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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明自述
爸爸是刑警妈妈是护士所以当了法医

秦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一名法医，现任安徽
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主检法医师。秦明喜欢
叫自己“老秦”，实际上并不老，1981年出生，今
年 35岁，已“阅尸无数”，据他不完全统计，亲手
解剖的尸体，少说也有上千具，参与检验的更是
多达2000多具，这当中有遭遇情杀、仇杀、财杀，
还有各种激情犯罪，等等。

如今的秦明，微博上坐拥 300多万粉丝，他
们给自己起名“芹菜”。秦明的粉丝见面会总有
一道“奇观”，但凡举办，附近菜场的芹菜总能跟
着脱销。原来秦明粉丝的标配，就是现身时人
手一束芹菜。去年 4月 26日，秦明来杭州参加
首届浙江全民阅读节暨浙江书展，杭州钱江新
城附近的菜农突然发现，芹菜不够卖了。而在
钱江新城的城市阳台上，上至中年大伯大妈，下
至小鲜肉和美眉，每人自发捧一把芹菜，摇芹呐
喊，堪为奇景。原来，这是秦明来了。

网剧《法医秦明》实际上改编自他的网络小
说《第十一根手指》，这部作品去年底还在我们
浙江获得了第一届网络文学双年奖优秀奖。剧
中开头让无数网友肠胃翻滚的“活剥人皮烹尸”
案件就出自书中的“油爆奇案”——一勺泔水倒
完了，勺底却留着一截油炸过的手指。凶手把
尸块剁碎油炸，冰箱里躺着两颗血淋淋的心脏，
衣柜里竟然挂着剥下来的男女人皮⋯⋯主演们
都纷纷表示，刚进组那段时间都没有食欲，排骨
汤之类的都不敢喝。

但是，搅得剧迷茶饭不思的秦明，本人居然
是个不折不扣的胖子！自称“长相显老，打死都
瘦不下来”的秦明，小平头圆脸，鼓着腮帮子一
脸傲娇：“最恶心的东西我都见过，看到任何能
吃的东西都是美食。”

秦明透露，网剧《法医秦明》的主人公原型
就是他本尊，现实中的秦明，与剧中张若昀扮演
的穿着西装、听着巴赫、看着原版英文小说、吃
小龙虾都要用解剖刀的“高冷霸道总裁”样实在
相去甚远。他说自己就是个喜欢看“不黄就行”
的小说，听流行音乐，满嘴段子，一言不合就飙
车的萌叔，一点都不神秘。生活里，他常常为体
重担忧，看到领导绕着走，也偶尔会因加班辛苦
工资少在网上发点牢骚，敢晒自己的照片也不
怕吐槽，和网友卖萌搞笑同时，总不忘插科打诨
科普医学刑侦知识。

问他为什么写书？他一本正经地幽默：“写
书的收入比工资高不少啊，我写一本书，也抵上
好几年的工资。”秦明自曝每月工资加上加班
费，也就 4000多元，“法医的工作比你们想象的
还要艰苦，常常出入于恶臭难忍蝇蛆满地的恶
劣现场、接触别人不愿意接触的事情，却拿着微
薄的工资。所以我更要写书，让大家对法医这
个职业更多一些了解和关注。”

说到为什么会做法医，这还得从秦明的父
母说起。他爸爸是个刑警，想让他子承父业当
警察，可妈妈是护士长，希望儿子以后从医，收
入高，社会地位也高。双方争执不下，秦明为了
安抚爹妈，想了个办法，那干脆学“法医”吧，两
者都齐了。1998年高中毕业，当秦明考入皖南
医学院时才发现，全班40个人，居然只有他一个
人第一志愿填了法医。那时候法医还很冷门，
人们不知道有这个行业，秦明记得大一时，高中
同学带着朋友来，第一次见面的人听说他学法
医，不愿意和他握手。“大概到我大二那年，随着
港剧《鉴证实录》《法证先锋》和美剧《CSI》风靡，
大家才从歧视和畏惧转变为仰慕和好奇了。”

不会写小说的法医不是好网红
法医秦明专访：阅尸无数才能下笔有神

记者 潘卓盈 图由受访者提供

最近，身边已经有众多朋友欣喜而忧伤地表示，已经成功戒掉了薯片、
卤鸡爪、炸猪排、肉丸排骨汤、猪油渣拌饭，等等，再也不敢碰地沟油了，忧的
是，目测下个月的饭也不用吃了。原因就是一部火得一塌糊涂被称为“年
度第一减肥神剧”被称为“年度第一减肥神剧”的悬疑刑侦剧《法医秦明》。
你这边夜宵刚啃着鸡爪，那边镜头里的法医正盯着从小吃街地沟油里捞出
的长得像“油炸鸡爪”的人手陷入沉思，还是个大大的特写⋯⋯

但是，原著党要告诉你，小说的口味其实更重！这个作者秦明到底
是谁？为什么他能写出画面感和真实感如此之强的刑侦小说？我们专
访了法医秦明，没错，秦明自己真的就是一个法医，“阅尸无数”，剧中的主
人公原型就是他本尊。

第一次尸检
死者是小学同学

秦明在网上以第一人称开写法医生涯经
历《鬼手佛心我的那些案子》，小说开篇的第
一个惊悚故事：作为法医学学生的“我”实习
解剖，解剖对象却是自己的小学同学⋯⋯这
正是他自己的第一次尸检经历。

大一暑假，秦明回老家公安厅实习，第
一次实地进入尸检解剖现场。把解剖台上
的尸袋慢慢拉开时，他惊呆了：死者竟是他
的小学同学。

那是一起群殴事件，一名 18岁少年当
场中刀死亡。死者有五六处刀伤，致命的
一刀在胸口，可是几个嫌疑人始终都不承
认捅了胸口。秦明的法医师傅仔细检查
后，发现胸口创口边缘有一个小的皮瓣，正
是卷刃的刀在抽刀时造成的，于是警方顺
藤摸瓜确定了造成这一致命刀伤的凶手。

“我惊讶地发现法医在破案中还能起这么
大的作用。”这也是秦明第一次真正明白了

“法医”两个字的含量，让他重新审视自己
的专业。

他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几乎所有故事
都是从真实案件中取材，“故事会做艺术加
工，但案件细节全是真实的。”他还试图在
书中普及一些法医学知识，诸如尸斑是怎
么形成的，钝挫伤的刀口是什么样的，如何
利用尸块找到死者的身份信息等等。这种
亲历性的描述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好奇心，
点击量迅速登上网络榜首，很快，出版商纷
纷找上门来。而《鬼手佛心我的那些案子》
这个网帖，也是之后秦明创作的第一本小
说《尸语者》的雏形。在秦明看来，任何一
个法医，都必须是“尸语者”——能听懂尸
体语言的人，“眼睛看到的不一定真实，只
有用手术刀才能解读死者最后的语言。”

自《尸语者》开始，他一发不可收，《无
声的证词》《第十一根手指》《清道夫》《幸存
者》，本本畅销，累计销量超过百万册，目前

“法医秦明系列”第六部小说以及新系列
“守夜者”的第一部正在创作中。《第十一根
手指》是秦明创作的第三本小说，光这一部
就卖了 30多万册。“我的师傅经常跟我说，
手术刀对一个法医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我
们的第十一根手指一样重要。另外一层意
思，这本书当中的第一个故事也是主线故
事，就是一起碎尸案，在法医对尸块拼接之
后，发现多出一根手指，然后从这里展现出
整个故事。”

小说中被网友誉为“像神一样存在的
师父”，就是秦明现实中的师傅、公安厅副
处长陈林；痕检员林涛的原型叫王林涛，也
是秦明的同事；而妻子铃铛，是借鉴了他妻
子的网名“铃铛姐姐”；至于网友最关注的
剧中秦明的助手大宝，反而只有她是没有
原型的。

随身带一把香菜
曾经遇到过“诈尸”

剧中“法医秦明”和刑警林涛、助手大宝为
了寻找尸块，在漆黑腐臭的下水道中“摸底滚
爬”，很多网友吐槽电视剧中道具和场景太过
逼真，其实这都是秦明的真实工作状态。“观众
只是视觉上的冲击，而现实中的法医，还要承
受触觉、嗅觉上的冲击。”

首先，尸臭就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秦明
的妻子是小他两届的法医系学妹，就是因为忍
受不了这种味道，一毕业就转了行。“尸臭太难
闻了，而且黏附力极强。这些气味分子很多脂
溶性良好，容易沾染在人的体表、毛发甚至毛
孔，很难去除。尸臭不仅刺激耳鼻，也会污染
衣服，法医们通常都是自己洗衣服，不让家人
触碰。有时候进一次解剖室，出来后洗三天的
手，味道都还在。如果沾染了特别浓烈的尸
臭，有的法医只好在值班室躲两天再回家。”秦
明记得，曾经有位摄像师来拍摄现场，即使戴
着防毒面罩，还是录一会就吐一会，一场解剖
下来，整个人都吐得不成形了。

秦明说，“有人吐槽香菜是最难吃的东西，
没有之一，但在我们法医眼里，香菜是最好用
的东西，没有之一。”刚入行时，秦明觉得戴两
层手套活动不便而只戴一层，工作结束后，因
为手上的味道，两天没有吃饭。经前辈支招，
从此秦明兜里常装一把香菜，出门见人，都先
用香菜搓搓手改改气味。

由于长期工作在尸菌聚集的空间，秦明之
前患上了角膜溃疡，一度被医生警告有失明的
危险。“相比于冲在一线的刑警，法医的危险要
小一些，但是依然有来自现场的危险”。保存
起来的犯罪现场，法医往往是第一个进入的，
而那时犯罪分子可能还躲在现场，秦明的师父
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另外，现场可能存在有毒
气体、烈性传染病的尸体，爆炸案现场可能会
遗留一些没有引爆的爆炸物，这些都是潜在危
险。秦明曾经有一位法医校友，在矿上检查案
发现场时，因为突然爆炸的炸药库而牺牲。

还有普通人闻之色变的“诈尸”，秦明真的
还遇到过。“有一次，派出所在现场觉得一个人
已经死了，但是尸检过程中他又醒过来了。当
时我真被吓住了。其实当事人并没有死亡，大
家先入为主以为他死亡了而已。诈尸是不会
在现实中出现的。”

既然连命都要随时豁出去，为什么还要坚
持做法医？秦明只有一句“一双鬼手，只为沉
冤得雪，满怀佛心，惟愿人间太平。”我问秦明，
前段时间，网络上疯传的“白银连环杀人案”，
像这些离奇的真实案件，有一天会写进小说
吗？秦明回答：“不会，让大家关注和理解真实
的法医工作，才是我的写作初衷，这个我不想
违背，也不希望用热点案件来蹭热度。虽然书
中我会把案件尽量加工得”重口味“，只是为了
让心存歹意的人及早悬崖勒马，让善良的人有
所警觉和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