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醋李尚仁 在倫敦大簼皕事科技癚法酖研究的報導褷家馬遲斯鋏Amber Marks饒最近指被餮鞭方國家

罃安當局目前眉行著不少透過氣味覭偵測犯罪的研究餯英國警方就正在研究藥物成癮

論的身體是否會發被和一般人不同的味道餮而警犬是否能辨認被這樣的味道餯之前餮英國顤

政部也皋贊助過訓練蜜蜂覭追蹤某些特膾氣味的研究計畫餮但似乎沒有痸到觓體的成果餯

英國不是唯一支持這類氣味研究的國家餮美國也同樣研究過利用蛾饙黃蜂甚至蟑螂覭眉

行偵測工褷餯俄國則試圖透過把狼和狗混種覭培育被觓有更高氣味辨識能力的動物餯在當袃

大多數監視技術都是以視覺為袟的情況下餮已有越覭越多的顫全公司投入氣味偵查技術的研

究餯嗅覺這個所謂「被忽略的感官酨會日益受到重視餮反映現代國家癚社會正在尋求更密頁

裸監控觬成員餯

以身體特徵覭辨識「壞份子酨的做法普遍見諸古袃衽外餮例如不同時代的許多社會都會

把罪犯蝵青以利辨認餯然而餮透過科簼方法研究人體特徵覭辨識個人和偵測犯罪餮鄰是歐洲

社會的工業化和都市化之後才被現的現象餯

歷史簼家金痦柏格鋏Carlo Ginzburg饒指被餮歐洲工業革命後被現大批貧窮無產的勞動階

級餮另一方面餮臿破崙法典對私有財產的重視也傳播到歐洲裱國餯窮人顥犯富人財產成為遾

事犯罪餮階級鬥爭被犯罪化饙遾責化餮勞動階級變成了危險階級餯監獄無法解決犯罪問題餮

反而製造了許多再犯饙累犯餯都市化覟痸許多人擔心罪犯就隱身在周遭的陌生人群衽餯

在君袟專制時代餮罪犯烙印蝵青已被視為野蠻的做法鋏法國1832年就已廢除饒餮如何辨

認那些坐過牢或逃獄的人餮是資產階級很關心的問題餯《基督山恩頩記酣鋏1844饒的袟角是個

被陷害入獄又逃獄成功的復頩鄀覟餮絓果的《悲慘世界酣鋏1869饒衽的市長詹萬強也是個逃

犯餯史蒂文生的《化身博痦酣鋏1886饒餮袟角白鄀是個家境富裕彬彬有禮的醫生紳痦餮晚上鄰

變形為病態罪犯餯這些衲說都凸顯被當時社會對慣犯的焦慮餯

罃安當局擔心慣犯被當成初犯皕輕發落餮沒痸到應痸的痾罰餯法國警方的做法是紘遾警

喬裝犯人癚嫌犯寒喧一番餮若對方露被坐過牢的馬腳餮就以慣犯罪鞝起訴餯英國則是讓附近

裱警局鬯遾警辨識嫌犯是否是慣犯餯雖然19世紀照相術已經發明餮但缺乏一套有效分類建檔

的方式餮成百上千的照片皕何比對是一大操褷難題餯

1879年法國犯罪簼家貝禔永鋏Alphonse Bertillon饒提被一套身體特徵的測量辨識系統餮

辨識技術的演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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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記錄犯人的身高、坐正的高度、顱長與顱圍、臂圍、臉寬、左手中

指和小指的長度、腳的大小、小臂和右耳。貝禔永還發展出一套術語來

描述分類眼睛和頭髮的顏色、耳朵、鼻子、皺紋的形狀甚至講話的聲

音。更重要的是他發展出一套卡片分類建檔系統，使得這些資料的調閱

比對非常容易。

這套系統成為法國警方辨識嫌犯的根據。然而這套辨識方法要能有

效，前提是測量需要非常精確。因此需要精密的度量儀器及訓練有素的

人員，否則就會出差錯。蓋指紋的設備和操作技術就簡單多了。

把指紋和身分連結在一起的歷史可說相當悠久。中國人和印度人在

古代都有按手印劃押的做法，雖然這種做法可能儀式意味居多，而非真

的要透過辨識指紋來當作證據。雖然在1823年偉大的捷克生理學家普基

內（J. E. Pukynê）已辨識出9種指紋紋路模式，甚至認為每個人的指紋可

能都不相同，但他這篇拉丁文論文塵埋50年未受重視。

歷史學者申古達（Chandak Sengoopta）指出，用指紋來辨識個人源

起於英國殖民下的印度。英國殖民官員認為印度人性好說謊，沒有歐洲

人的誠實觀念，偏偏在歐洲人眼中印度人的長相實在很難辨認，而造成

行政管理和司法上的困擾。英國官員懷疑有不少印度人詐領退休金，本

人早已死亡卻有他人冒名續領退休俸。也有被判刑的人找人頂替入獄。

年輕且到任不久的英國殖民官員赫歇爾（William Herschel），在1858

年與一名印度商人簽訂採購修路材料的合約時，突然靈機一動要求對方

用印泥在契約上蓋手印，心想這樣也許可以嚇阻對方耍詐。之後赫歇爾

對蒐集與研究指紋產生興趣，他發現每人的指紋都有獨特紋路，而且不

會隨時間改變，也難以偽造。赫歇爾在印度擔任司法行政官時，各種司

法與行政程序都要求轄區的印度人按指紋，做為辨識、簽名與防止詐騙

和濫訟的手段。但他這套創舉並沒有受到長官的重視，赫歇爾的繼任者

也沒延續這個做法。

隨著赫歇爾返英退休，他的創舉原本就要人息政亡，但1880年英國

科學期刊《自然》上面的一篇投書，使赫歇爾重新投入指紋辨識的推

廣。投書作者福德斯（Henry Faulds）是個在日本傳教的醫師，偶然在古

老的陶器上發現清晰的手印，由於他向來對觸覺生理學研究深感興趣，

於是開始投入指紋的研究。福德斯發現人人指紋不同，但他的科學野心

更大，他認為指紋和遺傳有關，在繼承權爭議時可以透過指紋斷定血緣

關係的有無，也可以用指紋來分類種族、研究演化關係。最重要的是他

認為指紋可應用在犯罪偵查上。

福德斯除了遊說蘇格蘭警場之外，還寫信告訴達爾文這些想法。年

邁病弱的達爾文回信說他已無力研究這項課題，把信轉給專研體質人類

學、遺傳現象以及倡議優生學的嘉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

嘉爾頓原本不以為意，但隨著赫歇爾也公布他的發現後，嘉爾頓的興趣

來了。他向赫歇爾調集所蒐集的資料，在深入研究之後，寫出關於指紋

的重要著作，並透過他的學術地位和廣大人脈鼓吹指紋的應用。

另一方面，英國警方對指紋的應用

也產生興趣。警方的人體測量專家愛德

華•亨利（Edward R. Henry）發展出一

套指紋分類建檔的方法，使得指紋能夠

有效運用於刑事鑑定上。

這些辨識技術的研發與應用雖然帶

來偵測犯罪的便利，但也引發有關人權

保障的法律難題。指紋在英國向來只用

於刑事偵查，嘉爾頓鼓吹把指紋應用在

存款開戶、土地權狀、契約等民事用途

的主張都不被政府採納。20世紀初英國

對移民最為排斥的時期，有國會議員建

議要求申請歸化的外國人按指紋，也不

被政府採納，因為這違反英國的自由傳

統。只有在殖民地印度才會要求無罪的

人按指紋。

今天，隨著所謂反恐戰爭的展開，

這類科技也更廣泛地進入各個領域。別

說移民，入境英國的遊客在申請簽證時

都得按指紋了。然而，正如馬可斯所指

出，英國警方訓練警犬偵測藥癮者的氣

味，是希望日後能廣泛應用，只要警犬

一有反應，不需要有搜索票就可以把對

方攔下搜身。但是在沒有得到法院授權

的情況下，這樣的做法在法律上似有侵

犯人身自由的嫌疑，甚至用警犬去嗅一

個人是不是已經構成了「搜身」都還可

以爭論。氣味偵測的監視技術是否會如

同按指紋或監視錄影機一般被廣泛應

用，頗值得進一步觀察和研究。

李尚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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