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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法庭科学技术，笔迹检验可谓

是源远流长，古代就被大量应用，我们经常在

一些古装侦探电视剧里可以看到。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然在理论上有

长足的进步，但技术上主要采用的还是传统

方式，也就是主要靠肉眼观察来进行分析和

判断。对于辅助性的各种仪器，虽然有过尝

试，但并未取得明显成效。

通俗地说，笔迹鉴定主要就是凭眼睛（即

鉴定人的经验），仪器只起到辅助观察的作用。

笔迹鉴定主要依靠鉴定人对笔迹特征的

选取和判断。凡是与标准写法（印刷体）不一

样，或与大多数人写法不一样的都是特征。

每个人的笔迹都有大大小小无数特征，

其中有些特殊的、不受伪装变化影响的特征

是有价值的特征。

书写人想通过伪装来掩盖自己的所有笔

迹特征是不可能的，包括文检人员自己想掩

盖自己的笔迹特征都是不可能的，这在文检

历史案例中都有案可查。

笔迹鉴定的过程是一个发现特征和认识

特征的过程，一个称职的鉴定人员善于发现

笔迹中特殊的、稳定的、不受书写人伪装和条

件变化影响的特征，以其鉴定经验准确地判

断出这些特征的价值，并依据特征的价值、数

量进行综合评断得出准确的鉴定结论。

谁动了欠条上的“签名”？
四家笔迹鉴定机构，两家说是他，两家说不是

半年前，凤阳县一名

叫晓勇的男子，持一张两

万元的欠条，将“欠钱”的

远房亲戚德明告上了法

庭，但德明却坚决否认借

钱一事。于是，双方轮番

委托上海、蚌埠和天津等

地合法有效的鉴定机构，

对欠条上的签名做笔迹

鉴定。然而得出的结果

是，四家鉴定机构中，两

家认可是被告签名，另两

家却否定。

同样是“权威”有效

的笔迹鉴定，为何相互

“掐架”得出完全相反的

结论？省公安厅物证鉴

定中心高级工程师方邡

为您揭秘文检背后的神

奇故事。

日前，在凤阳县刘府镇，一个本不起眼

的债务官司，却因为一波三折而引发热

议。“德明与我是同一个村子的远房亲戚，

如果不是他借的钱，我会去告他吗？”晓勇

对记者强调说。

据晓勇介绍，他是当地的一名乡村医

生，家境殷实。两年多前，德明找到他，称

有急事需要2万元钱，希望晓勇能帮帮忙。

“考虑两万元不多，他又是亲戚，再说

我也能拿得出来，没有不借的理由。”晓勇

称，他当时让德明打一张欠条，但德明表示

自己认字不多，只会签自己的名字，欠条还

是由晓勇本人来写。“想想这样也合法，只

要有德明的签名就可以，于是我就亲自写

了欠条的内容，注明是两万块钱，德明在欠

条上签了字。”

晓勇说，时间过去了一年多，德明也没

有还钱的意思，见面也从未提起过借钱一

事。于是，他主动催德明还款，但没想到德

明却矢口否认，称从未向其借钱。

双方各执一词，借款纠纷从此拉开，尽

管有其他亲朋介入调解，但无济于事，毕竟

这不仅仅是钱的事，而是涉及他们各自在

地方上的声誉。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德明

坚称晓勇是诬陷。

在争执不休之下，晓勇委托上海一家

笔迹鉴定机构，对欠条上的签名进行笔迹

鉴定，结果显示，欠条上的签名与德明的笔

迹一致。有了这份笔迹鉴定，半年多前，晓

勇一纸诉状将德明告上了法庭。

但在法庭上，德明依然坚持欠条上的

签名并非其本人所写，要求对笔迹重新进

行鉴定。第二次鉴定选择在蚌埠市一家鉴

定所，很快，鉴定结果出来了，欠条上的签

名不是德明的笔迹。

笔迹鉴定机构也会有误差？晓勇称，

他再一次委托上海另外一家鉴定机构，第

三次做了笔迹鉴定，这一次的结论与第一

次相同，认可了是德明本人的亲笔签名。

2比1。德明不服，在法庭重新提出鉴

定申请。第四次鉴定，选择了天津市一家

鉴定所。这次的鉴定结果与第二次鉴定相

同，不支持欠条上是德明的签名。

记者从法院了解到，四次做笔迹鉴定

的机构，均为有资质的鉴定所，由于中介鉴

定没有上下级之分，也就是说他们的鉴定

结论都合法有效，但却相互“掐架”，2比2

的鉴定结论让法官也犯了难。晓勇的诉讼

请求很难获得支持，于是，他选择了撤诉。

截至记者发稿时，晓勇给记者发来信息表

示，他与德明决定接受亲朋出面，双方进行

调解。

笔迹鉴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同

一个签名会有不同的鉴定结果？记者随后采

访了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高级工程师方

邡，他为我们揭开了笔迹鉴定的神秘面纱。

一听到这起案件，方邡就笑了，“这是有

可能发生的，我就曾经碰到过！”

几年前，淮南曾发生一起类似案件，30

万元的欠条。公安部鉴定签名结果“是”，沈

阳刑警学院鉴定结果“倾向是”，最高人民检

察院鉴定未作出结论，人民大学鉴定结果

“否”。

所以说，这种情况并不罕见。那么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要从笔迹检验的

原理说起。

所谓的笔迹检验其实就是抓特征，特征

就是一个人在书写中，与别人不一样的地

方。目前业界主要找的特征包括九大方面，

分别是：笔顺、书写水平、文字布局、错别字、

运笔、搭配、标点符号、写法、书面语言。同

样的手写字，在一般人眼中可能是一样的，但

在工程师的眼中，天差地别。

笔迹检验时，出现足够的相符特征即可

认定同一，有足够多的差异即可否定。但在

对签名的实际检验中，由于字数极少，往往会

出现特征不足的情况。也就是说，被检验的

文字没有反映出有价值的特征，在这种情况

下，就不宜进行认定，所以笔迹检验是允许有

一定的概率不作结论的。

但如果在特定的情况下，必须做出结论，

就容易出现误差。同样的道理，不同的人鉴

定，就可能出现不同结果。

一张欠条，究竟是真是假？

四次鉴定，结果相互“掐架”

特征不足，
这种情况不罕见

精确判断，
伪装笔迹不可能

记者 王涛 张火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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