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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38/2021_2022__E8_8B_8F_

E5_89_91_E5_90_9B_E6_c24_238046.htm 苏剑君根据记者的描

述，画出一幅记者同事的画像。 用一支画笔，将案件目击者

记忆中的犯罪嫌疑人模样呈现于纸上，以协助抓捕，这就是

刑事模拟画像。中国警界刑事模拟画像顶级高手，当属“南

张北苏”上海的张欣和山东的苏剑君。 由于刑警工作繁忙以

及处世低调，他们极少露面于公众。11月18日下午，借苏剑

君来京出差之机，本报记者对其进行专访，探测这位模拟画

像高手的“武功秘籍”。 苏剑君，从警20余年，1996年以来

，为各地警方绘制刑事模拟画像700余幅，协助破获重特大案

件数百起。 不像警察像学者 11月18日下午，由济南来京出差

的苏剑君在他的住处约见本报记者。 乍一接触，并不觉得苏

剑君像个警察，倒更像一位学者。他的长相书生气十足，名

片上印有“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但他的确是个警察。他

是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协会理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特邀研究

员、中国刑警学院特邀刑事相貌专家、铁道部公安局特邀刑

侦专家、济南铁路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犯罪心理

测试中心秘书长。 除了制作模拟画像协助各地警方破获数百

起重特大案件之外，苏剑君还曾利用测谎仪直接破案57起，

排除嫌疑人、提供侦查方向百余起。目前，国内能成功制作

模拟画像，又能成功运用测谎仪办案的，仅苏剑君一人。 同

时，苏剑君还擅长丹青、金石。“中国测谎第一人”张祖丰

说，苏剑君的篆刻作品，“一个字在琉璃厂能卖几千块钱”

。 记者当场出题测试 见到苏剑君后，记者一行3人表示要“



考考”他。考题是：记者口述一个同事的特征，由苏剑君现

场模拟画像。苏剑君愉快地答应了。 准备就绪后，“考试”

开始。 “多大年龄？”“体态偏胖还是偏瘦？”“头发是长

还是短？”⋯⋯问题接连提出，根据记者的回答，苏剑君在

纸上迅速记着。 连续提了20多个问题之后，苏剑君闭目沉思

了一会，开始落笔。很快，一个青年男子的面部轮廓在纸上

显现出来。大约30分钟后，画像基本完成。然而，记者提出

，这张画像并不像那位同事。 “是脸形不像还是⋯⋯”苏剑

君开始耐心地引导。记者开始补充描述，但3位记者的描述各

有差异，甚至连脸形都有3个说法。“别急，你们每个人的文

化背景、识别能力都有差异，误差是肯定的。”苏剑君说，

在实际侦查中，他是不允许几个人同时描述的，以免互相误

导。 “你们试着闭上眼睛，努力想清楚那个同事的样子。”

苏剑君说，他甚至推荐记者到卫生间关上灯想。他说：“黑

暗密闭的空间会让人产生安全感。很多案件中，我都会尝试

让受害者到卫生间去回忆。” 苏剑君说，越是熟悉的人，描

述起特征来反而越困难，“太熟悉了，反而不会注意他的面

貌特征，这就是所谓‘熟视无睹’。” 在记者不断补充描述

中，模拟画像制作完毕。记者将这张画像带回报社验证其效

果，看过的同事中，多数人都能准确地说出画的是谁。 “我

现在追求的，不是70％、80％像，而是‘猛一看像’，画像

的目的就达到了。”苏剑君说，即使用模拟画像寻找嫌疑人

，很少有人拿着画像逐一地去比眼睛、鼻子、嘴，多数目击

者也不会如此去记忆犯罪嫌疑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