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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臺灣高等法院  許仕楓庭長

   

   

    各位學長，大家好，歲末將近，本會特推出電子報年刊，本期主題
為本會參加國際法官年會的心得分享，及對已故高雄高分院法官林紀元
學長的追思。

    國際法官協會第61屆年會由摩洛哥主辦，自2018年10月14日至18日
計為期五日，假摩洛哥第一大城馬拉克什舉行。本會由許辰舟理事擔任
團長，帶同林伊倫、熊頌梅、陳彥志、魏玉英及余欣璇等法官代表與
會，另蔡志宏法官及李奕逸(原台北地院法官)並以隨員身分參與。今年
的年會照例按中央會議、區域會議、第一至第四組研討會進行會議。今
年中央會議中仍持續關注司法獨立議題，並作成決議，且對土耳其法官
因盡責卻不為當道所喜，被捕下獄之嚴苛情形，研商採取具體對應方
法。本會代表亦在中央會議中以具體事例介紹我國司法獨立與司法課責
之間存在的問題，並藉此機會與其他國家的法官交換意見。另第一研討
組研討司法如何應對媒體與政客對於司法的批評；第二研討組研討民事
事件管理；第三研討組研討如何針對脆弱證人行交互詰問；第四研討組
研討難民及人口販運問題，均成果豐碩。又我國所屬的區域會議即亞
洲、北美洲及泛太平洋區域（ANAO），亦就波多黎各法官因風災，導致
政府就退休制度削減福利乙事，決議提案中央會議發表聲明，強調退休
制度的既得權對於堅守司法獨立重要性。且林伊倫法官於本會議中獲選
區域會議第二副主席，顯示我國多年來參與國際法官年會已深獲肯定。

    今年10月17日聽聞高雄高分院林紀元學長因積勞成疾而離開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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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心中感到萬分的難過與不捨。我未曾與林紀元學長共事，且因林學
長長期在高雄地區服務，並為人低調，所以我原不知其人，初知林學長
之名，是2008年在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調辦事之時，由時任廳長的簡色
嬌庭長處獲悉，當時簡廳長說林學長不但學識好、辦案認真，而且開庭
態度極佳，深具同理心，在法庭上常適時的公開心證，並耐心的勸諭當
事人以和解方式處理彼此間的紛爭。我雖因此對林學長心生欽佩，但對
林學長仍未有深刻的認識。後在一場案件流程管理試辦結果的檢討會
議，親見與會的林學長娓娓說明高雄地院試辦的情形，並中肯地分析此
制度的利弊，已見識到林學長學識上的風采，嗣再聽見林學長提及為使
案件流程管理的制度可以順利推展，及兼顧當事人的利益，大部分的遲
延案件由其承接時，對於林學長一肩挑起所有責任的精神，自嘆不如，
尤其難得的是，林學長在提到這些肩負的工作時，並未有隻字片語彰顯
自己，而全在於探討上開制度的可行性。去年再由簡庭長處得知，林學
長在合議庭陪席時，在聽完民事事件兩造的陳述後，如何徵得審判長的
同意出面勸諭兩造，並如何使當事人心悅誠服的達成和解，再次感受到
林學長是用一顆溫暖的心在審理案件，並體會到林學長對案件的熱誠，
及默默為司法付出的心，這些都值得我們省思及學習。本期電子報關於
林學長部分並非意在頌揚，而是相信法官群體中願如同林學長般默默為
司法努力者亦所在多有，所以盼藉由對林學長之追思懷念，使默默在工
作崗位上為司法而努力的法官學長們產生持續往前的動力，也希望司法
可以越來越好。

♦回到目錄

請給我公允的批評—輿論批判司法的國際觀點交流

*智慧財產法院  蔡志宏法官

   

    人們遭受委屈、冤枉時，總會想著上法院找公道，希望
法官能給個公正允當的判決。但如果是法官的判決或審判作為，被曲
解、誤讀甚至不實轉述時，司法是否應該默默承受？還是應該有所回
應？又該怎麼看待言論自由、輿論監督與司法獨立之間的關係？這正是
今年國際法官協會年會第一研究分組的研討主題。

    因為曾有審理社會矚目案件，必須面對媒體輿論的切身經驗，我看
到這樣的題目，就特別感到興趣。再加上久已聽聞國際法官協會是少數
我們可以正式全銜出席活動的國際場合，早就心生嚮往，卻始終因為種
種因素，未能親臨朝聖。這次於是排除萬難報名前往（光是取得舉辦國
摩洛哥的簽證，全體團員就歷經煎熬，直到最後一刻才順利獲得落地簽
證的承諾），最後終以隨員身分成行，一償宿願。

    第一研究分組對於主題的討論，分為廣泛討論、分組討論以及結論
研討三階段，有點像是立法院的三讀程序。雖然各國多有事先提交書面
報告，但開放廣泛討論時，各國代表仍然發言踴躍，以致本來希望可以
分享一些臺灣政治人物消費司法的經驗，可惜並未等到發言機會。後來
在分組討論時，台灣代表與澳洲昆士蘭最高法院的法官、紐西蘭環境法
庭法官與蒙古行政法院法官同組討論。對於防止媒體輿論曲解、誤讀法
院判決，我提出對於社會矚目案件應該事先以媒體角度撰寫新聞稿、判
決摘要說明，甚或預擬Ｑ＆Ａ的臺灣應對經驗，其他國家法官也認同有
時媒體只是沒有時間做功課，並不是要故意曲解，如果可以同理媒體的
需求，自然就比較能夠免於有失公允的批評。

    另外，讓我較為驚訝的是，討論中得知蒙古認為讓法院程序公開透
明是對抗誤解想像的最佳手段，所以在蒙古的法院審判程序都進行錄
影，媒體可以事後申請在被指定的處所觀覽這些審判程序錄影。而在最
後的結論第8、9點就有提到開放司法的概念，以及矚目案件判決應同時
附有判決摘要說明的做法（結論全文另行刊登法官協會雜誌，敬請期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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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結論研討階段，為了增加自己的參與感，我也強迫自己發言，
對於「結論草稿第4點：法官協會、律師公會或其他法律專業團體在遇有
不當輿論批評危及審判獨立或權力分立原則時，應持續採取強而有力的
回應。」我建議在回應前加上「及時」一字，以確保回應澄清的效果。
對此建議，主席及其他代表也都認真予以討論回應，可以感覺到大家跨
越國界、語言的差異，真的想要讓結論更趨周延、完整。也讓我覺得確
實不虛此行。

    回想國內在許多問題的探討上，總是要聽這個專家、那個專家的意
見，我們法官在第一線面對問題、理解問題、解決問題的經驗有時卻反
而不受重視。如果法官群體能多多參與國際法官協會這樣的經驗交流，
甚至對因此衍生的各項國際倡議、觀點能夠有所貢獻，再反過來引進國
內，或許就會讓我們法官群體的意見，更有說服力！也更能夠確保我們
的司法獨立符合國際普世價值！

♦回到目錄

Coffee Break

*李奕逸，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法官，現為英國
University of Bristol博士生

    關於coffee break的社交，我是出國念書之後才開始學習的。與我
們從小熟悉的桌菜社交有別，西方文化(容我這樣廣泛指稱)中有很多這
樣的場合，自己拾取食物飲料，找人攀談或被攀談，自己決定用什麼姿
態站在眾人面前被看見，沒有大桌子和一張固定的椅子可以躲避。

    十月份有幸依附國際法官協會年會代表團出訪，再次得到不少練習
的機會，而這次被看到的姿態必須不負台灣的名號。通常這個場合出現
在滿屋子法官開了一段時間的會，滿腦資訊需要整頓又需要運動一下嘴
皮的時機，此時手持一杯柳橙汁，無論面前的是來自哪國的法學先進，
都是一座比較法分析的礦脈。想知道人民不信任司法在普通法系國家會
不會發生，司法人員退休退養待遇縮水是否也在南美洲上演，毒品案件
牽涉特別知識而排除素人陪審適用究竟是必然還是選擇，歐盟刑事合作
對於第一線法官帶來什麼衝擊，拿起手上的柳橙汁，跨出腳步握握手，
開口聊聊就知道了。更有意義的是，對方也會從這對話中認識台灣，多
了解一點我們這樣一個大陸法體系的國家是如何走過法治與民主的辯論
來到今天，現在又再往哪裡走去。

    第一次參與國際法官協會年會，在爆量資訊中我看到的是台灣代表
團與全世界以法治對話，甚至進一步推動合作的無窮機會。珍惜司法獨
立為我們帶來的立足點，期望日後能有更多先進不吝為台灣的司法拿起
柳橙汁，披袍走入與世界對話的大廳。

♦回到目錄

國際司法新觀點：有效率的案件管理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陳彥志法官

   

    於2018年10月14日至18日，筆者有幸與其他法官代表及隨員們一同
參與在摩洛哥馬拉喀什舉辦之第61屆國際法官年會，這是筆者第4次參與
國際法官年會。本次年會共有數十個國家參與，臺灣身為第一級會員
國，亦受邀前往，並且係以「TAIWAN」之名義出席年會，這也是少數我
們得以臺灣名義參與的國際會議，實具有相當之意義。參與國際法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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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除了有助於我們瞭解各國司法制度及實務運作外，並可藉由與國際
法官間之互動，提升臺灣司法在國際上之能見度，助益臺灣國際地位之
提升，並讓各國瞭解臺灣司法獨立之現狀，故筆者對於此次能以正式代
表之身份參加此一盛會，著實倍感榮幸。

    本次國際年會中，筆者所參與之研討組別係「第二（民事）研討
組」，所研討之議題為：有效率的案件管理之對策（Strategies in
effective case management）。因民事案件性質日漸繁雜及案件數量甚
多，為節省人民之訴訟成本及避免訴訟遲延，如何有效率的進行案件管
理，是各國所面臨之共同問題。筆者在會議中，除了提出書面報告外，
亦參與討論，發現我國與各先進國家對於案件管理之方式並無太大差
異，我國近年來對於案件管理所發展之政策，亦能與各先進國家之司法
制度並駕齊驅。舉例而言：為節省當事人之訴訟費用及時間，各國採取
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透過
和解、調解及仲裁等方式，讓當事人在訴訟外即解決紛爭；另外，大部
分國家會於審理程序前進行類似於我國準備程序之程序，確保當事人雙
方提出必要之書狀，並協助雙方協議、簡化爭點，達到集中審理之要
求，且探詢雙方利用ADR之可能性等。

    在本次會議中，處處可以感受到主辦國摩洛哥政府對於此國際會議
之重視，雖然該國治安大致良好，但網路上對於該國人民竊盜、詐欺等
犯罪仍時有所聞，該國為維護各會員國代表法官之安全，除了在機場派
員接機外，在議場外亦派有多位員警不定時巡邏，讓初次來摩洛哥的法
官們心安不少；另外，摩洛哥素有北非花園之美譽，而本次會議地點馬
拉喀什更擁有引人入勝的古蹟、現代化的都市、融合歐洲、非洲及阿拉
伯風情等繽紛景致，且主辦國將晚宴舉辦在歷史悠久之「巴希皇宮」
內，讓我們這群來自不同國家的代表，得以在此等細緻、饒富文化藝術
的城市及建築裡，氣氛愉悅地彼此交流。筆者此次除與來自美國、加拿
大、智利、瑞典、芬蘭及以色列等舊識法官寒暄外，也結識數位來自突
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哈薩克（明年主辦國）等國家之法官，彼此並不
吝留下電子信箱等聯絡方式，以期會後如遇有法律問題，可以再行交
流。

    能在埋首案卷之餘，參與本次國際法官年會，除了能拓展國際視
野，也能學習交流各國之法律制度，著實收穫很多，很期待未來能再次
與會。

♦回到目錄

相忘於江湖我沒辦法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陳欽賢法官

第一次見到學長，他知道我喜歡看歷史書之後，第一句不是寒暄的話就
是： 「你怎麼看洪承疇？」

好難的問題，我吞了一團口水之後說「他讓那個政治黑暗時代少死了很
多人，我給他正面的評價。」

學長還不放過我，接著問「那你怎麼看汪精衛？」

「負面」，我知道他下個問題是「那這兩個人有什麼差別？」

「汪精衛沒有機會證明他是遠見，還是只為了自己權力的漢奸？」

半個下午的聊天和一個晚上的一堆人喝酒（他喝很少）之後，我就知道
這個前輩可以是我的心靈導師。

隔天，我傳了六個字給他「學長，相見恨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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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他不棄，他回「我也是。」

於是，我開始聽他講他怎麼開庭，怎麼覺得自己誤判冤枉人家然後辭職
去當律師再回來並且立志做一個溫暖的法官，怎麼看待社會對我們的批
評，怎麼看待死刑和誤判........

有一天，我不知道哪一條筋被雷打到，我問他「學長，你知不知道自己
怎麼能變得這麼厚？」他先打哈哈之後，凝神回答「我不知道？」

「那你可不可以去想一想，然後來我們法院跟學弟學妹講？」

當被學弟妹敬重的學長是不知道怎麼拒絕不違反倫理的邀請的，感覺上
這次換他吞口水，勉強地點頭答應。

我是真的很狡滑地想知道要怎麼做，我才能跟他一樣好。

而且他的一號摯友／我的院長，一天到晚叫我要辦演講，我找你的朋友
也是剛好，還可以多見他一次。

學長那天的演講我不太滿意，因為他沒有教我們怎樣才能變成一個很厚
又深刻的人。他只是一直鼓勵大家做一個溫暖的法官，然後跟我們講他
在法庭上怎麼處理爭端？怎麼跟當事人講話..........

後來我知道， 這事兒講不來的。你得去感受。

但學長不明說，他只傳達出我們應該用平等的心去對待當事人和律師。

認識學長之後，他丟了兩套大部頭書。 明朝那些事兒和如果這是宋史
（應該沒記錯吧）。我一邊看一邊跟他唉唉叫累，他只是對我微笑。

接著，我知道他生病。但每次去找他（其實只有兩次），每次見面，他
總是跟我講我很可以，叫我不要灰心，他用眼神讓我知道一切努力都是
有意義的。

學長走之前，我請他的二號摯友我的同學跟他講「我今天一直告訴自
己，我要跟您一樣，努力做個溫暖的法官，一直到60歲退休。謝謝老天
讓我認識您....」，然後那天開庭，我一直用力扮演一個有溫度的審判
者，我知道這是他希望我做的。

他走之後，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半以上的法官跟他一樣，我們一定可
以獲得社會的尊重的。我們不需要去戰去嘴，不需要成天花力氣去解
釋，不需要三不五時去滅火。

但我們就是沒那麼好！

今天有個學者分享給我很多律師對他的觀點和懷念（懷念到被判敗訴還
尊敬他），我跟那位學者說，要做到學長這種程度，要：1.有本事（這
樣才會有自信），2.夠認真（不然你開庭都在畫虎爛），3.自己願意
（成為一個溫暖和願意幫助當事人的人）。

雖然我知道，但我也知道自己未必做得到。

可是我知道，我們如果願意這麼做，學長在天上會笑著凝視我們！

♦回到目錄

造化隨順，風雅之誠—懷念林紀元法官

*陳樹村律師

   

    30年前要分發到高雄地院初任法官時，當時法官訓練所的導師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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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代，到了高雄如果想要成為一個好法官，你可以去學習林紀元法官如
何開庭，如果你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也可以去找他。

    到底是什麼樣的父母，什麼樣的家庭可以教養出這麼優雅的人？到
底是什麼力量可以讓他如此莊重卻又如此恬淡？到底是什麼修養可以令
人覺得高貴溫暖，不急不躁？這沒有來自父母良好的基因，充滿愛的家
庭和自己本身的價值觀，任何人都做不到。謙謙君子，望之儼然，即之
也溫；縱然當了法官高高在上，也無一絲絲權利的傲慢。他總是那樣平
和，那樣溫暖。律師開他的庭必須要準備，但心中不必忐忑不安，因為
不必擔心挨罵，在法庭上各種觀點都可以充分討論，碰到精彩處，他竟
脫口而出：「審你們的案讓我受益良多。」當事人只要開過他的庭，不
管勝敗輸贏，最後的結果如何，對於他的審理過程，很少怨懟，更不可
能懷疑到法官的操守，如果說林紀元法官會怎樣，那這個律師必定會自
取其辱。一個人的清譽不必來自酷吏，只須來自待人誠懇，做事認真和
對人的溫暖與尊重，而這也是他成為律師評鑑永遠第一名的原因。

    2000年總統大選，他以無比的勇氣裁准了驗票，他沒有因事難而推
託駁回，這是做為法官最難得的勇氣－承擔。這個裁定發動了史無前例
的驗票工作，在高雄地院的大禮堂，一張張的選票被嚴格地檢驗著，那
麼多的人力為何對這小小的選票盯得如此緊張？這是公平，這是正義，
這是人民神聖的一票，紛爭必須解決，司法必須給個答案。所有的準備
籌劃都是出自他的手，過程中的辛勞，他自掏腰包獎勵辛苦的工作人
員，發言人不是他，最後的成果記者會不是他，因為他永遠只做事不居
功。他的辦公室裡放著一小盤白色細砂鋪成的造景，我們曾經在窗邊，
看著窗外愛河的流水，我說：「司法就像是法院和對岸的人民隔著一條
河，如果沒有船，沒有橋，那人民又如何渡河？因此要讓人民能渡河總
要有人彎下腰去，把自己變成中正橋或五福橋，人民才能過河。」你
說：「在工作上把每一個案子盡心盡力辦好，就是最好的擺渡，小小的
造景也是一個世界，你擅長宣導法律，行有餘力，你就作你自己，不要
管別人怎麼說，只要是好的，不忘初心就可以了。」

    臨危而不懼，責任攬自身；名利甘居後，為理願馳騁；仁厚納知
己，開明擴胸襟；當機能立斷，遇亂而不驚；忍辱肯負重，功高不自
居；臨弱可落淚，對惡敢拼爭；待人同理心，對事盡忠誠。

這就是您—

濃烈的人和您相處，就會變的恬淡；冰冷的人和您相處，就會變的有溫
度。只要和您相處，您永遠都是典範值得尊敬。

♦回到目錄

徵稿與徵人啟事法官協會是大家的，我們需要你！協會電子報歡迎投稿或來信指教，電子報開放文稿以筆名刊登（但投稿須附真名）。您希望法官協會如何推動事務、專訪什麼人物、反應何種需求或澄清何等誤導，竭誠歡迎來信。來稿請洽：周俞宏：evan@judicial.gov.tw還不是會員？現在就加入！請按此下載「入會申請書」，填妥後傳真至(02)2383-0247即可，或拍照下來寄給我們，請寄法官協會秘書處：jaroc@judicial.gov.tw，將有專人為您服務。若您願意由服務機關代扣年費，請按此下載「會費代扣同意書」，拍照或傳真給我們均可。 中華民國法官協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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