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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嬤，你今嘛在叨位，……」收音機又輕輕傳 

來歌手蕭煌奇唱的「阿嬤的話」這首歌，每次執 

行人員聽了，總會回想起住在三峽阿嬤這個執行 

故事的始末。 每個執行事件，背後都有一個屬

於它自己的故 事，有的叫人聞之憤怒，有的看

了，令人心酸。 而，這一則，是真真實實令人感

動的故事。 



 

包檳榔阿嬤的兒子吳君因為遭人利用，自曼谷挾帶毒品海洛 

因入境被捕，除遭判刑確定，並被台北關稅局處罰鍰，因逾期未 

繳，於是被行政執行。 

 
 

承辦人員從移送機關檢附之財產資料中，發現吳君名下有位 

於新北市三峽區，持分僅為2分之1的30幾年老房子，且該房屋即 

是吳君原來的住處，於是到現場訪查，當時僅吳君的母親在場， 

也就是本故事的女主角「包檳榔阿嬤」（以下簡稱阿嬤）。 

 
 

執行人員向阿嬤表明來意，阿嬤擔心吳君名下惟一之不動產 

被查封拍賣，當場向執行人員請求，願意想辦法替兒子按月分期 

繳納5,000元，希望政府給他們一條生路，不要賣他們的房子云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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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日 後 ， 不 識 字 的 阿 

嬤，果真自動到執行處來辦 

理 分 期 繳 納 手 續 ， 從 此 ， 

阿 嬤 每 個 月 都 託 人 幫 忙 郵 

寄 5 , 0 0 0 元 匯 票 到 臺 北 關 稅 

局 。 直 到 9 9 年 底 ， 接 續 承 

辦本案的書記官，考量本案 

的執行期間將屆滿，若依阿 

嬤原來之分繳金額，恐怕無 

法於執行期間屆滿前全額繳 

清 ， 而 吳 君 名 下 又 有 不 動 

產，就不足額部分，是否該拍賣不動產抵償，面臨兩難。於是， 

書記官決定，再次造訪阿嬤，希望再與阿嬤商量是否能提高每月 

分繳的數額。 

 
 

當執行人員搭乘公務車到達阿嬤位在半山腰的住處時，阿嬤 

對前來之執行人員充滿敵意、怒罵，她覺得自己被政府欺騙，這 

幾年來，她已經很努力的賺錢，省吃儉用，誠實按月分期繳納 

5,000元，為什麼政府機關的人員還要登門討債，造成她很大的 

困擾（阿嬤說：執行人員搭乘會閃紅燈的車子，停在她家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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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被人家誤會她犯罪，要被抓去坐牢似的，而左右鄰居們都紛紛 

探頭一窺究竟，指指點點，也讓她在鄰居面前，顏面盡失，抬不 

起頭），連其一家棲身立命之房屋，都要面臨被查封拍賣的命 

運。阿嬤甚至氣到拿起掃帚要驅趕執行人員，並情緒激動的說： 

「如果真要查封拍賣我住的房子，我就要帶著兩名年幼孫子一起 

自殺… … ，政府實在欺負人… 」表達對執行人員強烈的不滿與

抗 議。 

執行人員耐心安撫其情緒，並用心傾聽阿嬤泣訴其一生悲慘 

的故事。 

原來，義務人吳君名下的不動產，其實是阿嬤所購買的，只 

是用二位兒子的名義登記。她的丈夫在她二十幾歲時，即因意外 

身亡，留下她與二名年幼稚子，當時雖獲得一筆賠償金，但婆婆 

擔心她改嫁，二名年幼孫子乏人照顧，她為免去婆婆之擔憂與疑 

慮，才將該筆賠償金用來購買不動產，並登記在二個兒子名下， 

希望兒子長大能爭氣，出人頭地，不要過苦日子，誰知二兒子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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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學好，誤當他人人頭，被人利用從國外挾帶毒品回國，不僅 

要坐監服刑，還要被罰這筆罰鍰。兒子現在入監服刑，每月仍需 

靠她接濟幾百元買日用品，媳婦離家出走，留下二名讀小學的年 

幼孫子，讓她扶養，連這筆罰鍰債務，都得靠她代為分期清償， 

而她自己則從小命就不好，家裡沒錢供她讀書，所以到現在仍不 

識字，無法找到收入比較好的工作，從年輕起，就只能靠替人包 

檳榔維生，每包一顆三角，一天要包十幾個小時，才能勉強維持 

家中基本生活。雖然這幾年，賣檳榔的老闆，看她工作這麼辛 

苦，每個月還要幫兒子繳納5,000元罰鍰債務，也心生同情，主 

動幫她調高工資為每包一顆檳榔4角錢，但她還是得更賣力的包 

檳榔，才能勉強維持生計，及額外負擔因兒子惹禍所產生的每月 

5,000元分期繳納金額，無論如何一定要努力爭取繼續護守這個供 

全家安身立命的房子，絕不能讓2個孫子餐風露宿，日子實在苦不 

堪言。沒料到，節衣縮食這麼多年，現在連惟一與二名年幼孫子 

棲身立命的房子，亦將被政府查封、拍賣，他們一家老幼將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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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去何從？ 

執行人員了解阿嬤處境後，不免為之鼻酸，當場請阿嬤先寬 

心，表示將回去請示長官後，再為後續處理。在經請示本案承辦 

執行官後，執行官指示應秉持悲憫之同理心，小心謹慎處理本 

案，盡量給阿嬤一家人最大之關懷與協助，避免造成家破人亡， 

引生憾事。 

嗣後，本案承辦人員只要至新北市三峽地區出差，一定商請 

司機先生順道繞往阿嬤住家附近，又為避免到訪，再給阿嬤帶來 

招致鄰人指點之困擾，每次總是在山坡下即下車，以徒步方式走 

一段山坡路，低調的探訪阿嬤，耐心解釋相關法律的規定，努力 

讓阿嬤了解執行機關在執法上，所面臨之不得已與苦衷。其間， 

執行人員在多次探訪阿嬤時，仔細打量阿嬤所住的房子與內部的 

陳設，幾乎可用「家徒四壁」形容，破舊客廳除了祭祀祖先用的 

斑剝老舊紅桌，及幾張破舊椅子外，已無其他擺設。更令人心酸 

的是，好幾次，執行人 

員 都 瞥 見 紅 桌 上 ， 只 

有 一 鍋 參 混 著 高 麗 菜 

葉 片 的 稀 飯 ， 執 行 人 

員 小 心 翼 翼 的 垂 詢 阿 

嬤：「阿嬤，你都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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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啊？… 」阿嬤： 

「甘苦人，吃個粗飽 

就好了，錢要盡量省 

下來，少吃二頓，才 

能早一點還清兒子欠 

的罰鍰債務。」執行 

人員心想：阿嬤您吃的這麼簡單，莫非兩個小孫子也和您一樣， 

僅以同樣的食物裹腹？吃的飽？營養夠嗎？於是，在某一次探訪 

時，順道買了一袋三峽「金牛角麵包」，請阿嬤拿給小孫子吃， 

沒想到，卻被阿嬤拒絕了，阿嬤說：「我再怎麼窮，也不能收你 

們的東西，我會靠自己的力量，扶養我的孫子，謝謝你們… 」阿 

嬤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堅毅性格，讓執行人員打從心裏歎服。 

阿嬤曾多次向執行人員報怨：「我每個月除了要繳5,000元 

外，還要再負擔買匯票的手續費及郵寄給關稅局的郵票，總共要 

多支出70元，能不能幫我想想辦法，是不是有其他繳款方式，可 

以減少一些費用，這樣我就可以少包一點檳榔，手或許可以減輕 

一點疼痛了。」執行人員於是積極與臺北關稅局溝通，建議改採 

匯款方式辦理，如此，阿嬤每個月只要負擔匯款手續費30元，即 

可省下郵寄的費用40元，並將此種繳款方式的變更告訴阿嬤。 

阿嬤雖不識字，但環境逼使她對數字有極高的敏感度，在獲悉每 



26   您所不知關於我們的故事  

 

 
 
 
 
 
 
 
 
 
 
 
 
 
 
 
 
 
 
 
 
 
 
 
 

月可以節省40元支出，大為欣喜，而執行人員也幫她與臺北關 

稅局細逐筆對帳，並促請臺北關稅局就阿嬤已繳納，卻漏未銷帳 

之短缺金額，儘速銷帳完畢。從此，阿嬤對執行人員開始產生認 

同與信任，態度有了極端轉變，願意和執行人員分享其生活上的 

點滴，阿嬤武裝的心防不見了，她驚訝怎麼會有這麼服務到家的 

公務員，這麼會有這麼關心老百姓的政府人員？執行人員種種善 

意的表現，巔覆了過去她對公務員的刻板印象，她一直以為政府 

機關的人員，都是鴉霸會欺負小老百姓的，都是瞧不起他們這種 

生活於社會底層的小人物，她從沒想過，兩個善良年輕的執行人 

員，竟會對他們家投以這麼多的關愛，她也被執行人員的關懷舉 



包檳榔阿嬤  27  

動深深感動了。 

艱苦的阿嬤，受制於經濟條件的惡劣，對金錢養成分毫必較 

的心理，她想既然執行人員能幫她減省每個月40元的支出，應該 

可以再替她想辦法，每月再省去30元的匯款費用。阿嬤把她的想 

法告訴書記官，書記官很熱心的幫她分析，除非阿嬤願意每月自 

己從三峽走路到桃園，不花交通費，或託人到位在桃園的臺北關 

稅局自行繳納，又或者，阿嬤把餘欠的金額一次繳清，似乎，已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免去每月30元的手續費負擔。阿嬤後來從交 

談中，了解執行人員有結案的壓力，她也開始擔心起執行人員的 

工作壓力了，她左思右想，向執行人員表示，如果能向親友免息 

籌借尚欠餘款金額5萬多元，這樣，不僅可以再省下300多元的 

手續費，也可以幫一直替她設想的書記官解決結案的問題，如此 

一來，可說是「摸蜆兼洗褲，一兼二顧」。於是，阿嬤很認真、 

很積極的去籌款，要來還清這筆債務。令人興奮的是，一段時間 

後，阿嬤親自打電話告訴書記官，她已向親友借到款項，並匯入 

移案機關指定帳戶了，拜託書記官一定要幫她注意臺北關稅局是 

否有幫她銷帳。此外，阿嬤在電話另一端，更語帶哽咽的謝謝書 

記官，她說書記官這段時日來對她的關心與協助，她都不會忘 

記。 

包 檳 榔 的 阿 嬤 幫 兒 子 把 債 務 還 清 了 ， 這 個 執 行 故 事 也 結 束 



 

了，阿嬤則還要繼續演出她人生的角色。 

「阿嬤，你今嘛在叨位，… … 」收音機又輕輕傳來歌手蕭

煌 奇唱的「阿嬤的話」這首歌，每次執行人員聽了，總會回想起

住 在三峽阿嬤這個執行故事的始末。從一開始，阿嬤拿掃帚驅

趕 他們，到最後一次去探視阿嬤，阿嬤怖滿風霜的臉上，面露一

抹 燦爛微笑，在目送他們離去時，揮舞著乾裂粗黑的雙手，大

喊： 

「書記官大人，真多謝你啦… 足感恩喔… 」執行人員熱熱的

心、 泛紅的眼，踏上歸途， 每次的探視阿嬤之旅，都充滿著溫馨

感人 的畫面。 

阿 嬤 ， 應 該 還 是 繼 續 包 檳 榔 吧 ！ 在 此 要 說 一 聲 ： 「 阿 嬤 ， 

您辛苦了，您是正港勇敢、堅強、有偉大母愛的台灣女性啦。 

讚！」 

這個案例，執行人員每一次的探訪，都是代表政府對人民每 

一次關懷的傳遞。公權力的執行，其實是可以跳脫傳統「強制 

力」的迷思，取而以「柔性執行」代之，換而言之，「執法」與 

「關懷」是可以並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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