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庭之友意見書
案 號 ：11 1年度憲民字第904052號 

法 庭 之 友 黃 克 先

代 理 人 慕 宇 峰 律 師

為 法 規 範 憲 法 審 查 案 件 ，依 法 提 呈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書 事 ：

1 壹 、 應 揭 露 事 項 ：

2 一 、 本 意 見 書 由 本 人 撰 寫 ，由 代 理 人 進 行 用 字 與 排 版 上 修 正 ，並 未 與

3 當 事 人 或 關 係 人 有 分 工 或 合 作 關 係 。

4 j 二 、 本 人 並 未 受 當 事 人 、關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

5 ! 額 或 價 值 。

6 三 、 本人並未受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值。

7 贰 、 支持聲請人之意見舆理由 :

8 一 、 理 由 ：

9 ( 一 ） 令 人 不 安 的 現 實 ：受威脅的社會平等理想

10 不 同 種 族 、階 級 、性 別 、宗 教 者 ，被 國 家 剝 奪 生命權的可能性

11 是否明顯不同？ 就 目 前 可 得 的 資 料 來 看 ，這個答案是肯定且普

12 遍 的 。在 2 0 2 1年 ，美 國 被 判 處 死 刑 的 犯 人 有 43%是非白人的少

13 數 族 裔 ，僅 有 9%具 大 專 學 歷 ，顯 示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者 、少數族裔

14 不 成 比 率 地 成 為 死 刑 犯 。1曾 調 查 3 7 3 位死刑犯的印度研究也顯

15 示 有 6 2 % 未 完 成 中 等 教 育 、7 4 % 身 處 經 濟 困 難 狀 態 ，7 5 % 來自

16 社 會 底 層 階 級 或 宗 教 少 數 群 體 。2開 發 程 度 更 低 的 國 家 如 孟 加 拉 、

1請參考美國司法部司法統計局公布的（ 2021年死刑統計表格》，頁 1 3，下載處 ： httns Aliis c>in.pm/lihrjp.7mihlicati〇n^c:apilal- 
piinishnicni-202 l-stcitisiic;«i-lnblcs
2 參 考 _  2 0 1 6 年 印 度 死 刑 犯 研 究 報 告 （The Death Penalty India Report)、其 報 告 摘 要 可 參 考 以 下 網 M : 

hUPS.//w\\AV.nroiect>V̂ a cr>m/dn>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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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 亞 ，據 稱 死 刑 犯 亦 多 為 弱 勢 ，不 但 教 育 程 度 和 收 入 差 ，在原 

生 家 庭 有 不 愉 快 的 童 年 經 驗 ，並 有 精 神 障 礙 。3那 麼 ，我 國 呢 ？ 

雖 然 至 今 尚 未 有 系 統 性 的 嚴 謹 調 查 ，但 盤 點 現 今 尚 未 執 行 的 37 

位 死 刑 犯 生 命 史 ，我們看到他們許多人成長於物質條件不佳或  

家 庭 功 能 不 彰 的 環 境 ，約有四成的人在未成年階段就已出社會  

工 作 賺 錢 ，就 教 育 而 言 ，其 中 6 5 % 僅 取 得 國 中 （含 ）以下學歷 

僅 一 位 有 大 學 學 歷 ，4遠 低 於 我 們 人 民 平 均 程 度 。5與絕大多數正 

在閱讀的 t買者有著不同的成長軌跡。

所 以 ，這是否意謂著包括我國在内的司法制度中最嚴厲的刑罰  

—— 剝 奪 生 命 權 的 死 刑 ，正 以 不 平 等 且 不 可 回 復 的 方 式 ，施加 

在 各 社 會 中 相 對 弱 勢 的 群 體 ？這個被視為是守護社會公義的最  

重 要 體 制 性 防 線 ，正 有 意 或 無 意 地 不 斷 再 生 產 社 會 不 平 等 ，違 

反 該 制 度 設 立 的 承 諾 ？有 人 會 說 ，直接以肯定方式回答上述問 

題 ，將 犯 嚴 重 的 邏 輯 謬 誤 ，畢竟不是每位出身弱勢底層的人們  

都 去 犯 罪 ，也 不 是 每 個 這 樣 出 身 的 犯 罪 者 都 以 「泯 滅 人 性 」、 

「兜 殘 毒 辣 」、「令 人 髮 指 」、「天 理 難 容 」的 方 式 行 凶 ，被法官 

認 定 為 「求 其 生 而 不 可 得 」、「無 改 過 遷 善 之 可 能 」。6—— （需 

說 明 的 是 ，本 意 見 書 暫 不 考 慮 是 否 有 冤 假 錯 案 的 可 能 ，全文推 

論 死 刑 存 廢 ，是在假定現行死刑犯確實犯下判決書所述之犯行  

的 基 礎 上 進 行 ）這 些 死 刑 犯 是 罪 有 應 得 。有人認為儘管成長歷 

程 坎 坷 ，但 他 們 都 已 是 需 為 自 己 行 為 負 責 任 的 成 年 人 ，應為犯

3出自英國「死刑冉案」執行長Saul LchriVeimd律師出席2023年 「尊嚴 • 正義 ♦生命權國際研討會」時的報羿，誚見硏討會報 

導於以下網頁：https；//N\,w\v.tacdD 〇rg t\v/storv/l 12K2 °
4以上數據参考自目前可得的死刑& 調杳：〈死刑定谳和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計出〉期中報告（以下间稱：「訪 談 計 報 告 」）。 
詼計逬主持人是茲灣大學社&工作學系副教授CiwangTeyra與陽明交通大學公:ft-銜生研究所教授S 嵩立。該計进於2020年末經 

行政院人權闭障推動小組笫4 0 次委員會議迎過，臨浚與法務部矯正署進厅協調會議，矯正署同意函請各想守所和監獄協助計 

iG進行。木計-fll之訪談與問卷調查因此得以順利完成。另一方面 • 硏究网隊也向國立望•灣大學行為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申誚迪行游查，通過後開始迆行訪談。此份報告僅為初稿，锃硏究團隊同意後引用。
5根據 2023年第 16週内政部統計局發佈的内政統計通報，2022年底我國15歳以上人口，僅苻约20%的舉歴是國中（含）以 

下〃即使只看50-64歳這個區間的男性，也®有不到25%學歷在國中（含）以下。以上數據得自内政部網站，網址如下： 

lm}>s://,.v\vn moi fiov Uv/Ncws C,〇iitent.;»snx?n=9%26s=279021
6 弓丨號中的形容，都 摘 自 法 務 部 提 供 的 〈死 刑 定 谳 執 行 名 單 、判 決 死 刑 理 由 及 事 贲 分 析 表 〉，下載點 

lutns.//w\w m〇i i:〇v iw/mctli:i/l697/566l733544.ndPmcd»nl)L=tri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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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惡 行 當 下 的 決 定 承 擔 相 應 的 懲 罰 ，否則只因出身不佳就可當 

免 死 金 牌 ，那 麼 只 會 讓 惡 徒 更 趁 勢 而 無 所 忌 憚 地 作 惡 ，任社會 

正 義 的 價 值 被 進 一 步 扭 曲 。

確 實 ，擁 有 某 種 社 會 人 口 特 質 ，絕不代表必然導致最終會犯下  

足 被 判 決 死 刑 的 重 大 犯 行 。這 種 粗 糙 簡 化 的 「社 會 背 景 決 定 論 」 

或 「變 項 決 定 論 」說 法 ，絕 非 社 會 現 實 ，若奉為教條而以此設  

計 制 度 ，更 可 能 因 無 視 社 會 具 體 情 境 之 繁 雜 及 人 類 能 動 性  

(human agency) 而 導 致 災 難 性 的 後 果 。7在我從事邊緣群體研 

究 的 過 程 中 ，多 次 聽 到 「可 憐 之 人 必 有 可 恨 之 處 」這句話或類 

似 觀 點 ，它 不 僅 來 自 明 顯 或 能 隱 藏 對 他 們 厭 惡 的 外 人 ，更存在 

於 他 們 的 自 述 ，8相 信 同 樣 可 以 輕 巧 地 在 這 裡 浮 現 。這句帶魔力 

的 話 ，讓 人 能 安 心且便利地停留在現存善惡清晰的道德秩序及  

制 度 設 計 中 ，有 效 地 阻 擋 心 中 想 進 一 步 理 解 邊 緣 群 體 ，及搞清 

楚 為 何 重 大 罪 行 會 發 生 之 深 層 原 因 的 渴 望 。本意見書將仰賴晚 

近 社 會 學 理 論 進 展 提 供 的 視 角 ，從死刑犯生命史及其他相關資  

料 的 分 析 ，探 問 「可憐之人為何做這可恨之事」 ？

當 代 社 會 學 取 徑 ：中 層 、内在舆時序的連結 

死 刑 犯 的 犯 行 固 然 令 人 驚 駭 ，但 驚 駭 不 可 阻 絕 我 們 拉 長 鏡 頭 ， 

探 問 事 情 何 以 至 此 、沒 有 改 變 可 能 ，找出背後的促成這種犯行  

的 社 會 性 因 素 。社 會 學 家 持 續 關 注 各 種 社 會 現 象 ，致力於釐清 

人 們 的 出 身 及 社 會 人 口 特 質 （例 如 種 族 、性 別 、階 級 ），如何與 

他 們 行 為 或 想 法 之 間 存 在 著 實 證 的 連 結 。他 們 不 再 只 滿 足 於  

「社會結構決定了個體行為」，而是更細緻用各類方法搜得的經

7這尤其常發生在推崇形式理性的現代國家，據普奄所得的統計數摊及科學計箅所得，制定出预計能创造出社會最大共巻及價
值的大規_朽?計 晝 d f t终卻因未考虛施行的現m 青境或個體的多儿回應而導致川非預期性的負面效粜=■具體例子4 # 考 sc〇u, 
James* 1998 Seeing Like a Slate: How Certain Scheme a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Yule University Press > J-'A.S. 
Whitb3'，Andrew. 2021 d 點每一陋人：分類，標狨與認同，人口普查如何定敍國家與你我身分> ，周宜芳譯 - 八旅出版。 

s 對我詗述之人，包括峨惡無家咨破壞都市整齊地貌的中產市民、大學生、服務他們的收容所辻工、附近的店家，更常见於社 

群:中1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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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證 據 ，具 體 解 釋社會與個體之間的三種連結：

1 .  中 層 制 度 的 連 結 ：

個 體 處 於 鉅 觀 結 構 與 微 觀 自 我 之 間 的 中 層 ，即 個 人 身 處 的 制 度 、 

9組 織 、111網 絡 、9 * 11團 體 。12個體因持續參與這些具體的中層形態  

(如 家 庭 、學 校 、朋 友 網 絡 、職 場 等 ），其 行 為 及 思 考 受 到 影 響 。 

這 種 討 論 可 具 體 指 出 制 度 施 予 個 人 影 響 的 機 制 ，而非一廂情願 

認 定 摸 不 到 的 「社 會 」的 決 定 論 式 地 操 控 個 體 。

2 .  主 體 内 在 傾 向 的 連 結 ：

包括一個人的行為或思想傾向，或稱為慣習或習癖13、被規訓或 

治理而形成的特定主體性 14、心理基模或文化工具箱 15。搭配著 

這 二 十 年 來 大 腦 研 究 、認知科學16進 展 ，讓我們看到一個人自陳 

的 「選 擇 」、「自主決定」或 「自由意志」，與其身處的特定群體 

或 社 會 環 境 有 何 關 係 。17

3. 時 間 序 列 的 連 結 ：

即 以 「過 程 」的 角 度 呈 現 ，而 非 只 目 的 論 式 地 預 設 ，一個人因 

為 社 經 地 位 、種 族 、性 別 的 特 質 ，就注定直奔犯下重大惡行的  

終 局 。重 點 在 觀 察 時 間 流 動 的 過 程 ，一個個階段前與後如何互

9 Giddc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 f Society: Outline o f the Theoiy o f Structuration, University oi'Cnlifornia Press.
Powell, Walter W and Paul J DiMaggio (eds ) 1991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1 口J # 考 Pcmnv, Charles 2 0 0 1《當科技變成災難：與高M險系統共存》，蔡承志譯，商周出版 i、ScoU, W. Ridwd. 2004 
Reflections on a Half-Century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Anuual Review o f Sociology', 30: 1-21.
11 Emirbayer, M.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 f Sociology, 103(2), 281—317 Borgatti, Stephen P, Ajay 
Mehra, Daniel J Brass, and Giuseppe Labianca, 2009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cience 323: 892-895
12 Harrington, B,, & Fine, G A 2000 Opening the t4Black Box'*: Small Groups andTvvciity-First-Ccntury Sociology Social Psychology'
Ouarierlv 62(4). 312—323: Fine, G A. 2012. Group culture and the interaction order: Local ksociologv on the meso-lcvc! Annual Review 
o f Sociology^ 38, 159-179* ^
15 原文為 habUus。請參考 Bourdicu, Pierre 1992 [ 1980] r//e k g /c  # 乃 translalal by Richard Nic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外 

pp, 52-97; Bourdicu, Pierre 1984[1979]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lalcd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9-225
14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 f the Prison Translalc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pp 3-31; 
Foucault, M 2007[1976] The History o f Sexuality, in Craig Calhoun, Joseph Gerteis, James Moody, Steven Pfaff and Indermohan Virk 
(eds.) Con/emporaiy Sociological 77?corv (2,Kl edi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ing, pp. 191-200
15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273-86; Bcllah R N, Madsen R, 
Sullivan WM, Swidlcr and A. Tipton S,M. 1996, Habits o 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cm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6相關M富的硏究巳被集大成出版為科普® ，可參考Kahnenian, Danie丨的r/z/«A77必化幻训(/57cnr (Farrar, Straus arid Giroux,
2011 )^. Anil Seth lY'J Being You: A Nnv Science o f Consciousness (Faber & Faber, 2021)
17 DiMaggio, P. 1997 Culture and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 f sociology, 23(1): 263-287; Ccrulo, K A , Leschzincr, V., & Shepherd, H 
2021, Rethinking culture nnd cognition Annual Review o f Sociology, 47: 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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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依 存 形 成 路 徑 ，前 情 又 如 何 限 制 了 後 事 開 展 ，中間是否有什 

麼 轉 折 點 及 偶 發 事 件 ，最 終 促 成 終 局 。18 19 

由 上 述 這 三 種 社 會 學 晚 近 發 展 的 特 色 ，本 意 見 書 將 在 討 論 「死刑 

犯 為 何 做 這 可 恨 之 事 」時 ，依 人 生 時 序 聚 焦 在 以 下 三 個 時 間 階 段 ： 

家 庭 成 長 、學 校 求 學 、出 社 會 。

各 階 段 中 ，分 別 檢 視 這 群 人 如 何 在 三 種 中 層 影 響 一 一 家 庭 、學 校 、 

人 際 網 絡 —— 之 下 ，塑 造 個 人 特 定 的 内 在 心 理 或 行 為 傾 向 ；討論 

這 樣 的 傾 向 與 最 終 在 判 決 書 上 看 到 的 可 恨 之 事 之 間 有 何 關 聯 。這 

樣 的 分 析 方 式 ，既 能 超 越 無 視 個 人 責 任 的 社 會 背 景 決 定 論 ，也能 

避 免 無 視 外 在 影 響 的 自 主 意 志 論 。這 種 串 接 時 間 序 列 、鉅觀與微  

觀 、内 在 傾 向 與 外 顯 行 為 ，普 遍 見 於 今 日 的 犯 罪 學 研 究 及 偏 差 研  

究 ，是當前理解犯罪現象 的 重 要 理 論 視 角 。13 

本 意 見 書 所 使 用 的 分 析 資 料 ，來 自 （一 ）取 自 專 書 、訪談的我國 

死 刑 犯 生 命 史 回 顧 記 述 ，包 括 「訪 談 計 晝 報 告 」2° 。（二 ）法院歷 

審 判 決 書 與 精 神 鑑 定 報 告 （三 ）我從 事 邊 緣 群 體 研 究 一 一 包 括 無  

家 者 及 偏 差 青 少 年 —— 的 田 野 材 料 （四 ）本 土 與 國 外 關 於 犯 罪 者  

及 偏 差 人 士 的 研 究 成 果 。21 

(三 ） 走 往 死 刑 的 路 上 ：「自主」選擇背後的陰影 

1. 失 能 扭 曲 的 家 庭 ：童年逆境經驗與自控能力

lx Sewell, W H. 1996. Three temporalities: 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 T/i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 98: 245-280; Mahoney, 
J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iy and society 29(4): 507-548
19例如以研究街頭無家背少年的《殘酷街道：青少¥•犯罪與無'家口J居> (Hagan， John and Bill McCart丨iy. 1997, Me训 

C/V/hc仰rf/Yo/加/打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集理論及方法大成，認為當前犯p 學硏究過度仰賴學校提供的學生背景 

15料 ，鹿出了汗 •■充楝的變项式分析’ 雖讓我們對具有什麼背忍•的氓生具觅卨風險犯罪有認識，但缺乏對偏差者如何及為何具 
體一步步從一個平凡天真的幼童，成為街頭犯罪者的認識。作老及其_ 隊诬用?!地觀察的田野工作及訪談，結合數字資料構成 

的背景式凶素 （ background ibetors)，M現出個體在失能家庭、接不t t的筚校 • 犯罪资本相互學習的街頭同儕關體的「前最」 

(foreground)中 ，如何吸收並回應外在環境的過程，$京合銜接/ 過往社會控制理論、差別關聯理論等，趙清厂變項或社會结描如 

何具體彩響®體行為的時間序列*中層制度、個體内在的三重連结• 針對偏差或犯罪人士的這類型研究，遐笆括研究紐约街頭 
持槍彳齡办犯的R Contreras的 77w 細?人1办 （201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販禹且強骑女性的波多?
Bourgois的 《發 找 嚴 〉（2022[1996]，左岸）、Boi丨rgoisP丨1丨1丨口口〇3以 1〇作3〇丨1〇口以屯硏究舊金山附近的無家臨君子的.尺吹/"咖仏 

仏 /九如川/ (2009, University of Caliibrnia Press)。本土硏究如薇友月以樹巾失序的達悟族人的〈:連悟族的精神失序〉（2〇〇9 ’聯經 
川版）、S •克先以艋舺公固的無家者的《危殆生活）（2021，春山山版）•>這些著作都是聚焦让邊緣群體’運用訪談及田野觀察 

的材料，細緻呈現社會结描或文化，如何隨個體一步步生活在不同中屙狀態，逐漸形塑他M特定的内在思維及行為模式，最終 

導致不見容於社會的犯罪或偏差行為_>
2t)該言十畫詳'睹言苺見言乇釋4 。

21 些材^之適叨性與限制的評估，請見本芑見書末尾的「苡料限制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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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家庭教養的失敗與犯罪行為增加

過往常見的社會學理論預設貧窮容易使人們走向偏差或犯罪， 

但有愈來愈多的統計數據拒斥了兩者之間的直接關聯。22然 而 ， 

貧窮作為一個重要的家庭背景，可能惡化家内成員彼此互動的 

狀 態 ，進而使在此劣勢環境成長的孩子，未來可能成為犯下令 

人難以想像之罪行的人。重要的關鍵，在於家庭内的領導者在 

家中營造的氣氛、如何與這個孩子互動的方式，以及這樣的方 

式培養或剝奪了孩子什麼樣的能力。

一個人自我控制能力如何，是否能延宕滿足，已被社會心理實 

驗證實與他或她的反社會行為、犯罪行為、未來坐牢機率有關 

係 。23這種自我控制能力培養最主要是在一個安全被信任的家庭 

環 境 中 ，由家長透過細緻的教養方式達成，而所謂細緻的教養 

方 式 ，不但有賴有一定經濟能力或照顧人力餘裕的物質條件， 

也關乎家長本身的溝通與互動能力；許多國内青少年及教育研 

究的量化分析指出，家長過於嚴厲或權威、忽視孩子需求、不 

一致的管教方式，使孩子與家長疏離甚至敵視不信任，進而提 

高孩子發展偏差及犯罪行為的機會。24

( 2 )  童年逆境經驗（ACE) 與重大暴力犯罪

同 時 ，許多實證研究證明童年逆境經驗（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 稱 ACE) (如受體罰、家 暴 、霸 凌 、被照顧者 

忽略而逃學或逃家等），對當事人健康、教育成就、婚 姻 、就業

::諮見 Hirsclii， Travis 丨％ 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tsuedaRL. 1982 Test 如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a causal modeling approa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4489-504; Barbara J Costello, and John H Laub 
2020. Social Control Theoi^: The Legacy of Travis Hirschi’s Causes of Ddinquciicy /Imwn/Ztev/eii1 o/C/./〃"+»o/og少 3: 21-41 譚子文、 

張_ 月 （ 2013 )» fc附關係、低我控制與青少年偏差行為昍聯性之Wf究 ••中華捕導與諮商學報，（36 )，67-90。
:_5箭見Gash, Tom.2022 ('被誤解的犯罪學：從全球數據|〇i f ‘犯非心理及行為的十一個常見偏誤 

(Criminal: The Truth About Why People Do Bad Things)'} • flyxSa'I ' H  103-110 -
11周玉;H 、吳齊® ' 2001 ’（教费方式、親子互動與靑少年行為：親子知贷的相對重要丨生，，《人文及社敌科學集刊），第13卷 
第4期’頁43947& ;吳齊丨̂ 2〇0 0，〈家庭结惝■教稱苡施與青少年的行為問題；，《台灣社會學硏究>，第4期，頁51-95 :吳 
齊股、陳易甫， 2001 ’（家内鹄力的成因與後果：以母親為例。《應用心理硏究），丨丨：69-91 -譚子文、亜旭英，2010，〈自我概 
念與父lit教香方式對砭湾都會區高屮生偏差行為之影缨〉》<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3)，203-233 "厝官華、張彳風明 '逛旭英， 

2〇12 ’〈H 中生接觸偏差同濟在其丨生格、知设父母監督與偏差行為間關聯性之中介效果〉"〈犯罪與刑.市司法研究》，18:叫- 
123 李文傑、吳齊殷 ， 2004 ’〈梓打出壞子？： 少年暴力行為的迚结機制〉 | ( 台灣社會筚〉，7: 1-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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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持 續 負 面 影 響 ；25這是因為腦與身體回應壓力的生理部份受到 

傷 害 ，使 他 們 應 對 環 境 的 能 力 及 自 我 控 制 的 能 力 下 降 ，26若交織 

劣 勢 社 經 處 境 ，將 更 易 導 致 如 暴 力 行 為 或 偏 差 等 後 果 。27僅管因 

為 直 接 資 料 有 限 、明 確 因 果 證 據 尚 待 釐 清 ，但近來確有陸續久  

及 表 的 文 獻 ，指 出 犯 下 嚴 重殺人罪行與 ACE之 間 的 關 聯 。28

(3 ) 家庭教養功能喪失所致之國内外重大暴力犯罪案例

《殘 酷 街 道 ：青 少 年 犯 罪 與 無 家 可 居 》提 到 ，不當或暴力管教 

也 提 高 孩 子 逃 家 而 進 入 高 風 險 犯 罪 的 後 續 發 展 ，29 30而在我無家者 

田 野 中 那 群 早 早 逃 家 、遊 走 在 法 律 灰 色 地 帶 謀 生 的 幾 位 坦 逍 人 ， 

在 回 顧 自 己 幼 時 記 憶 時 ，皆 提 到 家 長 用 江 湖 邏 輯 的 不 當 教 導 、

不 明 就 理 的 責 罰 ，或 一 味 放 縱 的 溺 愛 ，令 當 時 的 他 們 困 惑 ，這 

種 與 權 威 互 動 的 經 驗 ，深 植 内 建 在 他 們 思 想 行 為 傾 向 上 的 影 響 。 

3°長期投入矯正教育的學者岡本茂樹，分析在日本因犯下兩起殺 

人 案 被 判 無 期 徒 刑 的 美 達 大 和 ，在自傳中描述父親嚴厲不講理  

卻 又 溺 愛 的 管 教 ，如 何 使 美 達 產 生 特 定 心 態 而 犯 下 殺 人 案 。31美 

國 政 府 雖 投 注 在 這 些 弱 勢 家 庭 許 多 資 源 ，但 主 要 是 經 濟 支 持 、 

審 查 及 嚴 厲 監 控 是 否 有 不 當 教 養 ，效 果 往 往 不 是 培 力 （empower) 

家 長 、助 其 改 變 教 養 行 為 ，而 是 讓 他 們 自 覺 無 能 、失 職 而 放 棄 ，

25美國的CDC (Centers ib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網站上對ACE之各類影響丨故了介绍，並整理了證XU:各類影響的文獻逛 
@ ，請見以下連结 ： hHns "w\vw.以ie aov/vioiencepnjvcmion/accs'rcsoiirccs.litrnl
26 Van Voorhccs, E E„ Dennis. M F , Calhoun.. P. S., & Beckham, J C 2014 Association of DHEA, DHEAS, and cortisol with 
childhood trauma exposure and post-l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ternalioned clinicalpsychophanmtcofogy\ 2(J( V): 56-62; Finlay, S . Roth. 
C Zimscn, T„ Bridson, T. U, Sarnyai, Z , & McDermott, B. 2022.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allostatic load: A systematic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chaxioral Reviews, 136: 104605
27 Fox, B, H., Perez, N,, Cass, E , Baglivio, M T., & Epps, N. 2015 Traumti changes cveiytiling' Examining til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und serious, violent and chronic juvenile offcndeis. Child abuse ct neglect 46 163-173: Jones, M S., & 
Hoflmann, J P 2023 Measuring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wilh latent class trajeciorics. Child nhusc &; neglect, 140: 106142; 
Jackson, D B . Jones, M S,, Semenzn, D C , & Tesla, A 2023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nnd adolescent delinquency a 
theoretically informed investigation of mediators during middle childhood huemational journal o 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4): 3202. Misiak, B . Stanczykiewicz, B , Pawlak, A,. Szxwczuk-Bogushiwsk-a, M , Saniochowicc,.) , Samochowice, A &.
Juster, R ?. 2022 Adverse childhood ex]u”.ienees and low socioeconomic sU、tus wilh respect to alios帥 
icnmcw Psychoneiiroeiuh)crinolog)\ 136: 105602
2X Jones. M S , & HolTmann. J P. 2024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Homicid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Homicide Studies 
Routlcdge, pp. 355-6文中回願了近期出版的四篇學術文獻： 

w 請見前引 Hagan and McCarthy (1997) 35」章 °
30誚兄前引黃克先（2021，封92-93)。
31 ^ 見间本& _ 勺《教 人 犯 ，二> (2024，黄纮君譯，遠流出版），頁 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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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或 因 怕 於 應 付 政 府 要 求 而 無 暇 他 顧 。33在台灣政府意識到需介  

入弱勢家庭之親職教育的時間很晚，尚 在 起 步 中 。34 

幾 位 死 刑 犯 的 自 述 提 及 的 不 良 童 年 經 驗 比 比 皆 是 ，且 情 節 嚴 重 。 

吳 敏 誠 「自 幼 受 嘲 笑 而 有 嚴 重 自 卑 感 。復因從小目睹父親以暴  

力 解 決 親 密 關 係 之 衝 突 ，故 而 於 與 人 爭 執 、衝 突 時 ，即訴諸暴 

力 。」35 * 37有 死 刑 犯 說 ：「我 媽 就 把 氣 發 在 我 身 上 ，就 被 毒 打 ，然 

後眼睛差一點爆掉那時候整個眼睛都蒙起來。」，另 一 位 說 「那 

時 候 大 概 國 小 四 年 級 吧 ，就 會 逃 家 。他 打 人 很 兇 ，而且還常把 

我 脫 光 拖 到 衔 上 打 ，打 給 大 家 看 。」36。唯一女性死刑犯林于如 

自 述 中 講 到 隔 代 教 養 及 主 要 照 顧 者 自 殺 、家 内 性 侵 、重男輕女 

等 童 年 記 憶 。37基 隆 國 中 女 教 師 命 案 中 的 游 屹 辰 的 童 年 ，是這樣 

被 記 下 的 ：「在 基 隆 瑞 芳 一 帶 「混 」大 的 。自 小 父 母 離 異 ，他跟 

著 爸 爸 生 活 ，爸 爸 做 裝 潢 施 工 ，像遊牧民族一樣隨案子四處奔  

走 ，不 得 已 把 他 交 給 阿 嬤 撫 養 ；阿 嬤 也 有 自 己 的 「事 業 」要 忙 ， 

跟 命 運 之 神 玩 猜 謎 的 賭 博 事 業 。小 學 六 年 級 ，游屹辰開始住進  

某 個 「大 哥 」家 裡 ，反 正 原 本 的 家 也 不 像 個 家 。」新 竹 卡 拉 ok 

縱 火 案 的 彭 建 源 害 怕 聽 見 父 親 返 家 的 巷 口 車 聲 ，國小時期彭建 

源 幾 乎 天 天 被 毒 打 ，在 被 同 學 欺 侮 時 ，父 親 反 過 來 責 怪 他 。殺 

了 父 親 的 陳 昱 安 是 另 一 種 類 型 ，他 在 犯 案 時 說 「發洩我二十七 

年 來 心 中 的 不 滿 與 憤 怒 。」，這 二 十 七 年 他 究 竟 遭 遇 什 麼 ，判決 

書 中 難 循 線 索 ，只 有 如 下 的 蛛 絲 馬 跡 ：「與 家 裡 的 關 係 緊 張 ，多 

年 沒 有 工 作 …平 常 壓 力 的 來 源 是 失 業 及 家 人 … 因失業多年為父

Fernandez-Kclly, Patricia. 2015T/je Hero's Fight: African Americans in West Baltimore and the Shadow o f the State. Princeton 
Univcrsilv Press,
-Lareau； Annette 2021 〈不平等的萤年> ，林 佑 乘 譯 台 北 ：野人，第 5 章 ；藍佩嘉，2019，<拼教键：全球化、親職焦皰與不 

平等的延年）。台北：春山，第 5 章 《

34邱靖逍，朱崇信、苗元红，2019，（提升弱勢家役親職功能策略：兒少高風險家庭服務經驗之探索 >，《社區發展季刊>167 
98-113。該 167期主題是「兒少照 ®骑則 «教脔：開展以家庭為屮心的寊務」，有其他作者從+同面向討論政府如何销助家庭及 

親 職 額 。
95煅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笫1567號刑氺判決_、

出自「訪談計谧報告」，肉： 12 . 13。
37胡制寅，2024，（一位女性殺人犯的素描：她如何謀妹母祝、婆婆與丈夫〉，鲸文筚《中楛：我是林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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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親 趕 出 家 門 ，受 有 刺 激 」。38另在陳母則曾這樣談到陳昱安的成

2 長 ：「他 是 長 孫 從 小 由 公 婆 帶 大 ，長年在公婆的前三代因財產分

3 配 不 公 的 仇 恨 糾 纏 耳 濡 目 染 下 成 長 ，又 被 公 婆 寵 壞 ，…… ，每

4 次 做 錯 事 箭 頭 都 指 向 別 人 不 對 ，自 己 永 遠 是 對 的 ，更不接受糾

5 正 ，認 為 是 不 愛 他 、欺 負 他 。」39

6 2. 缺 席 的 學 校 教 育 ：被放棄或被歧視

7 ( 1 ) 從彌平不平等到創造不平等的學校教育

8 現 代 學 校 教 育 希 望 成 為 弭 平 社 會 不 平 等 並 傳 遞 理 想 共 識 的 場 所 ，

9 但 實 際 效 果 卻 是 優 勢 背 景 出 身 的 下 一 代 ，搜集來自主流權威之

10 肯 定 及 成 就 的 踏 腳 石 ，證 成 階 級 再 製 的 合 理 性 ，其中的問題就

11 出 在 家 庭 與 學 校 之 間 的 連 動 關 係 ，這在日益講求家長參與的教

1 2 丨 育 脈 絡 中 尤 為 明 顯 。1 9 9 0 年 代 以 來 快 速 發 展 的 教 養 研 究 已 顯 示 ，

13 I 中產階級的家長相較於勞動或貧困階級，有 非 常 明 顯 的 優 勢 。4°

14 以 追 求 客 觀 學 業 表 現 為 主 要 目 的 設 計 的 學 校 體 制 ，有利於家長

15 有 餘 裕 及 經 驗 早 早 幫 忙 準 備 適 應 學 習 之 各 種 能 力 及 配 備 的 孩 子 ，

16 明顯排除了忙於生計或應付各種生命問題的劣勢家庭出身的學

17 生 。41他 們 融 不 入 主 流 教 育 體 制 期 待 的 努 力 學 習 ，但 活 力 旺 盛 、

18 * 亟 待 自 己 追 尋 與 謹 明 自 己 的 青 少 年 ，42 *如 何 在 被 定 位 為 「壞學

19 生 」、「笨 學 生 」的 不 友 善 氛 圍 中 度 過 漫 長 的 時 間 ？很 多 時 候 ，

38請見m 卨法院刑取判決一 〇二年度台上字苋四四六號=

39請見陳母第二次向法官誚求判自己的兒了•死刑的請願書，書末自述「我是個徹庇失敗的母親• . . ，這個孩了•我不耍/  *恕 
求法官维捋原判決：死刑‘•」出自〈死刑犯的故取：肫痛〉，hltps./AwwlacJnorg.t\v/storN710)76。
‘丨0這是晚近教育社會學致力解釋的過程，請参考Connell, R- W., D J.Ashenden，S- Kessler, G, W. Dowsett 】982- 
Difference: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al Division. Sydney, Allen and Unwin ； Larcau, A. 2000 [1989] Home Advantage: Social Class 
训 /"/m ’抓//训 ，h "•训， Second Edition, Lanham, N4D， Rowan and Littlefield ;前引藍佩嘉的（拼教费〉。

這些在不同的現代社會的研究都證明，中逆階級的家長透過投资金錢、規盅課外活動並花時間陪(半孩子，以培#孩子使用精緻 

語言能力、與權威艮I生互動的方式，以及自己值得爭取更多資源的存在感受：相對地，勞動及贫闲階级的家長忙於工作、困於 

經濟並以權威命令方式與孩子互勋，導致孩子缺乏語言能力、畏避與權威互励，並產生一極自我限縮不進取的存在威受。這種 

差別影题了孩子的學業成就及職業選擇，造就後颔的社會不平等再製。
Rist, Ray C. 1974 The Urban School: A Fcicto/y for Failure MIT Press ； Larcau, Annette. 2011 Unequal Childhoods: Race, Class.

训f/Aw/办 L//e Second Edition. A Decade La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台湾冃前相關的實證量化研究，詰參考胳明慶， 

2018，〈誰是台大學生？ (2001-2014卜多元入筚的影铿> {經濟論文叢刊> 46(1》47-95 :沈邮智*林明t ，2019 "論家戶所得與 

资產對子女教苛之影響〉，〈經濟論文蕺刊》47(3): 393-453。

u 青少年階段的發展特色，可参考我國衛福部網站上的介绍，迚结如下：「依賴與自主間的掙扎」
(hUps./Zhcaltl̂  lwa aov.iw/nriidLVI S140) '「胥少年次文化出現」(hllps./Zl̂ callh^^ ht>;i.iu>v.t\v/;»niclc/1X146)、「迎入成人期的準隨.. 

niltDS：//liealth99.hna.pov.i\vyarticlc/1R1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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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在 既 有 家 庭 及 鄰 里 環 境 中 所 形 塑 對 自 己 未 來 的 抱 負  

(aspiration) 想 像 ，也告訴他們不必浪費在這個不是為他們  

而 設 計 的 教 育 遊 戲 中 。43來 自 底 層 或 邊 緣 形成之貧窮文化的他們， 

有 時 會 陷 入 與 主 流 文 化 之 間 的 衝 突 ，不解為何老師或同學要輕  

視 或 詆 毁 自 己 或 親 人 的 想 法 或 行 為 ，甚至標籤化後進一步差別 

對 待 。“破 壞 上 課 秩 序 、聚 眾 在 校 内 搗 亂 ，及 逃 離 至 自 由 的 街 頭 ， 

就 成 為 逐 漸 升 級 的 選 項 。* 45 *有死刑犯自述上學時因未阻止身旁鄰 

居 打 另 一 個 同 學 ，在 訓 導 處 被 視 為 共 犯 而 記 小 過 警 示 ，讓他開 

始 決 心 也 把 「壞 學 生 」的 標 籤 落 實 ，說 「你 要 我 當 壞 學 生 ，我 

就 當 給 你 看 ，整 天 打 架 鬧 事 這 樣 子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子 開 始 的 。」 

46類 似 的 故 事 亦 常 出 現 在 我 在 國 中 輔 導 室 及 校 外 「招 待 所 」遇到 

的 「壞 學 生 」 口 中 。

( 2 ) 缺 乏 教 育 與 挫 敗 對 於 死 刑 犯 的 影 響 -不 善 控 制 、表 達 、尋求 

他人幫助

然 而 ，不 待 在 學 校 這 樣 的 選 擇 ，不只使他們不易在講求文憑的  

社 會 中 走 向 更 穩 定 的 生 活 ，就 内 在 欲 望 與 外 在 行 為 控 制 而 言 ， 

更 無 法 透 過 學 校 輔 導 制 度 取 得 如 情 緒 控 制 、自 我 覺 察 、多元文 

化 知 識 、人 際 正 向 互 動 技 巧 等 在 弱 勢 家 庭 情 境 已 缺 乏 的 資 源 ， 

更 無 法 在 時 間 、空 間 、行 為 、主流權威在場的教室情境中被反  

覆 規 訓 （discipline) ，難以習得如何與之和譜應對或做決定前 

理 性 評 估 利 害 的 主 體 ，47導致人生接下來階段進一步的惡性循環。

1)3 MacLeod, J 198 7 A如/“"g /ert’/e心叩"加 ci/以"z fl /oiiw’"co«?e 如

网中補導室、社福機偶少年中心裡，經常聽到邊緣青少年描述課堂上被老師貼上無法或無心學習的彳栗籤後，被不公或無理對行 

的故事。

箭見前引 Bourgois (2022 [19%])，頁 2%-300 ; Rios，Victor. 201 丨■ •叩 //记 L/’res
Univcrsily Press, pp.43-73.
45請見Willis, Paul 20丨3[1977](筚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秘舒、凌旻華譯。譯林出版。

# 出自「訪談计成報告」，頁 12。

‘17許多批判教育學者已從前弓丨的Foucault、Bourdieu理論得到靈感，討論現代學校如何透過課程内容、時空安排、考試、身體 

規f 等方式來規訓孩苽，以使他們被正常化，形塑為溫馴順從的身體及心邏，而這過程中明風1有f 肪'丨優勢家庭出身孩?烈券出 

可參考 Hoskin，K. (1979}， The examinam)n, disdplinary power, and rational schooling, <

(1990). Bourdicu on education and socml and cullural reproduction. British journal o f sociology o f education, //(4), 43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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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缺 乏 教 育 或 教 育 過 程 中 的 挫 敗 對 於 邊 緣 群 體 及 死 刑 犯 的 影 響 ，

2 1 還 在 於 不 善 於 且 不 傾 向 向 權 威 爭 取 可 能 屬 於 自 己 的 權 利 ，一部

3 分 源 於 自 知 缺 乏 爭 取 過 程 所 需 的 文 化 知 識 （例 如 體 制 如 何 運 作 ）

4 及 文 化 資 本 （明白並使用合適的語言），另一部分則是主體本身

5 的 存 在 感 受 ，覺 得 自 己 不 配 獲 得 權 利 ，在主流體制前退縮而不

6 願 求 助 ，改 採 自 己 設 想 的 方 式 解 決 眼 前 困 難 。48王信福就是這樣

7 的 例 子 。他 年 少 時 未 讀 書 而 當 學 徒 ，因 留 長 髮 穿 黃 花 格 衣 服 ，

8 有 許 多 違 警 紀 錄 ，若是待在學校裡頂多是校園青春電影中與教

9 官 鬥 智 的 不 良 學 生 ，但 在 外 就 多 了 許 多 違 警 紀 錄 ，最終滿十八

10 歲 後 送 小 琉 球 管 訓 ，後 遇 見 大 案 後 恐 懼 逃 亡 ，一路往下走向死

11 刑 犯 的 人 生 ；張 娟 芬 在 《流 氓 王 信 福 》 中並列了兩位也愛留長

]2 髮 的 文 藝 青 年 如 王 文 興 與 李 永 熾 與 警 方 的 類 似 遭 遇 ；對比曰後

13 兩 邊 的 發 展 ，教 育 給 予 的 文 化 資 本 及 象 徵 資 本 顯 然 發 揮 作 用 ，

14 引 導 出 未 來 不 同 路 徑 ，令 人 感 嘆 。49

15 如 前 言 所 述 ，台 灣 死 刑 犯 的 學 歷 偏 低 ，6 5 % 僅 取 得 國 中 （含 ）

16 以 下 學 歷 ，對 他 們 而 言 ，教 育 與 其 說 是 傷 害 ，更多是未留下痕

17 跡 的 空 白 ，是 「假 使 有 繼 續 留 在 學 校 那 會 如 何 」的 猜 想 。少數

18 提 及 的 片 刻 是 像 蕭 仁 俊 的 往 事 ：他 年 少 時 多 次 逃 學 ，總被嚴厲

19 的養父痛打，最終同意送往保護管束機構，接受另一種「教育」

20 以 期 改 變 ，卻 因 年 紀 小 被 其 他 孩 子 們 欺 負 ，為 了 生 存 ，他學著

21 結 夥 懲 兇 鬥 狠 ，出 了 機 構 不 久 就 犯 罪 回 到 監 獄 。缺乏家人關注

22 的 游 屹 辰 「國中讀不到一個禮拜…就 逃 學 了 」，動盪武打的江湖
1：

48根據前引Lareau研 究 （201】）的逛要發現是，中逛階級家歴訓纯出的小孩懂溽與大人及權威討價遛似、爭取自身權益，讓自 
己處於、有利地位。這撾傾向讓他們進人學校後有種權利意識（ sense of cmnicmcm)，積極與老師互勋以取得學槊成就。相對來 

說 ，勞工階級的孩子法於挑戦權威的決定，展現一種侷限感 （ sense of constraint) ，往往逆來順受■另外一批相關的硏究，是行 

為經濟筚者針對窮人的研究。學者發現窮人之所以往往採取短視，立即7 樂的消费，與他們長期生活Ml歷對改變絕望、對太遠 
的未來投資難以想像的结果，並非旁觀者想像的那樣不理性與不道德（可參考諾貝雨獎得主的緙典著作BancrjeiA. and Esther 
Duflo 2016[20U] 《窮人的經濟學》，許雅淑、李罘鸹譯。群學出版）。這讓我想起了囚貧瑕及病痛而求死的鄭文通、莊小美做 

的一個個S糊性決定，•股終螺旋式地下降而以鄭文通;ill® 殺子告终 ， fn ̂  to<xln.oruJ\v/Mf»n /1 〇 1 S3 。
w諳見張娟芬，2022，{流氓王信福> ，衛城出版，頁 239-2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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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眼 中 比 書 本 更 精 彩 ；學 校 來 找 ，他 就 躲 就 逃 ，最終逃入的 

是 兇 殺 報 仇 的 江 湖 險 惡 ，及 辛 苦 且 無 保 障 的 底 層 勞 動 。

認 真 投 身 並 相 信 教 育 的 人 ，會 在 這 些 重 刑 或 死 刑 犯 的 故 事 中 ， 

看 見 教 育 現 場 工 作 者 能 做 而 尚 未 做 的 事 ，如人本基金會執行長  

馮 喬 籣 在 法 庭 攻 防 上 聽 見 訴 求 對 被 告 理 解 時 ，感嘆教育本該是 

理 解 人 、發 展 人 之 所 在 ，卻 成 為 競 爭 篩 選 的 地 方 ；反 而 ，在最 

末 端 的 法 庭 上 才 開 始 理 解 。5°鷺江國小老師翁麗淑看到總覺得  

「所 有 的 錯 都 是 別 人 造 成 的 ，全 世 界 都 不 了 解 自 己 」的 翁 仁 賢 ， 

想 起 自 己 遇 過 很 多 難 教 小 孩 的 臉 孔 ，其 中 一 位 叫 阿 東 ，而這位 

阿 東 在 她 多 方 嘗 試 下 ，最 終 有 所 改 變 。* 51沒有人能百分百確定阿 

東 的 改 變 與 翁 老 師 的 嘗 試 是 否 有 關 ，但我們應都希望翁仁賢縱  

火 惡 行 前 的 人 生 路 上 ，能 多 遇 到 一 或 更 多 位 「翁 老 師 」。對很多 

重 刑 或 死 刑 犯 而 言 ，教 育 缺 席 下 填 上 真 正 起 到 「教 育 」作 用 的 ， 

卻 落 入 矯 正 機 構 、監 獄 或 安 置 機 構 ，習得的是在環境中如何生 

存 的 另 類 技 巧 ，影 響 日 後 發 展 。52

3 . 出 社 會 後 走 極 端 ：

無 助 内 縮 的 私 人 世 界 與 相 挺 鬥 狠 的 兄 弟 團 體  

有 上 述 家 庭 失 能 及 教 育 失 落 經 歷 ，如上述死刑犯及許多底層人  

士 ，出 了 社 會 後 有 一 個 共 通 點 ，即 未 長 期 穩 定 在 一 個 組 織 （例 

如 公 司 、學 校 、政 府 、非 政 府 組 織 ）内 工 作 ，而是在無具體規 

範 及 明 確 人 際 網 絡 的 狀 態 下 ，在相對不穩定環境中靠著自身技  

能 或 勞 力 謀 生 ，這種窮忙且不確定性滿佈生活的情勢帶來影響

% 馮裔間，2023，〈活有餘辜〉，丨丨丨自（求其生而不可得？：台灣殺人案件背後敁造棄的世界》，法律抉肋基金會出版u頁 】0 。

51翁瓯淑，’別用子弾坝補教育的缺L1〉，原刊於傾果曰報，現轉載於台湾廢除死刑推動聯盟網站，出處如下： 

i>Ups,/Av\\n.y tacdp.org. tw/storv71 ()601
52幾位過往有感化院或反泼有監所關押經驗的受訪者提及，監所裡的環境垃非常「以鉍制樂」、必須仰賴拳頒才能活下來，同 

儕如何看待他們，對他們後來人生軌跡也有影響。特別有一位死刑犯描述g d 和監獄中密切相處的舍友权出獄後還有聯繫，對 

方找白己跟著一起做地下錢莊，後來又陸陸續續受他人影铿案卟越犯越大，訪談中他想著如果他攰迆到今天「以上課取代工 

作 '主管不會亂打入」的少年琉止機關，结果是否會有所不同？請見 「訪談計®報告」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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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 們 的 精 神 狀 態 。53在 傳 統 漢 人 社 會 中 稱 之 為 「討 」生 活 或 「走 」

2 江 湖 ，54有 著 屈 就 尊 嚴 、辛 苦 飄 零 為 糊 口 的 意 涵 ，也靠著個人在

3 其 中 各 顯 神 通 本 事 ，才 能 攢 到 足 夠 活 下 去 的 生 活 費 。

4 在 這 種 危 殆 的 謀 生 處 境 下 ，缺乏或不知社會上或組織提供的制

5 度 保 障 或 緩 衝 ，導 致 他 們 在 充 滿 不 確 定 性 的 生 活 世 界 中 ，往往

6 易 遭 受 更 多 威 脅 日 常 生 活 運 作 的 衝 擊 ，也 愈 感 到 孤 立 少 援 ，這

7 世 界 處 處 向 自 己 立 上 巨 牆 。常 人 能 看 見 的 出 路 及 解 法 ，他們卻

8 因 為 被 侷 限 感 （sense of constraint) 纏繞而像心裡矇上了布

9 一 樣 看 不 見 。55他 們 的 「援 」只 能 是 透 過 狹 窄 的 人 際 網 絡 ，56組

10 | 成 者 主 要 是 至 親 好 友 。相較於一般人社會交往是廣泛且有制度

11 1 或 組 織 中 介 ，底 廣 與 「援 」的 關 係 十 分 個 人 ，且承載厚重情感

12 | (emotionally laden) 。結 果 ，當 生 活 中 問 題 降 臨 ，這些底層

13 , 人 士 往 往 單 單 聚 焦 在 這 僅 存 的 關 係 上 ，而想像不到其他的解決

14 方 式 或 缓 衝 可 能 。最 終 ，譜 出 死 刑 犯 與 「援 」之間的兩種互動

15 模 式 ：
i

16 ( 1 ) 由 愛 生 恨 ，殺 了 「援 」或 其 周 遭 的 人 ：

17 死 刑 犯 在 意 外 或 危 機 驟 然 降 臨 時 ，「援 」或可能是幫助缺乏

18 資源 與 知 能 的 底 層 人 士 度 過 難 過 的 僅 存 救 命 恩 人 ，但也易成

19 為 當 事 人 無 法 過 關 下 究 責 的 唯 一 可 惡 叛 徒 。這些同屬某種弱

20 勢 的 「援 」，變 成 了 受 害 者 。法庭判決時認定他們理應是個

21 感 恩 知 情 的 人 ，卻 把 可 能 恩 人 視 為 可 惡 叛 徒 殺 害 之 際 ，此等

53 請兒黃克先（2021: 274-282) ; 。KalJeberg，A_ L. 2018,巧 它 L 加  5: ■/〇& 力 •办 "77(/%//-汾/叹

Press Standing, Guy. 1999 Global Labour Flexibilifv: Seeking Distribulive Justice. Palgravc Macmillan.
m江 湖 ，意指一個缺乏國家公權力介入或仲裁、木按主流意識型態運作的社會情墙。在其中生存需仰賴一定的社會歴竦及人際 

互動展演能力。底層人士長期於4 TJ胡」中求生存，對他H產生的影響，詳見黃克先(2021)在第一、二章中對「坦适人」的分 

析 。
55請參考前註腳4 5 ，這種在家庭及教育階段形成的卫體侷限咸受，亦可在黃克先於《危殆生活> (2021)及各種底層民族誌中看 

到 。讀者常常往閱詖屮會問，為 什 麼 一 步 ，為什麼:个‘再找個人聊晒，為什麼+薛求各極豐富的公共资源協肋，為何要鑕牛 

角尖。但對他們而言，做出該則惡行，很可能足當代備受侷限、四面受堵的具體感受下，唯一的可能•
5<,可參考 Stack, Carol 1974—，l// (9z"■人7"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cnkatesli, Sudhir Alladi. 2006“ 项 ’//纪 BwjAsv 77阳

Poo/..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smond, Mat丨ic 'v，2017，（下一個家在何方> ，

胡訢諄*鄭煥屏譯，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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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行 按 現 行 判 刑 的 邏 輯 ，很 可 能 被 定 為 死 刑 。

像 是 殺 死 自 己 妻 兒 的 鄭 文 通 的 故 事 ，能 否 停 在 受 職 災 斷 指 、 

失 業 卻 仍 在 貧 困 中 努 力 打 理 日 常 ，照顧長期臥床的妻子與未 

滿 六 歲 的 兒 子 的 鄭 文 通 ？他 的 遭 遇 ，與 李 宏 基 、鄭武松的故 

事 很 類 似 ，都 出 身 中 下 階 層 ，經 濟 有 困 難 ，最終殺害家人並 

企 圖 自 殺 。37燒 死 家 人 的 翁 仁 賢 ，本 「過 著 單 調 的 生 活 ，逃 

避 新 的 挑 戰 ，且常常是限制自己在不需要太複雜的熟悉環境 

中 （如 缺 乏 人 際 互 動 ，多 與 小 雞 、小 鴨 生 活 ），侷限在只與 

熟 識 及 接 受 個 案 自 己 的 人 相 處 」58，但他的故事無法停在家  

人 雖 改 了 他 志 願 使 他 認 為 一 生 一 敗 塗 地 ，後來卻租了塊田讓 

他 種 菜 養 狗 那 一 幕 。壟罩在妻子出軌疑雲下縱火燒死多人的 

林 旺 仁 ，在 腦 傷 前 也 曾 打 雜 工 維 持 生 計 ，與家操持家務的太 

太 共 度 和 諧 家 庭 時 光 。希 望 妻 子 歸 來 心 切 的 沈 文 賓 ，綁來妻 

子 友 人 希 望 問 出 下 落 ，最 終 怎 就 取 人 性 命 。彭建源因結拜兄 

弟 周 志 強 不 願 借 錢 ，再 次 感 覺 被 背 叛 ，一氣之下放火造成五 

人 死 亡 。同 樣 殺 了 「恩 人 」的 是 歐 陽 榕 ，對方是曾在其困難 

時 給 予 經 濟 援 助 的 朋 友 。陳昱安殺了一直叨念自己懶並逐自 

己 出 家 門 的 父 親 ，而這個父親卻也是一直養育自己並對自己 

有 所 期 望 的 人 。獨 居 老 人 郭 旗 山 ，痛 下 殺 手 的 是 自 己 「無力 

支付房租…顧 及 其 孤 身 一 人 ，無 處 可 去 ，乃商請鄉公所同意 

將 村 民 活 動 中 心 出 借 一 隅 」5°的 邱 村 長 ，在孤離的他心中忘  

了 恩 情 ，卻 執 著 於 村 長 叨 難 抵 毁 他 。

( 2 ) 與 「援 」形 成 義 氣 相 挺 的 兄 弟 團 體 ， 在人際動力催化下犯  * 5

57 # 考自張娟芬，2018，〈殺了一個偷飛機的人〉，刊於《上 報 8 月3 1円 ，下載迆結： 

littns.y/v.-wAv unnicJi.n niucncw：- mr〇.ni»,»，r l'vnc=2&ScrialNo—t7.>23feulm sourcc=ialcstiS:iitm incdium=posi &
5S m見较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940號刑軍判決。

請見最高法院1〇〇年度台上字第5908號刑事判決。

關於偏差同濟及圆體動力，對於個體偏差行為的f:墙丨，可參加Bcckcr. H, S 1953, Becoming a Marilu丨a丨诏Use丨• 如

o/Socio/og)> 59(3): 235-242 ； Colicn, A K, 1955, Delimjuem Boys: The Cullure o f Gang, Free Press ； Panfi], V. R, 20J7k The Gang's All 
Queer: The Lives of Gay Gang Members NYU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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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重大惡行：

2 這類像幫派般的團體網絡，往往充斥著一種有毒的超陽剛氣

3 _ 質 （hypermasculinity) ，B1個體受到人際階序中上對下的命

4 令及同儕間逞兇鬥狠以證明自己膽識及能力過人的壓力，往

5 往被迫做出日常難以想像的暴力行為。62我田野中多次見證

6 單 獨 對 談 時 穩 重 的 偏 差 青 少 年 ，在 與 同 伴 成 群 出 現 時 ，往往

7 彼 此 以 「是 個 咖 」、「這一隻喔」（向對方比大栂指）相 互 評 價 ，

8 強 化 以 逞 凶 鬥 狠 的 方 式 對 待 周 遭 環 境 ，尤其是威脅他們陽剛

9 氣 質 者 ，如 讓 他 們 無 足 跌 倒 的 路 旁 紙 箱 或 瞪 他 們 的 路 人 。有

10 死 刑 犯 自 陳 「不 管 是 以 前 或 現 在 我 在 裡 面 ，碰 到 是 非 的 …就

11 都 不 是 我 的 事 啊 ，就 是 周 遭 朋 友 的 事 ，然後我跳出來挺他們

12 這 樣 ，然 後 我 就 去 碰 到 一 些 是 非 這 樣 。」63聽 似 推 託 之 詞 ，

13 ； 但還原他們所處的緊密超陽剛小團體情境便不難理解。

14 再 看 跟 著 陳 志 仁 結 夥 綁 架 撕 票 的 的 邱 合 成 ，曾在出獄後未得

15 更 生 體 制 協 助 、雇 主 拒 絕 下 ，只 有 獄 友 陳 志 仁 接 住 他 ，轉介

16 自 己 親 戚 的 工 作 。同 樣 蹲 過 牢 的 蕭 仁 俊 ，在龍蛇雜處的環境

17 只 懂 得 用 拳 頭 來 存 活 ，假 釋 出 獄 後 他 靠 過 往 的 掙 錢 方 式 ，和

18 小 弟 們 隨 機 搶 劫 生 活 ，最終因當時的朋友稱自己姊姊曾被某

19 律 師 騙 過 錢 ，蕭 仁 俊 想 尋 對 方 晦 氣 以 討 公 道 ，而犯下殺人重

20 非 。游 &乞辰在原生豕庭失能而被「大 哥 」接 住 後 ’圍事顧店

21 充 當 車 手 成 了 日 常 ，但 卻 是 僅 有 陪 伴 、被 需 要 和 歸 屬 感 之 處 ，

22 後 獨 自 出 來 謀 生 ：酒 店 少 爺 、工 地 裝 潢 、裝 卸 招 牌 全 都 做 過 ，

61 可参s兮前引 Bourgois 的 （2022[ 19%]) ; Conlreras (2013) ; Uiyt R, Foster D Hegenion丨c Masculine Concepuidisation in Gan^
Cullurc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 I ;31 (3): 1 -11
02 請 參 考  Collins Randall 2008.丨 y〇/⑶ a :/丨从’饥 卜 仍 以 。/ % "〜 /”叱o/y Princeton
暴力行為，往往仰頼幾個重要的情境性丙素i 其中之一即内部凝聚力強的小_體。近來大腦科學硏究?&來愈多的發现，討論到 
特定f t少年時期及弱勢底層人們，為何特別發力：！認知牛.理因素。而 ，這又與前述的ACE討論有關。詰見Maria I. Pcnca、 
Finnegan J Calabro, Bart Larsen, Will Foran, Victor E. Yuslimanov, Hoby Hetherington, Brcnden Tervo-Clemnnins, Chan-Hong Moon, 
Bcatriz Luna. 2022 Development of frontal GABA and glutamate supports cxcitation/inhibition balance from adolescence into 
adulthood, Progress in Neurobioiogy, 219, liUnt；7/dt3i.orp/tO 101fe/».nncumhiQ.2022.102370 ; i凍巧雲、5 宣郡: ，2014，〈以小丨牛相關租 

位險猊雜力再2& 年的抑制與錯誤監控機制〉。贵少年犯弗防治硏究期刊，6(1): 12】-168。
”諳.參考「訪談計姬報告」•頁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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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因缺錢而與蘇志效 犯 下 基 隆 女 教 師 殺 人 案 ，游與蘇被判 

處 死 刑 。蘇 本 有 軍 職 ，聽 信 「老 大 」並 想 賺 更 多 而 放 棄 ，卻 

生 意 不 順 、求 職 不 利 而 經 濟 困 頓 ，終 铤 而 走 險 。李德榮也是 

做 生 意 與 工 作 不 利 ，轉 換 各 種 工 作 ，看 似 生 活 漸 入 正 轨 ，卻 

又 因 義 氣 相 梃 ，答應了一個相識許久且剛好遭遇經濟窘迫的 

朋 友 ，一 同 參 與 一 起 擄 人 勒 贖 計 晝 ，最 終 犯 下 殺 人 案 。每個 

事 件 中 ，自 己 無 疑 是 有 責 任 ，但義氣相挺的同儕壓力及團體 

動 力 催 化 同 樣 起 效 果 。

事 已 至 此 ，似乎沒人能 為 這 螺 旋 下 降 的 惡 性 循 環 踩 上 煞 車 。 

死 刑 犯 生 命 史 從 失 能 家 庭 、缺 席 教 育 、偏狹人際網絡到犯下 

駭 人 惡 行 的 墜 落 故 事 ，只 能 以 「不 可 教 化 」、「泯滅 人 性 」為 

註 ，用 國 家 剝奪其生命晝上乾脆簡潔的句點。然 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有一些生命還以像烏雲背後透出清晨朝陽微光的方 

式 ，不 期 然 生 長 著 ，在絕望等待行刑的 孤 絕 監 獄 角 落 裡 。 

蕭 仁 俊 開 始 從 事 公 益 、在 獄 中 表 現 良 好 ，甚至成為獄方與其 

他 受 刑 人 的 溝 通 橋 樑 。也因為自身童年經歷同理弱勢小孩而 

固 定 捐 錢 給 基 金 會 ，並 蓄 髮 以 捐 助 癌 童 。判決書中提及牧師 

證 詞 說 「他 說 如 果 有 一 天 出 獄 ，他 想 要 賺 錢 開 孤 兒 院 ，他對 

於 小 孩 有 惻 隱 之 心 。」M李 德 榮 在 漫 長 習 晝 的 過 程 裡 ，吐露 

對 人 生 因 果 及 生 命 的 反 思 。蘇志效嘗試了過去從未有機會接 

觸 的 樂 器 ，在 看 守 所 的 管 樂 園 吹 長 笛 ，並練習書法寫得一手 

好 字 。小 時 對 讀 書 反 感 的 陳 文 魁 如 今 有 錢 就 買 書 ，在獄中累 

積 的 藏 書 達 到 七 千 多 本 ，他 說 ：「既 然 還 有 時 間 ，就不要浪 

費 。」，書 除 了 用 於 自 我 反 省 外 ，也 讓 其 他 收 容 人 借 閱 ，鼓 

勵 大 家 多 閱 讀 。改 變 了 的 游 屹 辰 被 問 到 「所 以 你 是 進 去 （監

請見坐遛高等法院97年度ffl上电(儿)半.第74號刑i)i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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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獄 ）之 後 才 長 大 的 ？」他 回 ：「廢 話 ！不 然 你 以 為 咧 ？…如 

果 那 時 候 會 想 ，就 不 會 … 」我想到了公園裡幾位無家者都不 

約 而 同 以 這 句 台 灣 俚 語 自 況 ：「細 漢 不 會 想 ，吃 老 不 成 樣 。」 

或 許 ，有 人 會 質 疑 死 刑 犯 在 獄 中 的 這 樣 表 現 ，不過是換取外 

界 同 情 及 逃 避 死 刑 執 行 的 展 演 ，確 實 ，誰在日常生活中不是 

隨 時 有 意 無 意 考 慮 眼 前 「觀 眾 」是 誰 而 來 展 演 ，更何況是受 

眾 人 注 目 的 死 刑 犯 ；65但 進 一 步 想 ，死刑犯以往無法這樣展  

演 「人 性 」、「可 教 化 」的 一 大 原 因 ，在於被給定的社會環境 

是 個 殘 破 舞 台 ，成 長 歷 程 中 習 得 的 腳 本 及 套 路 ，他們沒有太 

多 機 會 抽 離 原 本 脈 絡 、換 個 角 色 。他 們 在 獄 中 的 改 變 ，反襯 

出 殘 酷 冷 血 的 犯行背後社會力量銘刻及推動的痕跡，同時隱 

然 揭 示 著如何改造社會制度的可能方向。

結論：要解決的不是個人，是誘人走偏的社會制度 

罪 ，有 應 得 。什 麼 樣 嚴 重 程 度 的 犯 行 ，其中的因果有多少要歸  

咎 於 犯 人 本 身 ，以 至 他 應 被 剝 奪 生 命 繼 績 的 可 能 ？可憐之人為 

何 做 這 可 恨 之 事 ？過 往 我 們 只 能 將 犯 行 之 所 以 發 生 ，歸因於眼 

中 的 犯 人 並 相 信 一 切 是 他 選 擇 下 的 咎 由 「自取」。晚近社會學的 

進 展 逐 漸 看 見 了 咎 由 「自取」的 背 後 ，人生各階段綿長蔓延的 

具 體 中 層 力 量 ，如 何 潛 伏 進 主 體 内 在 ，形塑出最終自取惡果的  

傾 向 及 行 為 模 式 。因 此 ，這 些 「自取」惡 果 的 往 往 是 同 一 群 人 ， 

一 群 身 陷 自 身 無 法 選 擇 、孤 立 少 援 的 劣 勢 成 長 環 境 。

這 群 死 刑 犯 令 人 髮 指 的 犯 行 背 後 ，反映的是必須被批判進而改  

革 的 社 會 制 度 ，包 括 接 住 弱 勢 家 庭 的 家 庭 教 育 或 教 養 資 源 、學 

校 教 育 的 多 元 適 性 及 情 感 教 育 、更具輔導與教育功能的矯正機  

構 、非 殘 補 式 的 社 會 福 利 網 絡 。目前未有明確證據證明死刑的

謓見微觀社會學大師的重要巨著：Goffman，Ervmg，2〇23 ，（日常生活中的_我呈現>，黃湿文譯。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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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及 執 行 ，能 有 效 避 免 被 判 為 死 刑 的 這 些 殘 酷 犯 行 再 度 出 現 ， 

但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成 果 及 伴 隨 的 政 策 改 革 讓 人 相 信 ，若能從投入 

社 會 福 利 、教 育 制 度 及 文 化 觀 念 的 改 革 ，很 可 能 可 以 比 起 死 刑 ， 

在 侵 害 人 民 權 利 較 小 的 情 況 下 ，就達成降低重大暴力犯罪之目

的 。

回 過 頭 檢 視 ，我 們 該 以 什 麼 樣 的 方 式 ，懲罰這群犯下重大惡行  

的 死 刑 犯 ，尤 其 當 我 們 真 實 面 對 他 們 成 長 歷 程 ，看見他們無法 

選 擇 而 被 迫 承 受 的 一 個 接 續 一 個 的 劣 勢 社 會 環 境 ，如何進一步 

對其犯行產生影響的連結時？其 咎 有 幾 分 是 「自取」，又 有 幾 分 ， 

是 自 己 不 能 選 擇 的 環 境 及 不 能 左 右 的 社 會 過 程 所 致 ？為犯行負 

責 而 受 懲 的 對 象 ，除 了 加 害 人 之 外 ，背後的各種有缺憾的社會  

制 度 及 打 造 與 實 踐 它 們 的 相 關 人 士 ，應 以 某 種 形 式 來 承 擔 責 任 。 

是 以 ，本 文 認 為 ，我國司法目前判處加害人死刑—— 目前程度

最嚴重的刑罰 ----之 社 會 意 義 ，無非是忽略國家功能未能彰顯

的 事 實 ，使 加 害 人 連 同 國 家 的 過 錯 一 起 受 到 處 罰 ，並且剝奪犯 

行 者 活 下 去 的 權 利 ，這 或 許 實 現 一 種 直 接 而 立 即 的 公 平 ，但違 

反 更 全 面 且 深 層 的 社 會 正 義 。

台 灣 社 會 的 你 我 ，是 否 甘 心 讓 司 法 僅 解 決 有 問 題 的 人 ，而非協 

力 解 決 真 正 的 問 題 ？是 以 ，本 文 認 為 ，這些死刑犯應在考量本  

意 見 書 提 及 的 各 種 社 會 因 素 量 刑 並 接 受 懲 罰 ，以幫助他們能在 

較 原 本 出 身 更 好 的 社 會 環 境 中 發 揮 人 性 及 發 展 能 力 。據 此 ，台 

灣 應 努 力 的 方 向 ，是 從 死 刑 犯 的 生 命 歷 程 ，發現各種社會制度  

存 在 的 問 題 並 推 動 變 革 ；與 此 並 進 的 司 法 層 面 改 革 ，是以具修 

復式正義精神的 刑 罰 方 式 取 代 死 刑 。

資料限制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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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 國 司 法 實 務 界 、6e法 學 界 及 犯 罪 學 界 ，長 期 以 來 並 未 針 對 死 刑 犯 ，

2 進 行 有 明 確 方 法 論 依 據 的 系 統 性 研 究 。原 應 期 待 判 處極刑的法院

3 應 當 在 審 判 中 詳 加 調 查 ，在 判 決 中 詳 盡 舉 證 ，然 而 事 實 並 非 如 此 ，

4 多 數 死 刑 案 件 被 告 的 生 命 歷 程 ，在 法 院 資 料 中 付 之 闕 如 。因 此 ，

5 本 研 究 在 法 院 資 料 之 外 ，另 外 蒐 集 專 書 、訪 談 、國 外 相 關 研 究 ，

6 佐 以 我 自 己 對 邊 緣 團 體 的 田 野 經 驗 。實 證 科 學 （positivist

7 science ) 講 究 「客 觀 性 」，但 於 探 索 性 研 究 （explorative

8 research) ，則 可 以 容 許 因 資 料 未 能 周 全 而 不 拘 泥 於 狹 義 的 客 觀 性 。

9 | 未 來 亦 期 待 司 法 院 與 法 務 部 能 夠 以 政 府 的 力 量 蒐 集 並 提 供 更 全 面

10 性 的 資 料 作 為 進 一 步 研 究 之 用 。

11 為 求 分 析 細 緻 ，本 意 見 書 需 要 更 多 死 刑 犯 成 長 歷 程 的 細 節 ，但我

12 無 法 搭 時 光 機 重 回 死 刑 犯 成 長 環 境 中 觀 察 ，而仰賴死刑犯自述或

13 有 不 精 確 及 其 他 疑 慮 。66 67因 此 ，我實地與邊緣群體相處的田野素材

14 就 有 了 參 考 價 值 ，畢 竟 有 不 少 無 家 者 及 偏 差 青 少 年 ，有著與死刑

)5 犯 類 似 背 景 及 處 境 ，循 著 類 似 的 行 事 及 思 考 邏 輯 。這些質性資料

16 有 時 雖 顯 得 「不 科 學 客 觀 」，但卻能掌握理解人類社會行動時最重

17 : 要 的 「意 義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界 長 期 辯 論 ，哲人與

18 ； 學 者 們 多 數 認 同 實 證 科 學 認 可 研 究 方 法 及 資 料 ，不過是研究時的

19 「一 種 」方 式 ，不 應 以 此 驟 然 化 約 具 有 複 雜 心 靈 及 意 義 的 「人 」。

20 故 能 深 入 被 研 究 對 象 之 主 觀 意 義 的 質 性 材 料 ，是剖析人類社會更

21 深 層 且 複 雜 的 真 實 不 可 或 缺 的 。68

22

66例證之一即死刑犯王俊欽。在歷® 判決逬中 • 唯一提及其成長歴程的部分，僅包短短29 ffl字 ：「王俊欽在家排行老么，h有 

三姐和二哥。王俊欽R 中畢業後就犯案累累= 」扣對於歷-密判決费中對犯案犯行的丨子细描述，該案司法贾務人員對可恨犯行如

何逐步形成的過程並無興趣5許多死刑犯的案由若無；M S B 神狀況檻定的死刑犯，在判決書中經常對其成長肢程未置一詞（台 
思廢死推勋聯盟，<2016台湾死刑判決報告：10位精障死刑犯之判決分析〉，頁 17”
“7請參=考胡菘情於《一個女性殺人犯的素彳苗）（2〇24，鏡义學出版)中^{:于如的自述成畏經歴，及胡慕情對此自a t的反思。 
w請#考噩視人類行動背後之深層意義的設釋取涅的大師方法論著乍：Weber, M ax，20】3[1904]，z社會料舉的與社會政策的知 

識 之 「客觀性」〉，出自張旺山譯註，（韋伯方法論义巢》，聯經出版=P P 丨73-242。Geerlz,CliiT〇rcU 973 “ThickDescription 
Toward and Interpretive Thcoiy of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 f Cultures Basic Books, pp.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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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盖 _ 經憲法 .法 庭 裁 定 許 可 ，就 111年 度 憲 民 字 第 904.052號等 

聲請案提出專業意..見。謹 依 憲 法 訴 訟 法 第 2 0 條 第 3 項準用 .同 法 第 1 9條第 

3 項 規 定 ，就 相 關 專 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揭 露 相 關 實 訊 如 下 ：

是/否 如 是 其 情 形

相關專業意見或實料之準備 

或 提 出 ，是 否 與 當 事 人 、關 

係人或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 

作 關 係 。

%
\〇

相關專業意見或實料之準備 

或 提 出 ，是 否 受 當 事 人 、關 

係人或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 

或 資 助 及 其 金 額 或 價 值 。

三
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 

之 身 分 及 其 金 額 或 價 值 。
t?

此 致

蕙法法庭

陳 報 人 ：丨一一 -______________C簽章)

7〇>衅.〇千、（p y  (曰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