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宇輝畫的第一位烈士，是四川大涼山地區的一
名公安人員。他叫劉國才，1956年在一次剿匪戰
鬥中犧牲。消息傳來，已懷有身孕的妻子周里秀痛
不欲生。多年來，周里秀一直想讓兒子知道父親的
相貌。直到2017年，83歲的周里秀通過央視《等
着我》欄目找到林宇輝尋求幫助。
同是警察的林宇輝立刻同意了這一請求，這也是
他首次為警察畫像。他根據劉國才生前戰友提供的
長相特徵、表情特點，用幾天時間完成了這個特殊
的任務。節目播出後，全國各地的許多烈士家屬找
到林宇輝，希望他把親人的畫像復原出來，而周里
秀顫抖的雙手、激動的淚水亦成為林宇輝腦海中揮
之不去的畫面。從此，林宇輝給自己定了一個目
標，免費為100名烈士畫像，他想為烈士的家屬盡
一份心力。
「他們本應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但留給他們
的只有一張薄薄的烈士證。許多家屬用幾十年時間
去追尋英烈的足跡，一直追尋到生命的終點，又傳
給後世子孫。」林宇輝表示。

畫筆下第一位烈士是剿匪警察

▲烈士家屬抱着畫像流下熱淚。
受訪者供圖

▲後人把被國民黨殺害的張爾
芳烈士的畫像擺放在張爾芳的
墓前。 受訪者供圖

林宇輝退休前是山東省公安廳刑偵局物證鑒定中心
模擬畫像專家，曾為國內外數十宗重特大案件提

供關鍵性技術支持。2017年6月，林宇輝根據美國警方
提供的三段模糊視頻，繪出中國訪問學者章瑩穎被害案
的犯罪嫌疑人畫像，這是美國FBI歷史上第一次用中國
警察的模擬畫像技術破案；2019年10月12日，廣東警
方公布的涉及9宗拐賣兒童案嫌疑人「梅姨」最新畫
像，亦出自林宇輝之手。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警方及有
關部門根據林宇輝的模擬畫像，已找回12名失蹤兒童。

他們雖不是黃繼光依然偉大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爸爸，你圓了我一個夢。」在
林宇輝模擬畫像工作室，82歲的劉先生抱着父親劉占
鰲的畫像哭得像個孩子。
劉占鰲是河北饒陽人，1943年6月在和日軍作戰
中為掩護戰友壯烈犧牲，時年22歲。在林宇輝的筆
下，劉占鰲頭戴禮帽，身着立領便服，神情堅毅地
注視前方。劉先生看着父親的畫像，忍不住再次落
淚。
他說，這些年常常夢見父親，但是一直看不清臉。
有時看到父親走過來又走回去，他想快點醒來記住父
親的模樣，卻總是一片空白。他輾轉找到林宇輝，請
他為父親畫了這幅畫像。
從2017年起，林宇輝用4年時間跑了7省21座城
市，走訪了400多名烈士後代，行程1萬多公里，先
後為100餘名烈士免費畫像。
他說，「這些展現出來的面孔，雖然沒有做過驚天
動地的事情，不是黃繼光，不是董存瑞等革命英雄，
但他們依然很偉大，依然是為國家獻身的英雄，值得

我們後人銘記。」

反覆比對接近烈士真實相貌
據林宇輝介紹，給烈士畫像遇到的最大困難是資料
缺失。為此，他考證了人民軍隊各個時期軍服的特
點，力圖還原每一位革命烈士生前的着裝打扮。
比着裝更難還原的則是相貌。隨着時間的流逝，
見過革命烈士相貌的人大多已離世，健在的也只能
從幾十年前的記憶中找出支離破碎的片段。有時因
為走訪人員的表述不同，一幅畫像要翻來覆去改十
幾遍。
此時，林宇輝二十餘年的刑偵模擬畫像經驗起到了
作用，通過對烈士親友的提問和引導，觀察革命烈士
族人的相貌特點，經過反覆修改比對再修改，他一步
步地接近革命烈士的真實相貌。
在林宇輝的百幅烈士畫像中，有2位女烈士。一位
是當年志願軍第三軍團12軍31師文工團的戴儒品，
一位是山東安丘官莊區婦救會主任張爾芳。她們犧牲
的時候只有十八九歲，戴儒品在朝鮮上甘嶺給戰士演
出時被美軍飛機轟炸英勇犧牲；張爾芳被國民黨抓獲
後受盡酷刑被活埋。
在林宇輝的模擬畫像工作室裏，2名女烈士的畫像
位置相鄰，一個美麗，一個剛毅，卻同樣視死如歸像
一對知己。

百歲老人要和丈夫畫像葬一起
在林宇輝的委託人中，年齡最大的是一位百歲老
人，她的丈夫51年前去了朝鮮，臨行前把上月軍餉
交給已經懷孕的妻子，卻一去未歸。之後幾十年，她
把孩子撫養成人，一直沒有改嫁。看到林宇輝給丈
夫畫的畫像，她覺得丈夫又回來了。她說，「將
來我走的那一天要和畫像埋在一起……」
通過畫像，100個單純的名字變成了一張張
具體的面孔。每一位烈士的相貌都定格在風
華正茂的年紀。
在林宇輝的工作室裏，耄耋之年的老人首次
與年輕時候的父親見面，年輕人與祖父、曾
祖父「相逢」。林宇輝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創
造了一次次穿越時空的會面，彌補了許多人
幾十年的遺憾。
「這是搶救性的工作，再沒有人來做，這
些面孔可能就永遠消失了。」林宇輝計劃
在建軍100周年之前完成100幅志願軍烈
士的畫像，前期已完成30多幅。

今年4月，林宇輝的模擬畫像
工作室來了一位72歲的老人。
她叫張玉秋，在堂妹張玉英的陪
同下來到濟南，請林宇輝為父親
張所聘烈士畫像。

1950年12月，張所聘在長津湖戰役中英勇犧
牲，年僅21歲的年輕生命永遠留在了異國的土地
上。多年來，張玉秋一直想去朝鮮祭奠父親，卻
因身體等原因未能成行。她最大的遺憾，就是從
未見過父親的相貌。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遺憾
和思念更與日俱增。她在堂妹的幫助下找到林宇
輝，老人神情緊張而迫切，靜靜地等待堂妹和林
宇輝溝通。

林宇輝認真觀察了張玉秋和她奶奶的照片，對她
說：「從五官上看，您的眼睛鼻子和您奶奶都像，
從這個方面來分析，您應該和您父親像……」和以

往很多次畫像一樣，林宇輝首先會參考所畫之人親
人的相貌。「模擬畫像畫的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人
物，大部分只能通過別人描述的特徵重新塑造，
這需要畫師不僅有繪畫能力，還要對人物特徵、
地域特徵、解剖透視等均有所了解。」林宇輝分
析，「長津湖戰役打得比較慘烈，當初入朝作戰的
戰士是穿着單衣去的。12月份正是當地最寒冷的時
候，那個時候人們應該是戴着棉帽子，但是真實的
情況我並不知道，我還是想畫頂棉帽子吧，至少讓
他的親人感覺不是那麼寒冷。」

在林宇輝的筆下，張所聘身穿軍裝，頭戴棉
帽，眼睛清亮有神，輪廓與張玉秋有些相似。首
次見到父親的相貌，張玉秋淚流滿面。「好像是
有了父親了，心裏真是高興……我小時候沒見
面，七十多歲了才看到父親……」她的聲音帶着
哽咽，多年的思念如洩閘的洪水噴湧而出。

在山東泰安市對臼社區，今年70歲
的秦厚美老人捧着林宇輝為父親秦忠富
烈士所作的畫像泣不成聲：「爹啊，我
想和你說的話忒多了，70年了，我看
到你的模樣了……」
秦厚美是山東泰安人，她的乳名叫
「等妮兒」，幾十年來，她一直等着她
的父親。
那是1949年的一天，秦忠富跑回家對
父母說要去參軍。母親和妻子勸他不要
去，他口頭上答應，回頭便偷偷跑去報

了名。約一年左右，秦忠富就和戰友一
起去了朝鮮戰場。這一去就再也沒有回
來。
秦厚美說：「我奶奶到死，也不說我
爹死了。那時候給我起了小名，叫等妮
兒。她說，你等着你爸爸來，你爸爸不
一定在哪裏，還能回來。」一個「等妮
兒」，寄託了全家人對秦忠富烈士的思
念。
70年，秦厚美最大的願望就是見父
親一面，哪怕是照片也好。在林宇輝

的幫助下，秦厚美終於完成了多年的
夙願。
同村一位85歲高齡的老人，是秦忠
富的兒時好友，亦是目前唯一在世、見
過並且記得秦忠富烈士容貌的人。
當林宇輝警官把畫像呈給老人時，老
人激動不已，鄭重地向畫像敬了個禮
說：「二哥好！」 最激動的當然是秦
厚美老人，她將70年的思念化成了一
場痛哭：「爹，等妮兒，終於等到您
了……」

刑偵畫像專家

父親21歲長津湖犧牲
女兒72歲首見父「真容」

「我的工作是用畫像來還原真相，或者犯罪的真相，或者時間的真

相。當我提起筆為革命烈士畫像時，我明白這次要還原的真相意義非

同小可。每一幅畫像都是一個鮮活的生命，一場慘烈的戰爭，一段輝

煌的歷史。」被稱為「神筆警探」的國際刑事科學法庭畫像專家、原

山東省公安廳首席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過去4

年，他為100位參加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

朝戰爭的烈士免費模擬畫像，讓一張張因歷史原因沒

有留下影像的「英雄面孔」得以重現。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濟南報道

復 英雄容貌

●2017年 7月 21日，香港文匯報
A21版整版報道了原山東省公安廳首
席模擬畫像專家林宇輝精準繪出嫌疑
人，幫助警方成功破獲大案要案的故
事。圖為報紙版面。

「等妮兒」等爸爸 最終等來一畫像

活

●72 歲張玉
秋看到在長津
湖戰役中犧牲
的父親張所聘
的畫像，淚流
滿面。
受訪者供圖

●林宇輝用自己所
畫的革命烈士的畫
像向前來參觀的小
學生講述革命烈士
的英勇故事。

受訪者供圖

掃碼看片

100個名字變成100個形象 烈士後人圓夢「見」親人
●林宇輝現場畫像。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江宏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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