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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B_8B_E6_A0_B9__c122_486385.htm 在法学院物证技术学

教研室的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被誉为“中国物证技术第一

人”的徐立根教授。82岁的徐老高大挺拔，穿着白衬衣、黑

西装，显得格外年轻。 “我追求的只是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

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问题，为公安、检察、法院办案，也为

律师和社会其他部门办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长达三个

半小时的娓娓讲述，让我们领略到了这位精神矍铄、鹤发童

颜的长者的人格魅力，也展示了令他执著一生的物证技术“

三”字玄机?? 青年求知：三所名校育英杰 徐老饶有兴趣地向

我们讲述他和“三”结下的不解之缘：兄弟三人、育有三个

优秀的儿子、又有三个懂事的孙子、会使用中俄英三种文字

，都是他对“三”字情有独钟的原因；而青年时代求学的三

所大学，则更是他事业起步的摇篮。 1925年，徐老出生在浙

江省衢州市江山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清朝的进士，父

亲是勤工俭学留学法国的农业科学家、曾在浙江大学和中国

农业大学任教授、系主任，他本人自幼随母亲在农村长大。

知识分子家庭熏陶、耳濡目染，看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

的生活，儿时的经历让他的性格中充满了对真理的渴求、饱

含着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也使他树立了人生道路的闪亮标尺

。 厦门大学是徐老就读的第一所大学，当他以优异的成绩从

法学院毕业后又考入华北大学学习俄文；中国人民大学成立

后，他又成为人民大学本科俄文系第一批学生，由苏联教师

授课，继续学习俄文，至1952年毕业，被分配至人民大学法



学院。“按年头算，我应当是法学院资历最深的人大人”，

对此，徐老显得颇为自豪。 谈到在三所大学的求学经历，徐

老深情地说：“人民大学的校训是‘实事求是’，厦门大学

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都对我影响很大。对我

来说，做人就是要踏踏实实，要不断努力以求做到最好，最

大程度的接近自己的目标！” 远见卓识：三件工作铸事业 徐

老在人大法学院最初的任务是为当时援助我校法律系的前苏

联专家担任课堂讲课口译，口译课程是《苏维埃犯罪对策学

》，即《物证技术学》的前身。在徐老看来，这是一份很不

轻松却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之前并未学习过这类课程，俄

语的表达能力也还不是很熟练。听课的人很多，既有兄弟院

系的进修教师，也有来自实际部门的侦查、技术骨干，为了

高质量的完成任务，徐老就自己到图书馆看书、又从旧书店

买了很多过去的教材研读。“我就是通过自学钻研、口译实

践，把专业问题一个一个搞得比较透彻”，徐老回忆起当时

的情景，脸上满是兴奋与自豪。正是凭借着这种“边干边学

”的作风，他不仅出色完成了口译工作，成为苏联专家和青

年教师之间可靠的“桥梁”，而且更扎实地掌握了刑侦、物

证技术知识，为日后独立开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1956年，司

法部新建司法鉴定研究所，徐老曾被司法部“借”至该所工

作一年。1957年，他回到人大法律系从事由“苏维埃犯罪对

策学”改名的“刑事侦查学”教学工作。尽管当时政治运动

一个接着一个，但教学工作基本上从未停止。“文革”期间

，徐老和学校很多教工一起下放至“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

动，70年代初徐老因工作需要被调往北京大学法律系执教。

直至1978年人大复校，徐老才被调回人民大学，继续他所热



爱的刑侦教学科研工作。 作为法学院的第一批赴美访问学者

，徐老于1984年远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考察学习。在美国，

徐老对国外先进的物证技术理念和蓬勃发展的物证鉴定技术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深深地感觉到我国的大学法学院系

必须建立自己的物证技术学新学科。他认为，“法学院学生

应当懂得办理各类案件都经常运用的物证技术基本知识。法

学院应当开设‘物证技术学’作为本科生必修的通识课程，

借以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归国后，他立即着手进行新学科建设工作。他提出

的将法律系本科刑侦课程分为侦查学和物证技术学两门课程

的改革建议，得到了国家教委的支持，《侦查学》和《物证

技术学》立即被列入国家教委制订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

写计划”，两书的主编均指定由徐老担任。不久，由徐老主

编并亲自撰稿的《侦查学》、《物证技术学》正式出版，《

物证技术学》一书还先后被北京市和国家教委评为优秀教材

一等奖。新学科教学建设被批准后，徐老又提出招收侦查学

物证技术学研究生的计划，为此他专门找到当时主管研究生

工作的校领导力陈建议，获得了校领导们的支持。徐老招收

的第一位研究生，就是目前法学院物证技术教研室主任、挂

职兼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在国内外证

据法学界享有盛誉的何家弘教授。 很快“物证技术学教研室

”、“物证技术中心实验室”正式成立，并从国外进口现代

物证检验和分析仪器。有了现代化仪器设备以后，徐老和他

的同事们又考虑如何更好的发挥实验室的作用，为社会提供

物证鉴定服务。经校、系领导和国家教委同意，最后提请司

法部批准，终于创建了我国综合性大学内第一家物证技术鉴



定机构－中国人民大学物证技术鉴定中心。“司法部副部长

、公安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都来参加中心的成立大会，充分体现了公、检、法、

司各部门对我校工作的支持。”徐老的脸上满是兴奋与自豪

。 为初建的人大法律系学习苏联经验担任苏联专家讲课口译

、建立物证技术学新学科、创建物证技术鉴定中心，是徐老

在人大法学院工作五十多年的历程中让他引以为豪的三件工

作。正是他的远见、他的执著、他的辛劳，开拓了我国的物

证技术学研究事业，也成就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崇高声望。 孜

孜求真：三桩疑案获解决 徐老几十年来受理了难以计数的物

证鉴定案件，许多疑难案件由于他孜孜求真得到了正确的解

决。最令他记忆深刻的有三桩。第一桩案子是他应最高人民

检察院的邀请，为湖北省一位县委书记被诬陷案件中的所谓

“反动标语”进行重新鉴定，使这位县委书记洗脱了不白之

冤。第二桩是他应提起抗诉的乌鲁木齐市检察院的委托，对

一起债务纠纷中的5万元借条进行重新鉴定。细心的徐老发现

法院的诉讼案卷中有一张被几家鉴定人用作被告笔迹样本的

“100元借条”并非被告所写。经检察院查证，徐老推翻了案

件中已有的几家鉴定结论，认定5万元借条属伪造，从而为检

察院抗诉提供了可靠证据，法院终于纠正了错误判决，为老

太太讨回了公道，免受歹人的讹诈。第三桩案件是受香港?士

达律师行的委托，对龚如心与其公公王廷歆之间的翁媳“世

纪争产案”上有争议遗嘱上立遗嘱人和证人签名真伪进行鉴

定，经历了两度败诉终于使被告龚如心获得终审法院公正裁

决。 当记者惊叹于鉴定技术的奇妙，询问鉴定工作是否有什

么“秘密武器”时，徐老爽朗地大笑起来：“有‘武器’，



但不‘秘密’，武器就是知识，知识就是力量嘛！”接着，

徐老向记者解释说：“根据我的经验，笔迹鉴定的知识可以

归结为‘三性’、‘三心’四个字。所谓‘三性’：就是科

学性、复杂性和专业性。科学性是指笔迹形成机理、笔迹检

验方法和鉴定人的思维方法都具有科学性，对此，鉴定人应

当深信不疑、身体力行；复杂性是指从检材到样本、从送检

人到鉴定人、从法官到律师，都可能有复杂情况，对此，鉴

定人要有充分的认识。专业性是指进行笔迹鉴定必须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宽厚的语言文字功底，对此鉴定人要力求达

标。而所谓‘三心’，则是指鉴定人进行鉴定一定要具有细

心、公心和责任心。” “惟有物证不说谎”，这是徐老常讲

的信条，他相信通过对物证的鉴定，将能最大程度的还原案

件事实，对公正处理案件至关重要。 老骥伏枥：三大心愿续

新章 “我们走在大路上，改革开放、大地变样，经济建设，

蓬勃发展，民主法制，根本保障；我们走在大路上，改革开

放、心情舒畅，和谐社会，人心所向，八荣八耻，牢记心上

⋯⋯”徐老喜欢唱歌，在采访间隙，他就兴致勃勃地哼唱起

这首经他彻底改编、曾在今年法学院春节联欢会演唱的《走

在大路上》。低沉、浑厚的歌声表达了徐老的赤子之心，更

表达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深的爱。 徐老非常高兴自己在晚年

又赶上了学术和事业上的春天，虽然年逾八旬，他依然每天

坚持工作，不仅要给研究生上课，指导研究生写论文，还要

对鉴定中心承办的所有案件亲自检验把关，受到实际办案部

门的赞誉。2006年龚如心在“世纪争产案”中最终被判胜诉

使徐老更加名扬中外，各种媒体的采访接踵而至，但他却将

不绝于耳的赞誉看得很淡。在他的心中，“用自己的知识为



社会提供服务”、“将骗人的、不讲诚信的人揭露出来”、

“帮助受冤屈的人讨回公道”才是最大的快乐和慰藉。 如今

，徐老的“三”字传奇还在延续，在教学科研领域，他除了

研究生教学工作，还在着手三项科研工作：一是要编写一部

笔迹鉴定方面的专著；二是要编写供法学院本科生使用的物

证技术学新教材；三是要对供研究生使用的第二版《物证技

术学》教材修订出第三版。 “人云七十古来稀，而今八十还

年轻；六十七十蹦蹦跳，九十一百不为奇”，徐老曾经这样

打趣自己的身体状况。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对

人宽厚、对己严格的行为准则让徐老始终保持青春的活力

，82岁的他至今依然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世纪城，身体状

况令许多青年教师都羡慕不已。徐老对待工作的态度也依然

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有时候遇到疑难物证鉴定，如果徐老

在半夜醒来想起某个鉴定细节，他就会立即下床到书房用显

微镜进行验证。徐立根教授不仅是学术上的成功者，更以高

尚、积极的人格感染着我们，正如何家弘教授对恩师的评价

：年过八旬的老先生对工作有如此高的热情，我们年轻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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