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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0  記者 林乃絹 報導

盧萍、盧菁為弟弟盧正被槍決持續抗爭。（圖片來源

／公視記錄觀點）

「近距離朝他開了三槍，一顆子彈還卡在胸口上，刑場的人員偷偷告訴我們，他的眼睛始終是睜

開的，他死不甘心、他死不瞑目……。」盧萍悲慟地為胞弟盧正的死哭喊著，只是，逝去的生命

再也沒有機會控訴司法草率的審判，二○○○年九月七日，三聲槍響，震驚社會的詹春子綁架撕

票案宣告終結。

《島國殺人紀事二》敘述於一九九七年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嫌疑犯盧正憑著一份認罪自白被槍

決，而後引發一連串的司法爭議以及家屬的抗爭。導演蔡崇隆透過鏡頭重新檢視疑點重重的偵審

過程，用正反雙方的言論互相對話，全片以十幾名相關人士的受訪畫面以及錄影、錄音片段穿插

而成，試圖再次挑戰司法公權面目。從盧正的兩個姊姊盧萍與盧菁對台灣司法瑕疵的怒吼、死者

詹春子的丈夫曾重憲斬釘截鐵地認定盧正就是兇手、到偵辦警檢單位的推託之詞，細細刻畫司法

體制的矛盾與破碎家庭的傷悲。

「大家能在一起就是幸福，對我而言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因為我已不再屬於這個世界。」迴旋

的畫面俯瞰著小村落，接著聚焦在一棟老房子前，導演以盧正的口吻和視角帶領著觀眾走進他的

故事，然後再轉換成旁觀者的角度，讓盧萍、盧菁兩人娓娓道來弟弟的「冤屈」，影片才開始，

卻已經看見導演的用心。

三方爭論　誰才是被害人？三方爭論　誰才是被害人？

全片出現三種立場的對話，首先，被控涉案的盧正家屬泣訴「司法殺人，濫殺無辜」，導演蔡崇

隆利用盧正的家書、偵察錄影帶和起訴書記錄輔佐說明；接著，綁架撕票案的死者詹春子是全案

最核心的被害人，死者家屬對於冤獄的質疑提出反駁：「誰才是真正的被害人？」；最後，司法

人員包含員警、法醫、法官和書記官是全案關鍵所在，卻紛紛以各種理由推卸責任，員警否認疲

勞偵訊，是盧正自願居留警局不願離開；法官說相信司法是公正的，相信自己的判決；書記官認

為死前喊冤的人太多，這是求生本能。導演利用三方的說法檢視偵審過程中，違背程序正義與漠

視司法人權的疑點，不帶任何立場，企圖以媒體第四權的角度來剖析整個案件的不同觀點，進而

點出台灣司法制度缺失以及死刑存廢問題。

在案中最關鍵的爭議是盧正被借提後的三十六小時，盧正由最初否認涉案到認罪，這段期間沒有

任何錄音、錄影的記錄，盧萍、盧菁以盧正家書提及的「警察每問一次，我就被打一次。」指控

警察暴力刑求，以及「警察說一定要有人認，我們才能交差。」認為盧正無辜遭受冤獄，而且，

從蒐集證據到認罪供詞的處理過程中疑點重重，現場模擬錄影帶清楚收錄警方主導犯案推演，盧

正卻仍在證據能力不足的情況下被速審速決，在在突顯了台灣司法的嚴重問題，「台灣司法已死

，又為何要求司法重審？」盧萍痛徹心扉地訴說內心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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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郭穎慈郭穎慈

本期共有十九篇稿

件。頭題〈夢想配方

　攝影甜點與咖啡〉

忠實刻劃一位科技新

貴勇敢出走，開設一間攝影風格咖

啡廳的歷程和堅持。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洪詩宸洪詩宸

嗨，我是詩宸。 雖
然個子很小，但是很

好動，常常靜不下

來。 興趣是看各式
各樣的小說，和拿著相機四處拍，

四處旅行。 喜歡用相機紀錄下感
動，或值得紀念的人事物。 覺得
不論是風景還是人物，每個快門

的...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吳建勳吳建勳

大家好，我是吳建

勳，淡水人，喜歡看

電影、聽音樂跟拍

照，嚮往無憂無慮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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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橙色的季節　唯美「柿」界

新竹九降風吹起陣陣柿香，一片澄黃映入眼
簾，那既是辛苦的結晶，也既是甜美的滋味。

當然，時空移轉，近年來的司法改革已經逐步看見成果，根據目前任職於台北縣板橋分局的刑警

施武志表示，刑求的情況已不多見，而偵辦過程錄音、錄影已於一九九九年修法規定，在警方偵

辦過程中已實行多年，故警方辦案的誤判程度也大幅下降，只是，死刑的問題依舊存在許多爭議

。

暫且不論台灣司法的制度層面，人權在現代社會已然成為普世價值，但高喊「人人平等」的司法

，卻仍有階級、族群、職業的差異，曾經任職保全警察的盧正非但無法保全自己，反而因為這個

經歷被解讀為熟悉檢警偵辦過程，故早已消滅犯罪證據。對此結果，盧正家屬深感失望：「我們

沒錢、沒權、沒勢，只能用僅剩的愛幫助以後的人。」導演蔡崇隆更抒發個人的觀感：「為什麼

某些有權力的人能那麼偏執，看不見自己的思考架構偏斜的厲害？為什麼我們老愛頌揚人權，卻

那麼不尊重別人的生命價值？」

死刑存廢　人權關鍵死刑存廢　人權關鍵

影片最後，導演詢問盧萍、盧菁姊妹是否設想過盧正真的是兇手，兩姊妹的回答少了些有力的支

持，但卻提醒大眾最核心的一件事：「就算真的是盧正做的，也要有證據呀！」盧菁義憤填膺地

說道。「只要判決有百分之一的疑問，就不應該動手槍決，何況，我認為盧正案至少存在百分之

五十一的疑問，也就是有二分之一以上的可能殺錯人了。」導演蔡崇隆於二○○一年的《島國殺

人紀事二》記者會上這麼說，直接點出多年前死刑衍生的疑慮來自於司法制度的不健全，因此，

廢除死刑的聲音逐漸浮現檯面，爭論多年之後依舊僵持不下，從檢警制度延伸出的死刑爭議，直

至近年已經成為人權的捍衛，死刑存廢與否，不僅僅只限於廢與不廢的結果，牽涉的是更廣泛的

司法體系、人權保障的問題。

時至今日，死刑的爭辯風起雲湧，在《島國殺人紀事二》片中有句話這麼說：「當客觀超然的科

學與宗教，不能避免人為主觀的操縱，那麼也未必會是真理的最後解答。」提醒著每個扛著司法

重擔的司法人員，當司法失去了反省能力，將會淪為殺人的工具。《島國殺人紀事二》並非提供

觀眾一個「新」的真相，而是企圖在台灣蛻變的進程中留下一個不容遺忘的記錄，每一次死刑的

批准都是沉重的責任，生命不可承受之輕，只能靜待台灣社會重新給予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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