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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一位留德律師看德國廢死經驗 / 黃瑞明 | 蘋果日報 2010.03.18
>>死刑是廉價慰藉
廢死團的人往往稱死刑是仇恨、是廉價慰藉，當然每個人看法不同。
不過所謂的廢死團的未來美景就跟共產主義一樣，美侖美煥，不過就是不能在人類社會實行，
實行的結果就是地獄。
很諷剌吧，天堂的理論結果居然是地獄。
美麗的外表藏的是最醜陋的事物。
這世上很多事物都是如此，癌細胞、共產主義、廢死、鴉片。
有沒有辦法讓這些廢死的人醒悟呢? 答案是很難。
明知共產主義會下地獄，共產黨員只有自已下了地獄才會醒。
廢死團呢? 只有等自已受害才會醒。

John / April 12, 2010 11:04AM

Re: 原諒是受害者家屬的權利 / 徐元春 | 蘋果日報 2010.03.18
我個人主張不廢除死刑! 但我不認為犯刑人是被其他人判決死刑 , 真正處決的是他自己.

國家只所以成立,是組成國家的人民 , 願意在大家認同的成規裏互相尊重 , 並依循大家制定的規則 , 互不侵犯.
而不論是否為條文化的規定 , 都通稱為法律 , 任何人都在法律的保障下生存 , 也相對的不得剝除別人的生命.

當犯案人在殺人犯刑確立的當下 , 代表他以挑戰法律 , 不僅傷害別人的生命 , 也代表他不願意接受法律的保護.
我們試想 , 如果司法單位對這位犯案者的犯形過程 , 罪證確鑿 , 那麼即便不須執行槍決 ,
把他放在一個擁有廣大人群的廣場上 , 並在場宣告這人的犯刑 , 並且告訴大眾 ,
這人已經不願意也不需要接受法律的約束 , 那麼我想 , 如果在場的人民夠憤怒的話 ,
不消幾分鐘這人定是死無全屍.所以 , 法院判決犯刑人死刑並執行槍決 , 算是對犯案者最後一點法律上的保障.

Hsinping / March 18, 2010 09:27PM

原諒是受害者家屬的權利 / 徐元春 | 蘋果日報 2010.03.18
2010年03月18日 蘋果日報 / 作者為資深媒體工作者

面對近來鬧得沸沸揚揚的廢死刑議題，首先，我要先表明我傾向長期廢除死刑的立場；但是，對於法務部前部長王清
峰及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力倡廢除死刑的論述，卻讓我深感不安。王清峰與李家同有志一同地發表會原諒兇手的言
論，立刻引起台灣民眾的普遍反感，面對一個如此具有爭議性的議題，提出論點的公眾人物，如果沒有辦法貼近普羅
大眾的心態，用同理心去爭取認同，恐怕只是在這個議題上火上加油，讓廢除死刑更遠離理性討論的可能。

隨著人類文明的進化，廢除死刑似乎日漸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意見，王清峰長期擔任律師時即主張廢除死刑，但在法
務部長任內卻沒有就這個議題，邀請全國民眾加入討論，在辭職時的臨去秋波之語，「願幫死刑犯下地獄」、「逼我
殺人，我做不到」以及即使自己孩子被殺，也會原諒兇手等語，更讓人錯愕，連對廢除死刑議題傾向支持的本人，都
聽不下去，想對王清峰嗆聲。王清峰發言的最大問題，除了她對受害者家屬沒有同理心之外，就是擺出道德高人一等
的聖人姿態，把社會大眾打成殘暴嗜血、沒有知識、不知人類進化程度的冷血動物，充分暴露知識份子的傲慢菁英心
態，而她自己則是連殺自己小孩兇手都可以原諒。社會大眾反感的就是，你的小孩並沒有被殺，你怎麼有資格說原諒
呢？

大眾是人不是宗教家

暨南大學前校長李家同發表的《如果我被殺》一文，有一樣的問題。李家同先生過去長期投注心力在弱勢孩子身上，
自己每周為弱勢孩子補習英文，身體力行行善的作為令人敬佩，但是他所言：「如果我被殺，只要一息尚存，我一定
會告訴殺我的人，我絕對寬恕他，更會要求友人照顧他的家人。」卻立刻被批評偽善。李家同先生多年行善修為，很
可能真的會原諒殺己兇手，但是，他自己的宗教家精神，卻無法在死刑議題上說服社會大眾跟隨他，因為大眾是人不
是宗教家。社會之所以需要制度與法律來維繫，就是因為社會大眾都是一般人，不能依賴人的道德感來維持社會秩序
。李先生一席話只是凸顯他自己異於常人的論調，對於爭取廢除死刑的支持毫無幫助，甚至製造了正反雙方對話的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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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兩個分別是大學與高中的孩子，跟我討論死刑，我說，人類文明越進步，就會越認知到，一個人沒有權利決定另
一個人的生死，孩子們問：「但是，那些壞人卻用最殘暴方式結束了別人的生命。」「難道不能懲罰他們嗎？」其實
，我對是否廢除死刑也是天人交戰，相信大多數人都跟我一樣，知道死刑的嚴重性超越人所能決定的層次，但卻對那
些窮兇惡極、甚至禽獸不如的殺人兇手恨之入骨。

非受害者沒資格原諒

是否廢除死刑，關鍵不在原諒。因為，原諒是屬於受害者家屬的權利。沒有體會過白冰冰、陸正爸爸以及其他受害者
傷痛的一般社會大眾，沒有權利、也沒有資格以假想情況大言奢談原諒兇手。對於那些永遠不能平復的傷痛，我們只
能以同情之淚陪伴，然後每天向上蒼祈禱，感謝沒有讓那些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至於要不要原諒兇手，這個權利就
留給受害者家屬吧？

Hsinping / March 18, 2010 09:20PM

一位留德律師看德國廢死經驗 / 黃瑞明 | 蘋果日報 2010.03.18
2010年03月18日 蘋果日報 / 作者為律師、民間司改會董事

王清峰部長宣布任內不執行死刑，引起社會激烈討論，最後導致王部長去職，令人見識「庶民」力量之強大。死刑存
廢問題涉及層面既深且廣，本文願以德國經驗說明為何廢死成為德國之政策，並藉此反思台灣今日討論死刑議題應有
之檢討。

死刑是廉價慰藉

德國廢止死刑始自1949年通過之《基本法》，102條簡要宣示「死刑廢除」，當時德國戰後百廢待舉，廢止死刑並非
本於全國民意之共識，而是《基本法》之立法者鑑於納粹時代在全民狂熱氣氛之下，死刑被過度濫用之反省，並以「
廢死」作為德國走出法西斯政權，重建民主的重要宣示。一方面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否認國家有剝奪人民生命之權
利，再方面徹底防範「民氣」之濫用導致無可挽回之錯誤。

徵諸今日社會對死刑犯者深惡痛絕之情感，令人回想起在戒嚴時代對搶劫犯，以速審速決方式執行死刑之作法，在當
時亦獲得輿論廣泛支持，而今思之誠屬過度，但已無法挽回。

對於受害者家屬之悲痛，任何人皆須嚴肅面對。主張維持死刑者恆謂非執行死刑不足以安慰被害人。然而死刑卻也可
能只是一種最廉價最方便的慰撫。執行了死刑，群眾心理獲得滿足，但整個社會反而忽略了對被害人及家屬真正之慰
撫與照顧。

廢止死刑絕非忽略被害人之感受，反而必須以更深入更精緻的作法去修復被害者所受之創傷，此即為「修復式司法」
，如在德國快速成長的援助犯罪被害人協會，其中有部分經費來自罰金的分配，由專業之社工與教育人員努力從事被
害者生活的恢復與心靈創傷的撫慰，更從事與加害者之對話與調解，最終目的是希望雙方間和解。我國的《犯罪被害
人保護法》似乎只著重在金錢上之補償，對於被害人精神情緒上之撫藉，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如果社會滿足於死刑
之報復性滿足，將延緩此方面之進步。

執行死刑固然滿足了報復的人性，但鼓動報復心也可能激起對立情緒，報復後的空虛與失落也曾是許多文學所描繪的
心境。維持報復情緒將會在社會上鼓勵復仇之作風，最新社會許多年輕人鬥毆，其手段之殘酷，令人感受社會上乖張
暴戾之氣，此皆與報復心有關。

以教化取代報復

透過教誨的功能，讓犯大錯的人能生懺悔心，並以此心情對被害人之家屬作一輩子的贖罪，最後企求雙方之和解與寬
恕，這是宗教家之大愛與理想，但也是社會所不應放棄的目標。

廢止死刑之政策既然是以教育取代報復，則對於監所內之教誨功能自然更加重視，廢止死刑最普遍的歐洲國家亦莫不
重視監所之處遇。並投注大量心力於人犯之矯正處遇與犯罪預防。

在廢止死刑後德國採行了終身監禁之制度，因此也強化了監所的教化功能，在調查處遇方面，調查犯罪者之心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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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歷程與行為預測，以作為預防犯罪之依據，促成此方面之研究與發展。相對地，滿足於報復式的死刑執行，將會減
少此方面研究之動力，而無法促成預防犯罪之研究。

廢止死刑有許多配套措施，以兼顧社會安全，犯罪預防與矯治，並慰撫被害人及其家屬，以尋求和解代替報復，這是
漫長且困難的社會工程，但卻是社會進步必須要走的路，希望今日死刑存廢之討論能真正啟動提升社會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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