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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的杨彦军先生热衷于收藏各个时期的仿真军事飞机模型——

他在家里建了个“飞机场”

□记者 杨凤轩 文/图

很多人有过“军人梦”，即使在这
和平年代，军迷们对军品的追捧依旧火
热，其中包括热衷军事题材收藏品的收
藏爱好者们。涧西区的杨彦军先生就
算一个，他热衷收藏的是各个时期的仿
真军事飞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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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迷恋飞机模型

在杨彦军家里的两个博古架上，整整
齐齐地摆放着数十架各种各样的飞机模
型，瞧那些机头上扬的仿真飞机模型，似
要直冲云霄一般。我们看到，在每架飞机
的旁边还摆放着写有飞机名称、仿真比例
及真机设计单位、生产单位的木质说明
牌。

“买不起飞机，咱还买不起飞机模型
吗？”杨彦军笑言道，他儿时有航空梦，所以
如今迷上了收藏仿真军事飞机模型。还记
得，在他结婚时，有一个外地朋友送了他一
架塑料材质的巴掌大的客机模型，他爱不
释手，立刻就摆在了卧室最显眼的架子上，
可惜没过多久，他擦拭把玩时，失手将它摔
坏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迷恋飞机模型，后
来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买
到了第一架战斗机模型。”杨彦军说，从那
之后他就有意要集齐所有的国产军事飞
机模型，只可惜那时候手头不宽裕，只能
想想罢了。

直到 2010 年的上海世博会，杨彦
军有机会见识了10余架国产战斗机模
型，那些合金材质、制作精巧的飞机模
型让他恍然想起了儿时的梦想，他顿
时热血沸腾，立刻将这些战斗机模型
全买了。

杨彦军得意地说，在他多年的“洗
脑”之下，其妻子也成了仿真军事飞机模
型的收藏迷。

优质藏品可遇不可求

回家后，杨彦军细细查阅了这些飞
机模型的详细资料，并托朋友为每个
模型仿制了世博会展馆里的木质说明
牌，这些说明牌被他称为飞机模型的
身份证。“它们有了身份证，查看起来
更方便了。”杨彦军说。

“你看这是一架前掠翼飞机模型，
名为苏-47‘金雕’，是俄罗斯苏霍伊实
验设计局开放型联合股份公司研制的
一种多用途战斗机，1997 年 9月 25 日
首飞。”杨彦军拿起一架机翼向前伸
展的飞机模型，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

绍，“这架模型主体是锌合金材质，重
量较大，把玩起来手感很好。”

杨彦军说，仿真飞机模型不是遥控航
模，而是一种静态的藏品，是以真实的飞
机结构按比例缩小以后制成的，想要成为
优质藏品，就得是合金材质或合金加树脂
材质的，有一定的手感，摆放起来比较
稳。此外，还应注重细节，比如机舱盖可
以打开，机翼、尾翼能够活动等。

“好东西可不好找了。”杨彦军说，很
多飞机模型制作得很粗糙，像玩具一样，
不能成为理想的收藏品。

收藏乐趣尽在藏友间

去年，一位上海的朋友见到杨彦军收
藏的飞机模型，受之影响也加入了收藏飞
机模型的行列。杨彦军带着他在北京一
家专门制作高仿真飞机模型的公司，买了
10余架飞机模型。后来，这位朋友还辗
转找到了一架杨彦军一直想要的直升机
模型，并带到洛阳送给了他。

“收藏就是这样，每个人喜好不同，收
藏方向也不同，大家互通有无，收藏便更
有乐趣了。”杨彦军说，收藏不是收进家门
以后就藏起来，多跟朋友交流才会有意外
的惊喜。

“目前，我国设计的军事飞机，有销售
模型的我基本收集齐了，只差一架歼20
战斗机了。”杨彦军说，他更倾向于收藏国
内的军事飞机模型，这也是他收藏的主
题。他说，没有主题的收藏是盲目的，主

题是收藏的灵魂，有了主题，藏品才更具
灵性。

杨彦军认为，亲自打理和保养家中的
飞机模型是一种享受，于是，闲暇时他喜
欢拿个小软刷扫扫模型夹缝中的灰尘，用
软布擦擦舱盖机身……

杨彦军也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得到一
架飞机模型，他就会细心查阅这架飞机的
相关资料，会有一段时间处于“疯魔”状
态，有时候半夜睡不着还爬起来上网查资
料。

当然，他更希望自己收藏的这些飞
机模型能成为一座知识的宝藏。有不少
朋友还真把他家当成了“教育基地”，带
孩子来学习，他也很乐意将每架飞机的
研发理念、亮相时间等军事知识讲给孩
子们听。

□记者 蒋颖颖

近年来，和田玉广受收藏人士追捧。在
位于洛龙区的同华堂里，一件质地细腻、光
洁滋润、柔滑如脂的和田玉雕很是惹眼，细
细看来，其精湛的雕工更是柔美。

同华堂工作人员说，这件和田玉雕出自
中国玉器雕刻大师高义进之手。高义进大
师从1980年起从事玉雕制作设计，擅长玉器
器皿、仿古、走兽、杂件的设计制作。“这件玉
器选用上等白玉制作，造型独特别致，技艺
纯熟精湛，大面处理简洁明了，体现了玉材
的质地美，整体造型表现了浑厚与灵巧的统
一。高义进大师把它做成了一件手把件，给
它起名‘福寿’。”这名工作人员说。

和田玉在我国至少有7000年的历史，是
我国玉文化的主体，以其细腻的质地和坚韧
的抗压力，成为历代帝王的玉玺专用材料，
再加上精湛的雕工，一直是古代王公贵族引
以为荣的佩戴物的选料。但是，由于人们几
千年不断开采，和田玉资源变得越来越稀
有。尤其是上等的白玉，价格更是扶摇直
上，像这种经过玉雕大师精雕细琢后的作
品，其市场价格更是非常高。

目前市场上的白玉种类繁多，由于受到
和田玉价格的影响，俄罗斯玉、青海玉、昆仑
玉等的价格也呈明显的上升趋势。购买白
玉时该如何辨别玉质的好坏，如何看待价格
高低？洛阳盛世典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惠思源说：“主要看玉质和雕工。”

惠思源说，不管是俄罗斯玉、青海玉、昆
仑玉还是其他白玉，只要玉质上等都值得购
买和收藏，且市场价不会低。那么，真正喜
欢和崇尚和田玉的收藏者，一定要在追求玉
质的前提下，选择真正的和田玉籽料，因为
真正的和田玉籽料存量稀少，且文化价值、
历史价值追溯久远，市场保值增值能力极
强。

“其次是雕工，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雕
工的好坏以及作者的知名度也是影响其价
格的主要因素。再好的玉质，没有经过精雕
细琢也难以展现其价值。当然，在业内也存
在‘完料不雕’一说，也就是‘天然去雕饰’，
大自然已经把这块玉雕饰完美了，打个孔都
会影响其价值。”惠思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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