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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與本院舉辦「國民法官前進部落—秀林鄉部落模擬法

庭活動」新聞稿 

國民法官前進部落，齊心協力，為法發聲！ 

走進原鄉，種下法普種子 

3月19日的春日午後，花蓮縣秀林鄉「富世多功能集會所」的舞

台上，一張張長桌上鋪著太魯閣族傳統苧麻布巾，兩邊架設的電視牆

不時播放宣傳廣告，還有身穿藍色背心的陌生人，拿著對講機忙裡忙

外，開闊的場地擺滿桌椅，似乎有什麼大型活動正緊鑼密鼓的準備

著… 

沒錯，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國民法官前進部落」宣導活動，把法庭帶

到原民部落社區，挑選以原民持獵槍殺人未遂案件為藍本加以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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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國民法官法規定，在秀林鄉鄉民中抽選五位，東華大學法律系學

生抽選1位，共六位素人國民法官，與本院黃柏憲審判長、何効鋼法

官、邱佳玄法官一起組成合議庭，書記官、法官助理扮演被告、被害

人，加上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江昂軒檢察官、花蓮律師公會理事長許

正次律師分別擔任檢辯雙方，在簡易配置的法庭上，展開精彩的法庭

攻防。 

族語同步口譯，解說新制深入民心 

下午2時30分活動正式開始，首先進行國民法官制度講解，除了

安排本院刑事庭黃鴻達庭長穿上太魯閣族傳統服飾擔任解說大使外，

還特別邀請在地的吉洛哈簍克牧師以太魯閣族語同步口譯，除了講解

制度本質外，黃庭長也以「不能公平審判就不能當國民法官」為例，

讓鄉民了解，「不依照證據，只是因為他長得很兇，就要判他有罪，

就是不公平審判的表現」，加強鄉民信賴度，民眾最憂心的權利保障

上，他也再三強調，雇主不可以因為你要去當國民法官就對你做不利

的處分，個資部分也會嚴加保密，大家可以安心參與，透過一張張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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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靡遺的ＰＰＴ資料，黃鴻達庭長與吉洛哈簍克牧師合作無間，國語

與太魯閣族語交替傳達，娓娓道來，深入民心。 

罪刑評議，經驗交流，兼容法理情 

三小時的宣導活動，從新制的講解到案例的模擬法庭審判，在罪

刑評議階段達到高潮，台上素人國民法官糾結著「原住民都知道，獵

槍的槍口是不能對人的，這件槍口有沒有對人？」、「他們是朋友，原

住民打打鬧鬧的天性，今天吵、明天還是好朋友，很常見，應該不是

故意拿獵槍殺人？」、「獵槍平常怎麼會裝鉛彈、上膛呢？不合理

喔？」、「原住民拿獵槍打野貓、野狗，是不尊重生命？」，在傳統文

化習慣與法律規定間燒腦傷神，更為該判「殺人未遂」、「普通傷

害」、「過失傷害」推敲論斷，職業法官們在探詢關於原住民獵槍的裝

填方法，使用習慣之際，適時給予淺顯易懂的法律解釋，台下鄉民也

很較真，三三兩兩交頭接耳，輕聲討論，似乎也在心中下判決，當合

議庭宣判「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三個月」，大家才鬆了一

口氣，似乎忘了這只是模擬劇本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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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改革你我有責，新制上路，一起審判 

誠如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在活動開始前所說：這裡的族群組成多

元，也代表著未來的國民法官，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成長背景、生命

經驗及價值觀念，可以在法庭上一起溝通討論，讓判決更切和社會脈

動。 

林秘書長的引言在此次活動中得到印證，迎接2023年新制上路，

走入人群的宣導不能停。 

活動尾聲，為感謝協辦單位花蓮縣秀林鄉公所安排開闊場地、給

予充足的人力支援，花蓮縣警察局指派新城分局警力至現場維安，讓

活動圓滿順利，本院許仕楓院長特頒發感謝狀致意，對熱情參與的花

蓮縣秀林鄉鄉民們、不辭辛苦來到原民部落的司法院長官、臺灣花蓮

地方檢察署及花蓮律師公會嘉賓們、國立東華大學法律學系師生們致

上深深的謝意，最後不忘呼籲：大家都是司法改革的一份子，歡迎各

部落向法院提出申請，我們很樂意向民眾演練說明國民法官制度，展

望未來，大家一起努力，讓司法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