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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少家一道光－ 

專訪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鍾宗霖院長

李亭萱律師採訪整理      

他來自於臺灣東南端的屏東滿州鄉，恬

靜簡樸的大自然環境啟迪他的文學素養，他

曾發表過「屋角風鈴」，靈感就是來自兒時

農村記憶。他非常喜歡文學歷史，法律原本

不在他的人生選項中，然而猶如依山傍海的

滿州鄉匯集歷史、人文、觀光，蛻變成「臺

灣小瑞士」，集理性與感性一身的他，最後

成為一位為兒童、少年點亮溫暖心燈 1 的法

官，他就是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 下稱

高雄少家法院 ) 院長鍾宗霖！經由黃奉彬前

理事長熱情邀約，高雄律師公會非常榮幸能

訪問到鍾宗霖院長，當我們來到窗明几淨的

院長辦公室時，桌上早已備置熱茶、點心，

鍾宗霖院長一面熱情招呼我們，一面侃侃而

談他的生命故事！

生命轉捩點：從文學轉進法律

鍾宗霖院長從高中開始特別喜歡文學，

他多方接觸出師表、新詩、歷史文物典故等

等，非常期待大學能進入中文系、歷史系就

讀，大學聯考放榜時成績落於中興大學社工

系，惟鍾宗霖院長的父親以未來工作機會為

考量，建議並堅持鍾宗霖院長選填法商科

系，這對於鍾宗霖院長而言，要他放棄一

直以來最喜愛的文學歷史，去選讀未知且毫

無興趣的法律系，心中受到相當大的衝擊，

他為此糾結苦惱許久，也與父親發生小小衝

突，然而在經過天人交戰後，他選擇從善如

流，聽從父親的建議，選填法律系進入輔仁

大學法律系就讀。

一開始接觸法律時，鍾宗霖院長有些排

斥，然而在學習法律過程，鍾宗霖院長發現

教授以活潑生動的生活案例教導民法，例如

教授課堂中提出「鄰居芒果長到你家即將成

熟，不摘也浪費，掉在地上也腐爛，等幾天

會被小鳥吃掉，請問如何解決比較好？」、

「飼養的公雞穿過破舊籬笆，跑到鄰居家菜

田吃菜，又與鄰居家的母雞交配生蛋，其法

律關係如何？」等問題，說明果實自落於鄰

地等法律關係，此正與他自幼在屏東滿州鄉

1. 鍾宗霖院長，為兒童、少年點一盞溫暖的心燈兼談擔任家事庭、少年庭
法官的使命，司法新聲第 142 期，頁 10-1。

▲洋溢熱情的鍾院長 ( 胡高誠律師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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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田養牛養雞的農村生活息息相關，於是勾

起對於法律的興趣，因著教授以案例結合法

律的教導方式，他學習將抽象法律概念融入

他的農村生活經驗，漸漸地喜歡上法律，在

學校放長假時他就從圖書館大量閱讀接觸法

令月刊、台大法律叢書等，藉由讀寫摘要，

將法律種子深植在他的心中。

鍾宗霖院長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後應

考書記官考試，那年代通訊並不發達，放榜

時他父親特別以限時掛號請鍾院長打電話回

家，由父親告知考取書記官的好消息，鍾宗

霖院長遂於 77 年進入公務員訓練所受訓，

之後陸續擔任民、刑事、執行處、地方法院

財務法庭等書記官，並曾到臺灣省政府糧食

局歷練。在擔任書記官工作期間，鍾宗霖院

長仍不忘努力司法考試，80 年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及格，擔任過律師工

作，繼而再於 81 年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司法官及格，司法官訓練所第 32 期結業。

再次轉折：從普通法院到少年法院

鍾宗霖院長說到他之所以會從普通法院

進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2( 下稱高雄少年法

院 )的關鍵，第一就是他在擔任律師工作時，

看到指導他的律師前輩，對於貧窮付不起律

師費用的當事人，免去律師費所展現助人一

面，讓他感觸很深，而將憐憫助人的事存記

在心；第二，鍾宗霖院長於嘉義地院擔任刑

事法官初期，審理案件協助調解過程，體認

到調解能徹底止息紛爭之莫大好處，令他印

象深刻的有二件調解。其一是被告與告訴人

為透天厝鄰居，長年因小事摩擦而不睦，後

來被告因故毆打告訴人經以傷害罪起訴，鍾

宗霖院長閱覽卷宗時，感受到這件紛爭與自

己的生活相當接近，憶起兒時環境，村民因

小事爭吵，經過長者居中協調而握手言和的

場景，心想若這兩人繼續爭吵或打架，沒有

一方可以開心穩定過日子，居住品質也會降

低，更可怕的是兩人關係如此惡化難保不會

出人命，遂萌生為兩人調解的意念。鍾宗霖

院長於審理過程得知被告與告訴人，各在當

地住 12、16 年，兩人不合期間長達 2 年多，

鍾宗霖院長於是運用同理心，勸諭兩人是否

得以思考調解條件解決彼此紛爭，結果兩人

憤怒的心因鍾宗霖院長懇切調解而融化，進

而成立調解，鍾宗霖院長嚴正告訴被告，在

法院的調解，要基於誠信不能違約，被告點

頭如搗蒜欣然同意，最後由被告賠償告訴人

金錢，並承諾將來絕對不會再傷害告訴人。

鍾宗霖院長表示這件刑案能調解成功，心裡

感觸很深，不過他也很謙虛地說，也許是當

時他年紀比其他法官大而比較會勸諭調解。

其二是車禍案件，一位阿婆早上出門運動遭

被告酒駕撞死，阿婆的孩子們悲憤不已，被

告經起訴後由鍾宗霖院長審理，他再次展現

調解專才。當鍾院長勸諭調解時，被告首先

表示家境貧窮無法賠償，鍾院長不先與被告

討論經濟狀況，而係再次運用同理心，告訴

被告調解態度最重要，告訴人因母親在這場

車禍中過世，心裡相當悲傷，此時要先上香

致意，讓告訴人感受到誠意，接著再針對被

告所辯的經濟狀況提出建議，請被告先拿部

分款項當頭期款，其餘款項分期給付，被告

聽到這裡，覺得此方案似乎可行，就不再嚷

嚷沒有錢賠，此時反倒告訴人充滿怒氣，鍾

宗霖院長為撫平告訴人傷痛，請被告先向告

訴人道歉，再耐心地向告訴人分析調解益處，

即經由調解得以先拿到頭期款，其餘款項雖
2. 臺灣高雄少年法院 88 年 9 月 15 日設置成立，101 年 6 月 1 日將原屬於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之家事法庭，併入臺灣高雄少年法院，而成立臺灣高
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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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被告分期，但被告不付款時，法院調解筆

錄是有執行力，得以持法院調解筆錄執行被

告財產，例如扣押執行被告薪資等，如此一

來，告訴人得以保障權益無須另提民事訴訟，

鍾院長在分別勸諭後請兩人回去再思考調解

可能性。結果在下一次開庭時，令鍾宗霖院

長驚訝的是，告訴人其他兄弟姊妹都前來開

庭感謝鍾宗霖院長協助調解，使渠等不須再

提民事賠償訴訟，鍾宗霖院長於是想出在那

年代可以說是先驅之緩刑附條件方式，他告

訴被告一定要依照調解條件履行，若有違反，

緩刑會被撤銷需要服刑，同時他也對告訴人

說，你們與被告調解，除須承受痛苦，也是

作善事，這是偉大的，免去被告牢獄之災，

被告可以工作養家維持家庭正常生活，也是

幫忙到被告的家庭，兩方在鍾宗霖院長勸說

下，都放下了心中的重擔而成立調解。斯時

法院調解風氣並不興盛，書記官於開庭結束

後，非常好奇地詢問鍾宗霖院長為何這麼會

調解？鍾宗霖院長以幽默口吻回應：「因為

我當過律師」、「律師會幫忙協調」。經歷

這兩次調解，鍾宗霖院長說他心中真的非常

感動，因為在審理刑事案件過程中，他發現

被告遭重判後還是反覆犯罪，有時會讓他充

滿無力感，若審判工作能結合幫助人，會更

有意義，於是產生轉換工作環境的想法。

機會就這樣悄悄來臨，鍾宗霖院長於臺

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庭歷練 2 年後，再參加

少年事件處理法新制法官專業研習課程及遴

選通過，終於取得進入高雄少年法院任職之資

格，於 88 年 9 月 15 日調任高雄少年法院候

補法官。鍾宗霖院長在未受少年事件專業培訓

前，就很喜歡看文學、心理學書籍，並運用於

處理少年事件上，其中有一件讓他印象深刻的

少年事件為，一位少年缺錢吃飯搶奪被害人

皮包，搶奪過程中造成被害人跌倒傷痕累累，

鍾宗霖院長從少年調查官的調查報告中發現

少年在國小四、五年級曾有得過全班第一名的

好成績，這時他想起心理學畢馬龍效應 – 即

若覺得自己好就會往正向走，若覺得自己不好

就會往下沉淪，在個別會談時，鍾宗霖院長即

從少年在國小四、五年級的優良表現，鼓勵幫

助這位少年往正向走，繼而告訴這位少年說，

你的行為天理不容，要向被害人道歉賠償，這

位少年回答說：「我願意道歉但我家很窮賠不

起」，希望鍾宗霖院長原諒他，讓他回家，然

而鍾宗霖院長顧慮到少年的情況遂對少年說：

「你回去又不回到學校讀書，也不回家住」，

少年聽完委屈地說：「我回家只有阿嬤，監護

人是爸爸，但是爸爸在台北有女朋友，阿嬤又

不准媽媽來探視」，鍾宗霖院長於是體察到少

年的家庭困境，這是他第一次震撼到，並種下

希望將來能在這領域幫助孩子、家庭的念頭，

最後這事件以交付觀察6個月處理，鍾宗霖院

長最後仍耳提面命對少年說，將來若沒有去上

課、回家住，法官會請調查官到學校及家裡訪

問，法官會開庭裁定收容少年，督促少年回到

生活正軌。後來鍾宗霖院長經過專業培訓正式

走入少家一途，這一條路，鍾宗霖院長越走越

有興趣，亦越有成就感，他說：「這是很有意

義的司法助人工作，可以給我們心裡充滿著感

恩與正向的力量，在這裡很多社工師、律師、

心理師、醫師等等，都是我學習的對象，也造

就我能一直留在少家」，這也是鍾宗霖院長堅

定不離開高雄少家法院的原因。

創作「屋角風鈴」 

期盼喚起父母對孩子的關愛

鍾宗霖院長審理少家案件過程，有感



111111高雄律師會訊第 16 屆第 113 - 01~03 月

人
物
專
訪

於家庭的重要性，遂於高雄少年法院高雄少

年期刊 91 年 9 月首期創刊號，寫了一封給

家長的信「屋角風鈴」3，信中提到「如果

說我們的孩子像風鈴  那麼，親愛的爸爸媽

媽們，你們就是溫柔、慈愛的風  風不可停  

風停，愛會揚長而去  風不能亂 風亂，會

撥弄不穩的心情  只因為風主宰，而風鈴隨

行」，關於這封信創作心境、發想，鍾宗霖

院長說他擔任高雄少年法院法官時，深覺孩

子需要父母的關愛，由於他生長於屏東縣滿

州鄉，是農村子弟，家門外的木窗常常懸掛

一串串風乾的食物，微風吹來好似一串串風

鈴般脆耳，風鈴就像是孩子，

而父母就是那願意接納關愛而

吹響風鈴的春風，於是創作了

「屋角風鈴」，期盼喚起父母

對孩子的關愛，串起孩子與父

母間親情的關係，讓孩子有響

亮清脆的生命力。

律師擔任少年輔佐人 

的使命

鍾宗霖院長提到律師擔任

少年輔佐人的工作，除應提供

法律協助，確認少年有無被冤

枉外，還要協助促成少年的健

全發展，讓少年得以正常生活

遠離犯罪，這是少年事件處理

法第31-2條所明文規定：「輔

佐人除保障少年於程序上之權

利外，應協助少年法院促成少

年之健全發展。」。

鍾院長舉一少年事件為

說明，一位少年因偷竊機車遭

收容，少年初始供稱阿明將機車借他代步，

律師也想找到阿明為少年脫洗冤屈，經調查

後發現該少年家庭背景為少年的父親經商失

敗，導致夫妻離異，少年於父母親離婚後與

母親同住，少年母親不知從何時開始憂鬱症

纏身，因不堪母親長期在此病症發作時的責

罵，少年因而選擇離家，少年的父親來法院

開庭時，則係劈頭責罵少年的母親沒有好好

管教少年，還教到犯罪真是丟臉云云，鍾宗

霖院長驚覺少年父母親因離婚過程的不愉

快，導致雙方尚未放下，未原諒對方，仍處

於不滿不甘心的爭吵階段，加上少年的母親

罹患憂鬱症沒有就醫，與少年的父親離婚後3. 鍾宗霖，屋角風鈴，高雄少年，創刊號，91 年 9 月，頁 1。

▲鍾院長創作的「屋角風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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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不斷責難吵架等情事，鍾宗霖院長覺察到，

此時若讓少年回家，先前扭曲的家庭相處模

式將不斷重複，無法營造健全穩定的家庭生

活環境，屆時少年如又離家因犯罪而被收容，

少年的處境無疑是雪上加霜，此對少年非但

沒有幫助，反而可能將少年推向犯罪深淵，

於是與律師討論可以協助幫助少年的方案，

律師後來向法院具狀表示，在第三次律見時

運用很多同理、關照而能給予少年信賴的引

導方法，少年終於承認是他順手牽羊偷竊機

車的事實，並承認阿明是他所捏編，律師慈

愛之心油然而生，向鍾宗霖院長表示要一起

合作拯救這位不幸的少年，並常常去探望少

年，提供正向文章讓少年抄寫、閱讀及撰寫

簡單心得，經律師 ( 輔佐人 ) 批閱後，每次

都加註醒目且具肯定、鼓勵的文詞，再將讀

後心得轉交法院，以此方式共同合作引導少

年建立自信心，轉回正常生活作息遠離損友，

嗣鍾宗霖院長裁定少年 6 個月交付觀察，並

為少年尋找安置機構，也協商讓少年母親接

受專業人士的幫助，進行6次心理諮商輔導，

鍾宗霖院長每兩個星期前往安置機構探望少

年一次，少年調查官、律師幾乎每個星期都

去探望關心少年，在法院、律師齊心協作下，

促進少年健全的自我發展，不須在少年幽靈

抗辯中繼續尋找阿明！

艱困中看到曙光的案例

兒童權利公約第 9 條第 3 項規定：「締

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一方或雙方分離之兒童與

父母固定保持私人關係及直接聯繫的權利。

但違反兒童最佳利益者，不在此限。」，鍾

宗霖院長就此規定解釋說：「兒童權利公約

( 簡稱 CRC) 第 9 條第 3 項說公私機構團體

如果父母要離異，兒童有主體權，有與父母

不分離的權利，如經過司法認定判決離婚父

母不能共同行使親權，兒童有權利可以定期

單獨與未同住方安全快樂平安地得到應有心

理人格發展必要的父愛、母愛」，他並建議

承接家事事件的律師應了解兒童權利公約規

定，促使雙方當事人友善合作實踐親職，守

護兒童，確保兒童最佳利益。

鍾宗霖院長提到一件在艱困中看到曙光

的案例，法院 ( 包括調委、司事官、家調官

等 )、雙方律師充分合作確保了兒童最佳利

益，鍾院長笑說完成這件艱困任務，他及法

院團隊、雙方律師、調委應該都有心裡替代

性創傷，需要一起接受心理諮商才是！

這是發生在 101 到 104 年間的家事事

件，有一對夫妻聲請離婚，丈夫收入豐厚，

妻子離職在家教養小孩，兩人長期因細故爭

吵，妻子在這當中罹患有妄想症之虞，常常

覺得丈夫出門會與女人發生性關係，丈夫受

不了妻子的妄想，搬回與自己父母親同住，

後來妻子對丈夫作出相當激烈的各種報復手

段，舉凡行政檢舉、稅務舉發、刑事告訴、

民事訴訟等萬箭齊發，致使丈夫遭裁罰、處

分、起訴等。丈夫因妻子報復行為產生嚴重

的仇恨，也想出許多反報復的舉措，其中衝

突最嚴重的是要將妻子從現住處 ( 為丈夫父

母親所買的房子 ) 趕走，丈夫在訴訟中還經

常帶同父母親到妻子住處要求妻子離開返還

房子，結果雙方一言不合，發生嚴重肢體衝

突而衍生出許多民刑事訴訟。最可憐的是

二位年幼的孩子不僅目睹暴力，心中更是害

怕，惶惶不安，充滿分離焦慮。

這件家事事件雙方律師一開始純粹進行

法律攻防，提出相當多證據都是指責對方的

錯才造成婚姻破裂，斯時鍾宗霖院長認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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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要發揮調解的效能，他了解到雙方極為仇

視敵對，遑論友善合作實踐親職，雙方關於

與未成年子女的會面交往，受對方阻礙，非

常困難，鍾院長苦口婆心請雙方思考希望雙

方為了愛年幼孩子，給他們一個安寧和諧、

身心健康成長環境與氛圍，放下仇恨冷靜地

思考提出可接受的條件方案，鍾院長另請雙

方的代理人 ( 律師 ) 到法院協商庭進行協商，

鍾院長事前並做好完備的功課，提出本件促

進調解、雙方接受調解商談，可行性高且具

備平允方案的調解條款，並誠懇的告知雙方

調解方案對父母親、孩子的助益，調解歷程

中，雙方所委任的律師也頗能認同，而積極

加入勸說要雙方以保護孩子為最優先考量，

夫妻之間的事不要牽連孩子，如果一再互相

報復，對孩子心理傷害很嚴重，影響孩子人

格健全發展，沒想到某律師竟因此被解除委

任，令鍾院長相當難過。

「本件涉及的是婚姻生活不齊心的糾

結，心靈創傷問題嚴重」，鍾宗霖法官說

道，「這件離婚親權事件，雙方一直提出對

孩子忠誠度質問的錄音」。鍾宗霖院長認為

如此下去，孩子的心理受創、千瘡百孔，人

格發展會嚴重扭曲，於是與雙方律師再詳細

商談，請律師勸諭及帶領雙方事先商談約定

好類似法官裁定暫時處分之親子會面交往方

式，再記載於法院調解筆錄，雙方先依調解

筆錄所暫訂的方案進行親子會面交往，讓孩

子與未同住方父或母可以和諧、快樂地好好

會面，此乃涉及法官於裁判離婚時，應審酌

民法第 1055 之 1 第 6 款規定：「父母之一

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行為」之事項，即友善父母原則，

積極方面父母要促成孩子與父母親快樂見

面，消極方面則係父母不要阻撓。兩造律師

都相當合作並協助雙方先行協議親子會面交

往方式，鍾宗霖院長告訴這位母親說說：「人

不可能一生都很悲慘不順，也不會永遠平安

無事，我們也很同情你的處境，也想要幫忙

你回到平靜無憂的生活，希望你能打開心裏

的那扇窗，不要拒絕幫助，接納各種社政、

社會資源，這樣可以協助你修復心理創傷，

也可以補助你現在的生活經濟困境」，聽著

鍾院長的勸勉，這位為人母親內心的冰山逐

漸融化，心裡柔軟，不再只想報復，先透過

高雄少家法院的家事服務中心就業資源服務

站的轉介，協助母親再就業，讓母親經濟獨

立與生活穩定，生活的困境獲得協助，有助

於促進兩造友善合作實踐親職，雖妻子仍餘

留一絲怨氣要求丈夫給付龐大贍養費，妻子

委任的律師為促使調解能和諧成立，保護未

成年子女，用盡各種方法及規劃可行條件勸

她，仍無法使妻子改變心意，最後是從家調

官的報告中所提及一位妻子的重要他人，可

以與她溝通，這位貴人就是孩子的某科老

師，後來家事調解團隊透過家調官的外訪商

請這位老師協助安撫母親的情緒，並將為了

孩子身心健康成長的目標，請老師告訴母親

說：「你的孩子很聰明但這一兩年受到爸媽

吵架離婚影響，心理不安穩、起伏變化大，

無心學習，這時候你們做父母的要幫助孩子

可以開心見爸爸，快樂地跟媽媽在一起，讓

孩子不要憂慮」。以此方式引導這位母親將

焦點轉回孩子身上。丈夫這方面，鍾院長則

鼓勵他：「你是高級知識分子，高所得者，

受人尊重，有社會地位，收入穩定，錢可

以多給孩子母親一些，父母的房子取回來就

好，讓父母安心，至於夫妻爭訟中，為了報

復對方，所做的不理性舉措，為了孩子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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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健康成長，栽培孩子成為社會有用的人，

比糾結在仇恨中，更有意義，其實原諒對方，

就是原諒自己，把滿滿福報給孩子，才是人

生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事」。最後雙方成

立調解時，已是晚間 10 點多，調解條件為

丈夫給付妻子 200 萬元，頭期款 100 萬元，

餘款 100 萬於一年內分期給付完畢，孩子所

有教養生活費用，孩子的爸爸願意負擔，星

期一到星期五由父親照顧孩子，母親因工作

的關係則於星期六日照顧孩子，以此方式讓

孩子擁有一個穩定、安心充滿父愛、母愛的

環境，鍾宗霖院長結束調解時，用盡全身最

後力氣繼續增能雙方，稱讚雙方都是很愛孩

子的父母，調解過程願意為孩子包容忍讓，

是具有真愛的偉大父母，期盼今後雙方能真

正成為合作友善的父母，以維護未成年子女

的最佳利益。

講完這令人振奮的故事，鍾宗霖院長對

我們微笑說：「我怎能離開這裡的助人工作

呢，離開也要趕快回來啊！」，可見這件家

事事件帶給鍾宗霖院長非凡感動，成為他可

以繼續堅守在高雄少家法院的力量。

鍾宗霖院長另外也有感而發提到，韓國

民法曾有規定，夫妻協議離婚時，不能自己

到戶政機關辦理登記離婚，第一要向法院提

送審核親子教養計畫 ( 包含給付扶養費、就

醫、就學、補習等 )，及會面交往協議，贍

養費等，若協議離婚時無上開計畫及協議，

要請民間公益專業機構助協助，像高雄地區

目前也有 5 個民間專業機構提供「社區家庭

婚姻商談」服務，是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

補助，只不過是沒有強制力，韓國民法上開

規定保護未成年子女，及沒有資力生活的配

偶，臺灣未來應該推動同樣的修法。

令人揪心的少年案件

少年的工作繁雜又揪心，鍾宗霖院長分

享二個案例。第一個案例的少年，其年幼時

父親即過世，長年與母親相依為命，有很深

厚的感情，後來少年就讀國一時母親交往了

男朋友，但少年非常不喜歡母親的男朋友，

常以「那人」稱呼之，表現出不禮貌的行為，

母親為此相當苦惱，不斷斥責糾正少年，少

年不予理會、頂嘴，後來竟逃學逃家在外：

學習八家將、刺青、吸安等，母親對少年更

加失望生氣，繼續以打罵方式管教，後來少

年多次觸法被收容在少年觀護所，母親到觀

護所探望少年時，母親對少年說：現在你還

看得到媽媽，等你感化三年後出來，也許媽

媽已經不在了，就是這一句話，深植少年的

心中，改變少年思索離開觀護所、感化院後

要如何重新規劃人生。鍾宗霖院長與調查官

也常到觀護所關心少年，並安排少年進入誠

正中學，後來少年說要到台北堂哥家學習修

機車，調查官經過調查後，確認少年堂哥的

工作確實是修機車，少年於是在堂哥家生活

穩定下來。鍾宗霖院長每一次想到這少年，

都覺得造化真是作弄人，少年與母親原本

如此親近相愛，卻因母親有新的交往對象，

少年覺得愛被奪走而漸漸與犯罪為伍，當時

法院還請心理專家介入，協助少年與母親進

行漸進式修復關係，然而兩人心裡的結始終

打不開，鍾宗霖院長始終不放棄這位少年，

要求少年母親一定要去誠正中學探望少年，

以此方式牽繫住母親與少年的親情，最後母

親的一句話敲響少年沉睡的心，少年完成學

業也有正當工作，高雄榮總也幫忙少年除去

刺青，這是鍾宗霖院長經過多方努力下，使

少年成功轉型的案例，鍾宗霖院長為此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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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室的窗內與窗外」4、「媽媽的一句話」
5，分別刊載於諮商與輔導雜誌、高雄少年期

刊，寫完文章，閱讀幾次以後，鍾院長才學

習慢慢放下，就不會常常揪在心裡。

第二個案例的少年，是一位中學學生，

父親是公務員，母親是醫事人員，因父母管

教嚴格，竟持利器狂暴地要殺害母親，過程

很殘暴，後來母親對他苦苦哀求，他才放手

打電話請救護車救母親，這是殺人未遂 5 年

以上案件，應裁定移送檢察官偵查起訴，鍾

宗霖院長在開少年保護庭的時候，父親拒絕

到庭，家族的人也與少年斷絕往來，無人前

來探望，少年等於孤絕一人，當時法院讓調

查官、心理師進來協助，鍾宗霖院長認為這

案件應進行家族修復式司法，然而啟動修復

式司法之關係修復，要經當事人同意，少年

表示願意，但少年父母到庭時，少年的父親

非常生氣，表示無法原諒少年的行為，母

親的傷尚未完全復原，也不願原諒少年，少

年說外公外婆有偷偷到少年觀護所來看他，

鍾院長又請少年的外公外婆到庭協助，但是

少年外公外婆很無奈表示家庭演變如此很悲

哀，不知為何少年會將母親打成那樣，也擔

心少年出獄後又變壞，因為這件少年保護事

件要啟動修復式司法修復親子關係遭拒絕，

而無法正式啟動，鍾院長即將案件裁定移送

檢察官偵查起訴殺人未遂罪。案件起訴後，

開少年刑事庭中，鍾院長請修復促進者協

助，並在刑事法庭雙面玻璃觀察室，觀察、

評估本件有無可能說服少年的父母接受親子

關係之修復，最後促進者提出評估為少年父

母恨意甚深，在這階段還是不適合進行修復

式司法程序，鍾院長繼續糾心地審理本案。

奇蹟在最後一庭發生了，當天鍾宗霖院長進

行審理程序，主任檢察官看過少年調查官

的量刑辯論資料調查報告後，當庭責備少年

說，不管何人生命是最珍貴的，家人更要有

倫理與愛，父母管教縱使較嚴，也不能殺人，

天理不容，認為少年犯行，不宜判太輕，鍾

宗霖院長也對少年說，從一開始接案起，覺

得你沒有反省，作出天理不容之事，不能原

諒，若在明陽中學沒有好好反省，認真讀書、

學習技術考上證照，代表沒有反省，且也要

定期接受輔導室的輔導，少年點頭說好。開

庭結束後的下午，鍾宗霖院長接到主任檢察

官的電話，主任檢察官告訴鍾院長說開庭結

束後，她留下少年父母親並告訴他們：「法

官已為你們執行正義，不管你們要不要這個

孩子，也要讓孩子獨立不要危害社會」，進

而詢問少年父母是否同意啟動修復式司法，

母親的心頓時柔軟下來，表示若孩子表現良

好，她願意嘗試修復式司法，一年後少年母

親就跟主任檢察官說，若孩子有進步，她願

意接受修復式司法，鍾院長於是發交少年

保護官每個月去看少年，蒐集輔導資料。

一年後少年母親願意進行修復式司法，場所

就在明陽中學，鍾院長並前往明陽中學鼓勵

少年，也向少年母親表達她是一位很勇敢、

充滿愛的母親，遭遇這樣的事情很難讓人忍

受，別人做不到，她都做到了，以此方式鼓

勵少年的母親，這件殺人未遂的案件，經過

院、檢及明陽中學的努力，終使少年有正向

改變，母親也同意進行修復式司法，少年與

母親的親子關係，透過促進者及明陽中學輔

導室老師一起協助而有了正向的進步，這件

也是令鍾院長揪心許久的案件。

4. 鍾宗霖，諮商室的窗內與窗外，諮商與輔導，第 251 期，2006 年 11 月
5 日，頁 61-62。

5. 鍾宗霖，媽媽的一句話，高雄少年第八期，2006 年 6 月，頁 58-61。



116116 高雄律師會訊第 16 屆第 113 - 01~03 月

人
物
專
訪

紓壓放鬆  繼續深耕

鍾宗霖院長表示在處理完工作後，當下

常常會茶飯不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為了

讓其他法官下庭後解憂紓壓，於是提供手沖咖

啡、康福茶、牛蒡茶、黑芝麻泡飲、粥品等，

可以暖心暖胃，鍾院長說他另一個心願就是建

立室內庭園，能種花草、設置搖椅，建構紓壓

環境，給少家法院全體同仁心理支持，充滿愛

的能量，目前這個夢想還在建構中。

另外處理家事事件、少年事件，會產生

替代性創傷、負面情緒，鍾宗霖院長說他的

紓壓方法，第一就是運動、爬小山、散步、

游泳、慢跑、打羽球、打棒壘球、騎腳踏車

等，連假與太太健走、森林漫遊，都會很快

將壓力降下來。鍾宗霖院長也提到他就讀美

和中學初中部時，認識他最喜歡的青棒球

員 – 李居民、徐生明、趙士強等人，常到球

場看他們打棒球，他也幫忙撿球，後來他們

送他舊的球及手套，他就與同學互相傳、丟

球，漸漸喜歡上打棒壘球，就讀大學時還有

參加快速壘球的社團，也建議高少家法院王

光照前院長成立壘球隊，以增進同仁情感及

身心健康，鍾院長表示在所有運動項目中，

他打得最好的是棒壘球，其次才是羽毛球，

由此可見鍾院長對於棒壘球的熱愛。另外鍾

院長也提到他在騎腳踏車時，體會到爬坡時

需要全神貫注，只會聽到自己的呼吸聲，不

會想其他的事，在騎到最高處時，腦中煩心

的案子立時消失不見，原來這就是鍾院長紓

壓的最佳秘訣！再來音樂也是鍾宗霖院長的

抒壓方式，聽著音樂腦中會出現很多畫面、

很多思考，這讓他聯想到小時候，舅公點煤

油燈拉二胡的情形，二胡聲音相當哀怨，整

個村落都聽得到，也許是耳濡目染讓他喜歡

上音樂，他在調任臺灣高等法院高雄高分院

時，曾參加薩克斯風社團，練習半年才會吹

薩克斯風，這也是他抒壓的方式。鍾院長說

到最後一個舒壓方式，就是花時間找熟識、

有共鳴的學長們，分享困境、瓶頸，與他們

聊一聊會發現案件可以有不同處理方向，心

不自覺就打開了，此外鍾院長在個案中運用

專家如調解委員、諮商專家，指定程序監理

人、家調官，在彼此分享中，了解他們的觀

察、見解、專業經驗；及所提出敏銳的焦點

問題解決方案；並召開各專業間的統整、分

工、合作會議，以取得共識。除可以讓有疑

惑的部分迎刃而解外，也逐漸淡化他對孩子

艱苦磨難處境的悲傷感受，不再那麼揪心，

而有助於釋放壓力。 

影響生命的一段話

談到影響鍾宗霖院長生命的一段話，他

不假思索地說，包含泰戈爾〈用生命影響生

命〉詩篇、聖經哥林多前書 4 章 8 至 9 節：

「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住；心裡作難，

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打倒了，

卻不至死亡。」、基督教詩歌「眼光」6：「不

管天有多黑，星星還在夜裡閃亮，不管夜有

多長，黎明早已在那頭盼望，不管山有多高，

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遠，心

中有愛仍然可以走到雲端。不管天有多黑，

星星還在夜裡閃亮，不管夜有多長，黎明早

已在那頭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

它踏在腳下，不管路有多遠，心中有愛仍然

可以走到雲端。誰能跨過艱難，誰能飛越沮

喪，誰能看見前面有夢可想，上帝的心看見

希望，你的心裡要有眼光。誰能跨過艱難，

誰能飛越沮喪，誰能看見前面有夢可想，上

6. 作詞曲為天韻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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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的心看見希望，你的心裡要有眼光。哦！

你的心裡要有眼光。」、美國年輕桂冠詩人

Amanda Gorman 於美國拜登總統就職典禮

上朗誦的詩文〈The Hill We Climeb〉：「天

剛亮的時候，我們問自己，在無盡的陰影中，

何處能見到光明？只要我們夠勇敢，光就在

那；只要我們願意，我們就是光」等，都能

給予他很多力量，心情低落時，讀一讀可以

一掃陰霾，比較不會有挫折感。 

少家新目標措施

鍾宗霖院長說高雄少家法院有親子關

係、婚姻關係、哀傷失落諮商，另外由於法

律規定有侷限，當時設計的空間不足，最近

增加一間親子會面室，採休閒露營風，孩子

們都很喜歡，可以作為休息室，也可以作為

親子會面之用，如有法官依憲法法庭 111 年

憲判字第 8 號憲法判決，給予未成年子女陳

述意見機會時，也有溫馨室、會面室可以運

用。另外家事大樓一樓空間擺設設計很有意

義，寓意著家庭中孩童、少年、成年、結婚、

老年的各階段，地上鋪設人工草皮，放置許

多小玩具，營造溫馨友善氣氛，可以穩定開

庭民眾的情緒並紓解壓力。

鍾宗霖院長提到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建造

設立全國性免費使用的親子會面中心，以解

決分隔兩地的親子會面問題，會面的部分區

分學齡前、國小、國中、高中，也可以進行

小團體、一對一哀傷失落諮商，這部份希望

能籌募民間團體進駐，另外也要設置可以容

納 200 到 300 人的國際會議廳，配置可以切

換語言的耳機，俾利學習世界各地的專家來

臺交流分享少家經驗。

鍾宗霖院長話鋒一轉，提到韓國首爾家

庭法院首席家調官曾介紹一件濟州島發生的

殺人事件，一對夫妻離婚後，未成年子女的

親權由女方行使，男方可以定期探視，嗣兩

人約定在濟州島進行探視，讓未成年子女感

受到全家同遊的氣氛，未料男方到達濟州島

的晚上就遭女方殺害，此事件造成韓國社會

輿論譁然，韓國司法部因應該事件，依兒童

權利公約保護兒童的精神，決定在每一個法

院旁邊都要設置免費的親子會面中心，由家

事調查官擔任接案的個案管理員，當事人在

離婚前、中、後，遇到障礙的會面交往時，

均可申請協助，以首爾家庭法院而言，就聘

請 23 位心理兒童專家進駐協助，會面交往

過程不能作為訴訟證據使用，才能讓孩子與

父母親秉於真實而進行會面。另外韓國首爾

法院也要設立全國性會面交往中心，任何人

無論住所設於何地，均可到首爾法院申請會

面交往，硬體設備的部分包含有廚房，讓父

母親與未成年子女一起作飯，戶外也有打籃

球、羽毛球、乒乓球的場地，以促進親子關

係，鍾院長強調以上是進步的作法，反觀我

國還在進行會面交往的強制執行，應該加緊

腳步跟上完善各項措施。

鍾宗霖院長提到另一項新制度就是即將

於 114 年 7 月 1 日實施之家事法庭專家參審

程序，決定精神病人是否要強制住院 60 天

或改為強制社區治療，目前指定高雄少家法

院、屏東、台中、桃園、新北等法院進行，

高雄少家法院未來也將設計獨立空間，以處

理這類案件。鍾院長舉例說明，社區如有發

現疑似精神衛生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定

狀態之人時，先通報「119」消防機關處理，

依精神衛生法第 48 條第 2、3 項規定，消防

機關如發現該人有傷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

非管束不能救護其生命、身體之危險，或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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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他人生命、身體之危險時，應通知地方主

管機關即時查明回覆是否屬第 3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之精神病人，經查明屬精神病人，

應即協助護送至就近適當醫療機構就醫，被

護送就醫之人經醫療機構適當處置後，診斷

屬病人的話，應轉送至地方主管機關指定之

精神醫療機構繼續接受治療。另依精神衛生

法第 59 條第 1、2、4 項規定，嚴重病人經

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但嚴

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的話，地方主

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緊急安置期間為 7 日，並交由二位以上地方

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在嚴重病人進入醫

院之 3 天內實施強制鑑定，強制鑑定結果如

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

見，若係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

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

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與其保護人之意見及

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法院聲請裁定強制住

院。精神衛生法第 62 條第 1 項規定，與律

師職務有關，也就是嚴重病人在緊急安置期

間，沒有委任律師為代理人的話，應由指定

精神醫療機構通報中央主管機關提供必要之

法律扶助。非訟的部分則係規定於精神衛生

法第 70 條第 1、2 項，當嚴重病人無非訟代

理人，法院認為有必要時，得為其選任律師

為代理人，嚴重病人如無代理人或法院於審

理程序中認有必要，亦得為其選任程序監理

人，程序監理人的報酬得由國庫支付。鍾院

長建議將來承接這類案件的律師，最好先上

過專業課程，為此他分享了精神科醫師在授

課時提到思覺失調症的治療病程，思覺失調

症通常會一直復發，須在精神科進行包括服

用及注射藥物、職能治療、臨床心理師的方

案治療、護理師團體型的活動等五種治療，

一年後才能轉到精神醫療的看護之家，從而

律師若能充分認識了解精神疾患從發作到治

療的過程，就可以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AI 對家事事件、少年案件處理之助益

據自由時報報導 7，愛沙尼亞宣布一項

創舉，要讓AI機器人擔任法官，經培訓後，

可處理少於七千歐元（約廿四萬五千台幣）

的案件，AI 法官的判決具法律約束力，若不

服判決，還可向普通法院的「人類法官」提

起上訴，我國司法院也利用數位科技建置 AI

量刑資訊系統，提升量刑的公平性、妥適性、

透明性及可預測性 8，鍾宗霖院長就 AI 對於

家事事件、少年案件處理之看法，乃認為 AI

能輔助節省人力、物力，減輕整理例稿方面，

但不能完全倚靠 AI，因為個案不同，難以量

化、統一化、格式化，以 AI 整理事實可以，

惟諸如判決心證理由、社會教化可能性等，

都不能借助 AI 達成，法官的判決還是要讓

人民感受到溫度。    

對於律師的勉勵

鍾宗霖院長說，他非常感恩在審判工作

中，有共同合作的律師，能一起維護少年權

益，因此他認為律師在少年輔佐案件或攸關

未成年子女的家事事件，除職務上要保護當

事人、證據主張外，還要注意觸法孩子須保

護性事項，例如孩子是否需要就學、隔離毒

品、安置機構等，建議律師與法院合作，健

全少年人格發展。另外家事事件中涉及未成

年子女，要集中未成年子女權益、健康成長，

以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長的方向鼓勵父母，先

7. 自由時報，他山之石》愛沙尼亞研發 AI 法官以色列 AI 律師完勝人類，
2019 年 8 月 6 日報導。

8. 司法院 112 年 2 月 6 日發布之新聞，網址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87-806741-d6471-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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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鼓勵的方式，例如可鼓勵同住方說，他

( 她 ) 將孩子照顧得很好，他 ( 她 ) 才會信賴

你，相信你會幫助他 ( 她 )，再來慢慢鬆動他

(她 )。若有無法探視的情形，由律師、法官、

調解委員、調查官、司事官合作，盡量促成

先讓他 ( 她 ) 探視在法院安全地方與孩子會

面，讓他 ( 她 ) 們明白法院目標也是要讓孩

子健康成長，當孩子得到父母的關懷後，也

要適度給予孩子成長費用，讓孩子知道父母

在困境時仍然願意養育他，願意出點錢，對

方就會軟化下來，可以在調解中一起努力。

鍾宗霖院長表示高雄少家法院調解團隊

陣容堅強，每一位調解委員都是經過遴選，

參加訓練，各具有專業背景，受聘任前要接

受司法院所舉辦的專業訓練課程至少 30 小

時，在調解委員任期內，要接受司法院或各

法院每年定期舉辦的專業講習課程至少 12

小時，並且要依照法院的通知，參加相關座

談會，因此他強烈建議律師不要勸當事人拒

絕調解，或者在調解中輕易說出不調解的

話語，調解不成時先轉換和緩語氣說「今天

調到此回去再思考研究是否續調」，盡量鼓

勵當事人以調解解決家事糾紛，對於律師而

言，要在家事調解、訴訟程序中，協助雙方

當事人實踐親職、守護兒童權

益，並兼顧當事人權益，雖是件

不容易的事，不過律師與當事人

關係密切，知悉當事人最介意的

部分，律師只要尋找到關鍵點，

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為出發點，

互相退讓一下，應可圓滿協助解

決問題。

成為少家一道光

高雄少家法院於去年 11 月

18 日籌辦的兒童人權月的重要研習會議 -

「台日少年司法理論與實務之發展」，邀請

兒少人權代表參加並熱烈提問，落實對於兒

童人權的重視，正是鍾宗霖院長念茲在茲的

信念，他在訪談過程中堅定地表示：「在工

作上我最喜歡做的就是幫助迷途、家境困境

少年，走向陽光的人生」，如此熱忱有活力

的鍾院長，除了有一顆柔軟的心外，也樂於

學習，以身作則，在各種研習課程、演講活

動中，均可看到他與調解委員、法官、家事

調查官、司法事務官等共同學習的身影，他

傳承蔡文貴、莊秋桃、王光照、陳美燕等歷

任院長奠基高雄少家法院豐厚底蘊，並以實

際行動，凝聚共識，帶領全院同仁成為少家

一道光，繼續照耀守護兒少，建構和善家園，

展現高雄少家法院新風貌！

( 後記：感謝高雄律師公會黃奉彬前理

事長向鍾宗霖院長邀請專訪，也非常感謝鍾

宗霖院長撥冗接受專訪，並感謝胡高誠、楊

譜諺律師大力協助專訪。在整理本篇採訪稿

時，適發生新北國中生在校園中遭同學以刀

割頸死亡事件，令人感到哀痛，期盼各界能

從家庭、學校、社會層面健全社會安全網，

以避免同樣憾事再度發生！ )

▲鍾院長與李亭萱、楊譜諺律師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