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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摹拟画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有“画影图形”捉拿逃犯的记载
，这种通缉和辩认方法一直适用至今，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历经徘徊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并被大
家熟悉和重视。
今天，它已经作为一种摹拟手段被广泛地运用到侦查破案的活动中。
特别是近几年来，该技术在各类大案要案的侦破中大显身手，精彩案例不断涌现，形成了理论研究与
实际运用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
　　付旭东同志是湖北省公安机关的一名摹拟画像专家，长期承担着全省范围内各类案件的摹拟画像
工作。
他运用手中的画笔屡建功勋，成为全省有突出贡献的公安科技人才，并入选全国公安机关青年人才库
。
他一直致力于该技术的理论创新与应用推广，其研究成果填补了多项空白。
　　他在工作中积极思考，业余时间笔耕不倦。
继《摹拟画像你我他》之后，又把自己积累的宝贵经验，书就了一部近14万字、公安民警不可多得的
实战指南——《与目击者沟通》。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公安机关要切实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
突发事件的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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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如何与目击者沟通的书。
从某种意义上讲，摹拟画像是一门沟通的艺术，通过沟通，一张隐藏在记忆背后的脸逐渐清晰地呈现
在我们眼前。
本书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深刻地提示了记忆的实质，并从摹拟画像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有效的沟通
方法，具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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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付旭东，是一名颇具影响力的画像专家，在实战应用与理论研究方面均有出色表现，系公安战线
一等功臣、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他注重沟通，认为“摹拟画像是一门沟通的艺术”、“沟通代表摹拟画像真正的发展方向”、“只有
沟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启发回忆，让目击者说得更多、更真实”，这些观点在业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著有《摹拟画像你我他》一书（群众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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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记忆　　记忆是真实的吗？
　　在开篇之时，我想引用一则寓言，或是一起生动的案例来说明记忆的性质，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关于记忆在沟通中的地位，也许其他人比我更清楚。
　　毫无疑问，记忆是沟通的前提条件，假如一名目击者没有记忆（这实在是一种可笑的假设），我
们是否还承认他是一名目击者？
所以记忆，这种看似最普遍、最不依赖于意志努力的心理现象，总会带给我们无尽的烦恼、回味、猜
测以及由衷的兴趣，关于这一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能够给予充分的说明。
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中获得启示，并且用心理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探寻。
　　人们往往把记忆看成是一种重复或再现。
这种想当然的认识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是一名画像专家，则意味着一个低级的错误。
因为毫无主见地相信目击者的记忆，完全遵从他们的观点或者对他们所描述的内容不加以分析判断，
错误就会如影随行⋯⋯在很多案件的侦查中，目击者凭借自己的记忆指认了犯罪嫌疑人，对此，警方
大都予以认同，特别是当有人说：“没错，就是他！
他的发型，还有他的脸，跟我看到的分亳不差！
”此外，侦查员还常常把一些人像照片摆在目击者面前，让他们进行辨认或指认——谁都没有想到，
一起冤案也许由此诞生。
美国司法心理学家拉特纳1998年对205起被告人被错判有罪的案件进行分析，他发现其中52％的案件是
因为目击者的错误辨认造成的。
他的同行韦尔斯也于同期研究了美国发生的40起案件，这些案件的被告人最初被认定有罪，而后根
据DNA检验消除了犯罪嫌疑，结果发现：其中36例（占90％）属于一个或更多的目击者错误地辨认了
无辜者。
　　为什么会出现错误？
事实上，相关的研究早就给予了答案，巴特莱特在他的《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中
指出：“记忆始终与我们的构念混合在一起，也许记忆本身的特点就在于它的构念性，它是对过去感
知的个人经验的证实。
”他发现记忆过程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认为记忆并不是过去事物的重新兴奋，而是一个人的反复推敲
。
通过大量的实验他发现——“假定一个人面临复杂情境——在这种情形下，一名观察者正在知觉或观
看，而且直接说出了他看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一个人并非正常地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处理这种情境
。
在所有一般的例子中，其主要知觉倾向，是以整体知觉为基础的，以此去构念可能出现的细节，这些
构念的东西极少是确实观察到的，而且，正如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其中有许多内容，就涉及的事实而
言，是歪曲和错位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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