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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公不義，想以⼀⽀筆改變社會。」懷抱淑世理想的法官林孟皇，原本對法律不抱好感，卻無
⼼插柳柳成蔭踏入法界。因著對書寫的熱忱及改⾰社會的期許，林孟皇經常投書報紙發表看法，並將
所著集結成書，爾後更擔任網路媒體「報導者」專欄作家。未曾刻意「斜槓」的他，卻意外實現斜槓
的初衷。本期將帶讀者⼀同看林孟皇的「中年斜槓」。

⼼懷社會——是林法官也是林老師
現為台北地⽅法院法官的林孟皇，其實並非⼀開始就以司法公職為⽬標。出⾝貧寒的他，最初因⽗親的期許及家
境的限制⽽選擇就讀公費師專，「師專畢業就有穩定⼯作，所以剛進去也沒有想很多，就渾渾噩噩過⽇⼦，到
四、五年級才覺得還想再升學。」1980年代，威權體制逐漸鬆綁的台灣，各種社會議題開始受社會⼤眾重視與討
論，受到影響的林孟皇希望能成為記者，透過⼀⽀筆寫出事實、道出真理並藉由媒體的⼒量廣泛傳播，改變社會
的不公不義。

師專畢業後，⾝懷記者夢的林孟皇本想考取⼤眾傳播學系（下以⼤傳系簡稱），卻因為服役期間未有時間準備考
試⽽不幸落榜。「其實⼀開始會想讀法律，也是因為想當記者。」落榜後林孟皇發現，不⼀定要是⼤傳系畢業才
能成為記者，⼼繫社會的他轉⽽將考取台⼤法律系作為⽬標，期望能⽤不同的⽅式實現⾃⼰改⾰社會的理想。⽽
林孟皇與法律結緣、發現法律其實很有趣的起點，是在補習班準備插⼤考試的時候。當時以實際案例講解法律的
補習班老師，讓林孟皇意識到「法律不單單只是背法條⽽已，它不僅可以解決⽇常⽣活的問題，更是⼀⾨理性思
辨的學問。」這才開始對法律產⽣濃厚的興趣。

就這樣，林孟皇⽩天教書、晚上準備插⼤考試，最終如願插班考上台⼤法律系，並於苦讀多年後，取得司法官資
格。擁有八年教育經驗的林孟皇，成為法官後仍不改誨⼈不倦的老師性格，常常在判決書中闡述⼤道理。他笑
稱：「同事都叫我『林老師』，因為我以前是當老師的嘛，好為⼈師，就很喜歡講⼤道理，即使現在是法官也還
是有林老師的風格。」被同事戲稱為「林老師」，也讓林孟皇再次確認⾃⼰對理念的實踐，「老師和法官其實本
質上有點像，都可以實踐知識分⼦的淑世理想。」

深懷改⾰夢的林孟皇，從未忘記他的初衷—「改變社會」。不論⾝處何處，他⼼中最重要的永遠都是「以⾃⼰的
⼒量改變社會」。



▲ 笑容滿⾯的林孟皇，與多數⼈⼼中傳統法官不苟⾔笑的形象截然不同。（照片來源 / 林孟皇提供）

從《羈押⿂⾁》到【法律⼈追劇】 與社會對話之路從未
停歇
愛看報紙、喜歡寫作的林孟皇，深信「⼀⽀筆能改變社會」，即使並未如最初所想成為記者，他仍經常投書報章
發表⾃⾝看法，希望藉由紙本媒介與社會對話，產⽣影響。爾後他更主動向出版社提出邀約，於2010年出版《羈
押⿂⾁》⼀書，以法律⾓度切入社會議題，點出當前的司法與法治問題。

林孟皇提到「法律即是⽣活，⽣活即有法律」，⽣活中許多事皆能以法律分析、解決及探討。「看似遙不可及的
法律，事實上並非那麼古板艱澀。」透過較⽩話的寫作，林孟皇希望⾼中以上的讀者都能讀懂他的書，以期與社
會進⾏有效的對話。之後林孟皇陸續⼜出版了《⾦融犯罪與刑事審判》、《找回法官失落的審判靈魂》、《轉型
正義與司法改⾰》、《劇透⼈性：法官跳脫藍⾊⾼牆的正義追尋》等四本書，在作家之路上漸漸闖出⾃⼰的⼀片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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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第35屆⾦鼎獎的作品《羈押⿂⾁》。第⼀次出書便取得好成績，林孟皇坦⾔出乎意料。

（照片來源 / 林胤君攝）

林孟皇的寫作之路，不侷限於紙本書籍與報章雜誌。因著網路媒體《報導者》執⾏⻑何榮幸的邀請，林孟皇於
2019年出任「法律⼈追劇」專欄的作家，開始在網路平台上發表文章。愛看影視劇的他表⽰，「戲劇的鏡頭，法
律的視⾓，訴說的都是⼈性的語⾔。」透過法律的⾓度探討影視劇，林孟皇希望能對閱聽⼈的⺠主、法治與⼈權
理念有所啟發，這樣的精神在「⽩⾊恐怖是必要之惡？從國際⼈權憲章⾓度看《返校》」⼀文中嶄露無遺。

前述文中，林孟皇以《返校》劇中「校園為何有這麼多陰魂不散的厲⿁」為切入點，從國際公約的⾓度看⽩⾊恐
怖。該篇文章提及《公⺠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定「縱使社會緊急狀態威脅到國家存亡，國家仍不得對⼈⺠施
以酷刑，並應給予⼈⺠思想⾃由的保障」，然⽽⽩⾊恐怖時期，不正當的法律審判程序造成的冤案不勝枚舉，不
僅使受害者陷入無盡的傷悲，亦造成巨⼤的社會傷痛。

以劇情為底，林孟皇透過⽩⾊恐怖的冤案帶出法治與⼈權的重要，也讓正當程序不再只是法律文字，更是貼近⽣
活的重要概念。他表⽰過去常常有「法官不語」的迷思，「但法官也是『⼈』、也有⾔論⾃由。」林孟皇提及現
今司法常被詬病，甚⾄出現「恐龍法官」⼀詞，固然部分是因為法官作出錯誤判斷，但更多是源於公⺠教育的缺
漏，「因為以前不太重視公⺠教育，許多不符合國⺠法律期待的審判結果，便會遭受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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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於私下親⺠樂觀的個⼈氛圍，林孟皇對待⼯作嚴肅且認真。（照片來源 / 林孟皇提供）

希望透過各式傳播媒介與社會對話的林孟皇， 即使前路艱難，也從未放棄其改⾰世界的理想。他推動司法改⾰，
勇於打破法界⻑久以來的「潛規則」。

某位曾為兒⼦的肇逃案關說的法官申請復職時，林孟皇認為這件事不但是錯誤的，更會讓⼈⺠對司法的信任不
再，因此投書報章揭露真相。「法界是⼀個⼩眾的團體，推動司法改⾰勢必會得罪很多⼈。」但林孟皇頂著壓⼒
還是想揭露事實，只因他相信，要想消弭社會⼤眾對司法的誤解及成⾒，進⾏司法改⾰與改變社會錯誤的觀念，
是重中之重。

多元發展 只為實踐改⾰夢
談及斜槓，林孟皇笑稱：「看維基百科提到我是法官、作家，才會意識到原來我也是（作家），但我⼀開始就是
寫興趣的，我覺得這就是我⽣活的⼀部分⽽已。」林孟皇表⽰⾃⼰當初並未刻意斜槓，只是因為熱愛寫作，加之
希望能透過文字表達看法、影響社會，才漸漸有了「作家」這個⾝分。

「對我來說，『老師』、『記者』和『法官』某種程度上是很像的，都可以實踐知識份⼦的淑世理想，只是影響
的層⾯不同。」林孟皇表⽰，老師影響的只有學⽣；記者影響的範圍比較廣，但並非權威⼈⼠，因此雖然有影響
⼒，卻無法做出最終的論斷；⽽法官是有權做出決定的⼈，除了在個案以審判結果影響當事⼈，也能透過⾃⼰的
⼀些看法影響社會。對他⽽⾔，不論⾝處在什麼位置，⾃⼰堅持的都是「淑世理想」，所謂的「法官」和「作
家」，都是他實踐改⾰夢的⼀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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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歷過網路變⾰的60後，在過去社群媒體尚未崛起的時代，林孟皇會透過報紙投書、法官論壇來發表⾃⼰的
看法。進入⾃媒體時代後，林孟皇除了在網路平台發布文章外，也時常在個⼈臉書上發表⾃⼰的⾒解。他說⾃⼰
的臉書好友很多都是法律圈內⼈或關⼼台灣法治的⼈，希望能透過發文、和他們的交流，來影響法界或傳播法治
觀念。

▲兼任法官與作家的林孟皇，經常四處演講、參加研討會。（圖片來源 / 林孟皇提供）

中年斜槓 追尋⼼之所向
中年踏上斜槓旅途的林孟皇表⽰，投書、寫作與成為專欄作家等多⽅嘗試，讓他得以適應現在多元的社會。經過
過去幾⼗年的不斷探索，那些他曾經⾛過的路——老師、記者、法官不同⾝份帶給他的種種，成為最豐富⽽富有
安全感的⾏囊。帶著經驗與過往，他在實踐淑世理想的路途上不僅更穩健，也使他「以改⾰社會為⼰任」的⼈⽣
⽅向逐漸明朗。

「斜槓」的核⼼在於尋求⾃⾝價值、找尋⼼之所向、追求更完整的⾃⼰，林孟皇正是⼀個絕佳代表。不管是他曾
經想成為的記者，或是他擔任過的老師、法官與作家，皆圍繞「淑世理想」⽽⽣。斜槓並不需要特定⼿段與積極
的意識，順其⾃然也是⼀種途徑。不論是青年、中年，甚⾄是老年，或許結合⾃⾝興趣、⽣活及夢想，才是「斜
槓」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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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外，林孟皇熱愛爬⼭，更曾擔任台北地⽅法院登⼭社社⻑多年。（照片來源 / 林孟皇提供）

 

 

¹  插⼤考試等同於⼤學轉學考，各⼤學開放其學系⼆年級或三年級之名額，給⼤學肄業⽣和專科畢業⽣（⼆專、五專

⽣）報考

² 政府必須要尊重任何依據國內法賦予給⼈⺠的法律上之權利，⽽非僅尊重其中⼀部分或⼤部分的權利。（資料來

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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