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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豌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專案助理

摘要

在多年的救援和倡議過程中，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關注死刑犯在監服刑

期間的基本人權保障，近年透過監所訪談計畫，希望進一步爬梳獄中環境和死

刑制度對於死刑犯在獄中身心健康的影響。目前大多數死刑犯已在獄中度過十

年、二十年，甚至有人長達三十年，且長期與外界社會隔離。監獄環境對死刑

犯的生理、情緒精神狀態產生不穩定的影響，時而求生、時而求死，甚至有輕

生或要求早日執行死刑的念頭，卻又等不到政府明確回應政策的下一步走向，

即便是《監獄行刑法》中所規定的權益也未必能夠落實。

本文首先從死刑犯在獄中度過最長時間的地方開始，探討了他們在監獄中

的生活條件，包括居住環境、活動限制、勞動權益和飲食狀況等。作為第一個

對近乎所有死刑犯進行大規模訪談的研究計畫，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社會

大眾和政府的關注和討論，從而改善長期服刑的死刑犯在監獄中的待遇。

關鍵字 
死刑犯、監所處遇、監所訪談計畫

壹、前言

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下稱廢死聯盟）召集了司法、精神、心理、社工

等領域之專業人員，針對台灣死刑定讞收容人與無期徒刑收容人進行訪談。這

個計畫於 2020 年底經行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會議通過，隨後與法務

1 本文採用的資料是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於監所訪談計畫搜集的資料，目前分析範圍僅限於死刑犯，

研究團隊未來還會加上抽樣的無期徒刑收容人訪談資料，分析、比較後才完成正式報告與建議。

報告預計在 2024 上半年完成，請大家關注廢死聯盟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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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協調，確認由矯正署協助進行。

我們從北到南、從西到東，跑了十幾間監所，不只和死刑犯與無期徒刑收

容人面對面探討長期收容的經驗，也透過機構問卷來搜集不同視角的看法。雖

然訪談尚未全部完成，撰寫研究報告也還需要時間，但藉由 2023 年 9 月 21 日

廢死聯盟和歐洲經貿辦事處、瑞士商務辦事處、英國死刑專案合辦的「尊嚴．

正義．生命權」國際研討會的機會，研究團隊發表期中報告，希望和關心這個

議題的國內外人士，包括政府、實務界人士交換意見，並期待對截至目前為止

的研究成果給出具體建議，也藉由《台灣人權學刊》這個平台分享死刑犯的監

所處遇狀況。

筆者實際參與了部分訪談，並閱讀整理 37 位受訪者之訪談資料。從受訪

者透過問卷與半結構式訪談中提到的監所生活概況，本文主要分為兩部分，一

是死刑犯目前受監禁最常見也最嚴重的問題――日復一日的居住壓力，包含空

間上的狹窄悶熱、室友相處的衝突困境、以及缺乏離開空間喘息的機會；二是

居住情況之外的面向，包括伙食、作業與活動以及教化與心理輔導等方面的實

際情形，淺談監獄裡對於這些死刑犯帶來的剝奪感。

貳、日復一日的居住壓力

在一點三坪大，兩個人，加一個上下舖，吃喝拉撒都在裡面，每天給你

三十分鐘下去運動，假日沒有，給你關二十年你會怎樣？

各個看守所實際的舍房坪數稍有落差，如台北看守所應是 1.86 坪；所有

的死刑犯都長時間和至少一位舍友共同居住在不到兩坪的空間裡。以下說明幾

項死刑犯面對的居住壓力，包含狹窄與高溫的狀況，以及無法獨居、必須頻繁

適應新室友的人際議題，和嚴重缺乏戶外活動與教化機會。

一、狹小空間和溽暑高溫的雙重壓力

舍房太小，空氣又不流通，送出來的風是熱的。裡面都比外面高兩三度，

光坐著都流汗。

空間狹小和空氣悶熱，是幾乎每一位死刑犯都共通提到的關鍵詞。

對於被認為身分特殊的死刑犯而言，超過十年的監所歲月中，不能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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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收容人一樣到工場作業；又因為戒護考量而鮮少被允許到其他空間參與監

所教化活動，大半時光只能以狹小的舍房為家。睜眼、閉眼都是蒼白四壁，洗

澡、如廁以及日常儲水都在舍房進行；無法對流的空間限制，讓居住條件更加

難熬。對北部監所來說，悶熱潮濕的空氣在冬季絕對是日常；對中南部監所來

說，酷暑下高牆內更甚的高溫如同酷刑。

這樣的空間感帶給「同學」（監所裡對收容人的稱呼）的直接影響，包含

有人夏夜輾轉難眠，有人身心備受壓迫。印象深刻的是，曾在訪談中遇到有同

學正好因那兩天夏日的高溫，熱到彷彿發燒，身體痠痛虛軟無力。近年來日益

嚴重的氣候變遷，使各國監獄越來越關注高溫災害，例如美國即出現有囚犯因

中暑和熱衰竭而死亡的案例。居高不下的氣溫，對所內的工作者和受刑人都是

一大挑戰。

二、人際關係挑戰和生活不穩定性

「人際關係很複雜、薄弱，你沒有辦法有一個正常人的社會化方式……這

樣維持。一來是環境的特性，因為來來去去嘛，像可能同房的一個禮拜換三個

人，那你要怎麼去建立交情？有期徒刑的受刑人，他們的心態和圈子跟我們完

全不同。我們即使不去歧視他們，可能都還被他們歧視、被他們嫌棄，就整個

跟以前的時代顛倒過來。他們也不願意跟你們「確定」的人有什麼太多交集。」

對這群不知道明天在哪裡的死刑定讞收容人而言，把生活過得穩定，是生

存策略、也是重要的需求。也許有些人會想，監所生活都要按表操課，比如開

封日的作息時間為 6:30 起床、7:30 吃早餐、8:00 點名、11:30 午餐、12:00 午

休、13:30 點名、16:30 晚餐、21:00 就寢――這樣的規律作息還有什麼不穩定

的？但誠如前項所述，一個禮拜當中，他們大多就只能待在不到兩坪的小舍

房，和另外一個室友朝夕相處，兩人之間的互動對於死刑犯的身心穩定至關重

要。然而，目前與死刑犯同住的通常是正在打官司、需常被借提出庭或刑期較

短的羈押被告；心境的不同，連帶生活方式也會大為不同，比如可能會喧嚷而

打破死刑犯原先在夜晚習慣的安寧，而監所管理員在戒護和管理上也會因為這

樣的流動性而多添變數。

「這兩天比較焦躁，因為我現在待的，那個場舍性質比較流動性，然後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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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主管他在管理上，不是像樓上那樣比較穩定，現在這個比較流動性，然後主

管在管理上常常就在那邊嘶吼有的沒的…。」

絕大多數死刑犯都曾提出希望提供單獨居住的選擇，或者將死刑犯獨立

（於其他一般收容人）收容。原因有三：一是避免短時間內需要與不同的室友

相處。因為長時間的囚禁使他們養成了維護清潔和固定秩序的習慣，對突發噪

音也更加敏感。室友頻繁更換經常破壞他們的日常慣性，進而造成他們服刑時

的身心狀態更焦躁動盪。二是管理上的限制。照理說，死刑犯和其他服徒刑同

學適合的處遇安排勢必會有所差異，但在混合居住的情況下，有些監所卻會為

了所謂的公平性，而取消死刑犯原有的處遇彈性，以單一制度來對待，限制了

原先能穩定死刑犯身心狀態的生活權益。三是經濟負擔。因為受刑人需要自己

負擔日常用品的開銷，而新進同學時常面臨還來不及添購物資的狀況，便會和

原舍友一起共用，因此讓經常遇到要出借生活用品的一些死刑犯感受到長期累

積的經濟壓力增加。

三、教化活動與戶外運動時間不足

（一）影響身心健康

「我們在這邊比較沒有辦法運動，在房裡，你說要伸展筋骨，地方太小。

每天關在房裡都關笨了。」

「有時候我想去中庭花園走一走，有時候在室內悶久了，也會想（接觸）

類似花草樹木，他們就是不會給我們這一塊，我們面對的全部都是硬體、沒有

生命的東西，感覺就是時間這樣過了，每天就是過得了今天，看有沒有明天，

給我的體驗就是，我有點厭倦監內的生活，因為一成不變，固定的型態，讓我

覺得，一天滿長的，甚至我會懷疑究竟在這裡有什麼意義。」

監獄扮演的角色，除了包含剝奪其人身自由的「懲罰」之外，更重要其實

是教化和矯正功能。對於大多數受刑人來說，填滿監所生活最大多數時間的，

就是工場作業，其次是如空中大學、才藝課程等教化學習活動。然而對於死刑

犯來說，如果政府只是把他們當成一群早晚有一天就會執行死刑的對象，就不

難理解到，儘管他們在獄中已監禁長達十年、二十餘年，他們的作息安排、教

化資源往往是最貧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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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開封」――意即能夠從監所舍房出來的日子，在一天 24 小時中，僅

有短短不到半小時，可以離開不到兩坪的舍房，到運動場活動。少數看守所可

以在走廊進行書法或國畫課程，但這樣的機會是不多的，一個月當中可能僅有

幾次。其餘的個人時間安排，無論是折紙蓮花這類的舍房作業，或是看書、寫

毛筆、活動身體，全都只能在狹窄的房間內進行。死刑犯在這樣一成不變的僵

化日常下年年老去，除了幾位努力地透過自己的飲食和生活紀律來維持健康和

意志，不少同學身心健康的惡化，都讓時常在和他們互動的廢死聯盟工作者感

到擔憂。

（二）只能虛耗時間，無法實質學習

「我關二十幾年，你如果給我二十幾年去學一樣東西我可以學到很專精，

但是就是把時間都浪費掉。沒有什麼可以去學的，除非自己學，那就變成自

學，他們沒有辦法提供什麼東西給你學，很可惜、很浪費時間。」

曾經在某個看守所接觸到當時的教化科員。聊到死刑犯的處境，他也只

能無奈表達：「看著他們也都乖乖、安靜的，好像只能等死，上面也沒什麼規

劃，我們也無法幫他們安排什麼活動或課程。」對於死刑犯來說，監獄除了監

禁他們的自由、約束他們各方面的自主權，並沒有任何正向功能。如果希望能

把握時間充實自己，往往只能在狹小的舍房看書、練字。有些同學在這樣的環

境裡積極刻苦地把自己的書法、國畫技藝練到非常讓人驚艷的程度，或是用小

小的英文辭典記憶單字。倘若這些時間能讓他們好好學習任何事情，無論是要

實質地賠償受害者家屬、或是回饋貢獻社會，他們都很樂意能有所作為和學

習，而非過著不得不坐以待斃的日子。

在 2022 年參與世界反死刑大會時，兩位分別來自肯亞和烏干達的前死刑

犯――彼特．歐酷（Pete Ouko）和蘇珊．淇古拉（Susan Kigula）――所分享

的經驗，讓筆者非常驚訝和印象深刻。儘管因著司法的不公而被判處死刑入獄

受監禁十餘年，這段時間裡他們的人生並沒有停滯，反而有機會攻讀法律學位

及考取律師證照，出獄後的他們能繼續貢獻自己的長才來幫助他人。這個「非

洲監獄計畫」讓人看見極大的曙光，在台灣正式迎來死刑廢除的那一天到來

前，能否好好看重死刑犯的受教育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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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除了人身自由受到監禁，被剝奪的還有哪些？

監獄學中有個重要的理論叫做「剝奪模式」，由賽克斯（G. Sykes）於

1958 年提出，認為監禁本身剝奪了人們的自由、自主性、安全感、物質與服

務、親情及異性。而我們觀察到，死刑犯在當前的監所環境中，被剝奪的還有

健康、工作權等；在監獄曾待過較長時間出來的前死刑犯，也都有牙齒、視力

等身體健康在這段年日中嚴重受損的狀況。

一、牢飯儘管免費，卻讓人難以下嚥又有健康疑慮

「我幾乎不吃他們公家的食物，因為他們的菜非常非常的油，我本身有心

血管疾病，我沒辦法吃那麼油，幾乎他們煮的我都不吃。我就有時候吃泡麵、

麵包或是餅乾這樣。」

「發現很多像我們極刑的這些人，牙齒啦什麼跟鈣質之類有關的都很不

好，像我牙齒也快掉光了，很多人牙齒什麼這一方面都是有問題。」

「我曾經在空心菜裡面吃到我們餐廳洗鍋子的那個鐵刷子…還有吃到外面

免洗筷的那個包裝袋，還有那麼長的鐵絲，我當時不知道，咬下去之後戳到上

顎我才把它拔出來，一拔出來就滿口都是血。」

當社會外界批評監獄裡的這群死刑犯浪費人民納稅錢、吃免錢牢飯時，事

實上，在監獄服刑超過十年的這群死刑定讞收容人，經常面對的是過於油膩、

重鹹或是無味的食物；而隨著牙齒狀況日漸惡化，能咬得動的食物也越來越

少。部分同學表達自己曾經吃到參雜鐵絲的菜或不新鮮的肉品，也有集體吃到

腹瀉的狀況。有些則無奈表示自己吃到都累積出心血管疾病與高血壓，為了自

身健康，有時寧可挨餓，也不敢吃監所提供的伙食。倘若想要吃飽、攝取營養

或吃得安心，往往需要仰賴自己的親友提供的會客菜，或是自購泡麵、麵包

等。較年長、牙齒退化的同學，因為經常咬不動監所烹飪的餐食，而必須仰賴

自己沖泡麥片。

會有這樣的食物，其實了解伙食費的預算後，就很好理解。從北到南，平

均每人每日的餐費只有 60 至 70 餘元；2 可想而知，能夠提供的餐點品質非常

2 2023 年 9 月 8 日，筆者瀏覽各看守所網站上最新資訊，台北看守所的伙食費平均每日僅 73 餘

元，台中看守所、台南看守所、高雄第二監獄每日 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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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當同學在膳食會議裡提出意見，也只會得到預算有限難以改善現況的回

應。且監內烹飪方式只能以大鍋爐的蒸氣烹煮，又要在有限的時間裡供應上千

人，先不論葉菜類的粗梗是否能挑得乾淨，光是要把菜的殘留農藥洗得乾淨都

難如登天。根據某位同學在所內的觀察，廚房工作人員多半是三年以下刑期的

受刑人，從基層工作如洗菜、挑菜做到第一線的煮菜，經驗往往無法有效地傳

承和累積。

二、戒護至上的監獄作風，壓縮各方面可能性

監所作為一個「全控機構」3，為了能夠掌握受刑人的一舉一動，以及因應

和處理所有突發事件，撇除近代安裝的 24 小時監控攝影機，剝奪了受刑人的

隱私權，有許多監所處遇也都是以戒護考量為最優先。但究竟哪些是合理的，

哪些應該有所改革，除了受限於監所整體人力本就長年不足，主要仍因獄政怕

出事的根本觀念，而難以改進。例如前面提到的獨居，在死刑犯多年來的爭取

中，他們感受到監方多半是擔心在沒有室友互動的情況下，他們有更高的機會

自殺，否則部分舍房事實上仍有空房，難以解釋無法為他們安排獨居的實質理

由究竟為何？筆者整理出以下幾個攸關戒護考量的處遇現況。

（一）死刑犯不得下工場作業、不得有更多空間活動

根據現行的《監獄行刑法》第 148 條，「死刑定讞待執行者，得準用本法

有關戒護、作業、教化與文康、給養、衛生及醫療、接見及通信、保管、陳

情、申訴及訴訟救濟等規定」。亦即，如同其他受刑人一樣，死刑犯應該也要

可以下工場作業，也要能夠有每日一小時運動的時間，且運動處所應安排於戶

外為原則，必要時才在室內。然而，這些法律上的規定，和實際情況對照根本

大相徑庭。監所往往以「沒這麼多戒護人力」為由讓死刑犯只有最低度的活動

機會。

「舍房作業他問卷調查已經讓人家寫到很煩了，從六七年前，就開始叫我

3 「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為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在 1957 年提出的名

詞，又稱為總體機構、完全機構，意指一個讓同一群人們受集體監控的機構，對外完全封閉，對

受限其內的居住者擁有掌控及支配的權力。著名的例子如監獄、精神病院以及軍隊。全控機構將

需要被改造的對象集中在一起，生活於對外隔離的環境中，透過全控制度將機構內成員再社會

化，以達成重新改造的機構設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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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寫這個問卷，我們寫說同意要下工場，因為畢竟工場活動範圍比較大，我們

可以走來走去，可是他始終只跟我們講說，你只能在舍房裡面摺蓮花，你想想

看，就像我剛才講的那種通風狀況，還有熱，在那個不到兩坪大的房間裡面，

你在那邊拿那個冥紙、摺那個蓮花，那些紙屑啦什麼全部都在房間裡面吹，誰

願意在房間裡面摺蓮花？」

以作業而言，各地看守所目前都只提供死刑犯在舍房內作業的選項，不僅

無法讓他們增加活動的空間，還會增加他們日常休息空間的混亂和不適，及因

著長時間坐在地上彎腰進行作業徒添身體負擔；且能作業的內容又是完全無法

累積技藝的機械性動作，每個月可以增加的作業收入還不過兩三百元。因此目

前實際有意願舍房作業的死刑犯寥寥可數。

至於運動方面，實際上各個看守所平時只會提供死刑犯到運動場三十分鐘

的戶外運動時間，有時還會因為各種如場地施工、疫情因素而直接禁止到戶外

活動。部分看守所還只開放在走廊而非運動場活動，而舍房的半小時運動時間

往往手一伸就撞到床，因此不只沒有實際落實死刑犯的運動權利，也導致他們

日照時間長年不足，影響身體健康。

「有時候，正班管理員，不是他能做的，他很想放人，但是他沒辦法，要

不然一般的管理員都是很願意，因為他是第一線跟我們接觸啦，他認為我們現

在只能關在房間，真的是不好，他也願意要給我們一些方便，或是讓我們出來

活動，可是上面不肯，他也沒辦法。」

有同學分享過去也曾遇過比較好的主管，帶頭在球場和他們一起打排球、

撞球，甚至看電影，讓他們能真正擁有在戶外好好運動的時間，但這樣的「福

利」每每只要遇到不同主任的調換、或是有同學彼此發生衝突事件後就無疾而

終。在這些經驗中，也可以明顯感受到監獄環境儘管有法律的規範，但死刑犯

被給予的實際生活條件還是非常「人治」的。只要有願意多關照他們需求的工

作者，就可以在日常感受到更多的溫度和尊重；反之，倘若換了一個對死刑犯

態度較不友善的主任，除了可能不再有機會到走廊運動，也可能連小到只是佈

置自己房間、或是在舍房放置紙箱來方便寫信與整理物品，都會受到限制，進

而讓本來就沒什麼希望的生活日常處處充滿壓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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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理資源的服務僅限於形式

「心理師真的就是，我是覺得就形式上，沒什麼意義，因為跟他反應他也

沒辦法。我們待在裡面 24 小時，照理講主管對我們來講，是說管理的需求、

是說囚情的穩定，那說真的你這樣子，整天這樣子每個月一直換（室友），到

底算不算凌虐，真的你說沒凌虐嗎？那現在所方給你玩一招說，哎我有給你心

理醫師啊，對啊一切都正常啊，他在法院他講得過去啊，有心理洽詢，講不贏

他啊！但他又不能真的替你解決什麼，我是覺得沒意義。你如果真的跟他講說

我們確實有的問題，（想要）獨居什麼，他又沒辦法幫忙。」

理論上，監所裡的社工心理人員重要職責應是協助受刑人的監所適應，並

提高其改變犯罪行為之動機。但以死刑犯的經驗來說，當社工心理人員接收到

他們提出的需求時，往往只能不了了之，甚至提到敏感議題時，還可能增加他

們受到關切、亦即另一種打擾與監視的頻率，根本無法成功建立可能有利於療

癒的信任關係。當心理及社工人員和同學建立起比較熟悉親近的關係時，也可

能因為制度的影響因而頻繁更換。儘管也有部分同學提到自己對於監內社工師

的感謝，但大多死刑犯提到所方固定每三個月安排的心理會談時，多半認為是

無意義的例行公事；當死刑犯明確反映有害身心狀態的生活現況，也不會受到

任何協助，反而可能讓自己被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籤。社工心理人員因身處於

必須事事回報所方的體制裡，個案工作反倒容易成為全控機構裡監控受刑人的

方式之一。

事實上，死刑犯在獄中自殺的狀況早有多個前例，幾位同學提到自己想死

的經驗時，往往源於監所生活的日常壓抑累積而來。如某位同學在訪談中分

享，自己光是購買一條吐司卻遇到重重困難，水果費用也都比社會上市場行情

昂貴多倍。他有感而發：「住到想死就是這樣來的，因為我們有錢要買東西卻

給別人糟蹋了。」

肆、結語

訪談過程中，幾度遇到監所人員向我們訴說自己的苦衷，「監獄裡關的是

兩群人。受刑人，還有監所工作者。」監所人員在人力上的不足，還有高度戒

護比重，導致懲罰功能遠超出教化矯正功能的現象，一直都是監所環境持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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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問題。

當我們綜覽死刑定讞收容人的監所經驗而提出討論與倡議，絕非要站在監

所人員的對立面挑毛病，反而是希望持續向政府倡議，好好重視長期收容的實

際問題，並面對監所現況，希望透過人力的補充和制度的改革，來改善監所整

體的狀況。同時，面對巨大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也在死刑犯從過往至今的實際

經驗中，聽見不同的監所工作者，包含所長、管理員到社工心理人員帶來的正

負向影響。有許多工作者用心的作為，讓他們過了多年仍能一一細數，顯示出

全控機構固然有些難以撼動的陳年問題，但每個機構裡的工作者是有能力帶出

良好結果的。倘若監所環境在增加人力之餘，也能在制度文化面上打開更多空

間，幫助工作者的定位不再只是「獄卒」，而是能對收容人產生好影響的協助

者，對自身工作有更多成就感和認同感，並促進收容人與工作者之間的信任關

係，或許監所處遇的品質也會大幅提升。

整體來說，透過死刑犯分享監禁十幾二十年的生活經驗，我們看見幾乎

是「放著等死」的監所處遇帶給他們身心上的壓力。在日復一日，不到兩坪大

的狹窄空間，無論自身有多少正向反省和改變，都無法因此享有更好的生活權

益；除了仰賴外界的協助，也無法靠自己的勞動有所貢獻。「死刑犯」的身份

讓他們在監所的教化政策中彷彿是被放逐邊緣的族群，過著不知終點在何處的

不自由日子。此種狀況下，當外界聽見「死囚自殺」新聞時，便讓人一點兒也

不感到驚訝了。祈願相關局處能早日重視和改善監所處遇，並將死刑制度廢

除，真正地把每個監所裡的人都當成「人」來對待，讓每個受刑人在獄中接受

合理的懲罰、足夠的教化資源後，有機會回到社會上彌補自己的過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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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onditions of Death Row Prisoners

Siao-Wan Yang
Assistant of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Abstract
Throughout many years of rescue and advocacy, the Taiwan Alliance to 

End the Death Penalty has been focusing on  safeguarding the basic human 
rights of death row prisoners during their incarceration.  Recently we started 
an interview project of prisoners, in order to explore more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prison environment and systems on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well-being of 
death row prisoners.

The majority of prisoners have been detained for over a decade; a 
few have been imprisoned for three decades. Most of them have lost any 
connection with their family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When this is coupled 
with physical illness and disabilities, it is easy for prisoners to have a sense of 
powerlessness and despair about life. That despair, in turn, leads to emotional 
fluctuations. They sometimes try hard to survive, and sometimes give up all 
hope of living.  Some even have suicidal thoughts and demand the authorities 
to carry out their execu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death row 
prisoners who have spent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in incarceration facilities. 
It delves into aspects such as living conditions, restrictions on activities, labor 
rights, and dietary provisions. As this is the first research project to conduct 
extensive interviews with nearly all death-row prisoners, we hope that this 
article will raise awareness and stimulate discussion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ultimately lead to improvem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long-term death-row pris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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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row inmate, prison environment, interview project of the priso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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