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是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下

稱司改會）現任副執行長李明洳律

師。雖是律師，但更多時候，我的工作是為

司法改革個案救援、法案推動的工作找尋資

源，在人力、物力、經費上搭建公益事務得

以繼續推展的物質基礎的社會工作者，也時

常必須代表基金會對外受媒體採訪、接待外

賓。在這個對內承擔組織營運、對外與官方

有一定程度對抗性的角色之前，我的青春是

溫良恭儉讓、是在眾多優秀同學中甘於居於

幕後、是公開表達意見會需要花很多時間恢

復體力的風格。

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法律人進入社工所（一）

相較於法律系很多同學來自於律師、

法官世家，或是從小立志要當律師因此填選

法律系，我算是誤打誤撞考取。我唸法律系

的時候，正值律師錄取名額增加的時期，也

愈來愈多其他領域的同學畢業後來唸科際整

合法律研究所。因此，法律系學生如何在法

律學門以外，有其他跨領域的理解或甚至專

業，是一個滿普遍存在於同學間的話題。我

入學那一年，遇上了倡議十年以上的《家事

事件法》三讀通過，我記得當時上課時最大

的疑問，就是法律系課堂上輕描淡寫的「家

事調查官」或是「社工」究竟可以發揮什麼

功能？如何發揮？

後來我在社工所的碩士論文透過質量化

混合的方式，將20種針對子女最佳利益的考

量因素及5種專業互動模式進行編碼，並深入

訪談7位家事調查官，想要討論「子女最佳利

益」這個一般人也有素樸理解，但在法律裡卻

是重要要件的詞彙，在兩個專業互動下如何

形成，又如何影響了當代的親職論述典範。

寫了這個論文後，很多人以為我對「家

事事件」有興趣，但其實，我有興趣的是：

當法律要求或是賦予司法系統跟其他專業互

動的規則，且不僅是互動，而是要「參考」

其專業意見，實際上兩個系統的語言互動

時，是否影響了我們「如何回答」對於特定

概念的理解？而「子女最佳利益」只是剛好

在這個時間點上，選擇當成例子來分析。事

從法律到社工：走進不同世界
文‧圖／李明洳

2016年首次到香港參加亞洲精神健康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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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法律裡頭還有太多類似需要跨領域交

織理解的詞彙了。

比起問題的答案，我時常更好奇「如何

回答」，這樣的問題意識，是我在臺大最後

三四年裡最大的專注。這其實是一個滿純粹

的對於「方法論」的好奇心。我在台中女中

因為要完成人文社會科學班要求的小論文，

或是大學輔修社會工作學系的期間，培養了

模糊的對於社會科學方法論的理解，也明白

要回答「事實為何」，方法論的選擇，有時

也是研究者風格的選擇。

而這個「方法論」上的好奇，是我走

向社會工作研究所的原因之一。當初大三的

寒假，要考法律研究所的同學們很多，大家

都在找哪個學長姐的讀書會可以參加。雖然

法律研究所是有分組的：刑法組、民法組、

商法組、基礎法學組等等，但我對所有法律

學科都抱持著普通程度興趣。我也發現法律

研究所沒有課程處理實證研究的方法論，且

大部分的法研所論文仍是法釋義學跟比較法

為基礎，當時的我有點難以理解，這兩種方

法，要如何讓法律人了解自己是如何形成一

個概念或是事實。但同時，法律人又是對於

事實的詮釋有著極大話語權的一種人，這樣

的落差，在我的青春裡留下一個忌憚，讓我

沒有選擇參加讀書會。向來算是很從眾、鄉

愿的我，選擇了跟大家走上不同的道路。

如何走進不同世界：

法律人進入社工所（二）

另外一個走向社工所的理由，是法律

研究所並不用「實習」（更不用說法律系在

考上國考之前，只需要短短24小時的服務學

習，如果不主動參加法律服務社，法學教

育中其實沒有要求必須完成一定時數的實

習）。但出身中產階級家庭、又在主流文化

之中有相對多既得利益的我，對於許多創傷

或是壓迫的經驗，都是透過實證研究，看其

他人描述而來，在這樣既對實證研究方法論

一知半解、又沒有親身接觸當事人經驗之

下，要我貿然地相信自己能夠從事目標在

「助人」的法律工作，有點困難（但如果不

是想要透過法律工作「助人」，我想焦慮的

方向可能就不太一樣了）。相較之下，社工

所兩次實地工作，將近500小時的實習，我至

今都非常感激。
在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與全

球化研討會，結識來自中國和香港優秀的社會工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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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民間司改會，我也當過不少社工

實習生的督導。社工實習生會選擇來這樣非

社福的機構實習，時常都有特殊的迷惘，大

多對於傳統社會福利組織的直接服務沒有太

大興趣，也許多人後來確實在這裡認識更多

司法系統思考的方式，選擇踏上科際整合法

律研究所的道路。但我總跟他們說，民間司

改會的工作是搭建一個讓公益事務可以持續

開展的平台，義務律師們都是下班後用自己

的時間、無償地來幫忙，單純地希望臺灣的

司法可以更好，或是手上這些來申冤、申訴

的民眾可以獲得幫忙，而專職的組織工作者

能夠做的，不是「也想成為律師」，而是要

做支持及連結律師、志工、無辜者、家屬的

人。而作為組織工作者的心法與技術，我都

是在社工所學的。

在社工所，是我理解「組織工作」本身

就是專業的地方。即使社工許多時間投入直

接服務，或是像民間司改會，我們每年也必

須接收超過1500件的民眾申訴，但當第一線

工作者是在組織裡從事這樣的工作，在一個

改變鉅視結構的倡議目標下去調整挑案的標

準、協助的內容、處遇的目標，我們才不是

在「維穩」、「補破網」，而是真正在讓不

公平、產生問題的結構有所改善。

工作這幾年，在民間司改會每年接觸的

律師大概150到200位，雖然仍是佔目前全臺1

萬8千多個律師中的少數，但在這裡，不分世

代，透過實際參與或捐款，我深刻感受到有

些人對於個案救濟有強大的熱忱，有些人在

意的則是制度面的改進，也有些人心心念念

的是下個世代，因此對教育推廣更為投入。

看見這些願望、連結資源、讓這些人的努力

產生實質的影響力，就是組織最大的功能。

附記：再也無法踏上的香港

因為也才畢業7年左右，並不是很長的時

間。不管是臺灣社工界還是法律界，雖稍有

生態的變化，但也不是完全無法預料。但我

在社工所期間完全沒有料到的，是2019年香

港反送中運動之後大環境的變化。

社工所期間，我曾兩度到香港參加社

工相關的研討會。第一次嘗試投稿，是2016

年的亞洲精神健康會議（Asia Mental Health 

Conference）。當時，對於學術工作並不感

興趣的我，是抱持著可以順便到未曾到訪過

的香港走走的期待，在兩位學長的鼓勵下，

一起把我們在課堂的報告改寫成文章投稿，

分析了臺灣《學生輔導法》對高中輔導機制

的影響，也確實趁著研討會的空檔，搭了叮

叮車、去過蘭桂坊，走過不少雨傘運動曾經

《後時代革命》展覽，在民間司改會的台中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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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洳 小檔案

臺大法律系、臺大社工所畢業。短暫任職律師事務所後，於

2019 年進入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擔任專職律師，三年

專職律師工作包含冤案、監所案件、不適任法官檢察官監督案，

也參與了 318 運動後義務律師平台的動員與維繫。在個案協

助過程中，專職律師除了個案的處理，更重要的是要找尋倡議

的資源與可能性，在資源有限下連結各方，讓有能力貢獻者投

入。看似在擔任律師，身分認同卻時常更接近社工。2022 年底

開始擔任基金會管理職，並於 2023 年代表基金會到美國 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擔任訪問學人，更理解在臺灣公共事務

資源稀缺的環境中，要如何真正幫助到社會改變、讓世界看見

臺灣，十分不易，需要突破更多自己在性格上的慣性，站上第

一線，勇於發聲。

我的青春紀事我的青春紀事

佔領的街道，也去了香港理工大學見了曾

在臺灣實習的香港社工朋友。第二次造訪

香港時間比較短，是投稿了香港中文大學

主辦的社會福利、社會工作與全球化研討

會（Annual Postgraduate Research Symposium 

“Social Welfare & Social Work in Globalized Era: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隻身前往馬

鞍山，卻也因為沒有同行的臺灣旅伴，認真

結識了不少香港、中國優秀的社會工作者。

因此要說到社工所的青春紀事，肯定

是有香港的篇章。這可能也是為什麼，當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社交平台及媒體上

報導香港社工站上抗爭第一線的畫面，且就

在那些曾經踏過的大街小巷中，煙硝四起，

讓人特別感到緊張。運動過後，香港受到威

權壓制的情況未見好轉，2022年初，我協助

牽線，並從民間司改會、台北律師公會人權

委員會、中國大陸事務委員會、司法改革委

員會、律師公益事務委員會湊齊經費，包場

給律師們看《時代革命》這部紀錄片，片中

播到理大事件的畫面，看見曾經輕鬆走過參

觀的校園，承擔這巨大的悲傷，讓人特別唏

噓。

2022年，民間司改會的台中辦公室，也

與移居臺灣的香港攝影師高仲明合作，展出

《港傷》、《慢性港傷》、以及《後時代革

命》三套攝影作品，看見反送中運動期間、

以及其後香港人捍衞自由付出血汗與勇氣。

我時常在台中辦公室出入，也帶了很多人看

展。當時的我已經距離青春稍遠，也明白青

春裡的香港，我已再也回不去。（本專題策

畫／法律系陳韻如教授＆臺文所黃美娥教授

＆物治系鄭素芳教授&資管系蔡益坤教授&生

科院鄭貽生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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