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監察院持續追查「林宅血案」，已函請法務部審酌是

否公布兇嫌模擬畫像，並督促刑事局繼續比對現場

指紋等跡證，高檢署已召集會議研商。 

∼緣起與發現∼ 

林宅血案發生於民國（下同）69 年 2 月 28 日美麗島事件首次公開審

訊且格外敏感的二二八事件之日。案發日歹徒闖入林宅行兇，林義雄的母

親林游阿妹女士及一對 6 歲雙胞胎林亮均、林亭均被刺身亡，9 歲長女林

奐均身受重傷。兇手株守林宅長達 80 分鐘以上，行凶手段殘絕人寰。當

時政府雖組成專案小組，然因辦案方向受到誤導，且不敢偵辦情治單位是

否涉入，徒然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而無功，其後雖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及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4 度重啟偵查，但案情始終陷於膠著，

迄今懸宕未破。 

監察委員江鵬堅、李伸一前於 85 年申請調查林宅血案，因調查受阻，

故（第一次）調查報告的提出，僅能要求針對情治人員涉案嫌疑繼續偵辦，

但歷經刑事局及高檢署於 85 年、87 年、96 年、98 年四次重啟偵查，皆

無進展，暫予存查至今。其後 109 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

依國家安全局（下稱國安局）解密檔案，發現情治機關誤導偵辦方向、隱

匿及湮滅錄音帶等關鍵證據。因出現新事證，經監察委員蔡崇義、范巽綠

繼續調查，並提出第二次調查報告。調查結論指出，雖無直接證據可證明

情治人員涉案，但當時林宅在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下稱警總）天羅地網嚴

密監控下發生血案，以常理判斷，若非情治單位執行或默允其發生，豈有

可能成事？且當時案發後，警總等情治單位組成「三 O 七會報」指揮司法

偵查，又一再誤導偵查，並假偵辦刑案之名，非法監控異議人士及其家屬。

同時，情治單位多次釋放不實訊息，操弄媒體，誤導民眾及輿論方向，允

為重大的國家暴力及不法行為，故提案糾正行政院及函請國家安全會議



 

（下稱國安會）督導國安局檢討改善。 

綜覈本案有六項重大調查發現： 

一、情治介入司法：依當時「臺灣地區戒嚴時期軍法機關自行審判及

交法院審判案件劃分辦法」，林宅血案應由檢警偵辦，過去政府宣稱林宅血

案是由刑事局「撥雲專案」小組主責；惟本案調查發現，案發後 1 週國安

局長王永澍指示警總等情治系統組成「三○七會報」，指揮刑事局「撥雲專

案」進行偵查，也就是情治系統不當介入司法偵辦。 

二、誤導辦案方向：「三○七會報」自始排除軍方或情治人員涉案，宣

稱血案是「陰謀分子內部報復」及「國際幕後操縱」，並以「清查黨外陰謀

分子」名義，全面監控異議人士及其家屬。監察院依解密文件顯示，69 年

4 月 8 日國安局上呈蔣經國總統的「日報」即已指出「美麗島被告家屬、

黨外人士、台獨人士、國際有關組織皆不可能犯案」，兇手可能是「鷹派軍

方人物」所為，目的在嚇阻黨外活動、全面掌控及引發衝突，以乘亂奪權。

也就是三○七會報所謂「黨外主導的政治謀殺」的偵辦方向，是情治系統

刻意誤導外界視聽。 

三、阻撓刑案偵辦：本案久懸未破，過去政府辯稱現場因救人及關心

人士進入受到破壞、兇手未留下跡證云云；但監察院調查發現，「三○七會

報」處處阻撓專案小組，例如： 

(一)倖存者林奐均及目擊證人詳細描述兇手外貌，偵辦人員多次建議

公布兇嫌模疑畫像及特徵，配合破案獎金鼓勵民眾檢舉，但「三○七會報」

不予裁示。 

(二)警總監聽林宅，錄得兇嫌於案發後自林宅撥打 2 通電話，第 1 通

於 13 時 10 分撥打 104 查號台詢問金琴餐廳電話，第 2 通於 13 時 12 分

撥打至金琴餐廳找「王春風（發）」，未待對方接聽，於 8 秒後掛斷電話。

3 月 8 日國安局對專案人員稱「錄音帶已沖掉」，但 3 月 10 日警總內部會

議紀錄記載，電監處回報林宅監聽錄音帶「已全部保留」，足見情治系統顯



 

然有意阻撓專案小組公布兇嫌聲音。 

(三)專案小組擬前往金琴餐廳扣押點餐單及簽帳單，由指紋逐一清查

現場人員，但請示 3 天後獲准，相關單據已遭銷毀。 

(四)情治系統拒絕揭露監聽錄音、兇嫌圖像等重要證據，卻指示專案

小組對「化名」之「王春ㄈㄥ」花費大量人力清查比對，警總又在血案發

生後第 12 天宣布將破案獎金提高為 500 萬元，誤導社會氛圍。 

(五)宣稱「兇手不熟悉人體骨骼結構，非有經驗之兇手」，事實上依鑑

識專家及現場狀況，兇手有預謀，而且非常專業。 

四、操弄媒體：過去有認為因媒體披露詳細案情，致各界因立場不同，

各自解讀。但監察院調查發現，情治單位多重釋放不實訊息，指引當時威

權政府完全能掌控的媒體，企圖誤導輿論及民眾，例如： 

(一)69 年 3 月 1 日聯合報社論稱：「有些官員擔心這可能是一次企圖

製造混亂的政治謀殺，可能惹起對國民黨及政府的敵意」、「有位官員暗示，

因為政府調查暴力事件時，林義雄一直『非常合作』，所以報復也可能是造

成這件滅門血案的動機。」呼應警總所謂「黨外主導政治謀殺」的說法。 

(二)案發隔日（69 年 2 月 29 日）中國時報報導《林奐均告康寧祥和

司馬文武，兇手是「來過我們家的叔叔」》，宣稱「林奐均見過甚至認識兇

手」，調查局及警方證實該文不實在，且林奐均警詢筆錄中明確表示「不認

識」兇手。監察院訪談江春男先生（司馬文武）表示，2 月 28 日晚間仁愛

醫院即有此傳言，王杏慶先生（南方朔）應係聽信該傳言，其於 29 日見

報後，立即在當天的自立晚報撰文澄清，但情治機關仍一再強調林奐均在

案發前見過兇手。 

(三)配合「中華日報」報導，將偵辦方向指向黨外人士游錫堃等人犯

案，但游當日有充分的不在場證據而作罷。 

(四)媒體大幅報導鄰居目擊「大鬍子家博」於案發時在林宅門口徘徊



 

及進入林宅，事實上警總早已監聽知悉家博於案發日中午自國際學舍打電

話到林宅與雙胞胎姐妹聊天，監聽紀錄記載約談了 10 幾分鐘，約 11 時

55 分左右說完，不可能至林宅犯案。但警總卻隱匿關鍵電話，顯有意誤導

民眾及辦案人員認為「大鬍子家博」涉有重嫌。 

(五)情治單位結合媒體宣稱「林義雄羈押時出賣他人引來殺機」，然而

林義雄不但未與偵查機關合作，還因不配合而遭受警總殘酷的刑求，有明

確的事證。 

五、包庇犯嫌：林宅血案發生前，臺北、高雄美麗島服務處、黨外人

士黃信介、周平德住處及黨外活動遭到多起暴力打砸，當時情治機關指稱

是「黨外的苦肉計」。然依解密文件，「撥雲專案」檢送黑道首惡戴○○涉

及上開黨外打砸事件的秘密錄音及情資，研判戴某可能也涉入林宅血案，

「三○七會報」隨即在警總的要求下，指示交由警總查證，事後不了了之。 

六、運用黑道：各界懷疑林宅血案是否如 73 年發生的「江南案」，情

治系統利用黑道制裁異議人士。當時「三○七會報」宣稱將黑道分子列為

全面清查對象，但監察院調閱國安局 69 年解密檔案，發現當時警總不但

未將竹聯幫或陳啟禮等不良分子列為清查對象，反面利用取締流氓的職權，

「轉化運用」黑道要角控制社會，檔案中還記載情治人員為黑幫圍事、接

受招待的共生關係。因受限於辦案時限及檔案追查困難，調查報告另提出

下列 5 點應繼續追查事項： 

一、監聽電話概要表及錄音譯文何以隱匿「大鬍子家博」與雙胞胎姐

妹聊天的關鍵紀錄？是何人指示？ 

二、依解密之檔案，警總已保留當日監聽錄音帶，則關鍵錄音帶是否

仍存在？誰指示不能播放關鍵的兇嫌「聲音」？如不存在，為何要「沖掉」？

誰下令「沖掉」？ 

三、竹聯幫要角柳茂川回憶錄指稱林宅血案為情治系統指示陳啟禮所

為。解密檔案又發現情治系統長期利用黑道分子施暴黨外人士，與林宅血



 

案有無關連？真相如何？ 

四、外界盛傳林義雄曾批評國民黨是「叛亂團體」，觸怒統治階級，加

上血案前一日林義雄在家人及辯護律師接見後，傳出林義雄遭刑求之訊息，

因相關說法有明確的事證可稽，林宅血案是否為情治系統為報復刑求訊息

遭外洩？真相有待釐清。 

五、案發後命案現場採得可疑指紋 12 枚，迄今仍有 1 枚指紋未比對

出相符者，應以現代科技繼續追查。 

林宅血案實為我國在戒嚴體制下，情治單位獨大橫行的國家暴力行為，

威權時期政治檔案的清查、處理與公開，是落實轉型正義的前提要件。臺

灣自 89 年政黨輪替迄今已逾 20 年，但當年情治單位為鞏固威權體制所

為的歷史紀錄，卻始終受到掩蓋，調查報告針對情治系統隱匿相關檔案，

提出以下糾正及函請改善意見： 

一、警總裁撤後，行政部門宣稱查無林宅血案等政治檔案，行政院應

澈底調查釐清該等檔案文件的下落，如查無相關檔案，應追究主管人員檔

案管理不周及移交、監交不實之責。 

二、國安局於政治檔案條例施行後，雖已配合清查其管有之政治檔案，

但仍尚有 4 千餘件經審定之政治檔案列為「永久保密」而未移轉國檔局，

部分已解密且移轉之檔案，又以「有嚴重影響國家安全或對外關係之虞」

為由，限制屆滿 50 年後始開放閱覽，故要求行政院與國安局儘速協調在

最大可能範圍內，解密及公布政治檔案。 

責任追究方面，本案主其事的軍事、情治人員多已不在人世，無從追

究其等刑事及行政責任，法制面有待建立公務員人事清查的除垢制度；對

事糾正部分，因監察院糾正權之行使對象不及於國安局，故對於林宅血案

國家暴力行為，除提案糾正行政院外，另函請國安會督導國安局檢討改善。 

調查報告指出：國家暴力的受難者及其家屬有知道真相的權利，沒有



 

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和解更遑論寬恕。二戰已結束 70 餘年，德國、以

色列從未停止追查、審判納粹暴行加害者的罪行；韓國在歷經民主轉型後，

亦公開西元（下同）1980 年光州事件真相，追究全斗煥總統等人鎮壓民主

及屠殺人民的歷史責任，及持續追究 1947 年至 1954 年濟州事件的元兇。

但我國自 2000 年政黨輪替迄今已逾 20 年，政府對於政治檔案的清查、

解密及公布，仍然遮遮掩掩，歷史真相追查困難，眾說紛紜，形成威權統

治時期竟然只有受難者、受害者，卻沒有加害者與施暴者的怪異現象，臺

灣社會及人民也始終陷於猜忌及恐懼的陰影中，傷痕歷史因而難以翻篇。

行政院於民國 111 年 5 月 30 日承接促轉會任務時，蘇貞昌院長宣示「將

承擔責任，督率全體公務人員，盡全力彌補、矯正、還原當年威權時期國

家所犯過錯，避免重蹈覆轍，繼續努力完成轉型正義的未盡事項，務必讓

政治案件當事人與家屬過去所受的冤屈、傷害，以及政府對人民的暴力、

不公不義等真相一點一滴還原。」，「讓臺灣這塊土地永遠由人民當家作主，

並享有自由、民主」。期望監察院本次調查，能走出回復歷史真相及促進社

會和解的第一步。 

∼改善與處置結果∼ 

本院調查林宅血案發現，當時刑事局「撥雲專案」小組偵辦時，因情

治系統介入阻撓刑案偵辦，將警總監聽林宅的錄音帶「沖掉」，拒絕公布「兇

嫌畫像」，又拖延專案小組至兇嫌聯繫地點「金琴餐廳」扣押點餐單及簽帳

單，導致案件多次重啟偵查仍懸宕未破。經函請行政院督導清查監聽錄音

帶及兇嫌畫像的下落，但各情治機關均表示查無所獲。本院要求刑事警察

局，依卷內倖存者及目擊證人描述之兇手形象，以現代科學技術，製作兇

嫌當時及現今可能相貌。因林宅血案尚在檢察官偵查中，已函請法務部審

酌公布模擬畫像及特徵，以供各界提供緝兇線索，高檢署已召集會議研商。 

後續本院除督促行政院及所屬情治機關檢討改進，復賡續清查國安局

有關竹聯幫等黑道檔案，並將過濾國發會解密之林宅血案檔案，期發掘可

能的線索。另血案現場採得可疑指紋中，仍有 1 枚指紋迄無比對結果，亦



 

督促刑事局以最先進之儀器持續比對中，特為說明。 

  調查報告 

https://cybsbox.cy.gov.tw/CYBSBoxSSL/edoc/download/598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