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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人物篇 專訪第 16 任檢察長─林玲玉

司法官訓練所 ( 現更名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

第 18 期結業，曾任福建金門、臺灣屏東、臺

南、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法務部保護

司司長、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檢察署檢察長，在司法界資歷完整

豐富，並曾當選十大傑出女青年，以下是林檢

察長令人感佩且動容的司法生涯回憶。

民國 88 年 4 月 29 日，我來到檢察長生涯

第二站 - 屏東地檢署，雖然回到熟悉的故鄉服

務，但突然從編制六級之金門地檢署至二級單

位屏東地檢署服務，心中仍有些許惶恐、忐忑。

金門地檢署管轄區域僅有金門及馬祖，當時並

沒有派任主任檢察官，我擔任該署檢察長時曾

向法務部強烈建議，為該署積極爭取派任主任

檢察官，以利署務之推動，就在我調任至屏東

地檢署後不久，金門地檢署亦開始有派任主任

檢察官了。曾經有人問我，回到故鄉服務是否

會有人情壓力等包袱，我的答案是不會，因為

我個性謹慎保守，不喜交際，一切依法秉公處

理，公事公辦，故並無此方面之困擾。

當時屏東地檢署的未結案件數不少，在全

國地檢署排名數一數二，而且有些案件拖延甚

久，影響當事人權益至鉅，我的前一任即現任

檢察總長顏大和在任時，高檢署就曾指派一組

檢察官南下屏東地檢署指導，但當時屏東地檢

署的檢察官們對於辦案都滿懷抱負，對於追求

正義亦有滿腔熱血，認為上級不應干涉結案時

間，這在我接任前就已有耳聞，因此曾在心中

反覆思考，到任時應如何解決此問題。接任後

才發現屏東地檢署的檢察官雖然各有想法，但

都充滿使命感，我當時就認為勤於溝通是最好

的解決方法，我常跟檢察官們說遲來的正義不

是正義，雖然為了發現真實而造成案件遲延，

但仍應積極偵查，不應消極未進行。另外我也

善用主任檢察官之角色，我認為與檢察官建立

良好溝通管道是主任檢察官責無旁貸之工作，

感謝當時在任之主任檢察官方娜容、范文欽、

蕭博文及孫小玲等人努力地與檢察官溝通及提

供協助，大家互相研究後案件積極進行，也讓

檢察官了解雖然目前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處分

結案，但爾後發現新證據時仍可重啟調查，並

不影響正義之實現。在我二年任期內，檢察官

們花很多時間在努力清理舊案，使得屏東地檢

署未結案件數逐漸減少，慢慢地步上軌道，也

讓我深刻瞭解彼此互相信任之重要。

在屏東地檢署檢察長任內印象較深刻的檢

察官有劉俊儀、蔡榮龍、廖椿堅、何克昌等人，

我跟劉俊儀檢察官互動頗佳，猶記得當時他因

故申請留職停薪，我對他說如果未結案件留下

太多，不僅會造成學弟妹之困擾，亦有失身為

學長之風範，劉檢察官也有將此番話聽進去，

結案情形明顯改善很多。另外，蔡榮龍及廖椿

堅檢察官當時也都很努力地在幫忙結案，何克

昌檢察官則是非常認真，整天都待在辦公室，

對於辦案有一定的執著及堅持，我常跟他說制

度之創立是為了要因應全體，個人雖然很有使

命感，但身為群體中之一份子，仍要顧及組織

之運作及名譽，對於未結案件仍應抱持積極進

行之態度，不能讓案子躺在那裡延宕不進行，

否則遲來的正義就不是正義，很慶幸與檢察官

溝通無礙，互動良好，在我擔任屏東地檢署檢

察長二年的任期內，達成法務部要求清理舊案

的目標，也因互動良好，一團和氣，在我調動

前的聚餐，參加的檢察官頗為踴躍，令我感到

六、專訪第 16 任檢察長―林玲玉（已榮退）

任期：民國 88 年 4 月 29 日～ 90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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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署誌

相當溫暖。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臺灣發生了芮氏

規模 7.3 級大地震，當時在職務宿舍裡就寢，

因地震造成之搖晃過大，我還因此跑出宿舍至

庭院避難，內心疑惑著搖晃如此之大，震央不

知是否在南台灣，隔天新聞播報後始得知震央

位置係在中部地區，由於死亡人數眾多急需相

驗，惟中部地區地檢署相驗人力明顯不足，亟

需援助，本署即有檢察官義不容辭自行開車，

與法醫一同攜帶相驗所需相關資料前往支援中

部地區地檢署相驗，此種義行著實令人動容。

我曾擔任金門、屏東、台南、台北等地

檢署檢察長，均是該些地檢署之第一位女性檢

察長，我認為署務能夠順利推動之最大助力來

自於主任檢察官，檢察長如果能與主任檢察官

溝通良好，就能建立良好之制度。建立制度是

很重要的，但我反對檢察長上任後就新官上任

三把火，把前任檢察長所留下之制度很快地就

推翻，因為能夠擔任檢察長者都是一時之選，

不論對於事情之看法或處事原則均應有其個人

獨特之處，各任檢察長任內所建立之制度亦有

其道理所在，應該要入境隨俗，先澈底了解前

輩所建立之制度，並使同仁了解、接納你，上

上下下都從心裡認同你之後才能開始建立新制

度。除建立制度外，另一項重點目標就是人和，

但人和絕對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放任，記得剛

到任時，有一名執行科書記官經常遲到早退，

我找他過來瞭解狀況並告誡該名書記官，從事

該職務就應該好好地做，才能對得起自己及國

家，以前的種種就算過去了，但爾後若有同樣

的情形，我就一切依照制度來辦理，該同仁後

來就再無遲到早退之情形，該同仁有所改變之

後，其餘同仁也都能夠感到心服，所以有問題

就應立即解決，但解決之方法是對事不對人，

使當事人了解一切都是按照制度辦理，而不是

針對特定人。首長如果要追求人和就選擇放

任，那是不對的，尤其檢察官最不適合當處事

無原則之爛好人，處事應有底線。我在屏東地

檢署檢察長任內沒有收到任何一張黑函，因為

我凡事都是對事不對人，是針對問題來解決，

以如此之態度解決一事，就可以解決全部類此

之事，同仁們也會瞭解沒有特權存在，一切事

務均須按照制度規章來辦理。檢察官、主任檢

察官及檢察長的職務我都有歷練過，深深覺得

檢察官之任務就是將案件辦好，而主任檢察官

則應成為檢察官們之典範，不能隨意溜班怠忽

職守，至於檢察長更應該以身作則，因其位居

高位應為表率，全署同仁均會審視其言行，故

在我擔任檢察長期間，上班時間均比同仁早，

下班時間亦比同仁晚。

擔任領導者首要之務是帶人要帶心，然此

非一昧地討好對方，需有原則及底線。以前在

審閱檢察官送審之書類時常與檢察官們溝通，

結論如何我不干預，但推理過程如果無法說服

我，案子送到法院時要如何說服法官，在這方

面主任檢察官之角色亦更顯重要，應仔細研究

檢察官送閱之書類，而非流於形式之橡皮圖章

或蓋瞎章。在各項職務領域只要兢兢業業、竭

盡本能去做事，各種機會都會水到渠成，記得

我在高雄地檢署擔任主任檢察官時，當時的檢

察長鍾曜唐就推薦我參加十大傑出女青年選

拔，原因是我所寫的書類相當完整，我也是在

該長官任內直接升任高雄地檢署之主任檢察

官，當時從檢察官升任主任檢察官按慣例需先

至較偏遠之地檢署歷練，且同時有多位在偏遠

地區之主任檢察官在等待調回高雄地檢署，但

當時的檢察長鍾曜唐還是極力向部長推薦讓我

直接升任高雄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從民國 86 年派任金門地檢署檢察長，直

至民國 104 年退休，將近 20 年首長生涯，期

間僅有一年係被派任法務部保護司司長，其餘

均是擔任檢察長職務，很高興所到之處均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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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們互動良好，相處融洽，署務推動均十分順

利，該成果歸功於同仁們之鼎力協助，記得民

國 86 年，時任法務部部長廖正豪派任我至金

門地檢署擔任檢察長，這是我生涯中第一個首

長職務，在此之前，我從來沒到過金門，上任

的第一天我就帶著書記官長前往馬祖，我們先

從金門搭飛機到台北，再搭車到基隆，搭船至

馬祖，整個過程歷經陸、海、空三種交通工具，

是個難忘的回憶。

一個地檢署之運作，首長動見觀瞻，因為

上行下效，風行草偃，首長之一舉一動均受同

仁之觀察與仿效，故擔任首長期間，每天均在

思考如何建立良好的組織文化，如何圓滿達成

上級機關交付之任務，不能給上級長官製造問

題，此外亦不能故步自封，需持續追求進步，

時刻檢視，不敢懈怠，所以是很辛苦的，而且

檢察長處理事情應該就事論事，依法論法，不

能跟個人結私怨，在同仁面前一定講好話，因

為每位同仁必定有其優點，若稱讚其優點，使

其感到優點被發掘，其就會試圖表現出更多長

處，溝通之大門即可因此而打開。

現今民意高漲，人權議題屢屢被重視，因

此檢察官開庭時尤應注意開庭態度，雖然偵查

庭是不公開的，但問案態度仍應平和，對事不

對人，偵辦案件是依據證據，而非開庭時逞口

舌或怒罵當事人，因為被告所犯的是國家制定

之法律規範，而非你檢察官個人制定之法律，

而且檢察官與被告之間亦無仇恨，故檢察官辦

案時應詳閱卷宗，認真調查，對於被告有利、

不利之情形均需一律注意，至於案件終結之結

果則應視證據內容之多寡而定。以前我擔任檢

察官時，開庭最後都會問被告一個問題，就是

還有無證據要提出，此用意在於避免被告於法

院審理時翻供，擔任首長後，也常與檢察官分

享要有此種胸襟及態度，必須時時自我反省，

應避免僅會耍弄大陣仗，尤其強制處分權之行

使更要慎重，強制處分權猶如手中一把利劍，

前檢察長林玲玉

揮舞時應更加謹慎小心，否則傷人又傷己。

回憶過往，當時屏東地檢署之檢察官均具

有使命感，而且自我要求很高，無形中在同仁

間即可產生制約，此為屏東地檢署之一大特色，

亦期許屏東地檢署之資深檢察官能夠帶領新進

檢察官，持續維持屏東地檢署此一優良傳統。

前檢察長林玲玉就職時誓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