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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从东方式插花的 历 史渊 源

、

风格特征
、

命名 三个方 面进行 了阐述
。

东方 式播花受中国历 史的影响较 大
,

由

于中国的美学思想是崇尚自然
,

因此在插花 艺术中表现为
“

自然之真
” 、 “

人文之善
” 、 “

艺术之美
” 、 “
圣洁年崇

”
的意境

,

常以命名 的 方式来加强 意境和主题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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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东方插花的历史渊源
东方插花的历史主要 以中国和 日本为代表

,

它

起源于中国
,

而发展于 日本
。

(一 ) 中国插花历史

1
、

先秦的原始阶段

公元前 2 00 多年
,

中国民间已有用花祭祀
,

借花

传情和插花装饰仪容的习俗
。

当时的形式简单
,

并

没有技艺的加工
。

这时期
,

孔子的儒家学说已经形

成
,

它对 中国文化影 响极深
,

在花文化 中也起主导

作用
,

讲究花 的形色香德
,

以花 的生长 习性或特点

喻意人的品性之风开始流行
。

2
、

南北朝的初级阶段

约从公元前 20 0年至公元后 50 0多年期间
,

中国

插花步人初级阶段
,

渐趋成熟
。

园艺事业开始兴旺
,

人们玩赏花木之风甚行
。

形式有秉花
、

佩花
、

花束
、

盘果花等多种形式
。

3
、

隋唐五代的昌盛期

公元 5 81 年至9 60 年
,

是东方插花艺术的黄金时

代
,

达到昌盛时期
。

自唐之后
,

插花已深植民众的 日

常生活
,

均以花为荣
,

由于唐代富强 昌盛
,

促使了花

艺蓬勃发展
,

当时君王提倡
,

文人雅士
、

仕女爱花
,

处处呈现一派争花斗艳的盛况
。

从 白居易的《卖花

诗 ))
、

杜牧的《杏园》
、

罗虫L的《花九锡 》中对花卉 的栽

培及插花艺术都有详细的记载
。

4
、

宋代精稚期

公元 9 60 年至 1 3 6 8年
,

宋代是中国又一次从封建

害J据到统一的时期
。

赏花插花的习俗虽仍沿袭唐

代
,

但经五代的战乱
,

不像唐代那样富丽堂皇
,

除宫

庭贵族或喜庆节 日外
,

宋人多喜爱梅花
,

讲究高雅

韵致
,

审美标准异于唐代
,

以清雅素淡为美
,

视为

“

梅花精神
” 。

从而使插花艺术进入精雅期
,

走上更高

的合阶
。

5
、

明代完善期

公元 13 68 年至 16 44 年
,

明代插花在宋代精雅的

基础上
,

更加成熟
。

插花理论系统更加完善
。

插花不

仅重意境
,

更讲究布置配置
,

借鉴书法
、

绘画的构图

章法等美学法则
,

营造插花艺术的氛围
,

其赏花的雅

兴更高
。

6
、

清代衰微期

公元 16 44 年至 191 1年
,

清代因盆栽盆景风气勃

兴
,

逐渐凌驾于插花之上
,

影响了插花艺术的发展
,

因而逐趋停滞
、

衰微
。

但清初和中期
,

花市仍十分兴

旺
,

对花的鉴赏不逊色于明代
,

插花技艺上也有很大

提高
。

只是到后期才 日渐沉沦
。

7
、

新中国成立后的复苏期

新中国成立后
,

经济
、

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
,

在 80 年代后期
,

中国的插花艺术大有 回春之势
,

故可称复苏期
。

清末以前
,

中国插花艺术逐渐沉沦
,

传统插花濒临绝迹
。

80 年代初才开始复苏
。

这方面
,

台湾同行先迈 出一步
,

19 84 年台湾举办了第一届 中

国古典插花艺术展览
,

奠定了当代花艺的基础
。

台湾

历史博物馆的黄永川先生又籍工作之便
,

致力于收

集大量史料
,

编写出版了几本论述中国历代插花演

变的书籍
,

如《中国古代插花艺术 》
、

《中国古典插花

艺术 》
、

《中国古典节序插花》等
。

国内插花艺术虽然

起步较晚
,

但势头强劲
,

在 19 87 年与此 19 8 9年于北京

举办的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花卉博览会上
,

都有专

题性插花展览和 比赛 ; 19 90 年又在上海举办了全国

性插花艺术展览
,

30 多个城市参加
,

以后订为每两年

举办一次
。

现在各地包括中小城市都已纷纷成立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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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协会
,

群众的插花热情 日益高涨
,

在专家和群众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下
,

东方插花艺术必有新的突

破
,

必将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

(二旧本插花历史
1

、

巧世纪前僧侣 中流传期

巧世纪前
,

日本插花主要是佛教寺庙内
,

僧侣 中

流传的佛前供花
。

相传公元 7世纪
,

日皇派使者小野

妹子前来 中国
,

考察当时隋唐的佛教
,

看到中国佛

教礼仪中有祭坛供花
,

印象极深
,

于是回国后
,

特别

向天皇报告插花之事
,

并和天一起研究插花
,

学 中

国以花祭事
。

之后小野妹子隐居 于
“

池坊
” ,

专心研

究插花
,

创立了东方最早的插花流派即
“

池坊流
” 。

2
、

16 至 19 世纪初
,

日本插花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
,

日本太平盛世
,

民众生活水平提高
,

插

花也从僧侣
、

贵族上层人士中进人平民百姓家
。

池

坊的
“

立花
”

不断完善达到定型
,

许多 口传的插花书

和著作先后 问世
,

如 《池坊专应 口传书》
、

《立花大

全》
、

《立花时势妆》
、

《抛入花传书》等等
。

从此
,

插花

在 日本 得以普及
,

开始分 出不 同的流派
,

如
“

小原

流
” 、 “

草月流
”

等
。

19 世纪中期
,

美国用军舰冲开 日本门户
,

结束了

临时闭关局面
,

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人
,

日本在新

旧思想交替中
,

经济萧条
,

幕府政体瓦解
,

导致了明

治维新
,

插花也受严重影响
,

各流派纷纷倒闭
、

破

产
。

3
、

20 世纪的插花高潮期

20 世纪是 日本插花变格的时期
,

门户开放后
,

许

多新奇的西洋花卉输入 日本
。

五彩缤纷的色彩大开

了插花人士的眼界
。

各插花流派对花型作了些改

革
,

在 以前的基础上
,

吸收了西方抽象的造型原理
,

产生了
“

自由花
” 。

4
、

二次大战后
,

日本插花走向世界

二次大战后
,

日本沦为战败国
,

插花更无人问

津
。

但当时
,

美国驻军开进 日本
,

却奇迹地给了 日本

插花起死 回生的转机
,

并从此走 向世界
。

也使 日本

的各个插花流派兴旺起来
,

19 45 年
,

麦克阿瑟的太太

和驻军 的夫人小姐想学习插花
,

草月流的河原氏被

选作讲师
,

这就给了草月流发展时机
。

19 46 年
,

草月

流和小原流合作
,

在东京的废墟上开办 了战后的第

一次插花展
,

恰给当时精神处于极度虚脱的 日本人

带来精神食粮
,

有如打了一剂强心针
。

展览会盛况

空前
,

插花又开始活跃
,

1 9 53年河原 氏被美国邀请
,

首度将东方插花介绍到国外
,

1 9 5 6年世界各地热爱

插花的女士们成立了
“

国际插花协会
” ,

引起 了国际

插花热
。
1 9 6 4年

,

奥运会在东京举行
,

插花以
“

文化特

使
”

身份出现
,

加强 了与各国的文化交流
,

促进了插

花的国际性普及和交流
。

二
、

东方式插花的风格特征
(一 )东方式插花的风格特征

东方式插花受中国历史 的影响较大
,

中国崇尚

自然的美学思想
,

早在庄子哲学中表现出来
。

在这种

思想影响下
,

东方插花艺术确立 了以 自然
、

适意
、

清

静
、

淡泊
、

隐逸为特征的人生哲学
,

并形成了与此相

关的审美情趣
。

人们追求恬静的趣味
、

浪漫飘逸的风

范
、

质朴无华的气质
,

在审美理论上受儒家
“

情理调

和
” 、 “

中庸之道
”

的影响
,

在插花中追求
“

自然之真
” 、

“

人文之善
” 、 “

艺术之美
” 、 “

圣洁尊崇
”

的意境
。

从东

汉张衡的《归 田赋》
,

唐代罗虫L的《花九锡》
,

宋代欧阳

修的《洛阳牡丹记》
,

明代袁宏道的《瓶史 》中皆可看

出中国文人有插花的嗜好
,

所以东方插花艺术既具

自然写真 的风格
,

又具浓郁的文人气息
,

融诗
、

书
、

画
、

花于一体
,

不拘一格
,

潇洒 自如
,

这也符合中国传

统文化的风格
。

而 日本和中国是
“

一衣带水
”

的邻邦
,

一贯来往

密切
,

自隋唐时代
,

随佛教一起传人 日本
,

插花即在

日本生根
、

发芽
,

逐渐成长
,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后
,

走

向西方
,

风靡世界
。

日本插花深人中国插花文化的影

响
,

其风格和形式都留有中国插花艺术的影迹
,

在二

次世界大战后
,

吸收了西方文化才逐渐脱离了中国

的影响
。

(二 )表现东方插花风格所需的花材

东方式插花使用的花材常常是采用 自然界各种

美丽的花
、

果
、

叶
、

枝
、

根等加以配置
,

赋予其再生的

意义
,

其手法是以 自然线条造型为主
,

往往是寥寥数

枝
,

就表现出作者的情趣
。

在题材上往往是选择梅
、

兰
、

竹
、

菊等品格较高的花材以体现高雅的情操 ;或

选择牡丹
、

芍药等花卉暗喻大富大贵 ;在手法上
,

注

重写意
, “

言有尽而意无穷
” ,

给人以想象的余地 ;在

造型上则以体现 自然景色或植物在 自然中的状态为

主
,

所谓
“

虽由人作
,

宛如天开
” ,

使插花表现得 自然
、

清新
,

通过作者的精心安排
,

以含蓄或显露的方式
,

产生与形式相统一而又超乎形式的意境
,

蕴含着一

种诗意
。

(三 )表现东方插花风格的形式

东方插花的形式常有两种
: 一种是表现 自然界

一株植物的姿态
,

形式有直上式
、

直立式
、

水平式
、

倾

斜式
、

下垂式几种 ;另一种是表现 自然界中某一景区

的景色
,

通常又称为写景式插花
,

它起源于中国唐代

的
“

春盘
” ,

类似于中国的盆景造型
,

作者忠实于 自

然
,

以描写宇宙万物的真实景观为主
,

以盘作大地
,

自然生长的草木为主材
,

赞颂大 自然中某几种植物

或 自然群落的景观或某个小区的自然风光
,

这些景

物不是单株草木所能表达的
,

而需要多株并插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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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其它道具加以衬托
。

如对大海的表现
、

森林的表

现
、

峭壁悬崖的表现等等
。

(四 )表现东方插花风格的容器

东方式插花容器上主要应用陶瓷
、

竹筒及铜器

等
。

张谦德《瓶花谱》中认为磁瓶
、

铜瓶为贵
,

金瓶
、

银瓶则不清雅
。

宋朝杨万里诗云
“

路旁野店两三家
,

清晓无汤况有茶
,

道是渠浓不好了
,

青瓷瓶插紫薇

花
” 。

诗人苏辙在诗中曰
: “

春初种菊助磐蔬
,

秋晚开

花插满壶
” 。

相对来说
,

东方插花的容器单调一些
。

三
、

东方式插花风格需用命名来加

强意境和主题的表现
东方人传统插花首重意趣

,

次形式
、

后色彩
,

意

趣就是对花木 的形态
、

质感
、

色泽
、

香味
、

神韵及生

长 习性等融人个人 的感受
,

给予品评
,

赋予象征意

义
。

插花时将花材的这些特性作意味深长地巧妙搭

配
,

使之能表达某种情感
、

意识
、

境界或气氛
,

增加

情趣
。

(一 )以花名谐音命名

花草的名称或别号及其谐音
,

往往是花材象征

意义的来源
,

也 以此定其好坏
,

是否忌讳
。

中国民俗

喜听吉祥的词句
,

怕 以常以是否吉利为标准
。

如百

合
,

可寓百年好合
,

百事如意
;
水仙乃水中之仙

,

神

圣高雅 ; 桃花花与广东方言
“

图
”

音近
,

故年节时各

商号住户多喜插红色的桃 花
,

预示
“

大展鸿图
” ; 而

剑兰音同
“

见难
” ,

石楠的石与
“

死
”

音近
,

在看望病

人时忌用
。

(二 )以花木的形象命名

如慈姑一株多子 (球 茎 )
,

石榴一果多籽
,

都是

寓意子孙繁荣 ;红千层
、

悬玲花等像灯笼
,

可托出张

灯结彩闹元宵的气 氛 ; 而山藤生性纠葛
,

有人忌讳

不采用
。

(三 )以花木有生长习性命名

常以各种花木生长特点及形
、

色
、

香
、

质感
、

神气

和性格等来评议
,

古人将花按品第排列即是以此为

据
。

香味清幽远溢
,

令人鼻爽神怡者为上品
,

如梅
、

兰

都喻为君子
、

雅士
、

高洁格优 ;神气是指草木的生命

意志即花木的生长习性
。

松柏长青不老
,

竹子清风亮

节
,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

菊花不畏霜寒等都是品格高

尚的好花
。

而古人认为大丽花太娇艳且不耐插
,

被认

为品格较低
,

为文人所蔑
。

如松
、

竹
、

梅组合称为
“

岁

寒三友
” ,

梅
、

兰
、

竹
、

菊组合称为
“

君子会
” 。

(四 )以 自然风光命名

春夏秋冬
,

风雪月夜
,

朝霞晚霜
,

无不可取
。

如
“

春之韵
” 、 “

夏 日清风
” 、 “

寒夜诗草
” 、 “

行云流水
”

等
。

(五 )以花材的象征意义命名

水仙有凌波仙子之称 ; 昙花晚上才开花
,

用昙花

枝叶插时可取名为
“

月下美人
”

或
“

步向瑶台月下

迎
” ;用玉兰

、

海棠作花材可取名为
“

玉堂春
” 。

(六 )以诗词佳句命名

如
“

春江水暖鸭先知
” 、 “

桂花浮月满人间
” 、 “

野

渡无人舟 自横
” 、 “

深丛隐孤秀
”

等
。

(七 )以山水地域命名
“

竹径寻幽
” 、 “

漓江春色
” 、 “

珠江帆影
” 、 “

荷塘月

色
” 、 “

西湖圣景
” 、 “

三峡风光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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