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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匆匆，轉眼間到本署服務的日子已經將近 6 年，

在這不算短的日子裡，從很多學長、學姐身上學到了諸多

辦案技巧，也學到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記得初至本署

時，為了推廣高雄地方法院公證結婚精致化、戶外化業

務，高雄地方法院院長楊隆順及本署凌檢察長很貼心地為

職在愛河畔舉辦戶外公證結婚儀式，並於隨後搭乘愛之船

遊河時，在優美的薩克斯風伴奏下，楊院長及凌檢察長先

後高唱了一首歌曲祝賀，浪漫氣氛至今仍深感懷念。凌檢

察長在任時，不僅修建檢察官停車場、增設咖啡機及休閒

育樂之康樂室，改善同仁辦公環境，且在辦案時給予全體

同仁最大後援支持，當時本署可謂上下一心。97 年間，

凌檢察長因家庭因素調回台南高分檢，劉維宗檢察長接任

本署檢察長，經常對同仁鼓勵打氣，且不時致贈點心慰

勞偵辦案件有功人員。98 年間江惠民檢察長接任本署檢

察長後，積極改善檢察官辦公室環境，且常親至辦公室瞭

解檢察官辦案需求，並指導檢察官辦案，當時職承辦多件

影響民眾權益之民生案件，即幸得江檢察長指導相關注意

事項，江檢察長對案件往往一針見血，堪稱是法律學識豐

富、待人處世謙和之檢察長。99 年間邢檢察長接任本署

檢察長，時值選舉期間，邢檢察長展現強大查賄決心及魄

力，不僅責成觀護人積極宣傳反賄選，更從警方基層調動

60名警力，成立查賄專責隊，由檢察官作為查賄專責隊之

後盾，不僅使警方免於遭秋後算帳之壓力，而可在檢察官

指揮下積極展開全面查賄行動，且因專責員警可從各地派

出所直接獲取第一手之賄選情資，大幅減少以往偵辦過程

可能面臨之阻力，因此締造本署全國第一名之查賄成積，

可謂徹底端正南臺灣選風。再者，邢檢察長深知毒品乃社

會治安敗壞之根源，在其積極指導下，本署亦破獲史上最

大貨櫃走私毒品案件，查獲 498 公斤 K 他命。另外，在這

將近六年的日子裡，高雄地方法院黃國川庭長教導職待人

以「誠」的道理，94 年職初任檢察官時，年輕自負，自

視甚高，當時黃庭長問職待人處世是以「檢察官鄭益雄」

還是「鄭益雄」跟人交朋友，並告知職「爬上山也要走下

山」，令職頓悟謙卑的道理，也明白人生固然要努力追求

目標，但事與願違時也必須學習接受「命運」，不去怨天

尤人，如此才能活得「自在」，在工作上也才能保持當初

矢志擔任檢察官之熱誠及抱負，最後僅以「自在」這句話

祝福每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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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夏天，意氣風發的我來到高雄。剛結束為期

兩年的受訓蟄伏期，心想著：走路有風的日子就要開始

了。只是沒想到風還未起，第一個週末就為了一件妨害性

自主案件忙到清晨五點多還回不了宿舍。分發的第五天就

讓我在這裡欣賞日出，陪著一起的是一部剛接手的電腦，

以及一份剛出爐的起訴書。這時候看著新領的桌上名牌寫

著「檢察官」，感受到這三個字已不僅是權力的象徵，伴

隨的是更大的責任與無止盡的壓力。

在高雄地檢署將近四年的時間，每天的課表就是在工

作中獲得成長、在工作中發現樂趣，並且在工作中品嘗

酸、甜、苦、辣。在這裡我遇到最好的長官與最堅實的戰

友，假日加班時候經常可以遇到劉惟宗檢察長巡視辦公室

的身影。江惠民檢察長除了會親自核閱我們的書類，並給

予個別指導外，更是雄檢壘球隊的主力投手，只是經常得

靠自己的勝利打點才能贏得比賽。邢泰釗檢察長充滿旺盛

的精力以及無窮的創意，總是讓我們覺得跟不上他的步

伐。黃彩秀主任、葉麗琦主任、黃俊嘉主任及黃元冠主任

們，在我陷入手足無措的窘境時，告訴我在哪裡可以找到

明燈。當然，八卦消息的交流，也是不能沒有的。至於同

辦公室的詹美齡學姐與李政達學長則不時充當救火隊，尤

其是對美齡學姐而言，我就像是由她指導中的「實習候補

檢察官」！

「王俊仁命案」是我第一件指揮案件，也開始與司法

警察間的互動。指揮偵辦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為隨著

越來越多的磨練，一方面累積了自己的經驗，另一方面也

吸收了合作單位人員的經驗，當然包括錯誤與出糗的時

候。李昌鈺博士在「讓證據說話」一書中提到「管見」是

刑事偵查人員常犯的錯誤之一，雖然在學校的考試中經常

使用「管見」兩個字，以示謙虛，但是在李昌鈺博士眼中，

「管見」卻是刑事偵查人員常犯的錯誤之一。李昌鈺博士

認為：「刑事偵查工作最怕的是存著既定的想法，認定一

個方向，一頭就栽進去，完全不顧其他浮現出來的證據，

只是主觀地朝著既定的方向發展，不考慮其他的可能性。

這種辦案的態度被稱為『管見』，英文是『像隧道般的眼

光』（Tunnel Vision）。」這種錯誤將會限制辦案人員

的想像力以及客觀的態度。初任檢察官之時，難免出現管

見的錯誤，即便是在饒富經驗的刑事偵查人員身上也難免

發生，但隨著案件的磨練，可以降低管見的發生，但更重

要的是要有適時更正的能力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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