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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由一門在基隆八尺門的滅門慘案開頭，一名印尼籍漁工Abdul-Adl

殺害了「平春 16號」阿美族船長一家，其中還包含了年僅兩歲的船長

女兒，犯罪事實明確，罪刑重大，引起社會輿論大幅關注。而這名外

籍移工卻在犯案後態度冷淡，似乎事不關己，雖然如此，但整個事件

疑點重重，身為公訴辯護人的佟寶駒必須抽絲剝繭，找出其中的線索，

幫助 Abdul-Adl免於被判處死刑。在故事中巧妙地點出許多社會與人

性的討論與困境，幫助我們對死刑、國民法官、司法制度有更多的討

論，點出原住民、外籍移工、漁業在台灣的窘境，與思辨何謂公平正

義。 

  死刑的存廢一直是社會關注的議題，在本書中藉由角色自身的想

法，帶出死刑存廢的觀點，也許是臺灣社會目前民意還是偏向死刑制

度必須要存在，大眾對於死刑存在的理由較為熟知與認同，所以在書

中對於廢除死刑的敘述較多。在書中提到死刑具有不可回復性，直接

剝奪了生命權，且生命權是人權中最重要的，任何人都不應該去侵犯，

縱使是殺人犯，且任何判決都有可能誤判，萬一事實並不是大家想像

中的那樣呢，又或者是法官本身就有所偏頗，這樣的判決令人信服嗎，

再者，根據幾個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中的調查，廢除死刑並沒有導致

犯罪率的上升，所以死刑應該要廢除。在故事中，不只一次點出臺灣

社會的價值矛盾，「廢死聯盟曾經做過一項民意調查，臺灣民眾有將近

七成對司法公平性缺乏信心，七成五認為臺灣法律只保護有權有勢的

人，將近八成的人認為窮人比有錢人更容易被判死刑，『但是有八成五

的民眾支持死刑』」。在讀完這本書後，也讓我原本反對廢死的心有了

動搖，或許不應該待在反對廢死的同溫層中，應該要聽聽其他人的看

法與觀點。 

  在小說中雖然以幫助 Abdul-Adl免於被判處死刑為主軸，但也藉

由故事的推展去帶出其他的議題。看完後讓我重新思考一件事，真的

有人可以做到獨立客觀、不帶有任何偏見與自私地去評斷一件事嗎，



相信看完這本書後會跟我有同樣的疑問，那如果答案是沒辦法做到完

全的公正客觀，法院的判決還可以讓人信服嗎。雖然本書提及了許多

社會議題，不過在作者詼諧的筆鋒下，巧妙的以玩笑話或諧音梗讓讀

者閱讀起來比較沒有負擔，且使用許多組關鍵字貫串整本書，在越接

近結尾對這幾組關鍵字體悟越深。總而言之，本書頭尾呼應，輕鬆卻

又嚴肅地以一樁事件帶出許多議題與思辨，是值得重複回味咀嚼的小

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