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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不知不覺，來台中院檢學習的時

間已經過了半年多了，記得去年四月，

即將從學院出來開始為期一年的院檢學

習，離所前的行前教育，學院的師長特

別再三叮嚀我們，來院檢實習除了老師

的專業當然是必修學分之外，更希望我

們多花點心思去觀察指導老師們在處理

案件上的手法。這個叮嚀一直在我心

裡，直到現在，實習也已經過了三分之

二，彷彿更能了解師長當初叮嚀我們的

用意何在，直接這樣說可能不太能得到

共鳴，所以嘗試舉一些學習時特別有印

象的地方來說明，又礙於學習排程之緣

故，撰寫此文之同時，尚未到刑事庭學

習，因此，以下僅就在民事庭及檢方學

習之部分，分享我所看到的法庭，還有

司法官的矛盾與難處。

貳、 家事庭的兩面刃

「媽媽只喜歡弟弟，所以只要

弟弟，媽媽不要我了⋯⋯。」

這是哥哥曾經跟弟弟說的話，社

工人員對指導老師這麼說。當我聽到的

那一剎那十分震驚，看著哥哥的手摸著

弟弟的頭，原本一開始以為是哥哥出於

疼愛弟弟，對弟弟表達關愛的摸頭，聽

完這番話後，我才知道，原來哥哥是在

珍惜每個可以與弟弟相處的時刻，這個

摸頭不僅是手足之情，還有告別，因為

哥哥他或許知道，有可能從此要與弟弟

分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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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記得那是到家事庭學習的第

一天，跟著指導老師一起在協商室裡和

一對兄弟以及社工人員對談，社工人員

趁著弟弟跟哥哥還在玩樂的時候小聲地

跟老師說著這些話。這一件案情內容大

略是：一對夫妻育有兩個未成年兄弟，

夫妻倆進入離婚訴訟並且同時爭奪要當

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或是直接擔任

單獨行使親權之人，而哥哥準備升高

一，弟弟還在國小低年級，平常時候，

哥哥跟爸爸比較聊得來，所以媽媽覺

得哥哥跟爸爸感情比較好，就決定不爭

取擔任哥哥的親權人，只爭取弟弟的親

權，殊不知在跟社工老師交換意見時才

知道，哥哥其實曾經跟弟弟講過「媽媽

只喜歡弟弟，所以只要弟弟，媽媽不要

我了⋯⋯」這種話。對於第一天就到家

事庭來學習的我，完完全全的投下一顆

震撼彈，從來沒有想過這種在電視裡才

會出現的灑狗血劇情，會這樣活生生血

淋淋的發生在我眼前。我看著哥哥，他

看起來就不是個開朗的小孩，瘦削的體

型還有即將遮住眼睛的劉海，瀏海下的

眼睛裡好像有很多話，想說卻又不知道

怎麼開口，更正確地來說，哥哥的糾結

或許根本無法用他這個年齡所擁有的詞

彙來形容，是的，他只有 16 歲不到。

記得我 16 歲的時候，是個對未來充滿

希望，每天開開心心準備迎接高中生活

的年紀，雖然協商室裡我和哥哥距離不

到兩公尺，但我卻覺得我離他很遙遠，

只能在心裡默默的跟他說聲你辛苦了。

後來才知道，哥哥原本不是這樣子的，

自從爸媽感情失和之後，哥哥個性才開

始變得比較陰沉，哥哥不喜歡跟弟弟以

外的其他人說話，也出乎意料地沒有該

有的青春期叛逆。

雖然進來家事庭之前都聽學長姐

說，家事庭的案件可以組成所謂離婚五

部曲，也就是：聲請保護令、離婚、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爭奪未成年子女親

權以及扶養費之請求，但真正面對面見

到當事人後，卻不再能輕鬆的當作茶餘

飯後的輕鬆話題，一切都變得很沉重，

我思考著，哥哥其實已經要升高一，依

現在小朋友的早熟程度，或許是能夠瞭

解爸媽只是想要公平「分配」小孩，因

而媽媽選擇成全哥哥，讓他能跟爸爸在

一起，但是，在一個破碎的家庭裡面，

小孩子越是渴望得到完整的愛，大人的

一舉一動對小孩來說影響都非常之大，

所以也不難理解為什麼媽媽以為的成

全在哥哥的解讀之下會變成媽媽不要他

了，也許媽媽只是無心，甚至是為了哥

哥著想，認為哥哥跟爸爸感情比較好，

也覺得哥哥年紀較大，所以選擇尊重哥

哥，殊不知在哥哥心中卻劃下一刀；我

也思考著，如果我看到了這個傷痕，要

怎麼樣去撫平它，去幫助在訴訟過程中

傷痕累累的兩兄弟繼續快樂、安穩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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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幸的是，這位哥哥並沒有因為失

寵而對弟弟不好，我眼中的哥哥，彷彿

像是弟弟的保護牆，弟弟有著清澈的雙

眼，依然無憂慮的玩著手上的遊戲，哥

哥盯著自己的手機，三不五時抬頭看看

我們，再看看弟弟─他在這個家庭裡唯

一的依靠。

媽媽經濟條件比較好，如果兩個

孩子都判給媽媽，應該是對兩個孩子未

來成長環境、未來教育資源等多方面考

量下最好的選擇，但哥哥就必須去與他

覺得已經不愛他的媽媽一起生活；若兩

個孩子都判給爸爸，事實上兩個小孩也

與爸爸感情較好，但可能會讓家庭經濟

陷入比較緊縮的情況；如果是像媽媽要

求的一邊一個「公平分配」，哥哥就必

須被迫與弟弟分開了，這也是我最不願

意看到的情況，指導老師為此煩惱了許

久，我也嘗試站在家庭中每個人的角度

都思考了一遍，絞盡腦汁還是想不出最

好的方法，直到現在回想起這個事件，

還是想知道這對兄弟現在過得好不好。

事後聽老師說，這種矛盾又複雜

的案件在家事庭其實不算少見，在家事

庭天天都必須面對這些負能量，果不其

然，隔天開庭時，又有另一件同樣讓

人感到錯愕的案件，這件案情大概內容

是：孩子原先由父親單獨行使親權，但

祖父、母及父親都說孩子到了青春期開

始有脾氣，而且祖、父母年邁，父親又

要工作，已經無暇且無力去扶養那個孩

子，所以來法院聲請改定親權人，但社

會局也當庭表態認為父、母親均有能力

照顧，所以本件社會局並不願意介入。

終於在傳訊了幾次後，孩子的媽媽願意

出庭了，這位媽媽出庭表示意見究竟是

不是好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天大人

都在、社會局的代表也在、孩子也在，

媽媽一到庭，瞪了前夫家一眼，頭也不

回地選了最遠的位子坐，我看了指導老

師一眼，老師沒有特別的反應，對這種

家庭間吵架吵到法院來的事情彷彿早已

司空見慣，大概持續了一分鐘的靜默，

空氣中凝結著沉重的氣息，直到指導老

師開始訊問當事人年籍資料才劃破了這

片詭異的安靜。

雖然手裡一直忙著記錄老師怎麼

跑法院的程序，但從這位媽媽走進法庭

那一刻起我就開始觀察她，身為媽媽，

她竟然完全沒有正眼瞧過她的孩子一

眼，正當我內心充滿無限多問號及納悶

的同時，這位媽媽，對，這位坐在庭上

的孩子的媽媽，她站了起來，然後直

接對著前夫家的人大聲的說「我為什麼

要養他？當初我說我來養他的時候，你

們那邊的人全部不給我，連孩子也不給

我看，好啦，現在長大了養不起又要丟

回來給我，我為什麼要接手？現在我另

外組家庭了，我現在的老公他們家都不

知道我曾經有過婚姻，更不知道我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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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我也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完全不想

跟你們這邊再有任何牽連，所以我不可

能會養他的。」喝斥完一番後也不忘再

轉頭對我的指導老師說「法院的東西可

不可以也不要再寄了？」

語畢，夫家的人全部都靜默，包

括孩子也是，我倒抽了一口氣並轉頭看

了老師，老師皺了一下眉頭後便開始斥

責媽媽，是啊！既然是媽媽為什麼會因

為親權是父親行使就對這邊不聞不問，

還是自己懷胎十月辛苦產下的孩子，他

有做錯什麼嗎？縱使對前夫家或甚至孩

子沒有太多情感在，至少應該知道什

麼叫做責任吧？不管法院後來有沒有改

定，又或者是改定結果怎麼樣，什麼叫

做不要再聯絡了？這就是你的小孩，你

就是有義務要處理這些事情。媽媽被訓

斥到啞口無言，其實我已經忘記繼續觀

察媽媽是不是往孩子的方向看過去了，

我只知道幸好我坐的位置離孩子坐的位

置還有點距離，還好有這個距離，讓我

可以看不清楚這位孩子是不是在哭。

其實我還是不明白為什麼夫家的

人要帶著小孩來這個大人吵架的場合，

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只是要讓小孩去認

為媽媽不要他、媽媽丟下他，甚至去恨

那個在他還是襁褓的時候多麼疼愛他的

媽媽，曾經一起共組的家庭，到法庭上

變得這麼的難看，甚至把小孩子當成工

具，或許他們原本以為媽媽看到小孩會喚

起他的母性把小孩帶回去養，殊不知完全

往最差最壞的方向發展，我甚至不敢想像

如果我是那個小孩的話我該怎麼辦，因為

在大人的世界，他的存在就是個負擔。

在一般民事案件裡，當事人所

爭執的點，到最後多半都離不開「金

錢」，兩造縱使在法庭中唇槍舌戰、書

狀上大動干戈，下庭後彼此就恢復陌生

人關係，各自過著各自的生活；然而，

在家事法庭裡面，不論兩造願不願意承

認，到底他們還是有親屬關係，所以除

了錢以外，更重視的是在爭訟中如何維

繫情感，或者是如何不要再讓已經夠糟

了的兩造關係更加惡化，甚至是不要因

此影響到無辜的小朋友，也不要因為這

些訴訟影響到所有關係人未來的生活，

多了這層顧慮以後，使家事庭的案件變

得更加棘手，除了如同各個案件一般本

來就該用心琢磨，更重要的是，還必須

小心翼翼。

小孩子真的很無辜，卻常常作為

大人折磨彼此的工具，明明什麼事情也

沒做，卻要用他們還不夠堅強的心臟，

面對這個無情社會，因為距離他們最

近、曾經是他們保護牆的親人都這麼冷

漠的對待他們，原本曾以為是最親愛的

家人，反而變成是一把把的刺刀，距離

太近，更容易一刀斃命，唯一能做的，

只有在還沒窒息之前，把高牆築起來，

外面的世界再怎麼溫暖，也很難讓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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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進去那原本應該放保護傘但卻變成高

牆的隔閡。

本來覺得家事庭的業務多半都在

解決很多人的家庭糾紛，但進到家事庭

實習後，才知道家事庭的工作除了定紛

止爭以外，更是一份極具意義的工作，

除了審判進行的程序與一般民事案件較

為類似以外，職掌的業務、審理的方

式、所注重與追求的目的都和一般民

事庭大相逕庭，在家事事件裡，每個決

定改變的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整個家

庭，甚至是這個家庭中每個分子未來的

人生。過去認為的法不入家門，到現在

除了法律強制介入不僅是家庭間之犯罪

行為，甚至在其他與犯罪無關的其他各

式各樣的家事事件。而家事法庭亦具有

濃厚的職權色彩，法律賦予法官職權的

空間相對於一般民事庭的權力多，很多

事情不再只是雙方同意就好，就像上面

舉例之案件，再依照兒童權利公約第三

條之規定，已明確揭示子女本位主義，

也就是要求關於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

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

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

利益為首要考慮。締約國承擔確保兒童

享有幸福所必需的保護和照料，考慮到

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任何對其負有

法律責任的個人的權利和義務，並為此

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因

此，不是父母尊重孩子就可以，更賦予

了執法者介入去鞏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

利益，當事人的意見可以傾聽，但法院

仍掌握最終決定權，這也是與通常民事

庭非常不一樣的地方。然而，法律強制

介入家庭間之紛爭，是好是壞，不能單

憑表面上去看，但在這短短學習時光所

經歷的案件中，我認為大致上還算是好

的，至少當事人來到法院都會暫時按捺

住自己的脾氣，也至少法院可以作為一

個橋樑，讓當人有溝通的機會。不過，

法官在家事庭裡面有很大的權力，確

實，很多時候司法官看似有很多工具，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工具就像是雙面

刃，家事庭法官能做的，只能想辦法切

出一個最微小的傷口去處理傷口裡面化

膿的地方，審判者的工作不再是像包青

天時代只要定個對錯，而是要盡力定出

一個雙贏、對彼此都好的解決之道。

後來和老師討論了幾次，這些案

件也一直深深的放在我心裡，老師也陷

入苦惱，案件好像變得不能再只是看到

底怎樣才是對這些孩子較好，同時還要

思考怎樣子讓這些孩子心理沒有傷痕的

走完這些法院的程序，有時候也不免想

著，當事人來到法院他們真的是因為想

得到公平嗎？還是只是想要有人聽他

說他過得有多麼辛苦，只是想得到一個

「官方認證」而已，又或者有時候我們

判定的公平，會不會只有我們覺得是雙

贏呢？對當事人來說其實是雙輸？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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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號一直跟著我走完家事庭，還是沒有

解答，因為誰也不知道現在的決定，在

未來會如何發酵，能做得好像只有盡力

而為，做我們當下認為可能是最正確的

決定，就像我所看到的上面案例，我不

知道第二個案例那個小孩能不能跟正常

的小朋友一樣順利的開心長大，我也不

知道第一個案例裡面的哥哥傷口會不會

復原，而且可能永遠都不會知道。

家事庭很沉重，因為大人的一舉

一動不論是否有心，都有可能傷害到小

孩子，也因為這樣，更顯得家事庭法官

的工作深具重大意義，我知道不能跟這

些小朋友說我能體會你的感受這種話，

因為這種話對真正處在當下情況的人來

說，可能都只是一個沒有意義的句子，

我想除了他們的親人以外，任何人給他

們的安慰或許都只是隔靴搔癢，我想我

們能幫助他們的太微小，只能盡力幫他

們找到或許是現在最好的方法，同時也

盡力的喚醒他們的家人，或許，有這麼

一點的機會可以讓他們家人看清楚自己

到底做了些什麼。  

每個職務在各個階段都有很多不同

且需要注意的地方，剛開始接觸實務的

我們，其實真的很難在一開始就知道如

何保持空白心證，很多事件也常常被當

事人的情緒牽著走、受當事人影響，在

家事庭中與關係人溝通以及與指導老師

討論的過程中，深深感受到家事庭不僅

是在法律上的專業，還有指導老師對每

個案件當事人的重視，雖然只有兩週，

卻覺得對我影響很深遠，在家事法庭看

了這麼多案件，真的很衝擊也很沉重，

也真的覺得我很幸運。有人說家事庭就

像是在看某電視台八點檔永遠演不完的

泡沫劇，原本坐在法庭裡面的我思考

著，如果現在我是要在這份判決或裁定

上蓋名字的人，是不是還能這麼輕鬆地

看這齣戲呢？所以我也很佩服我的指導

老師，也因為老師用心的安排讓我可以

在短短學習時間裡面接觸到各類型的案

件，還讓我有機會參與親職講座、調解

庭，以及聽家調官分享處理案件上的流

程及心得，也深深感受到家事庭之所以

與一般民事案件分流的必要，除了法律

上的專業分工以外，對於各案件所要追

求的目標也與一般民事案件不同，當然

在處理的手法上也會不同，而當我們知

道有多少工具可以使用的時候，才能知

道怎麼樣子才是對當事人最有利的方式。

每當看到老師想盡辦法幫當事人

想出最適合的方法的時候，或是覺得當

事人因為老師的勸說開始軟化不再這麼

強硬的時候，都覺得社會又多了一些溫

暖與愛。我想，法官並不只是在處理一

個案件而已，看著指導老師對每個案件

的重視，耗費的心力，反而像是在陪著

一個人成長，陪伴他修復或者是維持

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家事案件繁複且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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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卻與每個人的人生息息相關，不管

是在人生的哪一個階段，都很有可能經

歷相關的問題，而不得已必須到家事法

庭來，真的覺得家事庭的工作很偉大，

也覺得能夠向指導老師學習如何柔軟的

處理包藏在專業裡面細膩情感，是一件

很有意義的事情。指導老師也跟我說，

法官的生活就是日復一日的在做辛苦的

事情，尤其是家事庭更是每天不斷上演

荒謬的戲碼，所以一定要在裡面找尋到

自己的成就感，短短兩週內我看到了很

多家庭的黑暗面，但也感受到很多人性

其實只是暫時被憤怒蓋住的陽光面，審

判者能做的好像不只是一個決定，而是

可能在這些程序過程中一起帶領當事人

放下這些過去，重新開拓新的人生，或

許，能夠在家事庭沉重的外殼下，翻開

包藏在裡面的希望，就是堅持繼續做這

份工作的力量吧！

參、公訴檢察官之矛盾

在以前在電視上看到的檢察官鏡

頭通常都是上演在法庭的活動，所以一

開始來到公訴站實習的時候覺得特別興

奮，總是會幻想什麼時候可以在法庭上

當場抓到證人作偽證，然後看著啞口無

言的被告，再轉過頭去跟庭上說「沒有

其他問題了。」所以在要訊問證人的案

件開庭前都更加期待。然而，真正在蒞

庭的時候，只有少部分的案件被告會極

力否認，但這種案件的審判庭往往才

是精彩可期，有時候還必須跟律師諜對

諜，你一來我一往不知道律師要出什

麼招，隨時要臨機應變，非常的刺激而

且也很考驗公訴檢察官的臨場反應，有

時候也會看到一些律師陳述著一些摸不

著邊際的話，或是問證人一些不知道可

以證明什麼的問題，看著指導老師與坐

在對面的被告及辯護人，兩邊彷彿在玩

遊戲似的，抓到時機就要異議或是抓到

什麼關鍵要立刻作筆記，將來要寫在論

告書上，再給被告來個最後一擊。對我

而言，很享受每次在「觀戰」的緊張氣

氛，雖然要進入公訴站之前，很多人都

說公訴蒞庭會比較無趣，但我其實覺得

公訴站十分有趣。

然而，如果要用一句話形容公訴

檢察官，只能說公訴檢察官真的是一個

非常矛盾的角色了，這是我回想我進到

公訴站實習過程的第一個想法。

從進入學院受訓開始，一直以來

我們都被教導要秉持公正、客觀且獨

立的法律確信來處理案件，不論是在院

方、檢方，老師也都會特別跟我們叮嚀

這個原則，縱使檢方有所謂檢察一體，

但在個案上面無庸置疑的仍然具有其獨

立性。然而，公訴檢察官的角色很特

別，法官是品嚐菜的人，偵查檢察官則

是炒菜的人，這個說法想必大家一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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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那公訴檢察官大概可以用出菜的

人、又或者是說書人來形容了吧！偵查

檢察官準備好滿滿的菜，也要看出菜順

序怎麼樣安排、怎樣介紹菜餚才會讓品

嚐菜的庭上最有印象，給這盤菜打個好

分數，但是，如果當出菜的人都覺得這

盤菜不這麼好吃或甚至根本不應該端上

桌的時候，該怎麼辦？這也是我在公訴

學習的時候，內心常常有的疑問。

在學習的過程中，曾經有遇到一

些連自己心證都不是這麼確定的案件，

當我還在忖度要怎麼向指導老師詢問這

件案件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怪怪的時候，

指導老師可能也看出我的糾結，索性直

接問我是不是覺得這件哪裡有問題？原

來，老師心裡早就已經有答案了。

指導老師跟我說，很多案件其實

不一定要進到審理階段，有時候讓這個

案件直接處分或者是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才是更好的解決之道，甚至，有些案件

根本可能證據就已經不是這麼的充足，

在訴訟上也很難站得住腳，但是我們是

檢察官，我們的確本應要與偵查檢察

官站在同一陣線，將壞人繩之以法，所

以應該要著力在提出對被告不利的證

據去追訴被告，想辦法呈現如同起訴書

所載之犯罪事實，但是，就像你說的，

如果連你自己都覺得這道菜不太可口的

時候，該怎麼辦呢？我們只能時時提醒

自己，客觀性義務才是我們應固守的天

職，所以仍然要公平、客觀的看待這件

案件，必要時，可以去找偵查檢察官討

論，或許討論後兩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想

法，指導老師這麼對我說。糾結的我也

豁然開朗了，其實訴訟程序進行中，若

覺得偵查檢察官起訴不足的部分，公訴

檢察官在蒞庭的時候隨時可以補充，如

果真的覺得是對被告有利的證據，秉持

著客觀公正的義務，還是可以聲請調查

對被告有利的證據，除了追訴犯罪，還

原事實也是我們的義務，不應該被自己

的角色定位侷限住，畢竟，檢察官還是

要有利不利一律注意嘛！

原來，是我自己覺得檢察官坐在

被告的對面，才有這兩個角色是對立的

想法。

還好有到公訴實習，除了觀摩指

導老師閱卷、書類以及開庭的技巧外，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公

訴的時候想想偵查檢察官送上來的東西

在審判上是不是足夠，譬如說：偵查檢

察官在訊問的時候是不是有把細節問清

楚？有沒有把問題問死，讓被告、證人

無法翻供？或者是有沒有問到法條構成

要件，抑或者是足以定被告罪的關鍵？

因為公訴跟偵查真的是相輔相成，是否

有好的偵查作業連帶也會影響到公訴

檢察官蒞庭時是否能順利進行。如果分

發選擇檢方，通常也不會直接就進入公

訴，所以若要從公訴的視角看待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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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要上任幾年後才有機會去公訴組歷

練，所以也覺得在公訴站實習真的是很

棒也很有意義的經驗，能學習在不同的

角度看一個案件，也可以更深切的體會

到，未來如果是在偵查組時，要多思考

如何進行偵查作業，才最有利後續審判

中公訴檢察官的蒞庭。

有趣的是，結束了公訴站不久

後，就要開始到刑事庭學習，從院方角

度看到的公訴蒞庭，據說好像又會是另

一個故事了。

肆、結語

「當司法官最重要的是要有

顆體貼的心。」

之所以將體貼的心作為本文之結

語，主要起因是在第一階段學院上課時

期，有位講座在課堂上的一次小考，那

時講座對我們說，我們在學習階段學了

這麼多東西，但司法官最重要的其實是

要有顆「體貼的心」。對那個時候的我

而言，體貼是個很空泛的詞彙，到現在

第二階段實習也過了三分之二，我想體

貼這個詞不論是用聽、用看、用寫，都

還是一個空泛的形容詞，但是若是改用

「感受」的，卻好像又可以體會出每位

指導老師是怎麼樣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

詮釋「體貼」，我才瞭解，原來它可以

是這麼溫暖又溫柔的詞彙，而且是多麼

的容易，至少相較於法律專業而言啦！

回想我這幾個月以來跟隨指導老

師學習時所觀摩過的案件，有好多的感

觸難以用文字來形容，常有人指摘說

現在年輕法官是奶嘴，沒有社會經驗，

但我相信，能不能感同身受，能不能去

將心比心，是不是有同理心才是更重要

的，與年齡沒有絕對的關連。也可以不

諱言的說，我的確是進來後，才知道、

才看到人生百態，但法院、地檢署案件

量之大可以說是每天都在經歷一百種人

生，雖然說一年的實習、一年的受訓，

對於法律的專業是不可能學得完的，但

我相信師長們也不是以把各種類型的案

件帶我們跑一遍作為教學目標，更重要

的是要鍛鍊我們的專業能力去面對各種

推陳出新的問題，還有訓練我們的意志

去抵抗各種不同的衝擊，除此之外，學

習到更多的是同理心，因為我們幸運的

是這個社會上比較幸福的人，也可以說

是既得利益者，只要願意認真的傾聽，

只要願意付出更多的體貼，都可以拉近

與當事人的距離，也都可以真正的去替

當事人解決每個迫在眉睫的問題，這也

是我在實習階段最深切體會到的事情。

「法律並不是靠存在的形

態，而是靠他的精神在伸張

正義。之所以法律會存在，

是為了傾聽社會弱者的聲

音，同時，也為了避免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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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假象給掩蓋。」

這是我很喜歡的一段話，出自一

部以法官為主軸的韓劇，這是法官在庭

上對全部在庭的人所說的話，看到這一

段話，我忍不住按下暫停把這句話抄下

來，並且壓在我的桌下，時時提醒自

己，也期許自己在未來的路，雖然可能

會更加艱辛，但不要忘記此時此刻的感

受。老師總說，院檢學習會是我們在接

觸法律這個世界後最快樂的時光，院檢

學習一結束，代表的就是痛苦人生的來

臨，從回院後接踵而至的擬判大考、口

試，接下來一分發後，就是真正痛苦的

開始，所以現在是我們最快樂時光，也

因為這樣，更有心力認真的去感受這

些，所以才要我多去走走看其他法官的

開庭，也叮嚀我不要只用法律的眼光去

看每一件案件。因為這樣，我更珍惜在

實習的時光，可以真正沒有壓力的去體

會每一件案件，也相信這些過程，對我

們這些準備出茅廬的準司法官們，都是

一點一滴的養分。

我想，專業的部分是永遠學不完

的，而這一段實習的時光，對我而言影

響最重大的是我看到了指導老師對每件

案件的尊重及對當事人的態度，猶記得

在準備司法官口試那一年，參加模擬口

試的時候，曾有位模擬考官要我用一個

動物比喻司法官，我回答「獅子」，雖

然大家可能覺得獅子不是什麼太好形容

詞，但對我而言，獅子是一個令人敬佩

的動物，牠有著剛毅的外表，令人敬而

遠之的氣質，就像司法機關總是給人沉

重卻又深不可測的形象，但獅子卻又有

顆柔軟的心，就像木法沙永遠守護著辛

巴一樣。過了好幾個月的實習時光，更

覺得能比喻為司法官的動物非獅子莫屬

了，就像獅子肩負著守護家園的重擔，

未來我們也將正式出道面臨排山倒海而

來的案件，但相信在未來的路上，也能

夠像木法沙還有辛巴，不論環境多麼艱

困，勇者無懼，即便未來的路有多麼艱

辛，或有多少問題讓我們焦頭爛額，只

要靜下心來認真感受，一定可以找到

最好的解答，就像這將近一年的實習時

光，每一件案件帶給我的成長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