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8 年 1 月初，最高法院為成立大法庭而規劃設計法庭及評議室的整
修，當時就法庭內部裝修的設計上，除了展現法庭內各項軟硬體設備
之精緻與磅礡，更結合臺灣本土的文化特色及極具文化傳統的人文藝
術，特別將許多人文及司法意涵注入法庭空間，傳達司法陽光透明，
傾聽人民聲音，實現公平、正義，充分展現人文、科技、司法與藝術
結合的現代意象。

大法庭制度於同年 7月 4日起施行，為我國司法制度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人民期待司法改革重要項目的實現，為傳達大法庭制度之立意及
司法公開、公平、公正審判的精神，本院於同日下午 2時舉行「最高
法院大法庭成立典禮」，這座劃時代的大法庭正式成立啟用，代表最
高法院統一法律見解的功能，就在這一天起翻啟新的篇章，同時開創
司法建築的新風貌。

人文科技：人性化關懷

來到大法庭，放眼看去，寬敞明亮，雖無雕龍畫棟的富麗堂皇，但仍
可一窺現代科技結合人文關懷的嶄新風貌。在大法庭門口設有液晶螢
幕，顯示每一個案件處理的進度；而在法庭活動區兩側，設置科技法
庭電子卷證展示系統，完整呈現相關法律爭點；兩造及專家學者席
位安裝多功能資訊盒，提供USB、HDMI、網路連線及電源供應的服
務；還有設置檢察官及律師休息室，方便檢察官及律師於開庭前休息
之用；更有法庭網路直播系統、法庭遠距視訊設備及延伸法庭系統，
可以進行法庭網路直播，或與全國各法院及各監所連線，方便辦理遠
距訊問，且於法庭座位不足時，可安排於延伸法庭旁聽。這些都是司
法為民，以民為本的便民設計，讓司法與民眾的生活更形貼近。

尤其值得特別介紹的是，在大法庭外側及內部增添了一些以往所沒有
的畫作及立體造型藝術。其中有蘊涵撥雲見真相的巨幅印象派畫作，
有象徵公平正義的裝置藝術，有展望未來法律爭議公開透明裁定的

西地區時，甚得百姓擁戴。他出巡各地，因體恤民間疾苦，不占用民
房，只在當地的一棵甘棠樹下決獄聽訟，為百姓平亭曲直，平反冤獄。
由於處事公正，仁德惠澤於百姓，故當地的各級官員及百姓皆上行下
效，不敢怠慢，做好自己本分的事。召公去世後，民眾感念他的德政，
對他所留下的遺跡故物都小心維護，更愛屋及烏，連他聽訟所在的甘
棠樹，都讓它保存下來，不讓外人砍伐，並作〈甘棠〉詩篇讚美召公。

這首詩雖然只有短短九句，但思其人、感其德、愛其物、敬其樹，充
分地表達對召伯感念之情。召伯堪稱中國歷史上公正廉明、受人愛
戴的法官之一，後來更成為用以稱頌賢良官吏的一句成語：「甘棠之
愛」。

而大法庭四周的牆面及牆柱，除了加入代表甘棠樹的樹幹及樹紋，就
連天花板前端的線板也佈滿甘棠樹的樹葉及花朵，將甘棠之愛的意象
展露無遺。

再看看牆面中間讓人驚艷的裝置藝術〈公平正義〉。描繪黎明的太陽
普照大地，象徵法院的公開透明；陽光灑遍眾生，象徵法律無私，無
論性別、貧富、階級或宗教一律平等；而明月星辰則寓意司法同仁無
愧無怍，有如光風霽月般的胸懷；巍峨聳立的高山，顯示司法的穩重
剛正、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傳達法律乃人民的依
靠，社會秩序的磐石；山前如流水般的線條，比喻法律之下人人自由
而愉快的生活；至於樹林之意象，則源自上述詩經國風〈召南．甘棠〉
的典故，樹林即為甘棠樹。以召公聽訟，決獄於甘棠樹下，廉明公
正，獲得人民信任的故事，期許司法人員聽訟執法時，應廉明無私，
實現公平正義。

此項作品以陶瓷為基底，立體部分以鋼彩或木料質感，呼應作品內容
的精神與特質，讓作品的視覺效果更加豐富。而所以使用鶯歌陶瓷作
為基底，乃因為鶯歌陶藝是最能展現台灣文化特色之物，也是台灣特
有的品牌，使用陶瓷做為基底，就是希望讓台灣的陶藝文化能在世界
上發光發熱。

〈太陽〉燈具，更有代表傾聽人民聲音的〈雲耳圖〉，以及熱烈評議、
理性裁定的〈撥亂反正〉。這些以司法為意象的作品及設計，提供我們
許多不同的思考及想像空間，具有對司法高度期許的深刻意義。

印象派巨畫：撥雲見真章，是非見真相

先看看位於大法庭入口左側牆面，是曾在法國參賽獲得第一名而由法
國總統親自頒獎的印象派畫家于傳騏的畫作，畫意為撥雲見真相。
中央為水晶清淨的真相，
而雲勢洶湧澎湃則為辯證的
理學，海與火推論往來，建
立於格物之上，剖析層層疑
雲，終於見光彩於真相之中。

公共藝術：公平正義

接著步入法庭，在法檯對面的牆面上，掛著一幅名為「公平正義」的
裝置藝術。兩旁還有孔子第 75 代孫、亦為書法大家的孔依平先生分別
以行書及隸書撰寫的詩經國風《召南‧甘棠》之詩，以及〈史記燕召
公世家〉對甘棠之詩緣由的記載。

　　　　　　〈甘棠〉之詩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譯成語體文就是：那茂密陰涼的甘棠樹啊！千萬不要剪去枝葉或砍伐
它，也不要損壞或彎曲它，因為那是召伯當年休息及辦公的地方。

召伯（就是召公），是周文王之庶子。周武王平定天下後，召伯受封在
陜西省。死後謚號〈康〉，又稱康公。依據《史記》記載：召公治理陝

太陽造型之天花板及燈具

步入法庭活動區，抬頭可見照亮大法庭的燈具，整體燈罩有如太陽，
代表陽光普照，六瓣設計象徵六法，正中央代表憲法，象徵所有法律
或憲法爭議，均攤在陽光下，在公開透明的法庭上獲得公正的裁定，
沒有黑箱作業。

灋字及雲耳造型圖

另外，在大法庭旁聽席兩側，使用〈雲耳〉造型的圖像，提醒司法同
仁應該放下專業之傲慢，多傾聽人民的聲音，貼近人民的感受，體現
司法為民的精神，裁判內容才不致於違反常情，偏離經驗法則。

還有，在牆面中間、雲耳旁的「法」字，係出自司法院大印，原字為
【灋】字，為出土西周青銅器上所錄「法」之原字。依〈說文解

字〉，係由 組成。 【廌（讀ㄓˋ）】也，乃傳說的獨角
神獸，古者決訟，令觸不直。 【去】者，去除不法也。其形，又似
天平，表公平、公正等。 【水】者，至平也，故稱水平。執法之心，
循正義，無尊卑，辨
是非，求真實。至善若
水，大公無私。而法官
定紛止爭，重在公平
執法，故於旁聽席兩
側設計 【灋】字，與
司法同仁共勉之。

至於內方外圓的造型中有個【灋】字，則是警醒法律人為人處事應內
方外圓。「內方」是指做人要有原則，勉勵同仁應誠實正直、光明磊
落，不同流合污；「外圓」則是指與人來往時，要機靈圓融，善於與
人溝通、與人相處合作，不要一意孤行。



法檯背牆〈蛇紋石〉

接著面向法檯，迎面看到的是使用〈蛇紋石〉為主要背牆的 11人座
大法檯，氣勢十分雄偉。蛇紋石為臺灣之景觀石，多產於花蓮，痕
白色綠，古樸典雅。大法庭法檯牆面特地選用蛇紋石，結合臺灣本
土的文化特色，希望將臺灣的產物及文化推展於全世界。

拉近司法與人民的距離

法庭為實踐公平正義的地方，除了應注重訴訟活動機能外，挹注
文化情懷期使無訟尤為重要。而建築是文化的載體，不同的室內
設計，可以讓建築的肌理富有質感，讓建築的靈魂更加飽滿。

最高法院大法庭及評議室的設計，融入許多人文及司法意涵，藉
著法庭建築設計、藝術品的展示及寓意的巧思，讓訴訟或參訪的
民眾，樂於駐足欣賞，傳達司法陽光透明、傾聽人民聲音、實現
公平、正義，及展現人文、科技、司法為民的精神，同時拉近司
法與民眾的距離，而使司法真正深入民間，融入生活。

撥亂反正

位在評議室的「撥亂反正」圖，其實是一整大塊的風景石，由於石
板下方的圖案，有如亂石崩雲，象徵參與評議的 11 位法官，能就
法律爭議坦承而熱烈的論辯，並在做判斷時，能夠冷靜思考，理性
決定，在充分的交流與激盪下，圓滿作出統一的法律見解。

法律與藝術相映交輝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內人人自由」，是民主法治的核心
信念，也是社會生活運作的規準。它的宗旨在於揭櫫平等、自由
的真諦，以及法律維護人民權利義務的原則。將此懸刊於評議
室，除了簡明扼要昭示司法的真義，也藉以啟發法院同仁的美學
品味，涵養字體流露而出的人文溫度。這副對聯來自藝術家鄭善
禧教授，以其敦美醇厚的字體榜書拓印，裝飾於上。鄭教授書畫
雙絕，為第一屆國家文藝獎得主，也獲得行政院文化獎的殊榮，
得其榜書，法律與藝術、理性與感性，在此相映交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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