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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赖睿） 3 月 20 日是世界儿童青少年戏剧
日。当天，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揭

幕。“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整体为青铜铸造，宽 6.3 米，
高 2.56米，由中国美术馆馆长、雕塑家吴为山创作。雕塑
以 《马兰花》《宝船》 两部剧目的场景为素材并融为一体，
形成“日月同辉”“海天一色”的景象，右下方特意突出的

“宝船”部分造型，可供观众进行“浸入式”体验并与之合
影留念。

作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剧目，《马兰花》《宝船》
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也见证了中国儿童剧事业的繁荣发
展，被称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一花一船”。

吴为山表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和未来。能为中国儿
艺、能为孩子们创作雕塑“绽放启航”是非常开心的事
情。“绽放启航”融合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经典剧目主题，
希望中国儿艺和喜爱儿童剧的孩子们能够永远像马兰花一
样绽放自己的人生，像宝船一样扬帆启航。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冯俐表示，今年是宋庆龄亲笔
题写“中国儿童剧场”60周年，也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成
立65周年。相信吴为山先生的这件充满爱心和童心的艺术
作品，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戏剧作品一起，成为无数孩
子美好的童年记忆。

本报电 （记 者赖睿）
由湖北美术馆主办的“凝
视——湖北美术馆肖像艺
术展”日前在湖北美术馆
举行。展览以湖北美术馆
肖像艺术藏品为基础，结
合与湖北美术有关的艺术
家 作 品 ， 涉 及 油 画 、 素
描、版画、综合材料、影
像 等 多 媒 介 方 式 ， 展 出
40 余 位 艺 术 家 的 60 余 件
作品。

展览以“凝视”为关
键词，是基于凝视之中看
与被看的动态关系、对话
关系。从武昌艺专起始，
展览围绕“个体肖像”“社
会肖像”和“媒体肖像”
三个单元展开，通过描述
肖像艺术在湖北的历史变
化，叙述肖像艺术与现当
代艺术史、社会变迁和文
化生态之间的关系。

日前，在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30多名小学生走进中国白推广展示中心，近距离
欣赏德化陶瓷作品，并进行拉坯、彩绘等体验活动，
感受中国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图为一名小学生在制
作陶艺。

谢贵明摄 （人民图片）

年少时开始追寻铠甲梦

多数人对铠甲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和博物馆
中。把铠甲复原发展为自己的职业，陈凯坦言，是
源于年少时的铠甲梦。

陈凯出生于 1989 年。在电子游戏和连载漫画风
靡亚洲的上世纪 90年代，各国的铠甲武士角色给小
陈凯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中时期，年龄稍长的他开
始观察中国古代铠甲的形态，思考影视剧里的铠甲
和真实的中式铠甲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在陈凯心中
生根发芽。他对甲胄文化的兴趣日渐浓厚。

陈凯大学主修的是计算机专业，毕业后在家人
支持下，在西安经营起一家收入不错的手机店。不
过对铠甲的热爱，促使他一有空闲时间，就从网络
上和历史著作中挖掘铠甲知识。甲胄修复专家白荣
金的 《甲胄复原》 是“甲圈”的经典著作，也是陈
凯打开铠甲世界的启蒙书。但知识积淀只是第一
步，真正进行制作时，他依然遇到了很多技术难
题。作为零基础新手，陈凯对着一堆零散的甲片多
次揣摩，反复试错，“不合适就剪掉重来，做完后不
满意又拆”。经过整整一年的尝试，陈凯终于独自完
成了他的第一套手工铠甲——札甲。

作品的成功推出，使陈凯结交到更多相同爱好

的朋友。他发起了铠甲爱好者团体“殿前司”。成员
不仅交流铠甲的穿着感受和制作体会，还经常通过
模拟真实战场环境来测试铠甲的灵活性。因铠甲结
缘又不止于铠甲，“殿前司”也吸引了不少对武术、
阵法以及古代服饰感兴趣的人，“最多的时候有三四
百个小伙伴”。

有了志同道合朋友的支持，陈凯南下成都，加
入了复原铠甲的专业团队。入行铠甲业的前两年并
非一帆风顺。城市间的辗转，资金的压力，父母的
不解……困难重重，并没有阻挡陈凯追寻铠甲梦的
脚步。

铠甲尽量做到接近还原

作为一门古法手艺，铠甲制作技术在火药广泛
应用的清朝中后期已经彻底“断代”。面对浩如烟海
的史料典籍，全心全意投入铠甲事业的陈凯，只能
和团队成员如大海捞针一般，去搜捡有关铠甲的只
言片语，逐字逐句地查阅、比对，再结合相关专家
的历史研究和对传世文物、壁画的考证，对铠甲形
制进行反复讨论，审慎进行铠甲模型的设计。

在设计理念上，陈凯强调自己不会为了迎合现
代审美去改变传统铠甲的形制。他说：“复古是我的
倔强。我不会把铠甲按现代人的习惯来做，比如起
保护作用的内衬‘将军肚’，不应该被收腰的束身形
式替代。”

全新铠甲的推出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一套铠
甲不是简单的拼凑，小到甲片形制、厚度，大到铠
甲体现的时代风格，只有尽量接近还原，才是尊重
历史。”陈凯在一条抖音短视频中如是说。为了保持
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状态，每天晚上阅读一些历
史材料，已经成为陈凯的习惯。

考究的铠甲形制为陈凯及其工作室打开了产品
市场。影视服化道具、景区及博物馆展出和铠甲爱
好者的私人收藏，构成陈凯工作室的三大客户来
源。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陈凯非常注重交易信
誉，“春节前订单量很大，特别是私人收藏用户。我
们很看重交货速度，尽可能不让大家等很久，一般
10天内出一套手工铠甲。”他说。在杭州创立工作室
的短短两年间，陈凯的团队已经出手了 1000多套手
工铠甲，涉及唐、宋、明等不同朝代的多种风格式
样。从三五千元的平价产品到数万元的高端定制，
陈凯尽力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也为工作室的青
年手艺人带来了较为可观的收入。

在第三届中国匠人大会上，陈凯获得了“荣耀
匠星”和“十大人气匠人”两项荣誉。什么是匠人
精神？陈凯认为就是“真正富有爱心”：发自内心地
珍惜每一件经手制作的成品，把为他人制作的铠甲
当作自己要穿的铠甲，全力保证做工和售后的双重

质量，用专一的爱把铠甲做精。

让更多人了解甲胄文化

“铠甲不仅是小众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微众’
的。”陈凯表示，让更多的人了解甲胄文化，是他们做
铠甲的初衷。去年万圣节，手弹琵琶的铜脸天王变装
和圣诞节饰着白胡子的红缨盔甲，都是陈凯慧心构思
的作品，分别登上抖音和微博热搜。“甲圈”内外的
网友评价：“从中看到了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

陈凯积极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时兴的方式普及
甲胄知识。目前，他的抖音账号已拥有近 20 万粉
丝。从色彩到质地，从制作到穿着，从盔甲到兵
器，从中国盔甲到欧洲盔甲，网友们关心的各类问
题，陈凯都通过视频直播与大家分享交流。人气高
涨的“殿前司-胖虎”，也先后收到多档综艺节目的
邀请。在 《邻家诗话》 中，陈凯身着龟背鱼鳞甲，
通过趣味互动体验，讲述了 《木兰辞》 中“安能辨
我是雄雌”的历史文化背景。

陈凯经常带领团队参加汉服文化节、甲胄展等
推广活动，有时需要身着重达几十公斤的铠甲6个小
时以上，在酷暑难耐的三伏天也不例外。陈凯说：

“虽然也可以偷懒少穿一会儿，但要体验古人披挂上
阵、血战沙场的辛苦，就不能挑时间，必须真正体
验到类似的状态。”穿着甲胄长距离走动、不停表演
的甲胄巡游就更累了。陈凯觉得，为观众提供触
摸、试穿盔甲的机会，提高大家对古代将士战场生
涯的认识，激发民族情感，他和团队当仁不让。

未来，陈凯计划结合市场需求，创新产品形
式，开发铠甲周边，出品与铠甲相关的摆件和手
办。“一些知名国外品牌的设计师已经把中国铠甲元
素运用到服饰箱包中。中国风和现代时尚文化可以
和谐共生，国潮元素的审美真的非常棒。”他说。此
外，陈凯还希望创立一家小型的甲胄文化体验馆，
让更多人能感受到甲胄文化和其中蕴含的情怀。

3 月 18 日，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了以阅文集团年度数据
和行业公开数据为主要分析蓝
本的 《2020 年度中国网络文学
发展报告》（简称 《报告》）。

《报告》认为，2020年是网络文
学的分水岭之年，由此行业正
式迈入精耕细作与创新拓展并
举，网络文学 IP 化的探索也迈
入新阶段。

《报告》 指出，网络文学内
部正在发生质变：更年轻有朝
气的作家读者，更蓬勃有活力
的内容生态，更灵活有动力的
新兴商业模式，带来新增量与
新蓝海；网络文学 IP 改编产业
也从“不自觉地探索”，迈向有
意识地产业整合，腾讯影业、
新 丽 传 媒 、 阅 文 影 视 组 成 的

“三驾马车”率先探索IP产业耦
合，国内的 IP 开发工业体系开
始构建……网络文学行业正在
迭代升级。

年轻化趋势明显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CNNIC） 第 47 次 《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网络文学用
户规模达 4.60 亿，占网民整体
的46.5%。尤其在“宅经济”的
推动下，数字阅读市场稳步增长。无论是作家还是读
者，网络文学Z世代 （在1995-2009年间出生的人） 势
力崛起，年轻化趋势明显。

据阅文集团数据显示，2020 年阅文新增网络文学
作家中，Z世代占比近八成。同时，“年轻作家战绩赫
赫——“90后”作家霸榜，“95后”“00后”作家亦崭
露头角：“90 后”作家老鹰吃小鸡的作品 《万族之
劫》，问鼎阅文原创风云榜2020年度男生总榜，并以单
月超 41 万的月票打破网络文学历史纪录；“90 后”作
家言归正传的作品《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打破阅文
平台仙侠品类均订纪录；“00 后”作家笔书千秋凭借

《召唤至绝世帝王》打破“00后”作家当前连载作品均
订纪录……

网络文学创作队伍以 Z 世代为增长主体的年轻化
趋势，与“网生代”成为网络文学的接受主体和消费
主力相匹配。阅文集团数据显示，其读者 Z 世代占比
近六成，其中，“00 后”占比超 42%。相近的年龄层、
成长经历和兴趣爱好，使得年轻作家的表达更易获得
读者共鸣。

《报告》 总撰稿、中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副院长
肖惊鸿分析，作为“网生代”，Z 世代对虚拟产品付费的
接受度高，尤其热衷于为优质作品付费，“这代读者从小
在网络环境里长大，接受过超量的文化娱乐产品，要让
他们买单，一定是符合他们眼光口味的作品。Z世代读
者的交流范围不仅局限在某个单一的网络通道，而是
全方位的立体交流。经过全网性搜索，微博、B站、贴
吧等，都能发现他们的话语踪迹”。

IP开发“自觉地整合”

2020年，IP在文娱市场仍居于“C位”，IP开发开
始“自觉地整合”。内容上，下游各种文娱形式中，IP
仍是热度和口碑的重要保障；机制上，由腾讯影业、
新丽传媒、阅文影视组成的“三驾马车”开始意识到
通过产业耦合提升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性，并连续产出
多部爆款；题材上，IP题材不再“一枝独秀”，古代言
情、历史、玄幻等依然是市场传统优势类别，新幻想
类题材和现实题材表现突出，愈加受到下游影视改编
方青睐。

以 2021年开年爆款电视剧 《赘婿》 为例，其不仅
成为爱奇艺史上热度值最快破万剧集，还带动了阅文
旗下平台原著日均阅读人数提升近17倍，真正形成书
到影视、影视到书的流动链条。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王文静认
为，网络文学有着固定题材和改编特点。“奇幻题材比
较适合用漫画、动漫或游戏来改编呈现；现实都市题
材比较适合改编为影视作品。制作方需要考量题材与
内容本身的特点和限定。”

“我们还应看到，5G 时代到来之后视频作品的冲
击力。视频作品正在吸收和转化一部分网络文学的粉
丝和读者。网络文学平台如何留住粉丝和读者，或许
是整个网络文学产业需要共同面对、思考的问题。”中
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周兴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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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塑家吴为山介绍“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供图

中国儿艺“绽放启航”主题墙雕塑揭幕

陈凯：致力盔甲工艺的文化传承
曹晓敏 苗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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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栖霞岭南麓，岳王庙殿宇巍峨，青石甬道上
的一队士兵头戴红缨，甲胄齐整，气势威武，步伐铿
锵，可谓“兜鍪冲矢石，铁甲生风飙”。这是铠甲爱好
者团体“殿前司”正在展示名画 《岳家军将佐图》 中
的仪仗。立于队伍之首的“将军”魁梧挺拔，披一副
色彩鲜明的山文甲，对着岳飞像恭敬地行了一个叉手
礼。他就是在抖音上名声大噪的“殿前司-胖虎”，也
是长于设计和制作工艺的甲胄师陈凯。

甲胄是头盔和铠甲的合称，也被称为盔甲。虽然
历史悠久的中国甲胄已退出了现代战场，但甲胄文化
和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情怀并没有湮灭。陈凯结合古代
典籍和出土文物，精心设计和制作中式铠甲，在钻研
手工技艺之外，也通过线上线下的讲演、展示等活
动，普及甲胄知识，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

▲ 陈凯 （右二） 和“殿前司”的甲胄爱好者参加2020国庆杭州岳王

庙宋代甲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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