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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一周热点

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警丁力，不仅热衷于侦破案件，还痴迷文物考古，从 2020 年 8月至今，他追缴
回来的文物集中起来，足可匹敌一个中型博物馆的藏品——

3年缴获万件文物的“宝藏刑警”
中等身材，微胖，和蔼可

亲，邻家大叔形象。初识江苏

省徐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专职

打击文物犯罪的刑警丁力，很

难想象，这样一个温和健谈之

人竟是让众多盗墓者闻风丧胆

之人。

3年缴获文物逾万件

随丁力走进徐州汉画像石
艺术馆，从门口的保安到大厅
的接待员、仓库的保管员，都和
他亲切打招呼，而丁力也对这
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些展示
品摆放位置挪动了，他都能敏
锐感知。
“保守估算，丁力追回的画

像石占到艺术馆馆藏文物的四
分之一，超过500件。”徐州汉
画像石艺术馆藏品部保管员董
祥超说。

在艺术馆非展示区，大量
画像石散落存放在多处，尚未
来得及整理、展示，其中有国
家一级文物，还有完整的墓
室，上面的画像栩栩如生。董
祥超告诉记者，这些大都是丁
力追回的，艺术馆正在申请扩
建，以保护、展示这些藏品。

丁力50岁，从警26年，一
直干刑警。然而，不同于其他
刑警，丁力不仅热衷于侦破案
件，还痴迷文物考古。2020年
8月底，全国打击防范文物犯
罪专项行动展开。徐州市公安
局将丁力调到刑警支队，专职
负责打击文物犯罪。

调到刑警支队后破获的
第一起案件难度很大，但对丁
力而言，却似是手拿把攥。
2018年，与徐州毗邻的安徽省
宿州市埇桥区栏杆镇金山寨
村的一座东汉时期画像石墓
遭不法分子盗掘，最珍贵的两
块画像石被撬走。仅用20多
天，丁力就在徐州市和安徽萧
县找到被盗窃的两块画像石，
将苏皖两省11名盗墓贼悉数
抓获归案。
“汉画像石是我研究重点，

圈子里的人我大都知晓，找到
这两块画像石对我来说不是什
么难事。”谈及此案，丁力轻描
淡写。

经统计，3年间，由丁力
获取线索或参与指导破获的
盗墓、贩卖文物等案件260多
起，缴获文物保守估算超过
1.3万件，其中经鉴定明确为
国家一级的文物11件，抓获
盗墓、贩卖文物犯罪嫌疑人
230名，包括两名公安部A级
通缉犯。
“追缴的古钱币一类文物

太多，是按照1公斤为一件计
算的，没法一枚枚计算。”徐州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
吴强说，“如将丁力追缴回来
的文物集中起来，足可匹敌一
个中型博物馆的藏品。其中，
仅‘2?26’部督案追缴的文物
数量，即超过徐州沛县博物馆
现有馆藏文物总和。”

藏书过万册的刑警

在丁力家，记者看到，90
平方米的地下室全是书架，书
架上摆满了各类文物考古专业
书籍和学术著作。家中其他角
落也都摆放着书籍，犹如一个
图书馆。
“差不多有1.3万册。”丁力

一边说，一边抽出两本《文物》
和《考古》杂志，“我从小学五年
级就开始订阅这两本刊物，一
直订到现在，一期不落。”

丁力是土生土长的徐州
人，家中排行老四。徐州地处
交通要道，汉代遗存多，历史底
蕴深厚，是各类文玩，特别是古
钱币的一个重要集散、交易
地。上小学时，他和许多同学
一样，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古
钱币。

长大后，其爱好不仅未丢，
反而越钻越深。丁力的大学同
学刘伟记得，在江苏公安专科
学校学习时，同学们有的专心
学习，有的谈起恋爱，有的锻炼
身体，唯有他很特别，几乎每周
都去逛文玩市场，逛古籍书店。
“那时淘换到不少有价值

的历史书籍，特别是一套古籍，
当时5毛钱一册买的，现在有
钱也买不到。”丁力自豪地说。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些古籍的
市场价值，更看重的是他们的
历史、文化价值。

丁力对文物的喜爱，源于
对徐州这座城市的爱。丁力

说：“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与载
体。当你深入了解一座城市
的历史，你会越发热爱这座城
市，越发想将那些散失的文物
追回。”

特别让丁力引以为傲的
是，他追缴回来的文物中，有一
盒万崇德的墓志铭。万崇德是
徐州历史名人万年少的父亲，
其墓志铭共有1990字，记载的
事项颠覆了以往对万氏家族的
认知，填补了徐州地方文献空
白，校正了引用多年的《万年少
年谱》中的诸多错误，起到了补
史、证史、纠史的作用。这件文
物虽只评定为国家二级，在丁
力追缴回来的大量文物中，并
非级别最高的，但他却十分看
重，多次向记者提起。

丁力利用工作的机会，主
动与徐州当地文物、考古圈内
人士接触，一有空就去逛古玩
市场，参观考古工地，更广泛地
了解各类文物及其保护、研究
状况。在侦办文物犯罪案件
中，他也特别注重学习，广泛了
解各种盗墓手段、文物造假方
式以及业内暗语。
“早年，他经常向那些博

物馆、考古所研究人员讨教；
现在，一些机构和办案单位反
请他去讲解文物历史、鉴定文
物真假。”多名熟悉丁力的同
事说。

2021年初，他在一个短视
频平台偶然刷到一个直播卖工
艺品的。进去逛了一会儿，他
发现工艺品中夹杂有出土文

物，怀疑这一直播间是打着
卖工艺品的幌子倒卖文物。
后来，他与甘肃警方联手，循
线追踪，最终破获公安部督办
案件——“2?22”江苏、甘肃特
大倒卖文物案，缴获文物数千
件 ，另 外 还 有 数 以 万 计 的
古钱币。
“2?22”部督案件侦办期

间，丁力到徐州古玩市场巡查，
在一家古玩店一个不起眼的角
落发现一个弓形器，凭经验感
觉是珍贵文物，极似山东滕州
前掌大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他
不动声色，请来专家悄悄复核，
暗中追踪，最终挖出震惊文物、
考古界的“吕清山案”，即“2?
26”部督案，缴获文物数千件，
铲除了一个以考古勘探为幌子
的特大盗墓团伙。这一案件也
是徐州市公安局自新中国成立
以来破获的涉文物犯罪案件中
追缴文物种类最广、跨年代最
长、数量最大、等级最高的案
件，其中仅汉画像石就追回
200余块。

丁力的战绩与能力也得到
公安部认可，经常指派他为国
内其他地区打击文物犯罪的刑
警进行培训。同事们也都说，
丁力是刑警队伍里最懂文物
的，文物圈里最懂刑侦的，堪称
“宝藏刑警”。

建模打击积案也能破

徐州古称彭城。公元前
201年，刘邦封其弟刘交为楚
王，都彭城，辖东海、彭城、薛郡
等三郡三十六县，传袭十二代。

按汉制，诸侯有封地者，死
后葬于封地。十二代楚王及其
王后“因山为葬”，其墓散落于
徐州市区各座山头，形成汉楚
王墓葬群，是我国汉代诸侯王
陵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系列，
也是研究汉文化的重要载体。
1996年，汉楚王墓群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卧牛山楚王墓是列入汉楚
王墓葬群的一座古墓葬。2010
年，这一古墓葬遭遇盗掘，被国
家文物局通报。后经抢救性发
掘和清理，推断这一墓葬为第
五代楚安王刘道及其夫人
墓。因为当时获得的有效线
索不足，十余年来案件迟迟未
能破获。
“虽是抢救性发掘，卧牛山

楚王墓中仍出土了千余件文
物，其历史研究价值极高。被
盗走的文物往往更精美，如能
追回，对于研究徐州历史将具
有重要价值。”深爱文物的丁力
一直在琢磨，如何也能将这些
陈年积案破获，将那些散失的
文物逐一追缴回来。

说干就干。他认真梳理徐
州地区20年来所有针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警情和案
件，主动对接文物考古部门，获
取徐州市全部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数据和被盗现场勘查资
料。他一方面琢磨盗墓的规

律，一方面与懂大数据的同事
合作，逐步建立了盗墓者数据
库，再结合这些盗墓者轨迹、作
案手法，进行大数据碰撞，没承
想还真就让他筛选出一批盗墓
积案犯罪嫌疑人，包括卧牛山
楚王墓盗墓案主要犯罪嫌疑人
韩某。

就在丁力发现有盗墓劣迹
的韩某曾在卧牛山附近的韩山
村租过房子时，徐州市公安局
贾汪分局破获一起盗墓案，涉
案的嫌疑人也无意间提到认识
韩某。巧用声东击西的讯问策
略，丁力从这一嫌疑人口中最
终获悉韩某伙同其盗掘卧牛山
楚王墓的详细过程。

原来韩某在案发前三年，
就在卧牛山附近租房，以养蜂
为名租下离楚王墓不远的土
地，搭建简易房，然后在房屋内
打盗洞。盗洞打到一定深度，
他又请来爆破手进行定向爆
破。爆破未成功，他便继续蛰
伏下来，待到合适时机，再邀请
拥有进口探矿设备的湖北籍犯
罪嫌疑人殷某和江湖人称“豫
东第一铲”的盗墓惯犯吴某，实
地勘探一周，精准定位到卧牛
山楚王墓（2号墓）甬道口上
方，最终将墓葬盗掘。

盗墓过程明晰，盗墓团伙
落网，大量珍贵文物也随之追
回。丁力说，盗墓、贩卖文物有
其圈子，作案手法也各有特
点。基于这些专业的作案特
点、盗墓犯罪的基本规律，他牵
头开发了打击涉文物犯罪的数
据平台——“御金行者”。

通过传统手段和现代科学
技术相结合，丁力与徐州各县
区基层刑警大队历经两年多艰
辛攻破了徐州20年来汉楚王
墓葬群所有被盗重点案件。

从“刑侦”跨界到“文物”，
如今又跨界到“大数据”，丁力
被许多同行赞为“跨界高手”。
面对赞誉，丁力却说，过往，现
代刑侦技术运用于命案积案攻
坚，破获了大量命案积案；他希
望也能运用现代刑侦技术对文
物犯罪积案进行攻坚，让散失
的珍贵文物重见天日。

盗墓是一种古老的犯罪，
主要人员相对固定，活动诡秘，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自己
独特的圈子和交流方式，形成
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认同，平
时交流多用“黑话”和“隐语”，
局外人难以理解。打击文物犯
罪，证据获取、抓获时机、文物
追缴都存在一定难度。为此，
丁力将其了解的盗墓现状、打
击方式、破案历程写成论文，在
一些期刊上发表，以期让更多
的刑警加入专业打击文物犯罪
的行列中来。
“爱好是干事最好的动力，

但是一旦逾越边界，可能会起
到反作用。”丁力说，“我很想收
个徒弟，要像我一样爱好文物，
还要能守住底线、边界，这并非
易事。”
（朱国亮 据《新华每日电讯》）

丁力及其家中部分藏书。资料照片

丁力（右二）与考古专家一起研究文物。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