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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型需要成百上千个零件，花费几周、几
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慢慢组装，之后还要上色、做
旧，经历无数次的优化。这在一般人看来完全是浪
费时间，但对模型爱好者来说却是最大的享受、
最好的放松。在济南有这么一群模型爱好
者，他们在自己的圈内自得其乐，孜孜不
倦地进行着各自的创作。有人说他
们是在追求经济回报，他们却在
有意地回避有违自己创作追
求的代工。在他们的眼
里，模型创作不只是
手 工 ，也 是 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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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模型还原

了同盟国军队打败德

国的一场战斗场景。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马欣冉

>> 做模型戒掉了多年的“网瘾”

今年30岁的贾烁玩模型已经有6个年头，
贾烁曾是一名普通员工，朝九晚五日子平淡
家常。可是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他化身为

“路尐凡”，就顿时成了济南“模型界”的大咖
级人物，他是济南模型吧吧主，还打理着两
个模型爱好者QQ群，成员多达600余人。

在济南西郊的美里湖，贾烁和他志同道
合的“模界”好友韩圣玺、孙宇君等租赁了房
屋，设立了一个模型工作室。这是一个独栋
小楼，因为位置偏僻，租房价格相对便宜。一
进门就是一个透明的置物架，上面展示着工
作室成员的模型作品：战舰、坦克、飞机、碉
堡、动漫人物。二楼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
里面有几张办公桌，上面放着台灯、操作台、
剪刀、胶水等等，墙边的柜架上堆放着各式
各样跟模型有关的材料和工具。

“专用的小剪刀，专用的单刃钳，放大
镜，喷漆用的喷笔、测量用的游标卡尺等等，
一套常备工具置办下来需要五六千元。”贾

烁说，说起模型，一般人第一个想起来的多
是玩具店里各类拼装玩具，这些价格不菲的
玩具往往有上百个零部件，还配备相应的图
纸，根据图纸可以拼出人物、房屋、轮船等
等。实际上，两者虽有相似之处但相差甚远，
说“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也不为过。

济南小伙孙宇君，1998年生人，比贾烁小10
岁，现在还是济南职业学院的一名学生。但他
却已经是玩模型的老手，资历比贾烁都要老。

在小孙看来，要是说拼装跟模型之间有
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拼装相对简单，不需要
什么工具，零门槛，许多人对于模型的爱好往
往是由拼装领进门，因为喜欢拼装渐渐爱上
了更有技术含量的模型。小孙本人就是在8岁
时得到了父亲赠送的一个拼装玩具，慢慢喜
欢上了模型。如今，他已经有了12年的玩模经
历，堪称是济南模型圈最年轻的玩模老手，因
为对模型的酷爱，他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
在这上面，把多年的游戏瘾都戒掉了。

“中学时我就已经很迷恋模型了，那时候
没钱，其他同学把饭钱省下来去打游戏，我是
把钱省下来买模具、买工具。”孙宇君说。

贾烁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他坦言自己在玩
模型之前一度十分痴迷网络游戏，也曾经在虚
拟世界取得相当高的段位，每个月玩游戏买装
备的钱也有500多元。曾经，在贾烁父母和妻子
看来，完全没有办法帮他戒掉网瘾。但事实证
明，办法还是有的——— 2012年，贾烁24岁生日时，
出于偶然的机缘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轮船模型。

“那是一个很大的盒子，我抱着回了家，弄
了两个多星期才做好，摆在家里感觉很有成就
感。”贾烁说，从那时开始，他就慢慢喜欢上了
模型，越玩越觉得其中蕴含的学问巨大，工具
一件一件添置，制作出的模型作品一件一件增
多，花在模型上的时间多了，玩网络游戏的时
间就少了，后来有一次他恍然发现自己竟然已
经10多天没有打开电脑玩游戏了，却丝毫也没
有影响生活，这在以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 玩模型：功夫却在模型之外

>> 创建济南模型吧，希望更多人加入圈子

正是因为有如此
复杂的工序，每个模型
爱好者也都有自己的理
解、自己的追求，所以即

便是同一个模型板材，不
同的人做出来的模型也不一

样，这也意味着模型是不可复
制，更不可能量产。一个模型做出来

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
间，没有十分的爱好是难以为继的。

目前，在济南，模型爱好者圈除了聚集
在百度贴吧外，还有两个QQ群，玩模型的有
600多人。这个数目乍看不算小，但相对于济
南庞大的常住人口数量，实在是微不足道，
可以说模型还是一个极其小众的爱好。

贾烁介绍，群里的600多人分布在各行各
业，年龄分段也很广，有20岁以下的小伙，也有
60岁左右的退休职工，但像他和孙宇君、韩圣

玺这样的铁杆模型爱好者，还是极少的。
“上班的没时间玩，退休了的又要看孩

子，很多人都是玩着玩着就退出了，现在新
加入的人数远远没有退出的人数多。”贾烁
说，这并不是因为没人喜欢模型，更多的还
是因为家人的不认同、不支持，很多爱好者
刚表现出来就被父母扼杀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模型，贾烁他们创建
了贴吧、经常组织比赛交流活动，每年都有三
四次大型线下活动，同时也自己拍摄视频在网
上宣传。“济南模型吧”里的交流也很活跃。

“也不是没人喜欢，不断有学生到工作
室来，我们也没有什么保留，把我们的经验
分享给他们，但由于家人的不支持，很多人
都不了了之。”贾烁说，这个也可以理解，毕
竟做模型也不能高考加分，在许多人看来不
但不能赚钱还要“烧钱”，完全是不务正业。

韩圣玺说，说做模型不能挣钱也不完全

对，事实上，模型早已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条，从板材到用具再到辅助材料都有专门的
厂家生产，做出的模型也能在网上卖出不错
的价格。一些名家做出的经典模型卖出上万
元也不奇怪。即便是知名度还不够高的玩
家，在网上替人做代工，按照他人的要求制
作模型，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贾烁、孙宇君他们都曾有过代工的经历，
但后来都有意地回避着代工，甚至明确拒绝开
发商的邀约，一来他们觉得这种代工跟自己的
追求不一致，按照别人的要求去做没有创作的
乐趣，对于提高技术一点帮助也没有，做来做
去虽然挣到了钱，但也“迷失了自我”，二来，实
在不愿意拿自己的爱好来换饭吃。与其如此，
他们宁愿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模型，或者自己
收藏或者在网上出售卖给有缘人，同时出售一
些模型的用品，借以维持济南模型吧的运转，
等待更多的爱好者加入。

贾烁正在做的B252蒸汽火车模型有近800个件，忙活了半个月也只完成了一半。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济南模型吧”经

常组织线下比赛交流

活动。（受访者供图）

在模型爱好者圈内，大家嬉笑时会说自
己是“玩模型”的，但一旦进入做模型的状态
却超乎寻常的认真，容不得半点“玩耍”，他们
坚信自己进行的是一项创作，做的是不可量
产的工艺品，是艺术，这是拼装所不能比的。

目前，贾烁正在制作一个二战时期德国的
B252蒸汽火车模型，有大大小小将近800个零
件，用如此多的零件拼配成一个与实车比例为
35：1的模型，还要通过色彩、做旧使其逼真，工
作量十分巨大。半个月前，贾烁网购了B252蒸
汽火车模型板件，这是进行模型创作的基础。

贾烁介绍说，模型最早兴起于日本，经
过多年的发展世界各地都有了模型爱好者，
大家喜欢的类型五花八门，但最多的还是军
备，尤其是二战时期的各种战舰、坦克、飞机
等。早有公司看准商机，通过对外公布的经
典战车、坦克、飞机等进行实地测量，根据其

技术参数按照一定的比例制作出模
型板材，再出售给模型爱好者。

“这个在圈里叫做‘开
模’，只有开过模能够买到
板材的才能进行模型创

作。”贾烁说，买回板材后，要把它们拆解成
一个个的零件，在头脑里对其进行初步的规
划，哪些零件要先拼接粘贴，哪些需要先进
行加工改造，哪些需要先上色再组装，每一
个零件都要安排到位，每一个步骤出现差错
都意味着要付出加倍的时间和精力，甚至会
带来整个模型的毁灭性后果。

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贾烁也只是刚刚把
这个模型做出了框架，开始给部分部位上色。
此时，只是进行了一半的工作，接下来的半个
月、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贾烁要在给不同部位
上色的同时，通过网络、书籍等等途径，尽可
能多地了解B252蒸汽火车的资料，了解它在二
战中出现的时间，出现过的地点，有没有经典
的故事，在头脑里进行再创作。

“做模型其实需要了解很多东西，我们
要做的是尽可能地让它更接近实物，表现出
经历时空的历史沧桑感。”贾烁说，模型粘贴
成型后，工作还只是完成了一半，还要再根
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历史变更等等，在一些
部位借助于各种辅料，比如沙石固定液、旧
化液、清洗液等等辅料(这些辅料常用的就多

达上百种)，做出生锈、掉漆、染尘、染油等等
不同的效果，有时还要根据影视作品的场景
或者是摄影作品，通过各种辅助材料还原出
一个包含故事的场景。

“模型想做好并不容易，需要很多的知识
积累。”孙宇君说，他个人爱好模型是因为喜欢
历史，他理想中的模型应该是通过一个模型再
现历史场景，每一个模型都在讲述一段历史，
这其中涉及的学问、知识非常之多。比如，同样
型号的坦克在北非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在做旧
时使用的材料就不一样，前者是沙漠，要做出
沙尘的感觉，后者却做出黄土的质感。

“机械的构造，各个部件的基本功能，甚
至是美术上光影的变化这些知识点都需要掌
握。”孙宇君说，因为做模型，他读了大量关于
二战的书籍，也学习了很多美术、摄影、机械
等方方面面的常识。在小孙的手机里，存着大
量的土壤、轮胎、油漆斑斑的发动机等“毫无
美感”的照片，这些都是他搜集的素材，生活
中他总是在留意大货车粘上图、粘上油漆，生
锈的样子，心里琢磨着在做模型时通过什么
办法能把看到的情景用辅料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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