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陽光總在風雨後

阿揮家境清寒，與妻子獨立撫養3名子女，因車禍而行動不便，

長期失業，平日與妻子騎乘機車撿拾住家附近資源回收為生；一日，

騎車經過鄉內一空地，見波羅蜜樹長滿果實，徒手拔取3顆波羅蜜，

恰遇工作結束之地主阿哲，立即報警處理，阿揮相當驚恐，立即承

認錯誤並當場歸還，但地主阿哲認為儘管被竊取之果實價值不高，

但自陳非常厭惡不勞而獲的竊盜行為，堅持警方依法處理；轄區派

出所儘管知悉阿揮家庭狀況，但因竊盜行為，屬於刑法上的非告訴

乃論之罪，還是得依法移送地檢署偵辦。

在地檢署召開的第一次偵查庭中，承辦檢察官詳細地了解本案

經過以及雙方當事人之生活背景等資訊，檢察官發現地主阿哲在偵

查中時，了解阿揮的家境不好，生活上很困苦，偵訊中，表達願意

原諒阿輝的意願，但也認為此風(竊盜，儘管是價值很微薄的東西)

不可長，阿揮還是要對於自己的竊盜行為有所教訓，當庭表達希望

檢察官依法處理。

阿揮在偵查庭中頻頻向地主阿哲和檢察官表示歉意，但見地主

阿哲仍向檢察官表達要依法處理時，一度認為地主阿哲逼人太甚，

情緒激動，流著淚表示是不是要逼自己一家走上絕境，對方才願意

善罷甘休。

阿揮與地主阿哲在第一次偵查庭中，雙方最後不歡而散，但承

辦檢察官細膩觀察出地主阿哲並非訟棍，加以經濟環境不錯，對於

阿揮之家庭背景，也起了惻隱之心，但針對阿揮之竊盜行為，仍請

求司法機關給予訓誡懲罰；而阿揮，是個性情中人，開庭過程中頻

頻表示歉意，坦承錯誤，但見地主阿哲堅持要依法處理，也怕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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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哲提出高額賠償，家中經濟實在無法負擔，後續將面對司法追

訴，嚴重者，甚至要入監，離開妻小，才會當庭情緒激動，與地主

阿哲針鋒相對。經綜合考量本案性質、雙方生活背景、法益侵害等

因素後，評估本案或許適宜進入修復式司法，透過法庭外的對話，

兼顧彼此的情感修復，對於雙方當事人也是另種形式法治教育、柔

性司法的展現。1

檢察官於第二次開庭時，向雙方說明修復式司法之意義、概

念、流程等，雙方當庭均表示有意願參加修復對話。

本案交由促進者訪談後發現，雙方都是村內信仰中心(某宮廟)

的志工，只不過地主阿哲是屬於廟方重大慶典之出錢者，阿揮則是

每周六、日定期協助廟方清潔打掃之出力者，這讓地主阿哲非常感

動，也在幾次與促進者相談中，透露願意與阿揮當面聊聊，自己並

不是很在意那些波羅蜜果實，但希望阿揮對於自己的竊盜行為要能

真誠道歉與反省；而阿揮，其實在廟裡當志工時，聽過地主阿哲，

事業經營有成，也是村莊內的大善人，對於自己竊取行為，感到相

當抱歉，也給孩子做了不好的示範，相當內疚，也向促進者表達有

向地主阿哲當面致歉的意願。

阿哲與阿揮在約定的時間來到了地檢署，不是在偵查庭，是在

某個佈置溫馨的會議室，備著熱茶與小點心，讓原本看見彼此的尷

尬，瞬間化解不少。修復促進者，也是今次修復對話會議的主持人，

1本部99年於各地檢署推動修復式司法試行方案時，即以檢察官為修復案件轉介之主力，因
檢察官於訴訟過程中同時接觸案件當事人，知悉紛爭所在，將修復程序做為處理紛爭的另一
種選擇，或可減少當事人於訴訟過中產生之傷害；另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增列第248-2條規定，
檢察官於偵查中得將案件移付調解；或依被告及被害人之聲請，轉介適當機關、機構或團體
進行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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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向雙方說明修復式司法的意義與相關流程，特別澄清修復對話

並不影響檢察官的偵查作為，但會將修復過程與對話結果提供給承

辦檢察官，雙方都表示了解；而後，促進者感性地說明這段時間分

別與阿哲、阿揮聯繫拜訪的相關過程，特別提到雙方都是村內廟宇

的志工，大小活動，無一不與，阿哲、阿揮彼此相望，面露和善，

彷彿是向對方表示認同。

接著，促進者邀請地主阿哲講話，談談自己在此事件中的感受

與對於案件的期待，阿哲表示此次會堅持提告，不在於損失金額之

求償，甚至在知悉阿揮家境清寒後，也自我反省是否做得太過(報

警法辦)，但也侃侃而談自己小時候家境也不好，父母務農，省吃

儉用供應孩子念書，不料，一日家中遭竊，小偷把父母辛苦攢下的

錢偷走了，父母相當低潮難過，儘管報警處理，但遲遲未查獲歹徒，

父親最後抑鬱而終，所以對於竊盜行為非常痛恨。

在阿哲陳述後，阿揮起身向著阿哲深深一鞠躬，表示針對自己

貪小便宜的行為真誠道歉，說明自己不應該自認為波羅蜜的價值不

高，就認為阿哲堅持提告是小題大作，逼人太甚，自己這段時間也

想了許多，儘管自己家境不好，但人窮志不窮，實在不應該貪小便

宜，給孩子做不好的示範，也有愧於村莊內多位善心人士平日的支

持與協助，也表示願意坦然接受司法處遇，不會迴避責任，也肯定

阿哲願意原諒，並當場拿出1千元，做為損害賠償。

阿哲對於阿揮能夠反省自己的竊盜行為，表示肯定，也說明願

意原諒阿揮，同時也會收取阿揮的賠償金1千元，不在於金額的多

156



修復式司法案例彙編

少，希望阿揮能夠記取教訓，永不再犯；雙方在修復會議中，握手、

合影，同意達成修復對談。

值得一提的事，本案在後續追蹤訪談中得知，地主阿哲在修復

會談後，一次村莊內的廟會慶典中，透過廟方(阿哲知悉阿揮一家

是廟方長期扶助的家庭)，給阿揮一家包了一個大紅包，並邀請阿

揮協助田地內的簡單農務，並支付薪水。

帶著怨氣與怒氣來到地檢署的訴訟雙方，在開庭中，幾乎都

本能性地指摘對方不是，情緒高漲、針鋒相對，更是法庭常

見的畫面，但經細細梳理，才發現許多案件，爭的都是一口

氣、一個面子、一種感覺。而修復式司法搭建了一個平台，

讓訴訟當事人透過對話方式，表達犯罪事件對彼此造成之傷

害及影響，讓兩造當事人互相傾聽、真誠反省，承擔責任或

接受道歉；特別是提高了被害人的發聲機會，同時也讓加害

人深刻認知，自己的行為對於對方造成的傷害與損失，願意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種正向的修復關係，才能真正起到預

防再犯、重整復歸原有社會關係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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