能減少冤獄產生，當完善的司法制度建立後，對於犯罪者與受害者都

有更周全的保護，也許全民能更理性地討論死刑存廢議題。

根據憲法刑與罰應合乎比例原則，當死刑被視為實現正義的一種手段，每個人心中都有桿公平的

秤，該放任不管還是嚴加禁止？殺戮不是行為上的艱難，而是每個人對生命的消亡。同理失去至

親之人，能不能選擇一命抵一命之外的寬恕之路，隱含著政治權力、金錢誘惑、七情六慾相互角

力地現實裡，保有清明，好人與壞人差別就在一線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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