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法医每天都要解剖吗？法

医会怕鬼吗？法医一毕业就要睡

一晚停尸间吗？知名小说作家、

法医秦明以“原来法医是这样的

职业”为题，日前与师生面对面交

流，带领大家走近这个小众而神

秘的职业。

活动由复旦法庭科学研究院

主办。为“走进法庭科学”系列讲

座第一期。接受复旦融媒体中心

专访时，秦明还透露了新书和影

视计划。

写作源于“太委屈”，希
望为“法医”正名

创作的初衷主要是因为委

屈，所以希望写出自己的故事。

凭借《法医秦明》小说火遍大江南

北的他，本名就叫秦明，真实身份

就是一名法医。

1998年，他开始学习法医学

时，这还是个冷门学科，一度被问

及“你是在火葬场上班吧？”

这些误会激发了他通过写作

打破偏见、促进理解的强烈愿望，

他渴望通过文字，让更多人能认

知法医的真实世界。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公众

对于法医职业的看法与态度正经

历着显著转变。“这一变化并非单

一因素所致，而是多方共同努力的

结果。”秦明感慨，这其中既有像自

己这样的作者不懈推广，也有影视

行业同仁的精彩演绎，更重要的

是，它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和年轻一

代思维方式的开放与包容。

目前我国公安系统、司法系

统共计2万余名法医。自2022年

起，法医成为一级学科。随着这

一群体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他

们肩上那份“维护死者最后尊严”

的神圣使命，也越来越被社会各

界所正视与尊重。

“真实的写作是有力量
的”

面对法医题材小说特有的挑

战——如何在保持案件真实性的

同时，又巧妙地处理细节元素，秦

明强调，文学创作虽源于生活，但

又高于生活，直接复制案件细节

不仅可能侵犯隐私，还可能触犯

法律，“我的写作，始终围绕着法

医的职业视角展开，利用专业知

识进行逻辑推理，同时结合个人

工作经验与深刻感悟，来构建小

说的核心框架。”

这种基于现实又富有想象力

的写作模式，需要微妙地平衡专

业性与可读性。“专业性知识要自

然融入故事情节中，让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自行领悟；对于人性则

无需过度渲染，因为每个人都有

足够的智慧与判断力去体会。”

秦明非常重视维护与读者的

紧密联系，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

等自媒体平台，构建了一座与读

者沟通的桥梁。他说：读者的每

一条反馈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财

富，它们既是前行的动力，也是自

我提升的鞭策。更重要的是，读

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能为

我指明下一步创作的方向。

这种开放包容的态度，让他

持续吸收外界灵感与智慧，也让

他的作品更加贴近读者需求。

“在写作前，我没有看过其他

作家的同类作品。”秦明不希望自

己的风格被限制住。但写作瓶颈

不可避免，对此，秦明的处理方法

是：“当一种题材写累了，我就去

写别的，案件素材需要积累，自己

也会倦怠，写新东西会让自己更

加有动力继续写作。”

仍在全力创作，影视化
带来新机遇

备受读者关注的《燃烧的蜂

鸟》系列是他近年来的重要作品，

他透露，这个系列计划有三本

书。前两部已出版，第三部在紧

锣密鼓准备中，很快就会与读者

见面。他还透露，这个系列的作

品即将影视化，“我希望在影视化

之前，将整个系列完整地呈现给

读者。”

此外，《法医秦明》系列也备

受读者瞩目。该系列目前已出版

10 本。写完《燃烧的蜂鸟》系列

后，他将继续投入到《法医秦明》

系列的创作中。

在科普领域，秦明同样表现

不俗。他认为，科普书能够让更

多的人更直观了解相关领域的知

识。他策划的三本科普书，其中

《逝者之书》《法医之书》已经出

版，第三本正在创作中。

接下来，他会创作关于《洗冤

集录》的作品，“《洗冤集录》是一

本有门槛的教材，一般人很难读

得下去。希望通过写作，能让更

多的人了解这本经典之作。”

他还会写一些关于中国现代

法医鼻祖林几教授的内容。林教

授作为中国法医界的先驱，他的

事迹和贡献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和

铭记。

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搬上荧

屏，秦明表示：“原著作者编不了

剧，隔行如隔山。虽然都是玩文

字的，但是真的不太一样。”他认

为，原著作者和编剧是两个不同

的角色，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经

验。每一部小说影视化以后，必

然会带来更多关注，这也是秦明

所乐见的。希望通过影视化的方

式，让更多的人了解法医这个职

业，了解他们背后的付出和贡

献。 实习记者段瑞怀

背景链接——

秦明现就职安徽省公安厅物
证鉴定管理处，是警务技术四级主
任、第四届安徽省法医学会的秘书
长，同时也是安徽省自媒体联盟理
事长、安徽省公安文联常务理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会员，曾当选CCTV法治人物、
华语原创小说年度作家、当当年度
影响力作家等。

法医秦明来校：讲述神秘职业的崇高使命

公共艺术课堂探讨音乐创作的逻辑和走向公共艺术课堂探讨音乐创作的逻辑和走向
公共艺术课堂第 124 课“乐

辩新声”9月29日在邯郸校区逸

夫科技楼报告厅举行。国内知

名音乐制作人、飞行者唱片创始

人曾宇，以“带你揭秘音乐中的

‘达芬奇密码’”为题，围绕自身

经历和音乐行业的发展脉络，与

师生分享音乐创作与市场更迭

背后的故事和逻辑。

本次活动也邀请到演讲与

口才协会的同学，就“AI 在未来

是 否 能 取 代 音 乐 人 的 创 作 价

值？”这一辩题展开观点碰撞，深

入探寻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音

乐行业的浪潮涌动。

活动上半场，曾宇以自己的

音乐故事作为引子。“往往热爱能

让一个人趋于专业”，曾宇谈到，

音乐行业是一个靠命的行业，可

能突然一首歌就让自己爆火，又

或许出了很多张专辑还是寂寂无

闻。“热爱”是推动个体持续深耕

这一行业的关键动力。无论是想

争取身边人认可的小目标，还是

想功成名就的大目标，都难以通

过速成的手段去找寻所谓的捷

径，唯有持续动力才能激励自身

在做音乐的道路上不断学习与前

进，达成一个个阶段性的目标，再

最终走向专业化。

曾宇解读行业评判音乐作

品的标准，可以分为空间和时间

两个维度，前者指向传播的广

度，后者指向传播的持续性。此

外，作品对人的影响也不可忽

视。曾宇认为好音乐具有三个

特征：清晰的文化标识、表演者

的个性彰显、正确的时间与场

合。

在互动问答环节，曾宇建议

将来想要职业化的校园音乐人：

“不能懒，需要不断地进行创作，

并 在 每 个 阶 段 设 立 清 晰 的 标

准。”做音乐是一个“磨人”的过

程，不能着急将自身定义为“职

业音乐人”，先作为一个爱好，把

爱好做好，再让机缘自然而然地

出现。

活动下半场，正反双方围绕

“AI在未来是否能取代音乐人的

创作价值？”激烈辩驳。

正方指出，目前AI模型已经

能够基于定制化需求输出音乐

作品，通过特定的创作活动带来

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及影响，其

中不仅包括带来审美体验的艺

术价值，也包括创造经济收益的

商业价值。AI 取代音乐人似乎

是智能时代艺术生产中必然面

临的定位转型问题。正方认为

情感的表达本质上是方法论的

问题，将会随着技术的迭代不断

优化，AI音乐创作在未来也能够

做到“人性化”。

反方指出，目前AI创作音乐

的机理是对前人作品片段的模

仿、复制和学习，受限于数据资

源与算法模型，难以做到无中生

有的创造，即只能完成从1到99

的创作，却无法完成那关键的

0-1。音乐作品是作者情感经历

的外在化呈现，但当前AI生成的

技术内核决定了其缺乏情感传

递与表达，丢失了音乐“故事性”

的灵魂。

在评委点评环节，嘉宾曾宇

和音乐剧社负责人杜世超老师、

朱逸骏老师高度评价了这场辩

论。朱逸骏认为音乐需要更多

“想象性”的部分，AI擅长不断地

合并同类项和以一种规律的形

式进行运作，因此能在深度上做

到更多的可能性，却难以在广度

上有所突破；杜世超认为AI能取

代一部分的工作，具有流水线的

工业产品价值，也有创新的意

义。曾宇觉得在音乐创作里人

工智能会最终取代百分之九十

五的人，而“人的价值就体现在

它搞不定的百分之五上”。无论

是AI生成的音乐，还是真人创作

的音乐，作为制作者或是听众的

我们，能通过音乐的桥梁洞见自

我与他者，去赋予其更多的“人

味儿”，这才是音乐永恒的生命

力。 文/李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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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冰淇淋上线

金秋十月，三款造型文创冰淇淋上线，分别是卓越款、博学款、明道款，有六种口味。

据总务处介绍，7月开始筹划文创冰淇淋，经市场调查、竞标，最终决定与光明冷饮合作，设计

时考虑多重因素，首要是确保“好吃”。

外观设计融合人文与自然的精髓，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复旦建筑，老校门黑瓦、白墙、飞檐翘

角，光华楼高耸入云，复旦上医斗拱青瓦的木结构老校门古朴庄重。既有建筑特色，又有文化意

味。

雪糕棒上藏着“小心机”，分别写有“卓越而有趣”“正谊明道”“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

售卖点在各校区面包房、咖啡厅。

本报记者 李怡洁 实习记者 廖恒摄

复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