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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死刑關於死刑

2012-12-22  記者 林伯勳 文

死刑的爭議，從過去一直到現在都存在。我的立場經常變化，有時認為應要廢除死刑，某些時點

則認為死刑有其存在價值。我國死刑仍存在，在執行層面上，卻相當不確實。死刑犯，往往關在

牢裡許久都未執行槍決。也許有人認為這是執法者失職。但我認為，要奪去人的生命，必須要有

很大的覺悟。也難免法務部長，在簽下執行死刑的文件前，要再三考慮。

誤判的可能性誤判的可能性

我不贊成死刑，最大理由是「被告其實無罪，然法官誤判。且被告已經被執行死刑，那就沒有回

復的可能性。」我想，法官不是神，只能就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審查被告有罪與否，不可能每次

都沒有誤判。被告可能遭人陷害，法官是依據錯誤的證據來判決。

這情形在軍中最為嚴重，軍中仍保留連坐罰制度。當自身所帶的部隊出問題時，長官也會受到懲

處，甚至可能會被拔掉軍階。因此當出現問題時，為避免使自己也陷入麻煩，往往會快速將事情

解決。而解決事情最方便的做法，就是找人頂罪。我曾聽一位退休的軍人說：「軍中的長官，在

軍中付出了近二十年的青春。在快能領終身俸時，底下出了事情，當然是快點辦一辦，免得火燒

到自己。」

另外，軍人有軍法的適用。依照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法理，同一行為若是「普通刑法」以及「陸

海空軍刑法」中均有規定，軍人優先適用軍刑法。在刑度上，軍法也遠比普通刑法重。過去軍法

中，許多罪名是唯一死刑，雖然經過大法官宣告違憲後都已廢除。然而現在軍法中，還有近五分

之一的條文有死刑的規定。

此外，若在行為時具有軍人身分，且觸犯軍刑法當中的規定時，軍事法院具有管轄權，不能由普

通法院來審理。在軍中，與外界隔離，所以屈打成招的情況時有所聞。雖然依據「刑事訴訟法」

經刑求逼供所得的自白，不能作為證據。但是，有許多刑求手法無法驗出傷。在臉上蓋濕毛巾然

後澆水，這種模擬溺水的手法就是一例。

過去的軍事法庭。（圖片來源／Vincent的網路日誌）

當軍方說沒刑求逼供時，被告要如何證明其受到刑求？此外，雖然除了自白，還需有其他證據，

才能定被告罪。但隨便找把染血菜刀，說是凶器，這種「栽贓」的情形並非天方夜譚。尤其軍事

體系較封閉，官官相護在所難免。隨便捏造證據，就能夠定罪判刑，被告與外界隔離根本無從自

救。

過去軍人常被仙人跳，因修法前「強姦罪」是唯一死刑。我曾聽說，過去在外島，有一位軍人到

雜貨店買東西。雜貨店老闆的女兒跟他說：「你褲子有破洞，脫下來我幫你縫。」當軍人褲子脫

下後，立刻有人跳出來對他拍照。之後要求他付一百萬的「遮羞費」，否則要告他強姦。在當時

一百萬不是筆小數目，幸好他有位好長官，動員全軍營替他籌錢。否則在過去封閉的時代，該名

軍人可能早被判死刑，並執行完畢。

然而我發現，「法官會誤判」這理由，其實並非多數支持廢死刑的人所持之理由。若法官誤判，

是法官的責任。要避免「刑求逼供」以及「栽贓」，應要改善軍中封閉的環境，使刑事訴訟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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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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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無限可能的夢　白日夢

乒乓和一般人一樣，曾經有夢想，因被現實傷
害而退縮，卻意外發現「白日夢」的不可思
議，從此開始勇於作夢。

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象牙塔外　明星高中存廢戰

針對十二年國教實行的現況、明星高中備受爭
議的現勢以及大眾紛歧的觀點作探討，歸納出
可行的未來發展。

的規定夠徹底落實。

比死亡更嚴酷的懲罰比死亡更嚴酷的懲罰

我曾想過，若一個人罪該萬死，他只有一條命死完就沒。是否應該要求他做苦工，花一輩子的時

間，在不自由的情形下，賺錢來賠償被害人的家屬？就我所知，有許多犯下重罪的被告，本身都

沒有錢來賠償被害人的家屬。就算將其名下財產全部扣押、變賣，被害人的家屬能領到的錢也為

數不多。

曾聽聞過，許多家庭，因家中經濟支柱遭人殺害而瓦解。被害人家中，上有高堂八十歲，下有黃

口不足月。這些家屬應要如何存活？對這些家屬，國家給予些微的補償金。但這些錢，僅能救一

時之急，並非長久之計，連塞牙縫都不夠。

所以我想，是否應給予被害人的家屬「死刑的請求權」。若被告有罪，由家屬決定，是否要判被

告死刑，或是要求被告花一輩子的時間贖罪。我想，活著的人遠比死去的人重要。若能夠挽救仍

有的幸福，那何不讓兇手來支付代價？

必要之惡必要之惡

然而，一般支持廢死刑的人認為，「死刑不人道，犯罪者也是有人權。」、「只有神能決定人的

生死，人類不該僭越神的權力。」、「刑法的目的是教化，人死後就沒辦法改過自新。」對我而

言，我不贊同這些理由。我覺得「犯罪者不尊重他人的人權，其人權自然也不受法律保護。」、

「並非個人決定罪犯生死，而是國家的法律。」、「刑法並非只有教化目的，還有以眼還眼，以

牙還牙之應報目的。」

這些理由使我傾向支持死刑。而應該說，是我最贊同的一部分。我想，雖法官有可能誤判，而應

報被告花一輩子贖罪。但設身處地，感受家屬的心情，我會恨不得能夠手刃仇人。國家將刑罰權

收歸國有，禁止人民動用私刑，那麼必然要讓人民心服口服，若國家不能使人民心甘情願交出刑

罰權，那必然造成，人民私底下報復，回復成弱肉強食的原始社會。

此外，最近聽聞了一句話「死刑不是應報，而是讓犯罪者以其餘生來贖罪。」處罪犯死刑，並非

滿足人民報復的心理，而是讓犯罪者以他的壽命作為代價。我的理解是「假若被害人原本還有六

十年可活，那就扣除犯罪者壽命中的六十年作補償。」這個概念有些像買東西要付錢，但我覺得

有可能產生「以十塊錢買五十塊飲料」的疑慮。

不過若是問我「是否支持死刑？」我還沒有一個確定的答案，或許我是偏向肯定的，但若真要由

我決定一個人的生死，我想我是無法做決定的。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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