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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丹青聚陈 · 琪树千华——陈琪艺
术作品展暨全国著名艺术家作品邀请
捐赠展”是近年来上海举办的规模最
大、艺术形式最为丰富的艺术家个人展
览之一。展览共展出陈琪的丹青、水
墨、书法、瓷器等600余件作品，以及陈
琪文化艺术基金会受赠的
全国各地艺术名家作品近
200余件。一件件艺术臻
品佳构，或气势磅礴，或豪
放飘逸，或高雅秀润，或天
真可爱，皆墨崇天趣，发乎
本心，源于生活。画家本
人将举办此展视为一个新
的契机，在新支点上对自
己50年艺术生涯——尤
其是对新海派艺术的探索
性实践——作一次思考总
结，对未来绘画事业作一
个长远擘画；而观众则从
中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其
艺术生平、艺术才情、艺术
特色，进入陈琪传承与创
新并重、探索与发展并行
的艺术世界，同时建构自
己的解读和体验。

其中，“陈琪艺术作品
展”分为“丹青之道”“水墨
行旅”“书海文心”“青花瓷
韵”四大艺术版块，彼此既
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彼
此融合，相生相发，共同营
构出了陈琪丰富多元的艺
术足迹和跨越传统与现代
的艺术世界。陈琪赋予了
绘画以活泼灵动的艺术生
命，具有着突出的个人特
质、浓厚的传统底蕴、博大
的人文情怀、强烈的现代
意识。绘画、写生、书法、
瓷艺，造化百态、万千气
象，气势雄浑、格调高雅，
相应生辉、韵味悠扬。
“丹青之道”是陈琪一

生的艺术追求，展示了其
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创
作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绘画
作品，集中表达了他对自
然的感悟、自身的思考、现
实的理解，是出于本心的
艺术结晶。

“水墨行旅”汇集了陈琪走向生活、
拥抱生活、一路前行的部分水墨画创作
和写生创作。其水墨画作品追求构图、
线条、色彩、意境的创新。写生作品尤
专注于表现心象，传达写意精神。
“书海文心”反映了他从早期行草

转至章草、再至精研章草的历程和书法
精品。其书法作品多具新意而不落俗
格，作品中的线条意识、线条质量和整
体格调，是对书法创作理念的新探索。
“青花瓷韵”是陈琪跨界和延伸的

艺术创作，在瓷器上绘制丹青的新探索
实践。瓷器创作亦是陈琪艺
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充
分基于自身丰富的书画修
养，探索用“瓷语”画瓷与说
瓷，将自身的艺术语言特点
与瓷器工艺相结合，追求瓷
艺与画艺的平衡、独具个人
品位的瓷趣。

作为新海派绘画领军阵
列中的一员，陈琪在海派绘画
艺术百年传承的基础之上，融
合江南文化的内敛风韵和海
派文化的灵变创新，将中国传
统书画与西方绘画有机地融
动，其创作充满当代艺术精神
和东方美学韵味，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陈家面目、琪派图式，
而这正与其受乡土文化的濡
染、军旅生涯的培养、苏浙生
活的滋润、上海精神的造就，
密切相关。

陈琪的艺术生涯及成就
与其人生经历有着必然的联
系，创作风格亦有着传统与新
时代的双重烙痕。1958年，
陈琪出生于浙江省浦江县，那
里本就是书画之乡，历来崇尚
书画创作、鉴藏。在地域风尚
的熏染之下，滋养着他的书画
创作灵感和兴趣，这也是其书
画学习过程中自我摸索的初
期阶段。16岁时，陈琪到浦
江县文化馆工作，是他艺术人
生的重要转折点。1978年，
陈琪投身军戎，在军营生活期
间，部队驻地周边的自然山
水、田园景象、村落风光都是
他绘画的题材。陈琪笔下的
英雄人物形象以及部队的生
活场景，更为鲜活生动，每一
张画都有属于它本身的故
事。1985年，陈琪进入南京
艺术学院美术系，师从陈大
羽、王孟奇、张友宪，画风为之
一变，逐渐形成凝重厚实、古

穆深邃的风格。2000年，陈琪从部队
转业到上海工作，得以进一步释放才
华。海纳百川、创新求变的城市精神以
及中西艺术荟萃、文化聚合更为陈琪艺
术创新和发展重新注入新鲜的学术和
精神元素，也为陈琪的艺术实践提供了
持续的创造力。“海上画派”的赵之谦、
吴昌硕、任伯年、虚谷是他追摹的对象，
其画风中的雄健与古趣就是这方面的
集中体现。

陈琪将中国画中“师古”与“师造
化”的理念完美结合，汲取传统，大胆创
新，勇于打破陈规，其作品流露出深刻的
时代精神性，渐至形成独具个性印记的
绘画个人风格：气势磅礴与气象万千。

陈琪以画著名，画名几近掩盖了他
的书名。然而其临池学书亦经数十年
的锤炼，他深谙书画同源之理，先定书
格，再入画格，在精研绘事的同时，颇
为注重练习书法，在平时作画之余，一
直坚持临帖读帖，用心体悟书法，进入
传统而不囿前人，追随时代而独立于时
俗洪流之外，从早期的行草到章草而日
臻精进，博采众长，融会贯通，终至自成
一家。

作为新海派艺术家，他扎根于中国
传统土壤，以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
为根基，进而探索创新求变，提出了“画
思想、画修养、画意识”的三画理论，认
为“艺术创作不是先天先知，而是要困
而知之；艺术创作也没有什么捷径，要
不断积累，厚积薄发”。

陈琪以生动笔触描绘中国文化、展
现中国形象，铸造了非凡的艺术成就。
他作为主创的中国进口博览会迎宾大
厅巨幅青绿山水《春风又绿江南岸》，是
总书记迎接各国领导人的合影主背景；
《白玉兰》等花鸟折扇组图作为国礼，曾
被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收藏；
数十幅作品在“进博会”迎宾厅、“世博
会”中国馆贵宾厅、毛主席纪念堂等国
家政府重要礼仪性场所和重要公共建
筑内收藏陈列；众多作品被中国美术馆
及上海美术馆、江苏美术馆、浙江美术
馆、湖南美术馆等多个专业艺术机构永
久收藏。

和任何一种艺术流派一样，海派艺
术也会随着时代环境变迁、城市文化发
展而变化，需要不断有新鲜血液的注
入。而后继乏人，尤其缺乏新生代艺术
家，正在成为困扰海派绘画发展的主要

因素。此次陈琪画展开幕的同时，亦宣
布了“上海陈琪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海
派艺术馆正式成立，目的就是要挖掘和
培养中青年美术人才，扶持中青年美术
人才的健康发展。

而基金会另有重要的使命，就是促
进新海派绘画艺术的创新性转化，并通
过推动文化艺术交流、举办公益性展
览，推动上海美术品牌建设、提升海派
书画艺术影响力。

早于2009年，陈琪便积极推动第
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画展落户上海，这
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美展中国画
展首次至沪，给彼时的海派绘画艺术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气象。从2013年
开始，陈琪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在国内、

国际上有影响的展览活动，例如上海美
术大展、上海青年美术展等品牌展示展
览活动，竭力推动着上海美术文化事业
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 2013年和
2014年，他相继策划了两次重要的外
出展览——上海美术进京展览和上海
美术赴香港展览。

笔墨当随时代，艺术家亦要始终与
时代同行。在陈琪身上，我们能看到今
天的艺术家如何以新姿态展现文艺新
貌，投身美术事业以回馈祖国、时代和
人民，将个人的艺术成就与时代发展、
国家发展紧密联系。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创意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陈琪：新海派画家的知与行
陶小军

“黄胄的驴子汪观清的牛”，汪观清笔

下活灵活现的牛，大众不会陌生。事实

上，对于这位今年93岁高龄的海派艺术

名家来说，艺术生涯中，军事题材才是其

尤为倾情及相伴时间最长的。从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画到

抗美援朝，及至和平年代人民军队建设，

汪观清画军事题材，一画便是70余年，数

量占其作品六成，涌现出如连环画《红日》

《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周恩来同志在

长征路上》、国画《万水千山》（与应野平合

作）《金沙水拍云崖暖》等一批经典。无论

创作的历史跨度，题材的丰富广度，艺术

表现的精湛程度，都在国内首屈一指。

“八一”建军节前夕，“笔墨军魂——

汪观清军事题材作品及相关史料展”即

将在上海亮相。这是汪观清首次军事题

材专题展，汇集其70余年间创作的相关

作品300余件。这些作品让人们窥见

的，不仅仅是人民解放军不畏艰难困苦

走过的荣光岁月，爱人民、为人民的英勇

事迹，还有这位艺术家笔下军事题材、子

弟兵形象跨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

其中蕴含的创作密码，彰显着新中国文

艺颇具意义的精神指向，对于今天的艺

术创作富于启示。

艺术之精湛：
方寸之间调遣军

马、切换镜头

一提军事题材美术创作，很多人想

到的或许是顶天立地的鸿篇巨制，画幅

间有千军万马、气吞山河。而汪观清的

军事题材画作，是从方寸之间的“小人书”

即连环画起步的，此种形式的作品数量

也最多。这些原稿不过A4纸大小，印刷

出版物更在巴掌尺幅。很多画面人物未

必多，却颇为耐看，其间有紧张的军事氛

围，逼真的对抗场景，也有鲜明的形象，

无论首长或战士、干部或民工。尤为令

人印象深刻的是，画中常常呈现出动势，

让人得以想象战斗的激烈，战士的奋力。

艺术创作第一次得到肯定，汪观清

凭借的便是军事题材。1952年，获悉抗

美援朝中冒着生命危险试验排雷技术的

战士姚显儒的故事，汪观清提笔画下一

组八幅连环画。作品一周后刊登在其家

乡的《安徽日报》，也为他赢得第一次图

书约稿——上海的私营同丰书局邀他创

作56幅一本的连环画《扫雷英雄姚显

儒》，并予以出版。这让汪观清得以解决

半年的安家生活——近70元的稿费当时

不是小数目，更让他从此走上专业画家

道路，且与军事题材创作结下不解之缘。

再版19次，发行600多万册，汪观清

创作于1960年至1963年的《红日》连环

画，早已被奉为军事题材绘画经典。《红

日》取材于吴强所著同名红色经典小说，

以流畅又不失力量的线条，将波澜壮阔

的战斗情形一幕幕落到实处，有细腻的

勾勒，亦有诗意化的皴擦，连续多幅画面

呈现出的变化，更见难度。汪观清像是

一人身兼导演、演员、舞美等数职，在长

不盈尺的画纸上，如将军般调遣千军万

马奔驰在战场与片场，冲锋陷阵。场景

切换时，景别的运用，如远景、中景、近

景、特写辅以平视、仰视、俯视等镜头语

言，显出胸有成竹的构图能力。很多画

面都捕捉了灵动的一瞬。画中的卧、伏、

爬、滚、射击、行军、搏击、冲锋等多个战

斗过程中的代表性动作，无不精准利

落。用图像形式表现重大战役，《红日》

可谓作出了较好的探索。日后汤晓丹拍

摄《红日》电影，也曾受到连环画的影响。

对于军事题材，汪观清保持着一种

可贵的敏锐。例如，全国人民最早看到

的雷锋艺术形象，就出自汪观清。那是

1963年2月26日起于《新民晚报》连载的

连环画《伟大的普通一兵》。对于好八

连，汪观清与当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的画家同事们，也以200多张画稿完成

第一本《南京路上好八连》连环画。

表现军事题材，汪观清不仅擅长以

线描连环画的手法，用起水墨同样得心

应手。1959年，他与比自己年长20来岁

的应野平先生合作的国画八条屏《万水

千山》，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证明其艺

术水准。汪观清画人物、应野平补景，两

位艺术家以中国特有的散点透视构图，

定格了红军长征八个历史瞬间，由此探

索一种既强调中国画笔墨意蕴，又在构

图和人物表现上融入连环画表现现实题

材长处的新的“艺术种类”。在汪观清去

年创作的国画《在长征路上爬雪山时的

周恩来》中，处于视觉中心侧过脸来露出

坚毅目光的周恩来，在其身后以各不相

同艰难之姿奋力向前的战士群像，与远

景层峦叠嶂、若隐若现的雪山，形成了错

落的韵律感，雄浑的史诗感，那面风雪中

扬起的红旗，更成点睛之笔。

汪观清众多军事题材创作，几乎涵

盖军史发展时间线上每一个重要题材，

影响受众人数可为亿万计。笔墨线条绘

出中国军魂，它们形随神动，艺术价值与

史料价值兼备。

情感之饱满：
人民的画家对于

人民的军队情有独钟

对于军事题材创作，汪观清70余年

间为何不舍、不离、不断？他是对人民子

弟兵有着发自心底的认同、钦佩、敬爱，

手中的笔始终画的是有感而发。他也常

常坦言自己是“人民的画家，要为人民服

务”。由此，创作有了强大的动力。

1949年上海解放，汪观清曾亲睹人

民解放军秋毫无犯、一心为民的形象。

那一幕在他心中至今难以忘怀。当年，

进城后的战士们严格执行《入城三大公

约和十项守则》，不进民宅，不拿群众一针

一线，汪观清顿时对这群“最可爱的人”生

出崇敬之情。他日后军旅题材创作饱含

真情的起点，或许正源于此。

创作出优秀的军事题材美术作品，

过硬的绘画技艺之外，离不开真实丰沛

的细节作为支撑。军事题材的严肃性，

决定了它容不得戏说。而部队生活，又

通常于大众颇为神秘。因而，这需要创

作者付出超乎寻常的画外功夫，用赤诚

之心去挖掘素材、探寻史实。

回看《红日》连环画的创作经历，不

难窥见其成功的密码。总计四本、503幅

的这套作品，有血有肉，一幅一幅翻过，

仿若情境重现。很多老兵看了以后断

言：“这画画的小子肯定当过兵，打过

仗。”当年接过绘画《红日》重任的汪观

清，不过30岁，此前没有军事方面的任

何积累，更未打过仗。为了画《红日》，他

笑言“画兵当兵，画哪里到哪里去”。

江苏涟水、山东莱芜、山东蒙阴孟良

崮，《红日》涉及的三个战役的发生地，都

留下汪观清实地采访的足迹，数以月

计。其中在孟良崮，他获得最为丰富的

一手资料及创作灵感。1960年炎夏，在

孟良崮，汪观清每天仅吃两餐，每餐限两

只窝窝头，跟着村民下山挑水，往返十多

里山路。与他渐渐熟悉并建立起信任的

过程中，村民们带着他，翻越一座座大

山，比划给他看当年战斗的诸多细节，例

如，炮弹落在何处，敌人在哪个山洞负隅

顽抗，解放军如何迂回至山顶。看到满

山大石块上留有的累累弹痕，石缝里卡

着的锈蚀弹壳、斑驳马骨，当年壮烈的战

争场景在汪观清脑海中一一“复原”。次

年，汪观清更在孟良崮山脚下生活了半

年，把创作现场搬到故事现场，连春节都

在当地过的。创作过程中，他也曾至位

于上海郊区的步兵连队“当兵”一个多月，

诸多真实的作战细节在那段时日“解

锁”。得知《红日》故事中的枪支武器与从

事创作时的1960年代的并不一样，包括

德国式、捷克式、美式、苏式等繁多种类，

汪观清甚至特意跑到北京的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挨个寻找原型、画下速写。

在吴强《红日》的讲述中，人民军队

依靠老百姓夺取胜利；汪观清说，自己画

《红日》，依靠的也是包括人民军队在内

的老百姓的集体智慧，“是他们教我画得

这样生动的。”他还记得在一张初稿中，

自己想当然地画了战士住在老乡家里，

接过大娘递来的大红枣子。经一位当年

支前的老乡提醒，他才意识到人民解放

军不拿百姓一针一线，于是将画中战士

的动作改成两手一推，坚决不收。

早年、盛年的连环画聚焦军事题材，

多为工作所需的定制；而晚年的国画偏

爱军事题材，更多是发自内心的冲动。

因而不少主题，汪观清都一画再画。无

论对题材多么熟悉，他总是尽可能选择

重返现场，再度思考。不仅自己主动表

现军事题材，近年来还常常动员身边的

后辈画家尤其年轻画家亲近党史、军史，

鼓励他们用新生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接力

传承红色文化。例如，汪观清曾四画好

八连，最近一次就在三个月前，时值“南

京路上好八连”命名60周年。第三度走

进好八连营地，他带着上海美协连环画

艺委会的同道们一起，汪观清发现昔日

“霓虹灯下的哨兵”如今变成勇敢冲锋陷

阵的铁血精兵，便以透出时代酷感的《霹

雳尖兵》，捕捉战士们服饰和装备的显著

变化，展现出新一代好八连的新风貌。对

于长征主题，汪观清更尝试以不同角度、

形式、手法加以表现。可以说，汪观清在

不同时期的创作无不承载着新的探索，叠

加着更深厚的情感，不断诠释着这样的真

谛：真诚，是艺术最基本也是最高的要求。

新时代，同样呼唤优秀的军事题材美

术创作，以雄浑厚重的姿态、真挚动人的

情感、积极向上的审美价值取向，引领主

流美术方向。汪观清一系列军事题材美

术作品以视觉见证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

同时，也引人思考今天的创作能从中汲取

怎样的能量。

汪观清：笔墨线条绘出中国军魂
范昕

▲陈琪《南国早春》

▲陈琪《层层关山夕照红》

 汪观清

1961年 创 作

了中国画《孟

良崮》。

▼汪观清

连环画《红日》

中的一幅，充

满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