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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思念绵长
在上海公安博物馆英烈馆，庄严展陈着

1949年5月以来上海公安战线82名英烈的英

勇事迹和部分遗物。曾经，那面英烈墙上有一

处特殊的空白——王友德烈士的名字赫然在

目，却没有相片，只有寥寥几句文字介绍。

因为出身贫寒，加之战局纷乱，王友德没

有任何影像留存于世。他年轻的生命，永远

定格在壮烈牺牲的1949年，年仅26岁。

多年来，绵长的思念，始终萦绕在王友德

亲属的心头。

“父亲牺牲的时候，姐姐4岁，我只有1

岁半。说实话，我们对父亲的模样几乎没有

印象，家里也没有他的照片。”谈到几乎未曾

谋面的父亲，今年77岁的王秀春抹着眼泪，

频频哽咽。“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们只能通过

母亲和其他长辈的讲述，怀着对父亲的思念，

想象着他的模样。”

王秀春回忆，听家里人说，父亲和母亲当

年感情很好，经常会寄信回家。但到上海三个

月后，信件突然中断了，家人便知道，“他一定

是出事了”。后来，王友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村里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一名地下党

员，有人说他是抓特务时牺牲的。“实际上，我

们只知道父亲是在上海牺牲的，他是烈士，我

们是烈士子女。但父亲究竟是为什么而牺牲

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一直没有定论。”

当时，在姐妹俩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那

么高大英勇，又充满慈爱。“听老人说，父亲还

在世的时候很爱孩子，冬天很冷，他就会解开

衣服，把我抱在怀里暖身。”王秀春说，从小就

没有父亲，姐妹俩在成长过程中难免受过一

些委屈，对父爱也格外渴求。“平时在散步时、

干活时，一想到父亲，我都会不自觉地流眼

泪。小时候，我还不止一次地幻想过，父亲有

没有可能没有去世，哪天就突然回家来了？”

2023年，当徐汇公安民警从上海奔赴山

东，在王友德的出生地辗转找到烈士家属王

秀梅、王秀春时，她们积压多年的思念，终于

喷薄而出。

“其实，多年前也有其他同志来找过父亲

的照片。我们家确实没有什么保留下来，最

后就不了了之了。”王秀春等亲属们心里也有

问号：父亲究竟因何牺牲的？这一次，能找到

他的肖像吗？

二 深夜中弹
王友德是解放后上海公安唯一没有肖像

的烈士，也是上海解放后徐汇分局唯一一名

烈士。

2023年，适逢徐汇分局筹建警史馆，一种

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筹建组成员心头

升腾而起：“一定要尽全力把王友德烈士的英

勇事迹补充完整，尽可能让人们见到烈士生

前的模样。”

历史如拼图一般，被慢慢补全。以下是

王友德的故事——

1923年4月，王友德出生于山东曲阜县吴

村柳庄大队一个贫农家庭。1948年6月山东

曲阜解放，在党组织动员青年参军时，他做通

了母亲和妻子的思想工作，同年11月毅然报

名参军，后被选调至华东警官学校（现为山东

警察学院）。1949年5月，王友德随军南下，参

加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徐家汇分局，被安

排在塘子泾派出所（现徐家汇派出所）工作。

上海解放初期，盗匪活动猖獗，地痞流氓

横行。1949年8月18日晚，王友德与同事徐

国祥一同前往辖区虹桥路市民村巡逻。市民

村人员混杂、地形复杂，因无路灯照明，深夜

视线很差。王友德和徐国祥经过第一弄时，

黑暗中发现有两名男子迎面而来。徐国祥以

手电筒照射，见两人形迹可疑，就喝令对方止

步，并上前询问住址。两人答称“住在村内十

九保”。为了验明真假，王友德和徐国祥提出

随两人去家中问询。谁知，就在转入第二弄

时，其中一人忽然乘机奔逃。徐国祥立即拔枪

紧追，途中，只听到背后一声枪响，待他转身返

回时，发现王友德已经倒卧在血泊中，头部中

弹、鲜血直流。

徐国祥立即向分局报告，分局局长许孔珊

立即率领刑警队三十余人驱车赶往现场，一面

追捕凶犯，一面将王友德送往医院急救。无奈，

因伤势过重，王友德于第二天凌晨5时牺牲。

而枪杀王友德的凶犯徐世万，在当年9

月4日被嵩山分局捕获，并于当年12月3日

被依法执行枪决。

王友德牺牲后，上海市民政局把王友德

事迹函告了山东省曲阜县，曲阜县民政局于

1950年10月批准王友德为革命烈士。目前，

王友德安葬于山东省曲阜市烈士陵园。

三 三只木箱
“我们从三只装满原始资料的木头箱子起

步，来寻找这个答案。”徐汇分局警史馆筹建组

成员、退休民警王国元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

上海市公安局政治部编印的《上海公安英烈》

小册子上，他们找到了王友德烈士的简要事

迹：1949年8月18日夜，王友德在市民村执行

盘查任务时遭歹徒枪击，并于翌日壮烈牺牲，

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王国元说，他们随后查阅了1949年的《人

民警察》杂志，找到了王友德的故事；随后又与

凶犯案卷对比，以此相互印证，确保事实无误。

时隔久远、档案不全、记录寥寥，能基本还

原事迹，已是不易。但筹建组并不满足于此。

找到烈士肖像，是民警与亲属共同的愿望。

筹建组发现，王友德曾被选调至“华东警

官学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创立的第

一所警察学校。1949年4月，学校800名师生

南下，接管了上海、福建等地伪警察局，王友德

就是其中一员。

以此为起点开始查寻，筹建组还找到了华

东警官学校登记表中，记录了王友德“能吃苦”

“太老实”的性格特点。他的生平和形象渐渐

丰富。

筹建组多次前往山东省曲阜市，在当地退

役军人事务局拿到了王友德烈士的《烈士证明

书》等珍贵资料。然而，即使遍访了曲阜市退

役军人事务局、曲阜烈士陵园、烈士原户籍地

派出所与烈士家属，王友德烈士生前照片或肖

像始终没能找到。

对此，王国元久久无法释怀。“如果一直找

不到，警史馆开馆之日，王友德烈士事迹展陈

板上的肖像照片就会是空白，那将是多大的缺

憾啊！”过了几天，他突然间有了灵感：既然没

有原始照片，那能不能请画家画一张出来呢？

四 丹青传神
筹建组多方打听，联系到了画家周贝贝，

他曾为端木宏峪、肖玉泉等数位公安英烈设

计过纪念碑、纪念像，广受好评。听完筹建组

的请求，周贝贝深知难度很大，但仍愿意尽全

力一试。

“为烈士画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我一

口答应，但又忐忑不安。”周贝贝坦言，“因为

跟我之前的创作相比，这次可参考的资料太

少了，可谓是极限挑战。”

这确实是一次极限挑战。当年，王友德

入伍后与家人聚少离多，他牺牲时，两个女儿

尚幼，她们对父亲样貌的记忆十分模糊。唯

一可以参照的就是筹建组在山东走访时，烈

士家属曾反映，从小到大，别人都说大女儿王

秀梅和父亲长得比较像。

于是，筹建组将王秀梅的照片发给周贝

贝作为参照。动笔前，他花了不少时间仔细

观察烈士女儿的面部轮廓和骨骼特征。“烈士

先入伍后入警，他作为军人和警察的正气凛

然、坚毅英勇，都要通过神态表现出来。”随

后，周贝贝从画面感觉和艺术风格上确定基

调，在照片和绘画质感之间寻求平衡。厘清

思路后，他便在画室内潜心创作，先完成了第

一稿。觉得英雄气概不够，接着又画了第二

稿、第三稿、第四稿……从初次勾勒到形成定

稿，用了整整两周时间。

结合家属意见，周贝贝再花时间反复打

磨修改，形成定稿。“很像！很像！”在家属的

肯定下，最终，一幅迟到了75年的烈士肖像

画诞生了，一位坚毅勇敢的英烈肖像跃然纸

上。

2024年9月30日，在中国第十一个烈士

纪念日，徐汇分局警史馆正式开馆。墙面上，

人们终于见到了王友德烈士的模样。

五 了却夙愿
今年清明前夕，结合“口述历史”《王友德烈

士肖像复原记》专题纪录片的拍摄，徐汇分局

牵头运用数字技术，复原了烈士身着当年制服

敬礼的动态影像视频。

4月2日，王友德亲属一行4人专程从山东

来到上海缅怀亲人，并为徐汇公安送上“数字丹

青复英貌 初心考据证丰碑”的锦旗。看着这段

视频，王秀梅、王秀春姐妹忍不住抚摸着屏幕中

父亲的脸庞，反复念叨：“爸爸，你放心，这些年

我们过得很好。爸爸，我们真的好想你！”

向王友德献花时，王秀春哭了：“可能是心

灵感应吧，一到上海，我就内心控制不住地想

哭。”思念之外，更多的是感动：“爸爸的事迹终

于真相大白了，去年我见到了他的肖像照，现

在见到了视频。太感谢公安民警了！这么多

年了，我们心中的大石头总算是落地了。”

在亲属们的身后，王国元也动情地红了

眼眶。从考证事迹、寻找肖像到为烈士画像，

这名退休民警耗费大量精力心血，更与烈士

亲属建立了深厚的羁绊。“我是退休民警，在

公安战线上工作了40多年，对公安事业特别

有感情，从小也深受红色教育熏陶。这次能

够为王友德烈士复原肖像，我感到格外有荣誉

感、使命感。”

告慰烈士英灵，如今，王友德亲属与徐汇

分局民警共同的心愿了却了。一幅肖像画、一

段短视频，让亲人和战友的思念有了寄托的影

像，也让后辈缅怀英烈事迹、弘扬英烈精神，有

了全新的载体。

烈士虽埋骨山东，忠魂却近在眼前。在上

海公安博物馆英烈馆，82名公安英烈的最后一

块“拼图”被补全。至此，这场跨越76年时空

的还原与重逢之旅，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一名年轻男子，身着1949年时的米黄色公安制服，
他举手庄严敬礼，忠厚坚毅的脸庞上，露出自信又阳光的

微笑……

“爸爸！这么多年，我们终于见到你了！”反复观看这

段短短几秒的视频，终于与故去多年的父亲“重逢”，年近

八旬的王秀梅、王秀春两姐妹，哭得像孩子一样。

画面中的人，名为王友德。他曾是解放后上海公安

唯一一位没有肖像的烈士。去年，一幅“迟到”的肖像画

诞生了。今年清明前夕，上海公安又运用数字技术，复原

了王友德烈士敬礼的动态影像。至此，一场跨越76年时
空的还原与重逢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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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汇公安分局复原的
王友德烈士动态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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