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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换新“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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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民过年，总是要逛花市的。

从白天到夜晚，花市的人群川流不息。春节买花关乎开运，

新的一年，最要紧的还是发财——诸如黄金果、发财树、年桔、

富贵籽等好彩头的花材，总能挤入花市最受欢迎 Top10。

从前家中必买的“爆款”是水仙和蝴蝶兰。一晃年关将至，

又到了花市开放的时候。看着家中的空瓶，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

插花的我，琢磨着明年或许可以“换个花样”。

恰好最近在看赵丽颖的古装新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剧里的大户人家请来宫里的老嬷嬷，教家中几个女儿插花。

据说这是宋代上流社会的必修课，看着剧中的女孩们横竖比对花

材，我感到好奇：古人是怎么插花的？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于是便找了《瓶花六讲——中国传统插花史略谈》来看。作

者徐文治是资深艺术媒体人，研究瓶花艺术三年。书本内容旁征

博引，深入浅出。知识点很多，但阅读过程轻松愉快——中国瓶

花，很有趣呀。

瓶花的内涵，远大于插花、花道、花艺

《瓶花六讲》里，作者徐文治认为我们今天说的“插花”，

最近热播的古装新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

宋代的大户人家请宫里的老嬷嬷教女儿插花。

似乎古人的插花之道，可以借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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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古人常说的“瓶花”意义接近，但后者内容要丰富得多。

在瓶花最早的理论资料、唐代罗虬的《花九锡》里（“九锡”

是皇帝赐予大臣九种最隆重的礼遇，“花九锡”即指给花的九种

礼遇），人对花最好的方式，除了用金错刀剪折、甘泉浸润、玉

缸贮存外，还要给花画图、翻曲、吟诗等等——想想如今许多人

对花的最高礼遇，恐怕也就是拍照分享至朋友圈吧。

瓶花的早期史料显示，唐代和宋代的插花几乎都是“满插”，

即插得丰富繁盛，没什么构型原则，但这其中的侧重点又略有不

同。以文人为例，唐代文人多是豪门贵胄，他们的插花以绚烂铺

张为主。而到了宋代，寒门子弟也可以通过科举晋升了。这一时

期的文人讲求实际，程朱理学兴起，许多养花的书籍流行开来，

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譬如北宋文人温革的《分门琐碎录》里，写了许多花卉保鲜

的实用 Tips：“菊花根倒置，水一盏，剪纸条一枚，湿之，半

缠根上，半在盏中，自然引上。盖菊根恶水也。”菊花插水容易

腐坏，先用纸条绑在菊花根部，然后才将它伸进水里，通过纸条

将水引到菊花上面来，菊花就能开得很好。

还有南宋文人林洪在《山家清事》里谈到插梅花时，主张“每

旦当刺以汤”，每天早上要用热汤去灌一下梅花，因为冬天屋子

冷，瓶子也冷，通过热水给梅花一些温度，它才能开。

总之，唐代文人插花追求数量繁盛，而宋代文人插花追求花

期延长。但无论南宋，关于花卉的诗词、绘画都非常丰富。可见

瓶花不仅包括插花，还讲究养花、注重人与花的精神交流。它不

止关乎技艺，更关乎人的生活方式与思想境界。

瓶花的最高审美标准，是像画

到了明代，凡是玩的东西都发展到了极致。瓶花也在此时成

为文人案头最清雅的供养。完整的瓶花理论著作也已出现，尤其

是袁宏道的《瓶史》，流传到日本后，日本还成立了宏道流。

“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两种三种，高低梳密，

如画苑布置方妙。”袁宏道认为，插花要像画坛高手的画作一般

才是最美，这也是当时文人一致推崇的观点。作者徐文治在书里

列举了不少明清画家的作品，尤其是当时的岁朝清供图，古人过

年在案头摆放的花果，是画家热衷的静物题材。



印象最深刻的是清代画家姜泓的《瓶梅水仙图》。画里梅枝

虬曲，下面是葱葱一丛水仙，将这两种花材融合到一起，达到了

“一枝生两色方妙”的效果。梅花枝条高高挑起，有空间、有呼应、

有留白，“这就是传统的文人对中国瓶花的要求，一定要像画。”

至于具体的操作方法，清代的著述更为详细。清朝文人沈复

在《浮生六记》里谈到的插花技法，几乎可以概括中国瓶花花材

的基本处理方法。

比如一枝到手，要先“横斜以观其势，反侧以取其态”。横着、

斜着、反着、侧着找出枝子生长的态势，然后再想如何插到瓶子

里，“或折或曲，插入瓶口”。这里的“折”与“曲”，正是沈

复对木本花材取舍矫形的处理方法。无论是缠铁丝、打楔子，还

是“瓶撒”、“剑山”，所有花材管束，都要做到“瓶口宜清”。

不能让人看到矫形的痕迹，而要达到“虽由人造，宛自天成”的

境界，这是技法的原则。

“我们插花的理念是什么？是 1+1+1+……=1。”作者徐文

治总结道，“插花的最终作品是一个活的整体，是一种全新的植

物。”它的态势就应该浑然天成，如在在野外恣意生长一般。

瓶花为何

学习古人瓶花，并不是要完全复制他们对待花卉的态度。古

人以花喻人品，并将花分三六九等，这是现代插花已经摒弃的观

念了。《瓶花六讲》整本书的题记，引用了宋徽宗的一句话：“善

法古者，不法其法，法其所以为法之意而已。”

回到瓶花最初，到底是什么原因诞生了中国瓶花呢？徐文治

说自己难以精确回答，“静思之，瓶花乃历代文人惜春护花，清

雅之首务。”

回想历朝历代的著作，凡是赞美花朵的诗词，大多也感叹春

光易逝。“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林花谢了春红，太匆

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惜春常怕春归去，多插瓶花在处

安。”……想来古代文人发明瓶花的初心，应该是一种生命关怀。

花儿美好但短暂，放入瓶中供养，无非是想让它免于日晒雨淋，

将美留存得长些，再长些。

忽然就想起了李清照的名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诗人苦恼春天即将过去，雨疏风骤摧残了海棠花。但在她看不见

的地方，一定有人将花折下，珍重地放入瓶中吧。

清·姜泓《瓶梅水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