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琪的水墨画探索非常多的内容，尤其是画面，包

括构图、线条和笔墨的使用，形象的变化等等，都是比

较全面的一个探索。现在大家都在创新，但是他没有，

他只是在自然中探索。当然有了之前的技术、线条之

后，他就非常自信。这些短时间内完成的作品，非常需

要自信来支撑。现在有很多人在求创新的过程中，就

四处去借一点，但他不是借的，他是从自己的库里不断

汲取。在某一机缘的激发之下涌现出来。

陈琪的水墨花卉个性独特，笔墨功力深厚、趣味无

穷，尤其现代感觉强烈。最是其中画法别于其他画家

同一题材的表现特点，使观者陶醉在水墨画墨与毛笔

和水与色彩的新颖感觉中。

墨线是中国画创作的看家本领，也可以说是他浑

身解数中最重要的内核。其实，这最重要的却是最简

单的。说它重要，因为线条连心，线条牵动情绪，展露

心境，激发个性。这一点陈琪很明白，他极其在乎线

条，愿意在线条上下功夫，也确实下了功夫。他的速写

相当出色，动态神情抓得准，下笔也疾速，线条流畅。

然而在宣纸上走笔，一旦疾速，一旦过于流畅，会陷入

浮滑。陈琪向书法借力，他问法于生拙，要的就是线条

的沉稳厚实，他倾心于行草，要的就是字结体和篇章结

构的大小、阔窄、正斜、疏密、高低、浅深的布排以及笔法

在沉着痛快下的起伏、跌宕、迥环等随心所欲的法度。

其实，就凭着他的笔法也即墨线的力度和依心而生

的种种华彩，即使盈尺小页，也以小观大般地感觉到磅

礴的气势。陈琪画作的“气象万千”是笔法的多种、多

能、多变以及由此伸展造成的画面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水墨行旅——写生

陈琪的写实能力极强，倘若一味发展写实的优势，

写实性的辉煌成果可轻易得到，但他心中有更高的追

求。他把似是而非的写实交付写意；又将是非而似的

形象，纳入心间，于是，写意式的“心象”在他的画作里

一次一次地吞吐自己的喜怒哀乐，一次一次地向观众

敞开自己的襟怀。“心象”生动牢牢地植根于他笔下的

形象，独特成为非他莫属的艺术语汇。

陈琪擅长画花鸟，也偏爱风景写生，对身边的事物

极为敏感。也许正是因为生活感悟颇多，他的一笔一

画总能传递出一种风骨。作品不论放在 10 年前还是

10年后，都能让人百看不厌。但如今看似云淡风轻的

大家，其实也历经了众多故事。

古代人的写生，即“师造化”。“外师造化”后面还有

一句“中得心源”，光师造化，这个画是没有味道的，要

把你的心灵放进去才有味道。陈琪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是什么？他是在师造化。但他更多的是把心源的东西

输送到纸上。所以陈琪的画，你说他写生也好，说他顿

悟也好，说他对景创作也好，归根结底，是把激情放在

纸上的创作，是即兴创作。“即兴”就是看着对象，产生

了情绪并使情绪饱满起来，然后一一倾注到纸面上。

这有许多好处，既在中国画水墨范畴之内，又不受山水

画程式的束缚，所以画得很自由。

陈琪因形而异的写实性和因心而异的“心象”的写

实性交织在一起，蔚为壮观，造化百态，经过心境的淘

洗修炼，成为艺术的万千气象。

也是由于“心象”，绘画空间处理的自由度大大提

高，他打碎了传统透视——不论聚点，也不论散点，在

平面上做文章，其实是将或聚点或散点的透视关系，放

入平面中去作立体的、写实的笔墨运作。在平面中交

织着写实性的装饰性，融合写实性笔法和装饰性笔法，

其更富写意意味。

青花瓷韵——瓷器

画瓷行业除了沿袭传统的工匠瓷一脉外，所谓的

“国画瓷器”盛行，画者多为习惯思维地延用纯国画的

理念和技法，在瓷器上追求再现国画的意趣效果。而

同为书画家的陈琪，却已开始理性地探索用“瓷语”画

瓷与说瓷的瓷路，这是难能可贵的。

陈琪先生亦可被称为海派瓷界的劳模，他凡在景

德镇画瓷，那一定是兢兢业业并十分地投入，每天都要

创作十多个小时而笔耕不息。

陈琪的瓷艺观随着勤奋的付出与成果的积累，也

逐渐成熟，他十分注重发掘瓷器的瓷感和瓷语及瓷器

艺术所特有的内涵与韵味。书画家画瓷，相对于工匠

而言，确实有着造型能力和绘画技巧及审美的优势，但

这种优势能力在跨界画瓷时，是需要进行专业语言之

转换的。但多数画家不重视或者说是不理解这个画瓷

原则，所以他们画出来的瓷器作品，近似借瓷坯器皿去

表现国画效果，从而使其瓷器作品，失去了瓷器艺术所

特有的语感美、材质美与形式美。

陈琪在把握瓷语特有的美感方面，是下了功夫的，

他的瓷器作品画面，尽管取材于自己的写生素材，但都

努力追求瓷艺与画艺的平衡，综合出一种特有的瓷韵

和画境，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个性瓷风。

同时，陈琪得益于其高深的书画修养，又致其瓷器

作品具有了经得起玩味耐品的瓷趣与瓷境。

书海文心——书法

陈琪以大写意花鸟著称于世，画名掩盖了他的书

名。认真品读他的书法作品，尤其是近十年来的章草

书法，可以认为，陈琪已经“笔端悟得真三昧”，既是一

个中国画大家，也是一个成熟的书法家。

陈琪的书法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十年前以行草书

为主，行笔流畅，结字偏长，有黄宾虹手札的意味；近十

年来以章草为主，用笔生涩，结字方扁，饶有古趣。笔

法是书法的核心。陈琪的书法，无论是前期的行草，还

是现在的章草，可以说均已得笔，即对书法笔法的掌握

运用已经得心应手，表现在他的点画、线条质量很高，

沉稳扎实、厚重生辣，可见他几十年的临池之功。书法

的主旨是表现汉字之美，因此，结字和章法最能显示书

法家的才情。在这方面，陈琪作为长于写意的画家，比

一般书法家显现出优势。他的字，结构略具变形而夸

张适度，多有新意而不落俗格，写出了他对汉字美的个

性化理解。在章法上，他对字与字、行与行的各种矛盾

关系的处理，比如大小、长短、斜正、疏密，以及行笔的

轻重、疾徐，等等，也是驾轻就熟，正奇互用；加上他对

墨法浓淡、干湿的把控自如，这些都充分反映出他对于

书法创作具有很高的驾驭能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陈琪近十年来把章草作为主攻方向，更表现出他对书

法艺术学习的深入和理解的深刻。

（海派艺术馆综合整理）

陈琪 蒙古国乌尼特草原牧场写生 38×38cm 2015年

陈琪 青花 茶花 42×59cm 2023年

栏目电话／0571-85310357栏目电话／0571-853103572 0 2 32 0 2 3 .. 0 60 6 .. 1 71 7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陈琪 日本白川桥柿写生 34×34cm 2016年陈琪 日本白川桥柿写生 34×34cm 2016年

陈琪 杜光庭、谢谔《读书台》两首 41×43cm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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