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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鉴定世界 纷繁人生（代序）　　邓亚军　　和曾鹏宇的相识十分偶然，多年前，因为采访一个案
子，经司法部推荐，他找到了我们华大方瑞。
而我对那起案件也十分感兴趣，主动要求跟他一起调查取证。
后来我们就成了关系很铁的朋友，因为我们属于同一类人，对生活有热情，对工作又认真，对事情能
坚持，特别是在做自己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上。
　　几年前老曾对我说过：“你做的工作具有特殊性，能反映现代中国人跟以前的不同，应该留下文
本记录。
”　　今年初跟老曾的一次碰面中，我们再次说到这个问题。
老曾说：“把你这么多年经历的那些亲子鉴定案例做个归纳总结，其实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查了一下，目前国内没有一本有关亲子鉴定的社会学方面的书籍，现有的基本上都是讲专业知识的
。
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让公众全面地了解亲子鉴定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伦理问题．让公众正视这种现象
，而非一叶障目的道听途说。
”　　其实，我也早有这个想法，想把这些年经历的那些林林总总、千奇百怪的案子写出来，但是一
直不知从哪儿着手。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身在其中，无法进行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也无法进行理性的总结。
　　8年多来，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我都要面对各种各样、各怀目的的被鉴定人。
他们中多数是想知道养了这么大的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亲生骨血，也有部分是想知道当初的一次激
情出轨是否留下了什么，还有一些女性，是想通过亲子鉴定，证实自己的清白或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
⋯⋯　　稀奇古怪的委托理由，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都要通过亲子鉴定来解决。
我是一个职业鉴定人，在从事亲子鉴定工作的第5年，我又成为妻子和母亲。
身兼数种身份，回头再看这些年经手的那些DNA亲子鉴定，真是五味杂陈，感慨颇多！
　　作为女人和母亲，我最难释怀的就是那些孩子的眼神！
　　看到那些原本被父亲爱若掌上明珠的孩子，在父亲知道结论为排除之后，突然间遭受冷眼，那会
在那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怎样的烙印？
有的父母，不负责任地把孩子生下来，却又不愿意抚养，甚至制造骗局，最后纸包不住火，心灵最受
创的依然是可怜的孩子！
　　很多来到鉴定中心的孩子，尽管年纪很小，但是一看他们的眼神就明白，他们其实什么都知道。
这种通透背后的无力和害怕，就算是我这样的成年人，依然无法想象。
作为职业鉴定人，我尊重科学的结论，可是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母亲，我实在无法面对孩子那一刻清
澈无辜的眼神。
在这种时刻，我通常有种冲动，想冲过去抱住那个孩子，告诉他这不是他的错。
　　想来想去，如果要找一个合作对象把这些案子和感受写出来并呈现给公众，老曾绝对是第一人选
——他是记者编辑出身，思维非常理性，逻辑推理分析能力很强，最重要的是他也对他的工作充满了
激情和热爱。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由我来写，没办法做到通俗易懂，这就是我们理科生而且又读到博士的一种
悲哀，除了八股文似的论文，写不出真正有社会意义的好文章。
　　说干就千，很长一段时间里，老曾都是在我办公室度过的。
他认真地听，仔细地记。
一本32开200多页的本子全都记满了，录音笔也在同时进行录音记录。
主体采访结束后，有一次他给我打电话说：“天哪，你知道你最近这段时间说了多少话？
我算了一下，一共录了28.5 个小时，超过30万字，这些天整理录音，我又全部都听了一遍⋯⋯”　　
老曾做的采访非常深入，除了采访我，他还克服重重困难，找到一些曾经接受过亲子鉴定的委托人，
说服他们接受采访，因为那都是当事人最真实的想法。
　　这本书里的所有案例，是从我最近8年经手的16000多宗亲子鉴定真实案例中筛选出来的，当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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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保护委托人隐私，除了公共事件外，所有委托人的具体身份和相关细节都做了处理；本书涉及的每
一桩公共事件，也是结合我的亲身经历采写出来的，同时综合了当时媒体的公开报道。
后来老曾还一字一句地跟我核实，尽最大可能做到客观、真实。
　　历时半年多，这本书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尽管老曾写的每一章节我都看过，但我依然十分期待
全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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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亲子鉴定秘档》的女鉴定师参加过国际人类DNA基因组计划，负责过印度洋海啸泰国救援。
并勇敢地参加了sars病毒的基因测序工作，现在是国内最大亲子鉴定机构的负责人。
8年问16000宗亲子鉴定案例，让她旁观了无数亲情的割裂与挣扎：背叛、欺骗、谎言⋯⋯。
《亲子鉴定秘档》中每个案例都有鲜为人知的隐情，名人、明星、罪犯⋯⋯每桩委托都是跌宕起伏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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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是历史的产物，探究历史真相，打开尘封记忆，获取智慧源泉，是人类天然的本能。
但历史从来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丰富、鲜活，光怪陆离，千人千面，就后人评说，“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可谓常理常情。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地位卓绝，影响至深，一直是学术
界和世人关注的焦点。
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时下坊间关于清代历史的著作虽然汗牛充栋，但任意发挥、影射曲解、以讹传
讹的现象，却比比皆是，让人触目惊心。
如何吸收和借鉴国内外清史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学术研究的立场和可靠的文献
资料记载为依据，廓清世间种种不实传闻、戏说，还原历史的本色，并转化为易于被社会各界接受的
知识，是历史学研究者不容推辞的责任和义务。
《清官档案证史书系》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本书系有别于帝王的个人传记或现在流行的历史教科书，力图集学术研究、成果转换、文化普及
、传统文化教育诸功能于一体。
全书系分为十二册，按照清王朝近三百年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以清朝十二帝为主轴，以各个朝代的
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通过对清宫档案资料的系统挖掘，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出有清一代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真实的历史还原于大众。
　　档案是了解历史真相最直接的第一手材料。
流传至今的清代档案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
、文化、民族、宗教、宫廷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清代历史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宝藏”。
　　本书系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忠于原始史料记载，将档案资料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点、重点和亮点
。
通过档案资料的搜寻、排查、分析、佐证及揭秘等相关过程，力图以档案证史，以档案明史，以档案
补史。
各个分册的专家学者在写作的过程中，根据原始档案资料，拣选清代十二朝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由
此确定每一分册的话题。
各分册作者在对档案资料的寻找、翻查、分析、佐证中，对各个话题进行挖掘与分析，得出结论，还
历史以真实面目。
在对档案资料的处理和写作上，突出了原创性、学术性及知识性。
当然，尽信书不如无书，清代档案价值的局限性也不言而喻。
所以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同样非常注重各种材料的参照对比、考异辨析，以陈述历史真实为第一要务
。
　　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韩亚君副总编辑精心策划、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中青人分社林栋总编辑组织落
实下，十几位历史学青年学者与中青人几位年轻编辑通力合作，经过将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本书系
的撰稿和编辑加工工作。
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努力，在客观论述清代历史演化的背景基础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汲取历史
智慧，但能否如愿，还有赖于读者诸君的评判。
　　徐兆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2008年4月8日于北京1.千里驰援印度洋海啸　　2004年12
月26日，在印尼苏门答腊附近海域发生了剧烈的海底地震，引发了印度洋大海啸，结果造成印尼、斯
里兰卡、泰国等国家人民重大伤亡。
　　在海啸发生后的一两天里，与多数中国人的最初反应一样，邓亚军并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会造成
多么严重的后果，直到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海啸灾后情况。
　　“28日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了‘海啸死亡人数已突破万人、绝大多数遇难者没有随身证件无法
识别’的新闻，当时就想，是不是应该申请参加救援？
”邓亚军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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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普通民众来说，DNA亲子鉴定不仅能对血缘关系做出判定，还能完成个体识别，但这个功能只
会在特殊时刻凸显它的力量，比如大型灾难突然到来之际。
　　2004年底的华大方瑞已经是国内少数几家能够提供所有类型DNA检测手段的机构之一。
邓亚军把这个想法跟同事一说便获得了支持，28日当天就向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递交了申
请。
　　多年之后，再次回忆起参与2004年底海啸救援的情形，邓亚军依然有很多想说的话，“当时并没
有多大把握，我们连申报程序是怎么样的都不清楚，而且此前国内还从来没有向海外派出过DNA鉴定
专业人员参与救援，更不用说是如此大规模的救援了。
”　　现在邓亚军还记得那份“请战报告”的大部分内容，比如华大方瑞这个鉴定中心具有司法部授
权的鉴定资质，而且有经过若干国际大项目锻炼的优秀平台和人员，还有专业的检测设备，同时还是
法医学重点实验室，“恳求中国科学院协调国家有关部门能够让我们尽快地赶赴灾区”。
　　当时印度和印尼公布的死亡人数较多，他们最想去这两个国家参与救援。
没想到两天后她就接到中国科学院主管领导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你能派出几个人去泰国？
”邓亚军很意外，“怎么是去泰国？
”领导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获得的通报，泰国的伤亡人数虽然不如印尼等国，但由于这里是世界知名
的旅游胜地，海啸造成的死难者绝大多数是海外旅游者，无法辨别身份的外国遇难者数目是最多的，
并且非常欢迎中国救援队前去参与救援。
邓亚军略微盘算了一下，答复说：“加上我，可以去5个人。
”这5个人中还有2人连护照都没有，后来还是在外交部的协助下，两位没出过国的组员只用了一个小
时就办好加急因公护照，当天下午6点，泰国大使馆又将签证办完。
闻讯赶来送行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副所长汪建专门给他们每人准备了一串佛
珠。
邓亚军看出了杨焕明的担心，对他说：“杨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他们都安全带回来！
”当晚8点，邓亚军、郭奇、于晓光、李黎、陈保献等5名DNA救援组成员已经坐上了飞往泰国的航班
。
这5个人分工各不相同，唯一是法医学专业出身的邓亚军是领军人物，于晓光、李黎等人是业务能手
，而从小随父母在海外长大的郭奇则具备语言特长，他的英文甚至好过中文，当时在华大方瑞担任邓
亚军的副手。
当时以为一到泰国就能得到遇难者样本，邓亚军他们按照常规流程准备了很多东西，比如“非典”期
间使用的防护服、物证袋，以及刀片、持刀器等取样需要用到的东西，足足装了十几个箱子，反而把
面包、方便面等东西留了国内。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邓亚军写道：“⋯⋯回家收拾行李，花了15分钟。
泰国是夏天，我把夏天的衣服都带上，结果却忘带所有洗漱用品，狼狈不堪。
汪老师、杨老师等人将我们送到机场，场面十分隆重，我的心理压力却很大。
”　　中国DNA救援组出发去泰国的消息很快引起了国内媒体的关注，抵达曼谷时已有多家国内媒体
守在机场。
在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中，邓亚军等人一度被称为“DNA鉴定专家组”，后来她还专门向有
的记者解释：“我们组里我的年龄最大，也不过32岁，所以还是叫救援组更贴切。
”　　这个救援组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了，以至后来因为这份年轻还发生了很多趣事一当时在泰国曼
谷接机的是中国驻泰大使张九桓，因为媒体说国内派来的是“专家团”，他把同机一位面相老成的团
员当成了邓亚军，等他发现邓亚军不仅很年轻，而且还是个女性时，非常惊讶，也自然有些担心——
毕竟，这是场超大规模的灾难救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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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亲子鉴定秘档》讲述的故事不是虚构编造，却是生活存在的真实。
《亲子鉴定秘档》不是八卦揭私，而是对欲望与责任的反思。
《亲子鉴定秘档》是对近年国人亲子关系流变的冷静梳理，也是一幅映射中国社会血亲观念剧烈动荡
的写实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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