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2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任鹏 美编：许雁爽 组版：颜莉深读·对话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陈玮

争论原始山东人像

张艺谋没有意义

齐鲁晚报：是怎么想起给山
东人复原面孔的？

赵成文：参加山东卫视《中
国面孔》栏目时，山东大学提供
了一个颅骨，这是在青岛即墨出
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男性颅骨。

齐鲁晚报：复原用了多长时
间？

赵成文：大概一周吧。要想
确定面孔的五官，先要给五官画
出位置线。人的脸有一条中心
线，一般都是左右对称的。五官
线画完后，再根据一定的规律选
择眉毛、眼睛、鼻子、头发、嘴，然
后进行反复的调整。

齐鲁晚报：五官怎样找？
赵 成 文 ：我 们 有 个 警 星

CCK系统，收集了不同职业、不
同阶层人的照片，可以组合99亿
个图像，按照比例从中选择最合
适的。其中，眼睛加了马赛克处
理，为了防止肖像权的问题，眼
睛提取出来单独成库。

齐鲁晚报：把合适的五官
安上，就算是完成面孔复原了？

赵成文：当然不行，面孔复原
不只是五官的复原，最后还要考
虑这个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比如
山东人，有的在海边风吹日晒，配
上肌肉发达的上身，选择鱼飞出
水面的照片做背景，呈现的是在
海边和打鱼有关系的一个人，这
才符合当时山东人的特点。

齐鲁晚报：如果适合这个尺
寸的五官有很多，怎么挑出对的
那个？

赵成文：确实会有很多适合
这个尺寸的，但要选这个年龄段
的。比如这次复原的山东人，那
时候人缺少营养，会瘦一些黑一
些，会有皱纹。耳朵我们选大一
些的，因为那时候要靠听力。牙
齿因为常吃生肉会比较发达。有
些图像加了身子还要进行加长，
从相貌学上说，85%都符合这个
规律。

齐鲁晚报：您觉得复原的山
东人面孔准确率可以达到多少？

赵成文：在90%到95%之
间，任何事情，包括现在做活体
都达不到百分之百，相貌随时随
地都在微变，有病没病、一年四
季都是不一样的。

齐鲁晚报：想必您也看到那
些评论了，有人说像冯小刚和张
艺谋，有人说长脸像李咏，还有
人不满意这种复原，认为原始山
东人的面孔太丑了。

赵成文：我看着不像冯小
刚，像张艺谋倒是有一点，不过
争论这个没什么意义，因为我们
是同族同根，变化有可能重叠重
复。就像种瓜一样，品种再多，一
看也还是瓜。面孔复原要尊重事
实，不能说追求还原出来的人要
好看，那就失去复原的意义了。

齐鲁晚报：您祖籍是山东，
做山东人的面孔复原有没有特
殊感受？

赵成文：对，1899年我的太
爷从山东来到沈阳，我们家都是
大个子，都在一米八五以上，都
是大长脸，典型山东人的特征。
做山东人面孔复原有种回到家
乡的感觉。

复原被焚烧受害者

面孔，案子很快破了

齐鲁晚报：面孔复原技术运
用到刑事案件中，是不是可以破
很多案子？

赵成文：其实面孔复原最早
的用途就是用于刑事案件，一些
因果关系比较明显的杀人案、碎
尸案、白骨案，就要靠面孔复原。
还有好多(受害人)皮肤都腐烂
了，光剩颅骨，这个人是谁？为什
么被杀？就要用到复原，也叫“颅
像还原”，一旦还原了破案率能

达到80%。
另一个用途就是刑事相貌

学，主要用于模拟画像。模拟画
像从秦代就用上了，画一个人的
像挂在城墙上实行抓捕，叫画影
图形。现在的用途是，目击者描
述嫌疑人后，我们用电脑软件进
行复原，加入刚才所说的警星
CCK系统。

齐鲁晚报：您印象最深刻的
通过复原人像抓捕嫌疑人的案
例是什么？

赵成文：前一段时间北京电
视台播出过，一个19岁的受害者
被杀后，凶手在山洞里倒汽油把
他烧了。当天接到任务后就复原
了，第二天发通报，很快他父母
来认人，案子也很快破了。

齐鲁晚报：是怎么还原的？
赵成文：还是用颅骨复原技

术，现场勘探。看是什么汽油、多
少公升，确定烧的程度，接下来看
颅骨的轮廓，确定脸型，再给五官
画线，添加部件，按照年龄把耳朵
和头发加上。现场有一些衣服残
片，看是什么样的衣服，然后买同
样的新衣服给死者穿上。第二天
通报以后，死者的父母一看像自
己的儿子，就打电话来了。

齐鲁晚报：怎么找到凶手的？
赵成文：因为知道了受害者

是谁，了解到受害者在哪里打工，
然后和他一起打工的人跑掉了，
大体就能断定是哪几个人干的。

齐鲁晚报：之前大连的支票
诈骗案，您按照目击者的描述进

行画像，最后却画出了目击者的
样子，然后确定这是目击者自导
自演的把戏？

赵成文：因为就没有那样一
个人，他见自己的像见得太多
了，觉得不会怀疑他，就很自然
地按照自己的样貌描述了。我画
完了问他‘是不是你做的’，他一
下子就慌了，后来案子就破了。

齐鲁晚报：一般来说，还原
面相需要多长时间？

赵成文：不一定，有时候很
快，有时候要先根据死者图片判
断信息、确定身份。比如前年有
个无名女尸，样子已经变形，当
地警方找我去还原。根据鞋底和
牙我判断她是聋哑人，死者家属
很快找到了，果然是聋哑人。依
据是她下面缺四颗牙，长时间没
有镶牙，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
能：一是生活条件不好，二是不
张嘴，别人看不到。什么人不张
嘴呢？那就是哑巴。

齐鲁晚报：这样的刑事案您
一个月大约可以接到多少起？

赵成文：现在不太多了，以
前多时一个月能接到十几起，现
在一个月平均也就两三起吧，都
是全国各地的。

古人复原不光要复

原外表，还要复原内心

齐鲁晚报：是不是所有面
孔复原都是一个规律？先确定
颅骨、脸型，用画线确定五官？

赵成文：对，基本上都是这
样一个规律，不过每个人有每个
人的特点。做这件事的人，要在
懂人体测量学的基础上，再掌握
解剖学，然后有美术功底。面孔
复原实际上是刑事案件的技术
应用到了考古上，目的不一样，
但技术技法是一样的。

齐鲁晚报：从2000年复原明
王妃面孔开始，迄今您一共复原
了20多个古人面孔，这些作品中
您最满意哪一件？

赵成文：国内是楼兰美女、
辛追夫人，吴承恩还要进一步加
工，有提升余地，国外是法老。国
外面孔复原用机械，做得很生
硬，像橱窗里的模特。而我们做
的还有内心的东西，通过眼神能
看到痛苦，以及被害时的深层表
情。这不像刑事案件，案件只要
找到人就行，古人复原不光要复
原外表，还要复原内心。

齐鲁晚报：为什么复原古人
时，一定要复原他们的内心呢？

赵成文：因为这能揭示历史
的一些事情，我们可以通过他的
表情看到内心的东西、看到时代
背景，他想说什么，我们都可以
有一种感觉。但是一般人不研究
这个，也就是看热闹。

齐鲁晚报：网上有质疑，说
一位专家也在做新疆女性干尸
面孔复原，跟您复原的结果不太
一致，您对这个质疑怎么看？

赵成文：新疆的木乃伊特别

多，要看原材料是不是同一个，
像我拿八号你拿九号肯定不一
样，即使拿同一个，照片拍摄的
角度不同也会不一样。这个没有
可比性。

这个学科比较边

缘，处在后继无人状态

齐鲁晚报：您做古人面孔复
原的初衷是什么？

赵成文：一开始没有这个想
法，有一次无意间到江西办案讲
学，赶上明王妃的事，误打误撞
走到那个博物馆了。我觉得那个
颅骨可以复原，做完了北京日报
头版发布新闻，就轰动了。之后
就是湖南的，接着做了很多。

齐鲁晚报：您的这项技术是在
刑侦中用得多还是考古中用得多？

赵成文：现在这个学科是比
较边缘的，公安办案和一些大学
的考古系不太研究，目前处在一
个后继无人的状态。我培养了几
个学生，他们都不干这个，真不
知道我死了之后中国还有没有
人干这个。

齐鲁晚报：为什么没人愿意
去做？

赵成文：就是因为是边缘学
科，国家要是把它专门设到哪个
大学的历史系，专门设一门这样
的课，可能就有人去研究了，可
现在没有。刑事侦查科也不太研
究这个，现在这个技术处在一个
两不管的地带。就像是一个村子
处在三县交界处，村子很重要，
可没人管就自生自灭。我希望国
家能成立一个中国古人复原研
究所，有场所、有硬件，能够培养
人才，还能解决案件中的问题和
一些考古上的问题。

齐鲁晚报：您现在忙些什
么？

赵成文：我正在做南京直立
人的面孔复原工作，这次是应南
京博物馆邀请做的，现在已经基
本复原完成了，但是还没有公布。
南京直立人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
的，时间上和北京人差不多。

齐鲁晚报：在别人邀请您做
复原时，您也会对这些邀请进行
选择吗？

赵成文：我会看是否有意
义。也有普通人要求复原自己的
父母、爷爷奶奶，如果出发点是
为了孝顺，我也会接受。山东泰
安有一家军人疗养院，一个老太
太为救战友被烧伤了，她和她女
儿有一个心愿，想复原她十八岁
时候的样子，我就给她做了一个
和她丈夫在一起的复原。这个是
我义务做的，算是完成她的一个
心愿吧。

（上接B01版）

历史“接棒者”

“我没看错人。”对于李
正而言，伯绍海不仅是自己
的徒弟，更是那段历史的“接
棒者”。

事实上，经由李正这一
代人的研究和呼吁，这段历
史已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6月12日的公祭大会上，
云南省委统战部部长黄毅在
谈到一位远征军老兵所忧虑
的“不害怕死亡，害怕被遗
忘”时，就曾表示，“我们从来
没有遗忘。”

就在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伯绍海时，遇到一位40多岁
的来自西安的企业主，他来
腾冲旅游，碰巧赶上这次祭
拜活动，于是找到当地政府，
希望能捐钱给生活困难的老
兵：“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
雄，之前我们亏欠了他们太
多，现在再不还账，以后就没
有机会了。”

伯绍海说，这样的捐助
者，这些年他遇到不少。而在
网络上，“关爱老兵”早就成
为一些年轻志愿者的日常工
作。

“深圳胖哥”、“上海氧
气”……对于志同道合者，伯
绍海随口就说出一连串名
字。“跟他们比，我其实做得
很有限。”伯绍海说，由于一
些老兵住在交通不便的穷乡
僻壤，驾车前往看望他们的
志愿者往往要早出晚归，连
续几天下来，常常让人疲惫
不堪，有的志愿者甚至因疲
劳驾驶出过车祸。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可
以用‘疯狂’来形容。”云南当
地一位接触过这些志愿者和
抗战老兵的媒体人告诉齐鲁
晚报记者，很多志愿者一旦
陷进去，往往无法自拔。

“有些老兵的日子确实
过得非常惨，谁见了都会动
容。”这位媒体人说，这种动
容，更多是建立在一种对历
史的认同感之上。

12日的公祭大会现场，
齐鲁晚报记者就曾碰到来自
贵州的个体老板周谦，2009
年看了一则关于“老兵回家”
的新闻后，周谦便开始关注
抗战老兵，此后不断参与当
地一些关爱老兵的活动。尽
管面临资金、交通等限制，但
周谦表示会坚持下去，因为

“这是对历史负责”。
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

像腾冲这样有着如此浓厚的
抗战文化氛围，而身为腾冲
人的李正，终身追求的目标
就是，“为这段历史(远征军
抗战)正名，还其历史的本来
面目。”

时光流逝，现在公众对
于那段尘封的历史的认同度
越来越高，可以说李正已经
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
他认为这还不够，“需要我们
的国家和政府给予更多的认
同。”

不仅对于那些几十年前
逝去的战士应该如此，对于
幸存下来但仍在底层挣扎的
老兵，更应如此。

“这些老兵像一盏盏明
灯一样，照亮了国家和民族
最黑暗的时刻。”从这个意义
上说，他们同样是“最可爱的
人”，“希望这段历史能深入
每个中国人心中，真正传承
下去。”李正说。

如如何何只只用用一一个个颅颅骨骨破破案案
——— 专访中国刑事相貌专家赵成文

赵成文把家里的书房改成了复原人像工作室，经常在这里研究人物面貌。

“怎么看上去长
得像张艺谋，大长脸
像李咏？”前不久的

《中国面孔》节目中，
中国著名刑事相貌专
家、中国刑事警察学
院教授赵成文根据在
大汶口出土的头骨，
复原出了5500年前山
东人祖先的相貌，引
起多方关注。

这已经不是赵成
文第一次复原古人面
孔，楼兰美女、明王妃
等著名人像复原都出
自他手。利用人像破
案，也让这个祖籍山
东的刑警专家成为警
界和考古界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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