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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插花何以不设花形

一从《胆瓶花卉图》到《瓶花谱》一

顾春芳顾文

《胆瓶花卉图)) (图 1)是宋代的一幅画，系工笔扇面画，作者侠名。而《瓶史》

l则是明代的文学家袁宏远的一部随笔形式的插花书。一幅瓶花图和一部插花书，

出自两个不同的朝代是插花把它们连接了起来。本文旨在通过它们来探寻中国
的插花为何不设花形的原因。由于中国有关插花作品的画得以流传至今的非常

之少，而《胆瓶花卉图》则为众人所知，又深受人们的喜爱，所以笔者就以《胆瓶

花卉图》这幅画作为引子来展开论述。

《胆瓶花卉图)) ，作者供名，但又有"旧题为宋女画家姚月华作，无考"一

说，理由是"然此图笔法、敷色之柔雅沉厚，意趣之请美艳丽，极富女性气质"。

此画是一只楼空的花瓶架子上面放着一只青瓷花瓶，瓶中插着儿枝菊花，菊花为

淡淡的粉红色，在墨绿的叶子的衬托下显得分外雅致。这瓶花并没有规定的花形，

中间的一株最高，顶上是一朵盛开着的菊花，而左右的两枝则不对称地向两侧伸
展，再往下还有三枝，微微地高于瓶口，也向外伸展着。瓶花的左侧有题诗，诗
曰:

秋风融 R1芮东篱，力.叠轻红簇翠枝。

若使芳姿同众色，无人知是小春时。

关于此诗的作者究竟为谁，也有争议，一说为"画上有宋宁宗 (1195-1224 年)

题七绝冉一首又有一说为"这幅绘晒得到吴阜后的青睐，在插花的旁边落款题

诗"。尽管此画的作者和落款题诗的作者都有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

是这幅画和落款题诗都是出于宋人之笔。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此画为宋人的瓶花作

品来展开论述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幅图中所描绘的插花作品，只要看到这瓶中所插着的花，就会

觉得插花之人并没有受到什么规矩的约束，可以说是随意的插花，其中值得引起

注意的，就是插花之人为了使自己或是别人能够更好地观赏插在瓶中的花，在花

枝的高低上进行了一定的调整。这样看来，这瓶插花可以说是没有一定的花形的

了。

再来看这首题画诗，若是没有瓶花，我们只会以为这是一首描写自然景色的
诗秋风融FU荷东篱"是诗人对秋风的感受和秋景的描绘，其中具体描写瓶中

插花的"万叠轻红簇翠枝"句则给人以色彩上的感觉。也就是说诗中也没有关于
花形的描写之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们从这幅画中所能看到的。

宋代虽说没能给我们留下很多有关插花作品的绘画，而只靠上述的《胆瓶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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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及这幅画上的题画诗就下定论也未必过于草率，所幸的是宋代还有不少有关插
花的诗作留存于世，这些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当时插花的现状，下面我
们就来看看这些诗作。

王安石(1 021-1086) 有-首题为"新花"的诗，[夺曰:
老年少忻予，况复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

流芳只须央，我亦岂久长。

新花与故吾，己矣两可忘。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汲水注入瓶中，又在瓶中插入了新花。而对于瓶花，诗中
没有作具体的描写，甚至连瓶中插的是什么花都没有写明。因此我们看不到这瓶
瓶花有什么花形。此诗可以说是诗人在借瓶中之花来抒发自己已不久于人世的感
慨。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想像一个孤独的老人，既没有欢乐而言，又患病在床，
而陪伴他的就是这瓶花，由此可见瓶花在他的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位置。王安石
是一个文学家，但也是一个政治家，他也曾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官场

上经历了好多风风雨雨，到了晚年竟然也是落到这般用地。那么这时的他是不是
己经厌倦了官场生活，想去自然中寻找安慰和寄托呢?这瓶中之花来自于自然，在

花开花落这一自然现象阜.面，他看到了自己的归宿，同时也在心灵深处得到了解
脱。

再看苏辙(1039-1112) 亭的一首题为"谢人惠千叶牡丹"的诗，诗曰:

东风催趁百花新，不出门庭一老人。

天女要知摩洁病，银瓶满送洛阳春。
可怜最后71:千叶，细数余芳尚三句。

更待游人归去尽，试将童冠浴湖洪。

这首诗黑所描写的瓶花要比上面的那首具体一些，插花的花瓶是一只银瓶，而瓶
中所插的是牡丹花。苏辙也同样是个文学家，也涉足过官场，而写此诗时也已经是

一个生病的老人，只是心境不同，所表现的意境也就不同了。诗的开头就很有气

势，作者没有把"不出门庭一老人"放在首句，而是以"东风催趁百花新"开首，写
出了春天万物欣欣向荣的气象。室外是东风在催促百花赶快换上新装，可是足不

出户的老人却看不到这些换上新装的五彩缤纷的百花。然而诗人却没有留下什么

遗憾，那是因为诗人的身边有着插满了盛开的牡丹花的瓶花，这瓶盛开的千叶牡
丹，给诗人带来了洛阳的春色。病中的诗人虽然也在"可怜最后开千叶"句中表现
了对将要谢去之花的怜悯之情.但诗人并没有把自己与落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细数余芳"还有三句时，诗人想到的是花谢之时，看花的游人也都该归去了，

而此时自己的病也一定会好起来了，又可以去湖滨领略那春光明媚的景色了。在

这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诗人在观赏银瓶中的牡丹花时，在欣赏牡丹花的同时，也

在想像洛阳的春色，也许此时在诗人的眼前不再只是这瓶绚丽的牡丹花，而是洛

阳的一片春景，那里杨柳依依，百花盛开，万物都在悄悄地生长。是这一切激起了

诗人对生命的希望和渴求，诗人此时所想到是如何尽快地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

所以就想让自己尽快地恢复健康。但这瓶瓶花也没有花形。

上面所举的两例都是病中的老人所写的瓶花诗，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它诗人

在别的情景之下所写的瓶花诗。

先看李舰c1 009-1 059) 的"和天庆观瑞香花"为题的诗:
闻说仙花玉染红，别留春色在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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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台若见飞琼面，不与人间梦寐同。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在观赏插在壶中的瑞香花，为何要把瑞香花插在壶
中呢，那是诗人希望把春色留在这壶中。瑞香花红得非常美，就好像仙境里面的花

一样，诗人将瑞香花视为仙花，传说古时候，仙人西王母的手下有一个叫许飞琼
的仙女，长得非常美丽，而西王母就住在瑶台，诗人在赏花时想像着自己若是能
在瑶台见到飞琼一就好了。

再看张来( 1052-1112) 的一首题为"梅花数枝"的诗， t寺前有小序"摘梅花
数枝插小瓶中，辄数日不谢，吟玩不足形，为小诗。"诗曰:

疏梅插书瓶，沽白滋媚好。

微香悠然起，鼻观默白了。

秀色定可怜，仙姿宁解老。

禅翁心土木，对此成魔恼。

诗人将梅花数枝插在小瓶中，这样的话，梅花就是过了好多日子也不凋谢，每天

凝望赏玩尚觉得不满足，做一首小诗来表示自己的心意。

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花瓶阜.插着几校白色的梅花，梅花开得稀稀

疏疏。诗人对自己如何观赏作了具体细腻的描述.梅枝插在书房的花瓶中，洁白

而妓好，微微的香味悠然飘来，光是用嗅觉就可以观赏这梅花那种美一定是又可

爱又可怜，那超凡脱俗的仙姿使人返老为章。修禅的老翁我虽心如土木，可却还

是被这幽幽的花香搅得心烦意乱。可以说诗人在观赏瓶花时所注重的不是它的形

而是梅花的幽香，梅花的"洁白滋媚"是通过眼睛来反射的，然而所有的想像和感
受却是由梅花的幽香来激发的。在这两首诗黑的瓶花也都没有花形。

上面所举的都是北宋的诗作，那么到了南宋有没有变化呢?其实到了南宋，瓶

花诗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象杨/j皂、范成大、刘克庄、元好问等有名的文学家都

写过很多瓶花诗，下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几首具有代表性的诗作。

先看杨万阜 0124-1206)的一首题为"棍子花"的诗:

树恰人来短，花将雪样看。

孤姿切外净，幽穰暑中寒。
有朵替瓶子，无风忽鼻，端。

如何山谷老，只为赋山矶。

这首瓶花诗写的是一朵梳子花插在瓶中即使没有风也会时有一阵幽香忽然飘入

鼻中。而诗人在诗中描写的棍子花并不仅限于插在瓶中的这朵花，而是先写梳子

花的树，梳子花的树长得比人低，花就像白雪一样美。至于"孤姿如外净，幽香复

暑中寒"句似乎既可以说是写树上的梳子花，也可以说是写瓶里的那朵梳子花，因
为诗意是插子花那孤独的芳姿在艳丽之外自有一种洁净感，那幽雅的香气使人在
夏日炎炎中感到有…丝寒气。而诗人在诗的最后问那山谷老(黄山谷)，为什么只

为山矶赋诗，而不为棍子花赋诗呢?可见诗人是极爱棍子花的，他在为棍子花打

抱不平。在这首诗且我们可以看到诗人的身旁有一瓶插着一朵洁白的棍子花的瓶

花，淡淡的幽香在空气中飘着，但它并没有花形，只是随意地被插在瓶中。
再看杨万黑的一首题为"瓶中梅沓二花"的诗:

梅花耿耿冰玉姿，杏花淡淡注燕脂。
两花相娇不相下，各向春风同索价。

折来双插一铜瓶，旋汲井水浇使醒。

红红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烧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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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诗人折了一枝梅花和一枝杏花插在铜瓶中，接着就汲来
井水浇花，诗人似乎就一直在观赏这瓶插着红色的杏花和白色的梅花的瓶花，诗
人是怎么看也看不够，夜幕降临了，于是就唤山章点了蜡烛再继续观赏。可以看
到，诗中的瓶花也没有花形，这两枝花只是被双双插入了铜瓶。诗人在一开始就刻
意地描写了梅花和杏花的资质，梅花傲雪凌霜有着冰玉之姿，而杏花色为脑脂却
也是淡淡，它们争相斗艳，各自向春风索取同样的评价。而诗人对它们则是不分
彼此，两者都爱。

我们再看范成大C1 126-1193 )的题为"案上梅花二首"中的一」首:

南坡玉雪万花团，旧约东风载酒看。

冷落铜瓶一枝垂，今年天女王J'\酸寒。

在这首诗中可以看到诗人的书桌上放着一瓶插着一枝梅花的瓶花，也许已有时日，
梅花已经没有了生气。诗的开首是写南坡上的梅花开得正盛，远远望去犹如千千
万万朵雪花团，诗人想起了与南坡梅花的旧约，即东风起就要拿着酒去看它。可

是这样做的话，岂不是要冷落了自己几案上铜瓶里的梅花吗?表现出了诗人对瓶中
梅花的怜惜之情，他不忍心让瓶梅花孤独寂寞。

我们再来看刘克庄(1187-1269)的一首题为"海棠"的诗:

徒依溪亭惜坠芳，恨无异域返魂香。

残枝并恐风吹去，插在金瓶置坐旁。

在这首诗中，是在诗人的坐旁，有着一瓶海棠的瓶花，插在金瓶里的那枝海棠上
开着几朵凋零的花。诗人先写自己的情花之惰，写自己的无可奈何，然后再写自己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把残枝插入金瓶，留下仅存的几朵海棠花。这瓶海棠也没有花

形，它只是开败了的残枝。诗人想要表现的是他的爱花和惜花之情，他怕海棠的残
枝再也禁不住狂风的摧残，他要尽力保护这可怜的海棠花。

再看元好问(1190-1257)的瓶花诗，元好问有"赋瓶中杂花七首诗前有注(予
绝爱未开杏花，故末篇白戏) ，我们就来看看"其七

古铜瓶子满芳枝，裁剪春风入小诗。
看看海棠如有语，杏花也到退房时。

在这首诗果我们可以看到一只古铜瓶子黑插满了花，有海棠也有杏花，而看着这

瓶花的诗人心中充满了欢乐，只是这瓶瓶花也同样没有花形。

在上述所举的这些瓶花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与瓶花的描写相比，似乎抒发赏
花的感受以及个人的人生感慨的成份更多一些。由此可见，插花这一行为，在宋

代已经是有了，而且也并不罕见。瓶花在人们的生活中似乎已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只是从插花并没规定的形这一点，可以看到宋代的文人们在对瓶花的欣赏上并不

注重形式上的美，他们所追求的是瓶花所表现的自然的美，以及花开和花落所引
起的共鸣。

宋代以后的元代，文人们也留下了不少瓶花诗。进入明代以后，瓶花诗竟出

乎意外地少了起来，但这并不是对瓶花即插花不感兴趣，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有
关插花的著作开始问世，并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高糠的《遵生八笼)) 2 、
袁宏道的《瓶史》、张谦德的《瓶花谱)) 3、屠隆的《考盘余事)) 4等有关插花的著

作都是在这时出现的。那么在这些插花书里面，是不是出现了有关花形的记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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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是没有，也就是插花还是没有花形。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袁宏道的《瓶史》的
问世，我们在袁宏道为《瓶史》所作的序中找到了中国的插花不设花形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袁宏远的《瓶史》的序，序为: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
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薇，目眯尘沙，心
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夫幽
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
让人，而人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踞之也无祸。磋夫，此隐者之事，决
烈丈夫之所为，余生平企羡而不可必得者也，幸而身居隐见之间，世间可趋
于可争者，既不到余，遂欲散结高岩，耀f婴流水，又为卑官所绊。仅有栽花
商竹一事，可以自乐，而邸居揪隘，迁徙无常，不得己，乃以胆瓶置花，随
时插换。京师人家所有名卉，一旦遂为余案头物，无捍剔浇顿之苦，而有赏
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是可述也。嗦、此暂时快心事也，无犯以为
常，而忘山水之大乐，石公记之。凡瓶中所有品目，条列于后，与诸好事而
贫者共焉，石公袁宏道题。

从序中我们可以看到，袁宏道非常羡慕那些"幽人韵士"能将所有的闲暇都放在
欣赏山水花竹上面。但他做不到真正的归隐，所幸的是他的本心一直处于隐与仕
之间，从不想同世人争什么名利，于是也就在心中时时地向往"敬笠高岩，灌1婴
流水"。可又因为身处官场，受到很多限制，即使想与山水花竹为友也不能遂愿。

像他这样在朝的文人，在琐事繁杂的官场中仅有栽花商竹一事、可以自乐"。

可住在京师，所居之处又很狭小，且为官又身不由己，不知什么时候又要迁居，

想"栽花前竹"也不能，出于不得己，只能以胆瓶置花，随时插换，权当"栽花"。

一旦这么做了，倒也有新的乐趣，那就是"京师人家所有名卉"，成为自己的案头

之物后，也有赏咏之乐，且又"无捍剔浇顿之苦"。宏道觉得这种做法是"取者不

贪，遇者不争" 而这样的"暂时快心事"岂有不记之理，于是就作了《瓶史)) , 
这就是他作此文的主旨。

袁宏道出仕有其种种原因，他留下了很多诗文，可其中并没有以做官为乐的，

就是在这篇序中，也是"为卑官所绊无法与山水花竹为友。他在为吴县县令时，
曾连呈七牍，要求辞官。在他看来"在官一日，一日活地狱也"恨不得早 H离

开，可见他对官场之厌恶。将官场比作"活地狱可见官场对文人身心的摧残之

甚。即文人身在官场，一直有着一种被束缚的感觉，而"以胆瓶责花，随时插换"
置于书桌之上，随时赏咏，其中之乐可以想见。在文人的心中，插花鉴赏，乃是一种

使身心都能够得到解放的娱乐。这时的他由于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束缚，以致将

"捍剔浇顿"都认为是一种苦，所以当"京师人家所有名卉"成了案头之物后，
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好不容易才从羁绊中得到解脱，能够从放在书桌上的瓶花中

享受到自然之美，从而能暂时将山水之大乐忘怀，那又何必再为瓶花设置花形呢?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瓶花也是如此。也许在他看来，给瓶花以形就是给
它以束缚。

由于《瓶史》能使"为卑官所绊"的文人朋友们体会到在官场中赏花的乐趣，
所以得到了当时文人的共鸣。潘之恒在他的《解脱》一文中写道"中郎在都，著

有《瓶史))，一时相传，以为善谑。磋乎，中郎真解脱人也。"曾可前在《瓶花斋

集序》大赞《瓶史))，他写道石公《瓶史))，以谐谑为文章，余读而好之，谓不
复有张功甫矣。顷又示余《瓶花斋集》。瓶可以史，复可以文，可以诗。瓶何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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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能发石公奥心如许耶 1" 可见当时的文人都与袁宏道有同感，他们觉得袁宏道的
《瓶史》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可以说是当时的文人在袁宏道的《瓶史》的倡
导下，盛行插瓶花赏花，而在观赏瓶花中得到了从官场的束缚中解放的快感，与
袁宏道达到了共识。试想他们怎么会为瓶花设花形来加以束缚呢?
我们在袁宏道的《瓶史》中找到了插花即瓶花不设花形的原因后，再回过头

来看宋代的瓶花诗就不难理解为何看不到这些诗中的瓶花没有花形了。因为宋代

的文人也一样在官场中受到各种各样的束缚，在《胆瓶花卉图》中和宋人的瓶花

诗中可以看到插花没有花形，可是却不知其中的原因。从这些诗作中可以看到宋

代的文人们在对瓶花的欣赏上并不注重形式上的美，他们所追求的是瓶花所表现

的自然的美，以及体会花开和花落和岁月流逝的伤感，因为这一切都是人力所不

能挽回的，这也是人生的无常和无奈。但这些都是我们从诗中所得到的感觉，没有

一个诗人在诗中写明自己为何要插花， <<胆瓶花卉图》旁的题画诗也没有，而袁宏
道则把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写在了《瓶史》的序中，其实这也是历代文人进入仕

途后的感受。

当然《瓶史》之所以有如此之魅力，除了这篇序道出了文人们的心声之外，其
中有关插花的内容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他的见解独到，且又"以谐谑为文章使
之其"趣"无穷。虽说插花没有设花形，但在《瓶史》的"宜称"条中有"插花

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忌一律，忌成行列，

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也就是说插花时既
要自然又要不受拘束。再看《胆瓶花卉图)) ，就可以看到袁宏道的旨意与此瓶的

插花意趣相符，此瓶花也是高低疏密，参差不齐，所以才具有天然意态。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瓶花在宋代就己与文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们之所以把花插在瓶中赏玩，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让心灵摆脱官场的束缚，他

们在观赏瓶花中感受自然之美。为何末人的《胆瓶花卉图》和瓶花诗中的插花作
品没有花形?而且在几百年之后的明代还是没有，袁宏道在《瓶史》的序中告诉
了我们，文人们插花这一行为，是为了做到赏花那一瞬间的无拘无束。当时的文

人不仅为官场所束缚，而且还为儒教的伦理道德所束缚。由此及彼，他们也就不愿
再给那些表现天然意态的瓶花再加上什么花形了。

l袁宏道 0568-1610)明代文学家。字中郎，号石公。湖广公安(现属湖北)人。

万历年问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与兄宗道、弟中道并称三袁，为"公安派"的创
始者。在三袁中宏道的成就最大。其思想受李贺的影响较深，重视小说和戏曲在

文学上的地位:于诗文不满前后七子模拟、复古的主张，强调抒写"性灵"。其作
品真率自然，内容则多写闲情逸志。有《袁中郎全集》。袁宏道的斋号"花瓶斋"
《瓶史》是《袁中郎全集》中的随笔形式的插花书。

2高糠，字深甫，号瑞南、瑞南道人、湖上桃花渔。钱塘(浙江杭州)人。约明对

历十一年 (583) 在世。任鸿月卢寺宫。工于词曲，独出清裁，不附和庸俗。有诗
文集《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散曲《芳芷楼曲))，传奇《玉替记))，杂著《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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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八笼》等。
3张谦德(生卒年不详)。他的《瓶花谱》于明对历二十三年 (595) 问世。这是
中国的第一部专门关于插花的著作。
4屠隆 (1542一 1605) 宇长卿、纬真，号赤水，鸿苞居士，明部县人。万历进士。
有异才，落笔千言立就。曾任青浦知县，常招名士纵情诗酒，游山玩水而不废吏
事。后迁礼部主事，罢归，生活困顿，以卖文为生而终。有《鸿苞集》、《白榆集》、
《由拳集》、《清言》、《续清言》、《考盘余事》等。

5 袁宏道《袁中郎全集)) <<罗隐南》。

(图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