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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名片：薛建国

一封神秘的恐吓勒索信

记忆里的那个冬夜，寒意袭人。一

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薛建国从睡梦中

惊醒。

“又有案子了。”薛建国直觉很准。

电话接起，果不其然，对方匆匆交待他

火速赶往机场，但并没有在电话里透露

详细信息。

挂断电话后，薛建国和老师徐富宙

第一时间汇合，随后赶到机场的一个小

楼，门口有人说，让他们到二楼会议室。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像是正在讨论

案情，气氛非常紧张。薛建国与徐富宙

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顿时安静了下

来，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说不紧张，那是假话。”也许是受

到现场气氛的感染，完全不知情的薛建

国心里有些没底，与老师对视了一眼，

判定这次肯定是个大案。

这时，有人递给他们一封信。

这封信的收信人是某航空公司的

总经理。从邮戳看，信是从S市寄出

的。信的内容有两页纸，上面这样写

道：

“航空公司负责同志：

现在我有一事请你们帮忙，我们想

借贵公司X万美元。

这笔钱可以制止在今年内将有 X

架飞机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事故……我

们有几个要求：一、请在本月二十二日

至二十五日在A报第一、四版中缝登广

告，就说收到此信，愿配合，署名随便

……二、美元不可联号，用乱号，要旧

钞，不可假版，放在手提袋内备用。

三、重申不可报案，否则后果自负。

四、我怎样请你交给我们，会和你联系

……希望能看到你的消息，也希望首次

合作成功。”

信的署名是“一群知情人”。

看完这封信，薛建国意识到这一

案件非同小可。两位笔迹鉴定专家此

行的任务就是，对这份匿名信进行笔

迹鉴定，在最短时间内找出犯罪嫌疑

人的特征和有关情况，为案件破解提

供新的线索。

只言片语捕捉线索

拿着这封信来到会议室的隔壁房

间，薛建国和老师一遍遍研究起信件内

容来。

刚过了5分钟，就有人连声催问：

“怎么样？”

这让两人倍感压力，气氛更加

紧张。

又过了几分钟，薛建国和徐富宙在

这封看似中规中矩的勒索信中，看出了

“门道”。

“有时候根据字迹、语气、用词习

惯等，不但能判断出作案人所用的书

写工具，推断出作案人的文化程度、职

业，还可以推断出犯罪嫌疑人书写时

的姿势、持笔的方法和年龄、籍贯等信

息。”对于长期与“字”打交道的两位专

家来说，初步判定作案人的基本特征

显然不在话下。

没过多久，两人得到了这样的结

论：男性，年纪不大，在30岁左右；文

化程度不高，大概是初中文化水

平。而且从信中内容，可以判

断出写信人目前急需资金，

很可能是做生意亏本了。

当时有人提出异议，如果说年龄不

大，为什么在信中会出现繁体字。

薛建国与徐富宙简单商议后，均认

为数百字的信中只有个别字是繁体，说

明不了什么问题，很可能是书写人为了

扰乱侦查视线而故意所为。

随着新的线索不断涌现，作案人的

侦查范围也在不断缩小，但要据此找出

作案人犹如大海捞针。

有没有可能再缩小一些范围？薛

建国与徐富宙对信件的内容进行了重

点分析。在经过一番细致研究后，两

人判定此人的籍贯应是南方人。理由

是写信人要求航空公司将美元放在

“手提袋”中，这是当年广东一带人的

语言习惯。

“这个判断在现在来看已经站不住

脚了，但是当年人口流动并不频繁，信

息也不像如今这样畅通，这个判断还是

有一定依据的。”薛建国说。

几道压痕锁定嫌犯

根据上述分析，警方迅速在S市展

开了调查摸底，两位专家也回到刑侦处

文检室，对信件进行技术处理，并且有

了惊喜发现。

作案人使用的信纸是在S市大小

文具店都能买到的普通信纸，顶端有年

月日和页码，但是在信纸上却发现了笔

迹书写留下的压痕。两人判断，作案人

在写恐吓信以前用上一页信纸写过什

么东西，由于信纸比较薄，所以把书写

痕迹留在了下一页纸上，而他又直接用

这张纸给航空公司书写了勒索信。

这或许会是一个突破口。这一发

现让当时的薛建国与徐富宙两人一阵

兴奋。

于是，两人借助仪器再次进行辨

认，很快信纸上留下来的几道压痕隐约

显示出几个字，其中3个字是人名：黄

某康。

这个重要线索很快被汇报上去，刑

警立刻在全市范围内查找黄某康。结

果很快就出来了，全市一共有20多个

“黄某康”，其中有一人住在S市，男性，

31岁，籍贯是广东。刑警还提供了一

个重要情况，S市的黄某康曾出过国。

这个“黄某康”与勒索信是否有直

接关系？为谨慎起见，两位专家联系了

出入境管理处，调出黄某康在1992年

填写的“中国公民出境申请表”，进行笔

迹比对。

“字迹的倾斜度、停顿的地方、收笔

的习惯等特征都相符。”经过两个多小

时的反复辨认，薛建国与徐富宙判定，

给航空公司写恐吓勒索信的，就是黄某

康。事后证明，两名笔迹鉴定专家的推

断完全正确。

晚上9点，刑警出击赶往S市执行

拘捕黄某康任务时，放松下来的薛建国

和徐富宙才感到饥肠辘辘。没吃晚饭

的两人去吃了一顿火锅，薛建国至今还

记得，那顿火锅特别香。

鉴定者说：
笔迹鉴定，是指根据人的

书写技能、习惯特征在书写的

字迹与绘画中的反映，来鉴别

书写人的专门技术。

实践中，除了刑事案件的

侦查外，笔迹鉴定如今越来越

多地被运用在房产继承、遗嘱、

合同、民间借贷中，帮助当事人

解决经济纠纷，成为许多人维

权的有力武器。

然而，鉴于不同个体都会

表现出书写差异，笔迹鉴定本

质上是经验型的比对科学，更

多依赖的是鉴定人丰富的鉴定

经验，这正是目前笔迹鉴定发

展面临的困境。如何实现笔迹

鉴定的量化，把个体的差异变

成共性，是笔迹鉴定未来的发

展方向。

鉴定人：薛建国

24年前的冬夜，鉴定专家梦中被电话惊醒……

笔迹鉴定让神秘勒索信“开口”

浙江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机构

负责人，文书、声像资料鉴定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事文检工作39年，受理检验

各类刑事、经济、民事及其它文检

案件10000余起，复核案件5000余

起，先后通过文检技术侦破了一大

批重特大案件。在浙江汉博司法

鉴定中心工作6年时间里，受理各

类案件1000余起。

本报记者 陈赛男

有句俗话叫“字如其人”，意思是

说，一个人的笔迹大致可以反映出这个

人的性格个性。事实证明，这并非毫无

根据的伪科学。在很多案件中，笔迹常

常能为办案人员提供涉案人的诸多信

息，从而成为破案的重要线索。

上一期，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指

纹鉴定，这期我们将从24年前的一封

信件说起，给大家讲述笔迹鉴定背后

的玄机。

时至今日，坐在记者面前，回想起

当年自己参与破解的那封勒索信，浙江

汉博司法鉴定中心文书鉴定专家薛建

国仍然忘不了那份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