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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是林宇辉，被誉为“神笔警探”，退

休后义务为烈士画像。

为 了 弥 补 影 像 资 料 的 不 足 ，林 宇

辉只能通过大量走访获取素材。几年

来，他走过十几个省份，走访了 400 多

位烈士的见证人，还经常到偏远乡村

现地寻访。接触的委托人越多，林宇

辉了解到的烈士故事越多。画像是铭

记，精神在传承。“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值得更多人来做，长期做下去。”林宇

辉如是说。

铭 记
■牛 耘 贾园园文/图

2017 年底，年满 60 岁的林宇辉光荣

退休。

退休前，他获得一项特别荣誉。当

年 6 月，一位中国赴美交流学者在伊利

诺伊州失踪。林宇辉应美国警方之邀，

仅 凭 3 段 视 频 便 成 功 画 出 嫌 犯 模 拟 画

像。几天后，美方据此逮捕了嫌犯。经

“华裔神探”李昌钰推荐，林宇辉加入国

际法庭鉴定协会，成为该协会唯一的亚

洲模拟画像专家。

退休后，林宇辉制订了一个特别的

“ 双 百 计 划 ”—— 免 费 为 100 个 被 拐 儿

童、100 位无留存影像的烈士画像。

他深知，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全国

约有 2100 万名烈士为国捐躯，有名有姓

的仅 370 万名。山东省登记在册的烈士

有 30.2 万人，无名烈士 7 万多名。让英

雄穿越时空与家人“团聚”，林宇辉愿意

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019 年的一个凌晨，由于连续熬夜

画像，林宇辉双眼又红又肿，面色惨白，

妻子侯庆瑛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医生

检查发现，林宇辉劳累过度，心脏病犯

了 ，需 立 即 住 院 治 疗 。 医 生 对 侯 庆 瑛

说：“老林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你作为妻

子应该照顾好他！”

林宇辉出院后，侯庆瑛和林宇辉商

量：“今后每个月只能接待 3 个求助家

庭。”林宇辉一听急了：“一个月才 3 个，

你让他们等到什么时候啊？这种事情

拖不起，必须抢时间！”侯庆瑛心软了，

她放下自己运行多年的业务，主动给丈

夫当起了助理，承担起联络烈士后代、

收集打印参考资料等工作。

这几年，总有朋友劝说林宇辉夫妇

退休了就该放松一下，问他们天天忙活

这些图个啥？“那么多人参军，图的啥？

他们离开父母牺牲在战场，图的啥？这

样的问题我无需回答。”林宇辉直言。

如今，夫妇俩又有了新的打算：画

到 2027 年，以这种方式迎接建军百年，

还要参与为革命烈士塑立铜像和墓碑

的项目。

心愿

特别计划：

传承与赓续的载体

清 瘦 高 挑 的 身 材 ，炯 炯 有 神 的 双

眼 。 为 葛 明 芝 夫 妇 画 像 的 人 名 叫 林

宇 辉 ，2017 年 退 休 前 ，是 山 东 省 公 安

厅 物 证 鉴 定 中 心 视 听 室 高 级 工 程 师 、

首 席 模 拟 画 像 专 家 、一 级 警 督 ，并 担

任国际刑事科学法庭画像专家。

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的林

宇辉画像工作室中，陈列着 148 位革命

英烈复原后的“鲜活”面孔——这是林

宇辉踏访 15 个省份、21 个城市，行程 1

万多公里后的画像成果。

从小酷爱绘画的林宇辉，启蒙老师

是他的画家爷爷。从 5 岁开始，爷爷便

鼓励他拿起画笔学画，并教给他许多画

像技巧。

后来，林宇辉“上山下乡”在农村度

过 3 年，劳动之余为乡亲们画像，画技得

到进一步提升。作为知青返城后，他顺

利进入公安队伍，并凭借扎实的绘画技

巧，成为省公安厅的一名刑警。

一个偶然的机会，林宇辉从新闻中

受到启发，萌生了将人物绘画运用到刑

事侦查中的想法。各级领导大力支持，

很快为他安排了一间工作室。“画像与

写真不一样。”刑侦学、美学、人体医学、

心理学，林宇辉乐此不疲地“恶补”这些

知识。

“人体存在‘密码’，各个器官都有

对 称 关 系 ，有 较 为 固 定 的 尺 寸 。 刑 侦

画像不是临摹，既要画皮更要‘刻骨’，

通 过 骨 骼 结 构 推 断 和 计 算 出 面 部 比

例，进而再现脸部特征。”十几年下来，

林 宇 辉 积 累 了 10 万 多 幅 画 像 的 经 验 ，

总 结 出 田 、由 、申 、甩 、甲 等 几 大 脸 型 ，

掌握了不同年龄、地域、情绪下的人脸

肌肉变化、纹理走向，对面部绘画技术

驾轻就熟。

这也成为他义务为烈士画像的重

要基础。“义务为烈士画像，源自林宇辉

对英烈的敬仰，更源自家庭的熏陶。”山

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有关领导介绍，林

宇辉的父亲是一名军人，16 岁就参军入

伍，成为胶东军区部队的一名战士，参

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因英勇善战、

不怕牺牲多次立功受奖。

家传

军人后代：

画笔与军徽的传奇

那是一场跨越 69 年的美丽邂逅。

1953 年，四川省雷波县。年轻的周

里秀因长相秀美，照相馆把她的一张照

片放进了橱窗。参加抗美援朝胜利归

来、转业到县公安局工作的一等功臣刘

国才，看到照片一见钟情。经人介绍，

两人相识相爱，于 1954 年喜结良缘。

幸福的时光，在 1956 年 1 月戛然而

止。

当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大规模剿

匪行动已结束。不料，雷波县突发匪患，

正在休假照顾怀孕妻子的刘国才毅然选

择到一线剿匪。当年 1 月 7 日，他在一次

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被民政部追认为

烈士。

5 个月后，两人的儿子出生了，周里

秀为儿子取名刘自勇，希望他像父亲一

样勇敢。因为历史原因，刘国才没有照

片影像留存下来。这么多年，让儿子刘

自勇“见”父亲一面，一直是周里秀的一

个强烈愿望。

——2017 年，周里秀梦想成真。

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与林宇辉

取得联系，邀请他为刘国才烈士画像。

林宇辉多次采访刘国才当年的战友，通

过他们口述刘国才的外貌特征，并结合

刘自勇的相貌，几经修改，赶在节目录制

前为刘国才烈士画了一幅画像。

当画像交到时年 83 岁的周里秀老

人手上时，老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画像，

用手轻抚爱人的“脸庞”，声音颤抖地呼

唤着：“国才……”

通过模拟画像协助警方破获多起

大 案 要 案 ，林 宇 辉 有“ 神 笔 警 探 ”的 美

称 。 然 而 ，为烈士画像，比破案难度更

大。“除了要研究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不同时期的服装变化、发型

变化，还要区别南北方人的面部特征。每

个人的相貌都有迹可循，家族遗传的基因

体现在脸上，这就需要一点点比对和鉴

别。”林宇辉表示，对烈士家属来说，画得

越像，他们越能从情感上接受。这些年

来，他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家属看

到画像后一下子就哭了出来，“这就是我

们的亲人。”

结缘

应邀画像：

画功与心血的见证

“听乡亲们说，父亲身材魁梧，浓眉

大 眼 ，我 想 在 有 生 之 年 看 看 父 亲 的 模

样。”2021 年 10 月 18 日，来自河北省邢

台市隆尧县的刘建英一大早便赶到山

东省济南市，期待在林宇辉帮助下，与

父亲“见面”。

刘建英告诉林宇辉，她的父亲刘培

华烈士 1953 年 6 月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生前未留下照片。父亲牺牲时，她还

不满 1周岁。画像交给刘建英的那一刻，

68 岁 的 她 触 摸 着 父 亲 年 轻 英 俊 的“ 脸

庞”，泪如泉涌：“爸爸，我接您回家！”

血与火，家与国，烈士亲属的信任与

认可，更坚定了林宇辉画好每一幅画像的

信心。148幅画像，每一幅背后都曾是一

个年轻的生命，都有一串串感人的故事。

提及那位小名“等妮儿”的泰安籍

老人秦厚美，林宇辉眼圈儿总是一红。

老人的父亲秦忠富烈士，22 岁牺牲在抗

美援朝战场时，秦厚美还没出生。奶奶

不相信儿子真的回不来了，给刚出生的

小孙女取了特别的名字“等妮儿”——

等待父亲回家。

令 人 遗 憾 的 是 ，“ 等 妮 儿 ”快 70 岁

了，依然不知道父亲的长相。两年前，

林 宇 辉 获 悉 后 ，赶 到 秦 厚 美 老 家 的 村

子，与唯一见过秦忠富烈士的村民促膝

交谈，听他描述烈士的模样，最终绘成

了秦忠富烈士的画像——“等妮儿”梦

想成真，接父亲“回家”了。

烈属葛明芝和丈夫夏洪彦那张迟

到 70 多年的“结婚照”，是林宇辉根据夏

洪彦直系亲属的影像资料，再结合家人

的回忆，数易其稿，最终成像。“这个画

像是穿军装的，更加真实。”林宇辉说。

从 2018 年起，烈士遗属家里陆续悬

挂“光荣之家”牌匾。如今，全国各地请

林宇辉为烈士画像的“光荣之家”越来

越多。林宇辉把画像送到了他们心坎

上。一位老奶奶说，她再也不用从战争

小人书上“找”父亲了。一位老爷爷说，

父亲留下的那封家书，他再也不用一遍

一遍地抄写，去想象父亲的模样了。

还原

辐射效应：

信任与信心的交响

林 宇 辉 退 休 后 一 直 在 做 公 益 事

业，致力于为烈士义务画像，目前已经

画了 148 幅。作为他曾经的同事，我

为这名退休警官感到骄傲。

我 是 一 名 老 警 察 ，也 是 一 名 退

役 军 人 ，特 别 能 理 解 老 林 义 务 为 烈

士画像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

纵观党史军史，多少英雄烈士在

战场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他们很多

人没有留下姓名，也没有任何影像留

存。对于烈士子女来说，能拥有一幅

烈士的画像，就能让子孙后辈的思念

有一个归处；对于普通群众来说，记住

烈士的样子、牢记他们的心愿，也是一

次接地气的全民国防教育；对于我们

整个国家来说，抢救性地保存好这些

英雄烈士的图像，是弘扬英烈精神、赓

续红色血脉，可以凝聚实现中国梦、强

军梦的更多力量。

像 老 林 一 样 为 烈 士 画 像 的 每 一

位画像师，都在从事功德无量、泽被

后世的工作。他们的画笔不仅画出

了 一 幅 幅 烈 士 画 像 ，也 让 我 们 了 解

到画像背后感人至深的故事。英烈

们的家人怀着怎样的心情送亲人上

战场？英烈们在战场上又是怎样奋

勇杀敌的？这些故事像一把永不熄

灭 的 火 炬 ， 熊 熊 燃 烧 ，值 得 我 们 一

代代永远讲下去、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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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71 岁 的 我 ，第 一 次 喊“ 爸

爸”，是在去年 12 月 4 日。那一天，我

专程从河南省洛阳市老家赶到山东省

济南市。在林宇辉画像工作室，我第

一次“见”到父亲，终于圆了我等待近

70 年的梦。

我的父亲胡六星是一名志愿军战

士，1953 年 1 月 8 日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牺牲。那时，我才 1 岁，关于父亲

的点滴记忆都是从长辈或者邻居那里

听来的。父亲家中兄弟六人，他年龄

最小，当年在村子里学木匠手艺。抗

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作为志愿军炮

兵部队的一名战士，随部队开赴前

线。

2021 年，我从新闻上得知，退休

警官林宇辉义务为烈士画像。这让一

直想“认识”父亲的我，再次燃起了希

望。

父亲没有留下任何照片，林宇辉

只能根据家人描述和搜集到的相关信

息画像。一些街坊邻居说，我跟父亲

长得很像，所以父亲的画像就参照我

的照片先画出来。当我走进林宇辉画

像工作室和他见面时，他又根据我的

面貌特征进行了微调。

捧着父亲的画像，我哽咽着喊了

一声“爸爸”，泪水瞬间夺眶而出。目

睹画像，父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顿时

鲜活起来。我当场向林宇辉鞠躬致

谢，感谢他让我圆梦，帮我们一家人

“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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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军地四部门联合印发《退役

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办法

（试行）》。各地陆续开展的“为烈士画

像”“帮烈士‘回家’”等活动，使人们越来

越深刻领悟到，当今时代，多给予现役军

人、军烈属和广大优抚对象以精神关怀，

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关注和解决现役军人、军烈属和

广大优抚对象精神需求，已经成为军地

开展双拥活动的重要内容。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

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从精神层面深入了解现役军人、军烈

属和广大优抚对象的所思所想、所需所

盼，呼唤军地双方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真正把所需、所盼和所能紧密结合起来。

丰富精神关怀的形式，遵循精神关

怀特点规律。善于创新的双拥，务必坚

持把贴近时代解决现实问题作为重要职

能。根在基层的双拥，务必坚持深入基

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来自一线的好

经验、好做法整理好、推广好。贵在经常

的双拥，务必坚持把制度建设摆上突出

位置。把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

志，史志部门更能发挥所长。为烈士画

像，绘画专业人士更能发挥作用。丰富

精神关怀的形式，要充分挖掘行业潜能、

加大社会化拥军力度，让更多行业参与

进来，努力形成“人人参与、个个行动”的

浓厚社会氛围。

坚持均衡发展原则，精神关怀与物

质关怀两者不可偏废。经济社会发展条

件受限的时候，双拥工作多体现在八一

建军节、春节等节庆时的军地走访，体现

在双方互相解决物质困难。随着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物质上的困难越来越少，双

拥工作在精神关怀层面的需求日益凸

显。去年下半年，军地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新时代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活动的意见》，社会各界纷纷

称赞，广大军民踊跃响应。“治国有常，而

利民为本。”这也启示我们，关爱现役军

人、军烈属和广大优抚对象，物质关怀和

精神关怀务必坚持均衡发展，两种关怀

各到其位，互为补充，就一定能推动新时

代双拥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多给予他们精神关怀
■林 嘉

5月 13日，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刘集镇孙郭村，97岁烈属葛明芝在收到丈夫、烈士夏洪彦画像

的同时，还收到一张迟到 70多年的“结婚照”。这背后凝结着画像师多少心血？请看报道——

画像送到“光荣之家”心坎上
——山东省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用画笔义务帮烈士亲属圆梦

■林 琳 李树超 刘明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