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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画像专家

济南市公安局二楼，一间40
平方米的工作室里，彩色人物肖
像挂满了整整一面墙，人物脸部
素描也铺满了整个沙发，肖像右
下角，标着身份———“6·11入室抢
劫强奸嫌疑人”、“潍坊坊子无名
男尸”……角落里有个书柜，整
齐码着速写本，每本有一个指关
节那么厚，不下300本。在这里，林
宇辉不间断地画，“大概画了7万
多张吧，刚开始画的都扔掉了，
这几年才有意识保存一些”。

凭借模拟画像、人像复原、
视频监控模糊图像与画像结合
这三项技术，林宇辉稳坐山东省
模拟画像专家的头把交椅。2017
年初，他获得了国际科学鉴定协
会（IAI）的认可，成为唯一的亚
洲画像师成员。

他第一次复原受损人像，是
在2009年被青岛市公安局定为

“一号大案”的案子中。一颗只剩
下半边脸的女人头摆在他的面
前，黄色的头发被褐色干焦的血
粘连在一起，皮肤干燥萎缩，满
脸刀疤，一只眼睛紧闭一只微
睁，眼眶凹陷，鼻子已被砍去，
几颗牙齿外呲，高度腐烂，散发
出阵阵恶臭。这并不是他第一
次和尸体“亲密接触”，但损坏
腐烂如此严重的头颅却是第一
次碰到。忍着胃里的搅动和痉
挛，他盯了这颗头颅 5 个小时，
又用了近一天的时间，画出 3
幅这名受害者的画像。警方据
此张榜寻人，半个月后，邻居看
到画像认出了死者。

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出
嫌疑人的模拟图，他更是轻车熟
路。接触目击证人前，林宇辉通
常会脱下警服，换上便装，花上
二十来分钟和对方聊天，等到对
方放松了，他才开始进入正题。

“你大概讲一下这个人的基本特
质吧，长脸？有多长？”他开始拿
着几张肖像资料图（这是常年画
人物的过程中，他积累下来的较
有特征的人物像），挨个问，“有
这个人脸长吗？”“眼睛大不大？
你看看这张，跟他的眼睛比如
何？”“鼻子呢？不知道。嘴呢？也
没记住，只知道比较薄。”问完一
轮，当着证人的面，林宇辉刷刷
画起来，高的矮的鼻梁，薄的厚
的嘴唇，每种可能性都画一张，
每张平均 5 分钟，画完，林宇辉
将它们摆在地上，“你看哪一个
像？总有一张比较接近，就拿着
最接近的那张再进一步地去深
入去画。”

要复原人像，观察力、记忆
力和绘画功底缺一不可。“要像
打印机一样，练就一瞬间立刻印
在脑子里过目不忘的本事”，发
现和捕捉对方的神韵是关键。在
林宇辉眼里，微妙的表情或者不
经意间的小动作，会透露出某种
心理情绪，就像一双孪生姐妹，
性格可能截然不同，画的时候就
不能把她们画成一样的，“大多
数时候，对方脸上表现出来的神
态，正是他心理的写照和反映，
当我感觉到他快乐时，就会把嘴
角微微向上画一些。”林宇辉会
将眼睛、鼻子等五官拆开来画，
最后一步，就是将五官画在一
起，互动起来，“要把他尽量画得
美一点，无论是老还是年轻，让
大家都能接受，把神韵画出来。”
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起死回生”。

有疑惑只能自己琢磨

第一次感受到“起死回生”
的神奇是在爷爷笔下。上个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济南，遇到红白喜
事，邻里们总喜欢请来林爷爷，
详加描述，让他画出一幅像。年
幼的林宇辉就在旁边听着，看

着，“一会儿眼睛就出来了，又
过了一会儿，哟，鼻子出来了。”
渐渐的，他跟着爷爷依葫芦画
瓢，对人物画逐渐有了感情，

“人是有感情的，正因为如此也
最难画。”

1970 年代林宇辉被山东省
交警大队录取，在《山东公安》杂
志社做美术编辑，一干就是 24
年。2004 年，《山东公安》停刊，林
宇辉被调到刑侦局。跟画画越行
越远了，那一两年里，林宇辉一
直在思考自己该往何处去。偶然
间，电视上播出了模拟画像专家
根据目击者口述画出犯罪嫌疑
人头像的情节，他灵光一闪，要
不试试这个？他找到刑侦局物证
鉴定中心的领导商量，正好当时
局里缺模拟画像的人。

一开始，林宇辉单纯地根据
目击证人的描述画像，监控慢慢
普及之后，他发现摄像头拍出来
的视频大多很模糊，他开始琢磨
将马赛克似的模糊图像与模拟
画像结合到一起。他训练自己只
看一半脸、一个眼睛，然后推测
出双眼间的距离和脸的宽度，

“一般鼻子短的人下巴不会长，
嘴巴要看看是大嘴还是小嘴，大
嘴的人可能嘴唇厚，小嘴的人，
一般来说相对就要薄一点。”

2009年，山东银山接连发生
两起以“神医看病”为名的诈骗
案件，犯罪嫌疑人流窜作案，得
逞后迅速逃匿。根据一小段犯罪
嫌疑人取钱时的模糊视频，他画
出了10多份模拟画像，再结合多
位受害者的描述反复修改。最

后，侦查人员根据模糊画像发布
案件协查和预警信息，一个月后
将嫌疑人捉拿归案。

成就感总是片刻。大部分时
间里，林宇辉都难免落寞：“一般
情况下你做什么，人家都愿意跟
你聊一聊，但我搞画像，人家不
跟我议论，人家不跟我谈，这就
说明人家对你有看法了。”他用

“无依无靠”来形容自己，没有直
属领导，没有下属，也没有团队，
接到案子有疑惑，也只能自己琢
磨，“我能去找谁呢”。

突然成了“网红”

他已经59岁，明年就要退休
了。就在职业生涯即将走到终点
的年纪，林宇辉完成了两件让他

“扬名”的事。
2016年11月，在央视节目《挑

战不可能》中，根据3张打满马赛
克的失真照片绘制出其大致轮
廓，他顺利从48个穿着相仿的女
孩中找出3个目标人物。挑战成
功让他声名鹊起，此前，他一个
月也就经手两三起案子，此后，
找上门来的案子数量翻了五六
倍。他也因此结识了刑事鉴识专
家李昌钰。2017年7月，北大女硕
士章莹颖在美失联，李昌钰将他
推荐给FBI，为犯罪嫌疑人画像，
协助美方破案。这不仅让他成为
了新闻人物，也让模拟画像师这
个行业进入了公众视野。

“美国警方对于他在这么差
录像的情况下，能画出如此相似
的画像，感觉非常惊讶。”章莹颖
案律师王志东说，负责该案的警

长看到画像后，连连惊叹“太像
了”。对于网上甚至出现的“中国
警察震惊FBI”、“国际刑警组织
邀请林宇辉前去工作”等说法，
林宇辉冷静否认，“模拟画像只
是一种辅助破案的方式，不能把
它神化。”

现在，他同时经手的案子
能有五六十起。有人说他是“网
红”了，他直愣愣地反问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对他来说，出名唯
一的好处就是“他们都叫我林
警官了”。

直到快要退休，林宇辉也只
是个正科级干部，编制也还挂靠
在“视听侦查”上，但他不太在
意，“搞技术的人，提升都很慢。”
他叹息的是，“做这个工作，我没
有同行，就一个人孤军奋战，遇
到困难了只能靠自己调整。”所
以，他早已为自己规划好了60岁
以后的生活，去北京，开一家培
训模拟画像师的学校。

职业的尴尬之处仍在。比
如，公安部内部，更多的是使用
计算机进行人像组合。以及，目
前模拟画像只是刑侦阶段的一
种手段，帮助警方缩小寻找范
围，并不能作为证据在法庭上使
用。林宇辉觉得，虽然DNA、指纹
和天眼等现代破案手段日益发
达，但总有些时候，嫌疑人没有
留下任何有效线索。

“咱预测不了未来科技会发
达到什么样子，但是起码最近20
年、30年，模拟画像消失不了。”
对此，林宇辉笃定极了。

据《人物》

神笔警探林林宇宇辉辉
看人第一眼后，林宇辉先生会习惯性地先确认这人的脸型。

再由脸型推测出颅骨的大致轮廓。常人眼中的胖或瘦，在他的逻
辑里不过是“肉与骨头之间的距离”。

他的习惯是，黑色画夹不离身，得空了就画人脸肖像。从精
准识别人脸到落笔成像，作为山东省公安厅的模拟画像师，林宇
辉已干了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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