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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驥伏櫪　馬躍八方
許翔 ╱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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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雨婕 ╱ 人物

變化自如　幕後的聲音演員
張婷芳 ╱ 人物

律師顧立雄在兩公約研討會中進
行死刑釋憲演說。（攝影／林乃
絹）

理性與感性　法律前線論死刑理性與感性　法律前線論死刑

2010-04-10  記者 林乃絹 報導

站在司法前線的司法人員用理性和感性看待死刑存廢的未來。（圖片來
源／The Law Office of Mark Gallo）

 

死刑存廢議題引起軒然大波，儼然成為社會熱烈討論的焦點，許多政要名人紛紛公開表達個人立

場，但是，這場台灣司法的風暴，卻少見司法人員表態。這些站在第一線面對死刑爭議的法律人

，褪去面對司法案件時的理性外衣，感性地用個人經驗審視死刑存廢的未來發展。

 

接觸死刑案　律師刑警感觸迥異接觸死刑案　律師刑警感觸迥異
律師顧立雄不諱言地表達個人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曾經擔任蘇
建和案與陳前總統國務機要費案辯護律師的他多次受任死刑案件
，這些經歷間接影響他對刑罰的觀點。顧立雄回憶起印象最深刻
的案例是發生於民國七十九年苗栗通霄派出所主管柳彥龍擄人勒
贖並殺人棄屍案，「他不是個好警察，但不是因為他是壞人才會
做壞事。」顧立雄語重心長地說，同時說明當時案件的經過，接
著解釋最初不願接受此案的委任，但與柳彥龍詳談並經過權衡後
才決定協助辯護。此案最終結果仍以死刑終結，只是，接下來的
經歷讓顧立雄無法忘懷，才步出法庭，顧立雄被雨傘猛烈攻擊，
「一個歐巴桑用雨傘打我，打到我的眼鏡都掉了！」顧立雄對多
年前的突發事件依舊記憶深刻，「這是我第一次被人打，台灣法
院後來因此加裝監視器。」原來是此案被害人親友無法諒解律師
選擇替加害人辯護，即使加害人已經受到法律制裁，仍無法消除
被害人親友心中的怒火，顧立雄最後靠警察的保護才得以離開法
院。 

「幫具有高爭議性的案子辯護很難！」接觸許多刑事案件的律師
此時也不免感慨。然而，他也從中看見人性的不同面貌，「接觸
這些死刑犯，讓我很快地瞭解他們的價值觀，他們有一套江湖道
義、一種生存法則，但是，他們也一心想要求生、也感受到一份
良知。」顧立雄認為人都是灰色的，沒有絕對的好與壞，很多人因為衝動才釀成重大傷害，並非
故意犯案，「只要有一絲悔改的心，就應該給他機會。」顧立雄堅定地說。律師生涯的豐富閱歷
，讓他重新檢視人性的無限可能，面對死刑存廢的爭論，他這麼說：「死刑泯滅人性最後一絲光
明，更否定人性最後一份良善。」他更分享親身接觸過的死刑犯都在最後感到後悔，「也許真的
有毫無悔意的壞人，但我還沒碰到！」身為一個司法的守門人，顧立雄沒有忘記回到人性初衷評
斷生命的價值。

而同樣位在司法最前線的施武志，目前是台北縣板橋分局的刑警，處理許多重大刑案的經歷，讓
他有許多機會接觸被害人家屬，將家屬的悲慟看在眼裡，讓施武志對於刑罰的態度顯得十分堅決
：「死刑不能廢！」他認為在考慮廢除死刑之前，應該先考慮被害人和其家屬的心情，「以命償
命才能撫慰家屬！」施武志表示死刑是一種因果報應，也許不能完全撫平被害人家屬的傷痛，但
至少能夠使家屬得到最基本的平反。

同樣的，刑警的工作也讓他多次接觸死刑犯，施武志不了解這些死刑犯是否會對自身的罪行感到
後悔，但他卻表達對應報概念的堅持：「人不會因為有悔意，而讓做過的事都可以得到原諒。」
他補充道：「如果大家都給死刑犯機會，那誰給被害人一個機會呢？」對於近日以來的廢死紛爭
，他表達不甚贊同的立場，「不能讓自身的道德觀凌駕於司法之上。」身為刑警，他相信世界有
公理正義，施武志堅持司法的天平必須平衡，才能達到真正的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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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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志潔教授強調司法改革才是當前
亟需面對的問題。（照片來源／林
志潔）

 司法進步　再論廢死司法進步　再論廢死
在司法與人情之間的平衡一直是個未解的難題，交通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教授林志潔提出巨觀的剖析，她認為台灣司法
制度的問題比死刑更急迫，因此，當下要關注的的焦點是改
善司法環境，「國家有進步的法治，民眾法學素養提高，人
民對司法信賴度提高，自然不會反對廢除死刑。」曾經當過
律師的林志潔以個人對台灣司法的了解表達另一種訴求，司
法體制不健全造成判決搖擺，冤獄頻傳，廢除死刑正是來自
於人民對社會安全的疑慮：「人權團體要求廢死是因為不信
任司法，因為審查過程漏洞百出；但被害人反對廢死也是因
為不信任司法，因為廢除死刑可能造成社會治安更敗壞。」
她解釋道。因此，林志潔具體地指出迫在眉睫的改善方向，
包含加強刑事鑑識與鑑定、促進審判的妥速、降低上訴率，
「司法判決正確迅速做好了，再來推動死刑廢除這個終極目
標。」她表示自己不反對廢除死刑，但現在時機不合，策略
不對，台灣還需要一些時間。

面對死刑議題的兩方爭論，林志潔認為廢除死刑僅是宣示這個國家有決心能夠尊重人權，「但死

刑廢除後，人民真的會比較信賴司法嗎？」她隨後提出質疑，非洲有許多國家廢除死刑，但司法

信賴度與人權指數仍十分低落。對於眾多人權團體的廢死訴求，「廢死策略很重要！」林志潔認

為廢除死刑的確需要這些團體持續推動，但應該視時機和策略來推行，而不是直接訴諸最終目標

，像是前法務部長王清峰的辭職風波，訴求肯定遭到反對而失敗，「廢除死刑不是當務之急，緩

死也可以。」她強調司法改革應當循序漸進。

《尚書‧虞書‧大禹謨》中寫道「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也沿用於現代法律

中詮釋刑法中「刑期無刑」的目標，刑法制訂的目的是期待有一天能夠達到不需要使用刑法，因

此，司法的功能是要達到人民不會犯罪的程度，而非造成人民對司法的怨懟。法律的終極目標已

經揭示在大眾面前，站在司法前線的司法人員用理性和感性看待死刑存廢的未來，而在司法框架

下的百姓該如何看待這個難解的命題，還有待人們對台灣司法更為巨觀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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