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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會員大會  選舉第十四屆理監事

協會於民國 110 年 1 月 15 日中午假司法院三樓大禮堂舉行第二十六週年會

員大會，司法院許宗力院長、蔡烱燉副院長亦到會向全體會員致意與祝福。 

    大會由張惠立理事長主持、常務理事張瑜鳳法官擔任司儀，會中備有精美餐

點供會員姊妹享用，並播放協會於 108 年、109 年參與及舉辦的國際事務、研討

會、公益活動、會員聯誼等活動剪影，一同回顧二年精實、豐富的生活點滴。 

    值得一提的是，高雄高分院莊秋桃

院長約上午 11 時即已蒞臨會場，她一

向非常支持協會的活動，此次撥冗親自

出席，除了會員大會外，亦參與當日下

午的人權研討會，給未能與會的南部會

員們捎來祝福，令人敬佩不已；特別是

偕同同院唱將級的陳美燕法官到場，美

燕願獻美聲清唱，宛如黃鶯出谷般響徹

雲霄，令人讚歎不已！司儀瑜鳳也不禁

拿出心愛的吉他，加碼民歌一曲，讓大家開懷合唱，快樂的氣氛嗨起來。再由歷

屆理事長、資深學姊們分享參加協會的點滴、如何營造退休後生涯的幸福等等，

提供諸多關懷與鼓勵。全國各地姊妹在大會團聚，現場氣氛熱絡歡愉。 

    在張理事長致詞及表達誠摯謝意後，由林惠瑜秘書長簡

報過去一年活動內容、吳淑惠財務長報告協會收支情形，復由

各委員會召集人提出年度重點報告及工作成果、介紹 109 年

度新入會會員，並再次簡介第十三屆行政團隊，感謝有此機緣

可以服務會員、回饋協會，期盼招募更多會員、激起姊妹們的

意願，能逗陣於公忙之餘，參與會務及各項活動！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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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們除審查協會各項帳目計畫外，現場鼓掌通過新加入的 17位會員，歡慶

本會會員已達 315員，開啟新里程碑，普會同慶！接著全員投票選出第 14屆理事

15員、監事 5員。其後，就是期待已久的壓軸好戲—摸彩活動上場，各式獎品均

由理監事贊助，與會者人人有獎，尤其是蔡副院長提供 2 份精美禮品、楊惠欽大

法官提供大同電鍋、吳淑惠財務長提供名牌美包，讓獲獎者歡欣喜舞，現場姊妹

歡聲雷動，順利圓滿結束本年度會員大會。 

    第十四屆理監事選舉開票結果，由許

金釵、蔡彩貞、李莉苓、林欣蓉、戴東麗、

陶亞琴、蔡孟珊、呂寧莉、張筱琪、紀文惠、

廖慧如、胡芷瑜、毛妍懿、文家倩、唐玥等

十五名當選理事；由張惠立、王碧芳、林惠

瑜、胡宜如、黃紋綦等五名當選監事。新選

出之理監事，另訂於 110年 1月 25日召開

第一次理監事會議，選舉理事長、常務理事

與常務監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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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務運作及籌辦活動以服務會員，協會更歡迎有意願的姊妹主動報名參與會務。 

「從舊鞋救命、同性婚姻、動物保護談人權議題」研討會 

年伊始，萬象更新！本協會於 110年 1月 15日會員大會後，旋於下午 2時

至 5 時，假司法院三樓大禮堂，由聯委會召集人張瑜鳳及學術委員會召集

人張筱琪共同籌劃首發慈善公益活動及精彩的人權講座。研討會先由合辦單位臺

灣高等法院李鈦任庭長、本協會張惠立理事長致詞，邀請「舊

鞋救命」組織發起人楊右任先生、司法影展紀錄片「非法母

親」導演朱詩倩、「動保蝙蝠俠」導演朱詩鈺到場座談。從

不同的視野遠眺非洲偏鄉貧童需求、近觀本土民瘼，無論是

人道協助、動物救援，還是收養親子議題，都能攜手關注、

盡己之力身體力行，會員也能捐贈舊鞋、舊衣、包包等物資、

參與觀賞紀錄片、研討學習，提升人權概念及實踐的動能。 

新 

（第十四屆理事、監事計票海報暨結果） 

(楊右任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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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鞋救命：救誰的命？ 

    「舊鞋救命」是社團法人舊鞋救命國際基督關懷協會主要計畫之一，計畫緣

起於深耕非洲的牧師、青年宣教士、關懷非洲的朋友，發現非洲偏鄉地區「沙蚤」

疾病橫行，數百萬無鞋可穿的人們，在每天光腳路程中受到感染、皮膚潰爛，使

得兒童無法走路上學、大人無法工作，對於本就赤貧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楊右

任先生有感於此，雖知困難重重，仍體現「知易行難」的精神，逐步發起計畫，

開始募集適合非洲地區氣候及地形的二手鞋、衣物等，透過志工檢查、分類，運

送至非洲照顧的社區。同時，楊先生及協會亦一併檢視分發物資的制度，並著手

進行其他分項計畫，如興學計畫、活水計畫、養雞農耕等，期盼當地人能就學改

變未來、建立自給自足、穩定的經濟循環，根本改良結構性問題。而本協會於 109

年間亦曾參與該協會獨立運作的「愛女孩計畫」。 

    本協會藉 110年度會員大會機會，邀請會員姊

妹共同參與「舊鞋救命」協會的公益活動，除聆聽

發起人楊右任先生講述東非人權現況外，並由該協

會執行代表 Emily帶領數名「舊鞋救命」協會志工

與北一女志工同學，協助將會員姊妹攜帶的捐助物

資，逐一整理、篩選、分類、打包、運送，期能提

供沙蚤橫行的東非偏鄉居民一雙保護雙腳的鞋，為

臺灣建立一份跨國界濟弱扶貧的心力！ 

非法母親：同性婚姻收養生子議題 

    司法院於 106年 5 月 24日公布釋字第 748號解釋，宣布民法未保障同性二

人的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已屬違憲，要求立法機關二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

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成為亞洲首例；立法院則於 108年 5 月 17三讀通

過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成為亞洲第一個、世界第二十七個承認同

性婚姻的國家。然而，合法建立婚姻關係只是起點，同性戀從未消失的污名化與

歧視、跨國伴侶適法性、收養與生育法規配套等相關議題，仍是諸多已婚、未婚

的同性伴侶與臺灣社會必須面對的課題。朱詩倩導演以一貫溫柔視角，帶領觀眾

凝視深深淺淺的愛與傷痕，而紀錄片中的「家庭」旅程，才正要開始。 

（本協會會員與「舊鞋救命」
執行代表 Emily、志工、北一
女志工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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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協會邀請朱導演於

映後參與座談，與在場會

員們進行雙向交流。由學

術委員會召集人張筱琪法

官擔綱主持、會員臺灣高

等法院胡芷瑜法官擔任本

場與談人。朱導演提及其

因緣際會遇到本片被拍攝

者，聽聞彼等伴侶故事後

決定拍攝，在收集素材、田野調查及訪談過程中，發現身邊竟有許多同志及單身

朋友，在生育、收養及傳統家庭框架下遭遇許多困難，因此朱導演決定以女人、

妻子及母親的角度出發，將其所體會到被拍攝者對於伴侶、對於孩子滿滿的愛，

透過鏡頭記錄，說出這個艱辛、感人又浪漫的愛情故事。 

    胡法官與談時，則先介紹我國同婚專法、人工生殖法等規定，說明如紀錄片

主角小雨、世平在現實生活中是一對同婚女子，確實會因生理上、國內現有法制

的限制，而無法一圓生育子女的夢想，然而小雨、世平瞭解現實法律的限制，仍

不惜花費鉅資前往柬埔寨接受人工生殖，讓自己與伴侶雙雙成為母親而共同孕育

下一代，藉此與胎兒產生基因及血緣上的連結，除了是鼓起勇氣攜手前行外，也

敬佩他們對彼此無所畏懼的堅定愛情。女子在成為母親的歷程中，在文學上雖然

有許多美好的頌讚，然而在懷孕過程中，所遭遇到生理上的苦痛卻是最直接又真

實的挑戰，胡法官對於導演能以具象拍攝小雨身體、紀錄因懷孕引起的諸多不適、

危險，如妊娠紋、妊娠糖尿等，感到震撼，透過導演的鏡頭取材，不僅能同理同

志家庭生養子女的難處，亦能與掌鏡者、故事主角產生共鳴的情感，同理難處、

尋求資源的辛酸，及努力突破困境，攜手迎向美好的未來。感謝導演以特別細膩

及美好的視角，紀錄小雨及世平共同面對挑戰、攜手孕育下一代的艱辛歷程。 

（完整與談文稿及朱詩倩導演談話摘要，請參閱本協會網站活動訊息） 

(朱詩倩、朱詩鈺導演及與談人胡芷瑜、林怡秀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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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保蝙蝠俠：動物保護入憲法？ 

    動物保護法於 87 年立法後，執行迄今已逾 20 年，將動物作為保護對象，在

臺灣社會一直是高度共識議題，然而，虐待動物的新聞仍偶有所聞，朱詩鈺導演

關注此議題後，即以活潑運用惡搞動畫形式介紹人物、結合簡潔快閃的分段敘述，

貼身記錄臺灣 NOE 行動組織負責人—李火山，於動物救援現場行動、揭穿不肖團

體濫用動保名義虐待貓狗、假慈善真斂財的惡行。朱導演以跟著李火山找正義的

拍攝初衷，隨後卻發現有許多未揭露的邪惡，並一路紀錄李火山所抱持「生命不

該被不公不義對待」的信念，前往各地救援動物、至校園進行教育宣導，期盼在

孩子心中植入「尊重生命」的希望種子，日後能開花結果，與本協會宗旨相契合。 

    本會邀請朱導演於映後座談，並邀請會員臺灣高等法院林怡秀法官擔任與談

人。朱導演提及在拍攝過程中，接觸到非常多不同的議題，如動物保護法在執行

上窒礙難行之處、動物保護者在蒐證過程中的困難，以及部分對動物施暴者可能

源於自身貧窮、自幼習見之陋習、價值觀等複雜問題，希望能透過紀錄片，喚醒

眾人一起關注動物保護，瞭解人類以外物種的尊嚴及尊重。 

    林法官與談時，先以基本權的思考、介紹「動物權」，並說明動物在我國民法

及刑法典上都只被認作「物」，讓動物保障在刑罰嚇阻力及民事賠償上均大幅受限，

然而，在提升人文關懷的眼界及更加重視生命後，現已有法院見解鬆動，解釋動

物不只是物，而是獨立生命體，在遭遇虐殺時，得以請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

慰撫金及殯葬費等），在動物保護法逐步修正後，已漸有刑罰的特別規定。但修法

並不代表動物保護福利實際提高，在一般人民認知、執行層面上，仍有賴從小教

育、多方推廣，將「所有動物都是有生命，所有生命都是同樣重要」的理念，傳

達給國家的下一代。此外，林法官

更有感於主角火山的「人情味」，再

次想起自己進入實務界工作的信念

與熱情，不是要做頭破血流的英雄，

而是要堅持在每一件個案中，公正

裁判、替當事人解決糾紛，並以火

山的一句話「在這個黑暗的社會中，

我們要讓自己成為一點點的光」，期

許自己、分享給大家。（完整與談文

稿請參閱本協會網站活動訊息） (會員姊妹與導演們於研討會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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