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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新任常務理監事  召開第一次召集人會議 

協會於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舉行

會員大會，同時改選第 14屆理、監

事。嗣即於同年月 25日召開第 14屆第

1 次理監事會議，選舉常務理監事，由

許金釵、蔡孟珊、林欣蓉、陶亞琴、張

筱琪當選常務理事、張惠立當選常務監

事，再由理事票選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許金釵院長當選新任理事長，並辦理交

接儀式。 

    張惠立前理事長感謝會員姊妹們於過去二年的支持與協助，新任

許理事長則表示本協會成立迄今，在國內外均已建立優良聲譽、會員

姊妹人才濟濟、活動越發多元，將繼續以正向積極的態度來推動會務、

面對挑戰，發揮女性關懷弱勢、溫柔而堅定的特質，發揚協會宗旨。 

    因協會會務蓬勃發展，目前協會會員已突破三百人，第 14屆工作

人員由黃玉婷擔任秘書長、林怡秀擔任財務長，由會員們推舉各委員

會召集人，再由各召集人推舉副召集人，承接未來二年的會務運作、

服務與回饋會員。 

    許理事長於今年 3 月 12 日

召開委員會召集人會議，由各委

員會召集人提出年度重點計畫，

並協調跨委員會之共同項目。此

外，李杭倫法官亦從臺南遠道而

來，說明國定古蹟臺南地方法院

「臺灣近代女性司法官特展」策

展計畫，本協會亦規劃一同參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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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代表們一同合影留念，紀錄難得時刻！） 

參與國際女法官協會第 15屆雙年會 

應國際疫情蔓延，國際女法官協會將原訂於去年於紐西蘭奧克蘭

舉行的第 15屆雙年會延期至今年 5月 7日至 9日舉行，除主辦

國紐西蘭及澳洲部分會員外，其餘各國會員均以視訊方式與會，共有

來自 75個國家之女性司法官、學者及專家 1,069人參加。 

    本協會國際事務委員會在今年 2月得悉將以視訊進行會議後，即

著手籌畫，原擔心僅參與視訊會議，未能親自出國與他國會員面對面

交流，將導致會員參與意願低落，所幸在許理事長以及各委員會召集

人鼓吹之下，吸引不少會員報名，歡欣參與國際事務，拓展視野並分

享臺灣經驗。 

    本次視訊會議，由許理事長率領臺中高等行政法院楊嵎琇法官、

林靜雯法官，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林麗真法官，臺灣高等法院黃玉婷法

官、胡芷瑜法官、徐淑芬法官，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林慧貞審判長，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蔡孟珊法官，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李莉苓庭長、

張瑜鳳法官、戴嘉慧法官、林尚諭庭長、歐陽儀法官，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王凱俐法官，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李毓華法官，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胡宜如庭長，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賴純慧庭長，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魏玉

英庭長，司法院民事廳廖慧如調辦事法官共計 20人代表出席。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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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會主題為：「讚頌多元」。主辦單位紐西蘭女法官協會特別

安排開幕式及閉幕式中採用毛利人傳統儀式及祝禱詞，呼應本次會議

主題多元文化的意涵。議題擴及原住民族、推動性別平權、女性賦權

及領導、人口販運防制、弱勢族群關懷、替代性法院措施及氣候變遷

等主題，另也特別針對 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危及無數生命健康安

全的情勢，邀請各國專業司法人士分享因應措施。 

    在 5月 7日下午進行的亞太區域會議，李

莉苓庭長代表競選亞太區域理事，她在發表政

見時特別提及：身為亞洲非英語系國家女法官，

非常理解語言所造成參加國際女法官協會會

議或活動的門檻。若能當選亞太區域理事，對

於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女法官是很大的鼓勵，也

能為理事會帶來「多樣性」；同時憑藉其長期

擔任家事法官對婦幼問題有深入瞭解的經驗，

可以協助國際女協開發並執行關於婦幼等弱

勢群體的計畫，而朝向人權、性平及接近司法

等國際女協倡議的目標前進。 

    胡宜如庭長並代表本協會在「原住民與多元處遇」議題中擔任報

告人。胡法官由在臺灣考古挖掘的新石器時代器具 Patu，也出現在紐

西蘭毛利人、菲律賓出土文物中，串起南島語族人類學間的連結。再

論及原住民傳統文化的森林產物採集權、狩獵權與森林法、野生動物

保護法及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間的折衝。會議期間，適逢司法院釋

字第 803 號解釋公布，胡法官在線上交流討論中也報告此最新法律動

態，與會會員更利用此雙向連線機會，向全球會員致意，傳達來自臺

灣的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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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雙年會是首次以網路會議形式舉辦之年會，透過科技克服疫

情、時差、發言及翻譯等限制，本協會代表更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

積極參與、吸取國際經驗，收穫滿載！ 

特別感謝法官學院周占春院長提供會議場地、網路設備及設置大

型投影布幕以利會議互動與觀覽；臺灣高等法院李彥文院長調派資訊

室陳志凱主任、張志成科長、溫明瀚駐點工程師及法官學院陳世亮助

理設計師全程在場支援資訊技術；許理事長更調派中型巴士一台協助

與會人員會場與住宿地間交通往來，得使本次會議進行順利流暢。 

支持國際女協呼籲  同聲譴責暴力遏止迫害 

富汗最高法院兩名女法官於今年 1月上班途中遭暗殺事件，經國

際女法官協會於 2 月 20 日致信告知，本協會旋於同日以中英文

新聞稿支持國際女法官協會之呼籲，同聲譴責對司法人員任何形式的

暴力攻擊行為，並籲請各界重視及支持，共同致力於遏止司法人員遭

受暴力威脅及迫害，新聞稿全文及協會網頁亦經刊登於國際女協網站

（參閱本協會網站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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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畫·聆畫  郭豫珍法官公義畫展 

協會會員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郭豫珍

法官於今年 4 月 10 日至 5 月 8 日在

臺北市國泰世華藝術中心舉辦「藍色覺思；

一個法官的生活美學創作」 公義畫展。許

理事長偕同會員姊妹在畫展最後一日前往

觀展，與郭法官及其夫婿劉文仕先生(即監

察院副秘書長，亦為本畫展策展人之一)共

度一個美好周末。畫展係自郭法官日常畫

作中精選 51 幅展出，分兩大主題呈現：

一為《藍色覺思》系列，屬於觀念性繪畫，透過象徵司法的各式物件

圖騰，嘗試用不同素材創作，傳達一個法官對於司法環境，如何及是

否公平、公正執行職務的覺察與省思。另一為《綠色浪漫》系列，屬

於傳統、美妙的風景人物畫，藉由描繪家鄉、人文、旅程見聞，揮灑

下一幅幅動人心弦的浪漫篇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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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學姊應是國內唯一、於全世界也是極少數擁有法學博士和美術

碩士雙項專業的法官。學姊自小懷抱的繪畫夢想，但因父母期待，不

得不暫別所愛進入浩繁的法學領域，直到 2018 年因緣際會考取臺灣

師範大學美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美術創作西畫組而重返校園，更難得

的是，夫婿劉副秘書長亦一同考取同系所藝術行政暨管理組伴讀，夫

婦吟和，學姊美夢得以實現。 

    劉副秘書長當日親自導覽並說明策展理念，郭法官更應會員姊妹

要求，當場挑選《藍色覺思》系列中的「天平！天要如何才能平」、「我

是夢非麗莎不是神」、「向雲又像雲」，以及《綠色浪漫》系列的「虛幻

與真實」等畫作，講解創作理念與繪畫過程。其中「天平！天要如何

才能平」一畫，是她歷經 2年 2、3個月構思，直至今年初整個寒假才

大功告成，畫作構圖參考達文西的名畫「最後的晚餐」，其中 12 門徒

分別由法官、檢察官、律師、書記官各 3名共 4組人馬，以頭戴「V怪

客」或日本動畫《神隱少女》中的「無臉男」造型面具扮演，剛好呼

應現代國民法官的概念，而中央的耶穌，則以貝加爾湖三角冰山上頂

著旭日東昇樣貌代替呈現。郭法官指著畫作中桌前裝飾的一只天秤，

挑眉揚目正色道：「天

平本來應該是平的，

我故意畫斜就是要靠

我們(法官)讓它平。」

一句話道盡了我們共

同的心聲！郭法官不

止以幀幀畫作呼應本

次策展主題，更將本

次畫展售畫所得悉數

捐助因公殉職之警員

遺眷！ 

（郭豫珍法官在「藍色覺思」畫展與會員姊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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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請將法警納入疫苗優先接種範圍  確保司法獄政安全 

民抗疫下，法警身擔第一線司法戒護工作，執勤風險不亞於目前

公布之社會維安人員，實不應排除於優先施打疫苗名冊之外，本

協會於今年 6 月 12 日籲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速將法警納入優先

接種疫苗範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於今年 7月 6日同意將第一線

法警列入優先施打名單，共同確保疫情中司法及獄政之安全（新聞稿

參閱本協會網站訊息公告）。 

緬懷管安露姊妹  她像風  像乘著翅膀在風裡翱翔的天使 

    管安露法官，生於 1970 年，卒於 2020 年，享年 50 歲。於 2003

年加入本協會，並成為國際女法官協會會員，曾於 2006年 5月 3日至

7日參加澳洲雪梨舉辦的國際女法官協會第八屆雙年會、於 2008年 3

月 25日至 28日參加巴拿馬舉辦的國際女法官協會第九屆雙年會。 

    在她不短不長的生命裡，擔任法官一職，恰好佔據了她一半以上

的人生。她自 22歲從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應屆通過司法官特考，曾

是當年最年輕的法官，服務過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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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國際女法官協會

第九屆雙年會） 

http://www.wjaroc.org.tw/wja2007/index.asp?struID=0&navID=1317&contentID=3534&keyword=%AAk%C4%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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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完整歷練民事、刑事、家事案件，對於家事

和兩岸領域都有相當的研究，並擁有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

究所博士學位。在她擔任澎湖地院庭長 10年期間，更編纂院史、新建

院址，完成搬遷工程，並規劃交互詰問新制相關法令制度。 

    因在學術上擁有兩岸事務專長，管安露於 2017年 9

月 1日轉換跑道，出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副秘書

長兼法律處長，2018年 1月接任發言人職務。她任職海

基會期間，恰逢兩岸關係緊繃，相關交流事務處於凍結

狀態，管安露思索如何結合自己所長，在職能上發揮，

於是開始深入偏鄉，瞭解陸配在臺生活、經濟、教育等

各方面需求，協助反應及爭取，也多次陪同陸配參訪法

院、舉辦座談會，由法院向陸配宣導民法家事等規定，

照顧陸配在臺灣司法上的權益，間接輔助陸配經濟。她

做事一如她的為人，積極進取、勇於創新的熱情態度，因此到哪裡，

都深受前輩的賞識與同仁的喜愛。 

    即使今日想起，她的笑容還是彷彿在眼前一般明亮、

燦爛！「她聰明，反應靈敏，又非常關心人，我沒有看

過一個人反應有她這麼快的，有她的地方就有歡笑。」

曾與她共事兼摯友的李淑惠院長，不勝唏噓地說道。

管法官對人的熱情，時時洋溢的溫暖，就像相片中

揚起的裙擺，在佛朗明哥輕快舞步中的紅色身影，

深深烙印在你我心底。 

（本文係應國際女法官協會徵稿而作，為紀念自第 14 屆雙年會後至

本屆雙年會期間各國逝世會員，由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李淑惠院長口述，

臺灣高等法院黃玉婷法官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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