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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是美的象征，是世界共同的语言。 插花是

“生活四艺” ［１］，是人类社交活动最美好的表现形式

之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插花的技术和艺术、事
业与产业均有快速的发展。 但关于插花学理论还

没有系统全面的总结和研究，作者结合数十年插花

实践与科普教学工作，对插花学作一探索，诠释插

花、插花学的概念及意义，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充
分展示中国人文神韵的插花文化历史，形成人人、
事事、时时崇尚“绿色化”社会价值新风，加快生态

文明建设，让插花学理论不再逊色插花实践，与插

花作品一样绽放美丽。

１　 插花概念辨析

目前，插花的基本概念没有统一的表述， 天津

农学院的柴慈江教授说：“以切花花材为主要素材，
通过艺术的构思和剪裁整形与摆插来表现自然美

与生活美的一门造型艺术” ［２］。 北京林业大学的王

莲英教授认为“插花是插花艺术的简称……” ［３］。
对插花艺术的概念分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广义概

念与柴教授的观点相同，文字表述稍有差别，狭义

概念特别提出是将“切花花材插入盛水的容器中”，
其他相同。 上海城市管理职业技术学院朱迎迎教

授的观点同北京林业大学的王教授的观点相同，分
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４］，文字表述稍有差别。 插花

的概念也有表述为“以植物的根、茎、叶、花、果，作
为素材，经过一定的技术、艺术的加工，重新配置成

为能够再现自然美与人工美的花卉艺术品” ［５］。 等

等不一，意思大同小异。 对“插花”称谓用词，在上

面提到的专家论著及其他文献中大多用“插花艺

术”，也有用“艺术插花”、“插花花艺”、“花艺”、“花
饰”、“花道”、“花卉艺术”等用词。

英文有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安排花），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
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花的安排），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 （插
花艺术），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ｔ（花卉艺术），Ｆｌｏｒａｌ Ａｒｔ（花艺），
Ｆｌｏｗｅｒ Ｄｅｓｉｇｎｓ（花卉设计），Ｆｌｏｗｅｒ Ｄｅｃｏｒａｔｉｏｎｓ（花的

装饰）日文有 ＩＫＥＢＡＮＡ，ＫＡＤＯ。
插花作为名词，是插花作品的简称，英文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为妥；作为动词，则表示插制插花作品

的活动过程，英文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ｉｎｇ 为妥，插花艺术，
用英文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Ａｒｔ 为佳。 而目前普遍用

“插花艺术”等称谓谈“插花”，讲“插花”，教“插花”
一定时候一定情况下也许是对的，但“插花艺术”并
不等同于“插花学”。 犹如“书法” ≠ “书法艺术”，
“中国画” ≠ “中国画艺术”，“雕塑” ≠“雕塑艺

术”，“园艺”、“园林”≠“园林艺术”，“盆景” ≠“盆
景艺术”，内涵、逻辑不能混乱。
１．１　 插花的定义

作者于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在《江苏绿化》杂志发表的

《浅谈插花之美》一文中，提出了插花概念较完整的

表述：插花，实质上就是，把用来可以观赏的有生命

的植物素材，如花、枝、茎、叶、果、根等，或者已经没

有生命的植物素材，如干花、干枝、干茎、干叶、干
果、枯藤、老根等，以及不是植物素材的材料，如器

皿、几架、配件、金属、塑料、纸、石头、布、人造植物、
玻璃、石材、有机物、织物等各种异质材料，通过一

定的艺术构思，如造型、设色平行线、透视、加框、架



构等，和技术加工，如修剪、整枝、弯曲、铺陈、层叠、
捆绑、组群、缠绕、编织、粘贴、固定等，创作成一件

富有诗情画意的装饰品的过程，表达了一种主题、
气氛、礼节、情感、情趣、思想和艺术。 插花的制作

活动也即是美的创造［６］。
所以，插花的定义可表述为：用各种可观赏的

植物材料（鲜花花材、干花花材、人造花花材）及非

植物材料，通过创造者（插花员、插花师）的艺术构

思和技术加工，遵循一定的艺术法则，创作成一种

表现美的艺术装饰品。 这是较科学的也是广义的

定义，而其他的都是狭义的定义。 如一般专业教

材、科普书籍等讲的插花均是指狭义的插花。 狭义

插花应该指鲜花插花。
１．２　 插花概念的内涵

插花的内涵，是反映的插花这一艺术创作活动

和插花作品本质属性的集合，插花一词，最早见于

明代袁宏道氏所作《瓶史》第五节“宜称”：“插花不

可太繁，亦不可太瘦。 多不过二种、三种……”。 到

了清代，插花一词又见于沈复撰《浮生六记》卷二

“闲情记趣”：“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必于

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

妙，所谓‘起把宜紧’也。 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

……，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粳，所谓

‘瓶口宜清’也。”等［７］。 从《瓶史》、《浮生六记》等

可见中国之插花艺术理论的成熟。
插花的内涵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扩展的，《诗

经·郑风·溱洧》就有“折枝花” （相当于现在“切
花”），后有“秉花”、“佩花”（相当于现在“手捧花”、
“胸花”）， 到后来有瓶花 、盆花、盘花、缸花、钵花、篮
花、壁花（吊花、挂花）、敷花、浮花、盆景式插花，还有

花束、花环、花圈以及碗、筒、碟、杯子、酒瓶、椰子壳、
车、船、屋、人和盆艺插花等多种方式（形式）插花等。

从插花的定义和内涵看，①中国是插花最早起

源地之一［８］；②插花基本材料是切花（“折枝花”）和
其他花材（干花、人造花）；③插花有一定的艺术法

则（如《瓶史》 《瓶花谱》）；④插花的制作活动也即

是美的创造，表达的是一种主题、礼节、气氛、思想、
情感、情趣、艺术；⑤插花作品是一种艺术品、装饰

品；⑥插花是一门学科，是一种综合边缘艺术，⑦插

花是一个创意产业，也是 ２１ 世纪的朝阳产业［９］。
１．３　 插花概念的外延

插花的外延是指概念所确指的对象范围，包括

插花历史、基本原理、造型法则，插花技巧、色彩配

置、花材、载体（容器）选择、鲜花植物材料养护保

鲜、作品的命名、陈设、鉴赏、评比等。
鲜花是美的使者，幸福与快乐的象征；鲜花是

情义的纽带，友爱的桥梁。
插花艺术则凝华了花卉之中美的精华，镕铸、

升华了花卉的自然美，将大自然的珍宝与文化艺术

进行聚合荟萃，而创造出一种超越自然、极具妙观

和意韵的经典之作。
　 　 插花艺术是艺术创作空间里一枝绚烂的奇葩。
它是一种生命艺术，以鲜活的植物材料为元素，将
大自然的美妙景色，艺术地再现于人们的面前，充
满了生命活力，又因借物言心志而成为美的时尚与

永恒；它是一种生活艺术，蕴含着各种意象、韵味和

情趣，能艺术地再现大自然的美与生活的美，丰富人

们的文化生活，陶冶心情，增进身心健康，是生活空间

里的点睛之作；它是一种造型艺术，比起雕塑、盆景、
造园、建筑、绘画、舞蹈等，更具有雅俗共赏的审美价

值和极高的观赏价值，容易被人们所掌握与接受；它
是一种园林艺术，具有植物花材色彩丰富，插制形式

多变，灵活轻便，适应范围广，取材易，成效快的优点；
它是一种文学艺术，是无声的歌，无言的诗。 花意传

情，以花代言，从古到今，文脉传承；它是一种视觉艺

术，以其绚绮夺目、清丽文静、古韵质朴，给人以美的

享受；它是一种瞬间艺术，虽然是较短暂的美丽，却能

像流星一样划亮天空。 也无长期养护之忧，花足以随

心所“插”，绽放鲜花最美丽的时刻；它是一门通俗艺

术，不论古代淑女们还是现代家政学员，可以娴熟地

莳花、选花、切花、理花、插制；它又是一种表演的艺

术。 插花是实用艺术，是环境布置艺术，是创意产业，
２１ 世纪的朝阳产业［９］。 中国插花是最接近生活环

境，最容易被人们群众所接受的一种艺术修养、文娱

活动，是最体现人生哲理与品德节操、最具有韵味的

生活美学。

２　 插花类型和流派

（１）按照插花花材的性质来分类，也即按照广

义插花的定义插花有鲜花插花、干花插花和人造花

插花，及派生出的混合花插花。 这种分类在业界已

经有广泛共识。
（２）按照插花载体（器皿）性质来分，有瓶花 、

盘花、钵花、篮花、缸花、盆花、壁花（吊花、挂花）、敷
花、浮花、盆景式插花、盆艺插花［１０］，还有花束、花
环、花圈、花牌［１１］ 以及碗、筒、碟、杯子、酒瓶、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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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车、船、屋、人等为载体的插花［１２－１４］。
（３）按照地区民族艺术风格来分，有东方式、西

方式和自由式 ３ 种插花。 东方式插花。 以中国和日

本为代表，以线条为主，构图活泼多变，注重自然典

雅，重写意，讲究情趣和意境，用色淡雅，用材多以

木本为主，不追求量多色重，但追求韵致、雅趣、意
境、兴象。 西方式插花。 也叫形式插花，以美、法、
荷兰等欧美国家为主要代表。 有格有局，以花卉的

排列和线条为原则，特点是色彩浓烈，以几何图形

进行造型，讲究对称、平衡，注重整体的色块效果，
极富装饰性。 用材多以草本为主，花朵丰腴，色彩

艳丽，用花量多、色重。 自由式插花。 也有叫做非

形式插花，揉和了东西方插花的特点，更注重渗入

现代人的意识，追求变异，无拘无缚，发挥自由。 崇

尚自然，不拘形式，强调的是色彩美丽。 追求造型

图案美，既具有装饰性，也有一些抽象意念。
（４）按照时代特点来分类，有古代插花（传统插

花）和现代插花。 古代传统插花有：宗教（寺观）插

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文人插花。
（５）按照艺术表现手法来分类，有写实式插花、

写意式插花和抽象式插花。 写实式插花分自然式、
写景式、象形式。 以现实的具体植物形态、动物形

态、自然景色或其他物体的特征为原型进行艺术的

再现。 自然式，主要表现植物材料的自然形态；写
景式，模仿自然景色，动植物形态，将自然景观浓缩

于盆中的插花形式；象形式，模仿动物或者其他物

体的形态，进行的插花创作。 写意式插花是东方式

插花所特有的手法。 利用植物材料的意象、谐音、
品格，或形态等各种属性，来表达某种意念、情趣、
心象、理念或哲理。 贴切命名，寓意于花。 使观赏

者产生共鸣，随着作者进入一个特定的意境，继续

覃思、品味。 古代的心象花、理念花、格花及现代的

命题插花就属于这一种类型。 抽象式插花不以具

体的事物为依据，也不被植物生长的自然规律所束

缚，只是把植物材料作为造型要素中的点、线、面和

色彩要素来进行造型。 抽象式插花分为理性抽象、
感性抽象。 理性抽象插花强调理性，不表达情感，
纯装饰性。 用抽象的数学或者几何方法进行构图

设计，具有一种均衡、对称的图案美，注重质感、量
感和色彩，以人工美取胜；感性抽象插花不受任何

拘束，没有固定形式，任由作者的灵感发挥来创作，
随意性强，变异性大，创新性多。

（６）按照装饰的部位来分类，有桌摆花（摆设

花）和服饰花。 桌摆花：指摆放于桌子、台面、地面

等部位的插花称为桌摆花（摆设花）。 桌摆花（摆设

花）又可分为厅堂花、书房花、佛前供花、茶几花等。
服饰花：古称“秉花”、“佩花”，是指用于装饰于人体

的一种插花。 服饰花有头花、襟花、胸花、肩花、手
腕花、脚踝花、帽饰花、花环、胡子插花（在国外成了

最新流行的一种拍照方式，男人用“胡子”插花来表

现美）等服饰花类型。
（７）按照用途和目的来分，分实用插花、商业插

花、礼仪插花、艺术插花。 实用插花主要指区别于

商业插花目的，装点日常生活为目的插花，为大众

所喜爱的家庭插花等。 商业插花主要指区别于实

用插花目的，从事花卉植物经营、花店以及以经营

插花为主体的其他零售商店，为迎合人们大众的消

费心理而推出的插花。 礼仪插花主要指用于各种

外交仪式、开业庆典、迎来送往、婚丧嫁娶、探访亲友

等社交礼仪活动中的一种插花。 艺术插花主要指是

将植物的自然美与人工雕饰美结合到一起，利用特定

的艺术和技术手法进行结构和色彩的搭配，插制出一

种表达心情、抒发情怀的高雅艺术作品，用于美化环

境，装点生活，或者陈设在各种展览会、博物馆（园林

博物馆、插花馆），供人们艺术欣赏的插花。
（８）按照使用场合（范围、氛围）来分，有家庭卧

室、餐厅、厨房、书房、洗漱间、宾馆、酒吧、会议室、
写字楼、爱情婚庆、宴席、开业、迎送、喜庆、寿辰、比
赛、褒奖、商务、约会、探望、纪念、思念、丧用、扫墓

等各种不同场合、范围、氛围情况下的插花形式。
（９）按照节日来分，有元旦、春龙节、春节、元宵

节、踏青节、插花节、情人节、上巳节、妇女节、复活

节、清明节、劳动节、青年节、护士节、母亲节、父亲

节、端午节、乞巧节、中秋节、教师节、国庆节、盲人

节、重阳节、冬至节、万圣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不同

节日插花。
（１０）按照日常民俗生活习惯来分，有婚礼用

花、生日送花、探病送花、喜得贵子送花、贺退（离）
休者送花、凯旋送花、演出送花、升迁进取送花、乔
迁新居送花、分别或拜谢送花等。

（１１）按照插花作品的造型来分，基本花型有对

称式和不对称式。 对称式有：球型、半球型、椭圆

形、圆锥型、扇型、菱（四角、对角线）形、三角型、梯
型、圆环（环状）型、Ｔ 字型、倒 Ｔ 字型（洛可可型）、
心型、唱片型、流线型、Ｖ 字型、伞型、十字型、Ｘ 型、
弓型、弧型等。 不对称式有：Ｌ 型、Ｓ 型、Ｚ 形、新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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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月、眉目型）、不等边三角型、弧线型、螺线型、火
炬型、眉目型、水平型、垂直型（直上型）、散开形、零
星形、下垂型、倾斜型、放射线形、悬吊式等。 另外

区别于基本花型有各种组合、创新类型。
（１２）按照插花作品规格体量大小来分，有特大型、

大型、中型、小型插花，还有微型插花或者叫掌上插花。
（１３）按照插花作品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风

格和创作个性来分，有“宏道流”、 “海派插花”、“岭
南风格插花”、 池坊流”、“千草流”、“小原流”、“草
月流”等插花流派。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插花形

式、流派也在不断创新，例如混合式插花、环保插

花、园艺果蔬插花、餐饮插花、平面插花、自然式插

花、整形式插花、野趣式插花、生活插花、小品插花、
押花（压花）、大型地景花艺、大型植物造型艺术例

如巨形布丁、表演插花、人体插花、新概念插花等。
对不同的插花类型和流派需要进一步进行科学分

类与深入研究。

３　 插花学基础与创新

３．１　 插花学基础

３．１．１　 历史基础　 中国是东方插花发源地，中国插

花学理论与实践，在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距今已

有 ３ ０００ ａ 以上历史，始发于公元前 ７７０ 年至前 ４７６
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有了原始意念与

雏形，发展兴盛于隋唐，静雅极盛于宋，成熟高峰在

元、明，形成了完备的中国插花学理论与实践艺术

体系。 历史又螺旋前进，衰微始清，复兴在新世纪。
中国插花见证着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传统文化

艺术的发展进程、历代风土民情的变迁，这种古老的

非物质艺术以群体传承的方式，早已成为大众寄情花

木、以花传情、借花明志、装点生活的重要载体。
３．１．２　 思想基础 　 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天人合

气”、“心物合一”、“心境两忘”、“君子比德”等自然

观、艺术观、文化观、性灵论（晚明袁宏道）是中国插

花学理论与实践的骨血和灵魂［１５］。
３．１．３ 　 中外文化艺术基础 　 诗歌、绘画、书法、陶
艺、造园艺术是中国插花学理论与实践的外形和肉

身。 西方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抽象主

义、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浸淫对插花学理论与实践

有着深刻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中国传统插花作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国家级

非遗之名录。
３．１．４　 学科基础 　 插花学涉及自然科学如农林学

科的植物学，工程技术如风景园林学科，人文艺术

如生态环境艺术设计、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社会

学等学科。
３．１．５　 社会基础　 插花是古老而年轻的艺术，特别

是开放改革以来，插花业得到复兴并迅速发展，已
经涉及到商品化、市场化、文化产业化，社会需求、
市场需要是插花学理论与实践不断发展的动力源

泉。 因社会和市场需求，作为一种国家职业，“插花

员” ［１６］国家职业标准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颁布并实施。
蔡仲鹃、王绍仪、秦魁杰等插花“艺术家”、 插花“大
师”不断涌现。
３．１．６　 产业基础　 园艺切花栽培技术的发展，陶瓷

业（花器）的发展，各种花卉容器、插花资材业、物流

业的发展是插花业的良好产业基础。
３．２　 插花学创新

中国插花是一种古老的汉族文化现象，大多为

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也是进行日常生活娱乐的

特殊方式。 插花源于古代汉族民间的爱花、种花、
赏花、摘花、赠花、佩花、簪花。 其根本在于不断创

造新兴之美，借此来宣泄内心的欲望与情绪，属于

浓缩化与夸张化的生活。 文字、书法、绘画、雕塑、
造园、建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等任何可以表达

美的行为或者事物，都属于艺术，插花艺术是上述艺

术的综合艺术，是一种边缘艺术，插花不只是单纯的

各种植物材料的组合，也不是简单的造型，而是溶文

化、生活、艺术鸿蒙为一体的一种艺术创作活动。
随着插花知识的普及，插花水准的不断提高，

对优秀作品的评判，已不仅是作者在插花基本规律

和原则的掌握上及操作熟练程度优劣的比较上，而
是对立意构思、花材和花器的选用、构图造型、制作技

巧等方面有无创新突破提出了新的要求。 创新是插

花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 学古不拟方为古，创新有本

始为新。 插花学创新研究新视角有中国传统插花历

史、插花家、类型、手法、技术，国家级非遗 “活态保

护”；市场化、商品化、产业化，社会需求、市场需求。
研究插花学具有重要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价

值。 中国传统插花艺术在 ３ ０００ ａ 以上的发展中，见
证了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历代风土人情的变迁和

传统文化艺术发展的进程。 插花学研究具有极高

的文化价值。 它几乎涵盖了我国各民族、人群和各

个时代，它受中国儒、释、道以及诗、书、画、文学、美
学等传统文化艺术的滋养，具有独特的思想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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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深厚的哲学、艺术底蕴，审美情趣。 插花学研究

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插花吸取了盆景、造园、雕
塑、书法、绘画、诗词、文学等姐妹艺术的精髓，植物

材料与容器、几架、配件、环境等完美融合、境物和

谐，不仅是手工作品，而且是一种既有形式美，又有

思想美、意境美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活动，是一种

自娱娱人的高雅艺术，具有独特之魅力。 插花学研

究具有很好的社会与外交价值。 ２０１４ 年的 ＡＰＥＣ
会议期间，在悠扬的古琴曲《高山流水》的伴奏下，
北京插花艺术研究会侯芳梅女士用牡丹演绎了精

彩传神的传统插花。 表演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女士主动向外国友人讲解牡丹文化，指
出牡丹是中国国花。 表演获得了到场来宾的普遍

赞誉和热烈掌声。 彭丽媛女士邀请来华的外国政

要夫人们观看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表演，为在大型国

际会议中宏扬中国传统插花艺术之中华文明的一

种“文化外交”，一次重大飞跃。 “只有民族的才是

世界的”，中国插花文化展示无尽的魅力与外交

价值。

４　 关于插花学和未来展望

４．１　 关于插花学

插花学是研究插花活动和插花作品的性质、目
的、作用任务和方法，带有理论性和学术性的成为

有系统知识的自然人文综合（边缘）学科。
研究的内容有：插花史学、插花材料学、插花分

类学、插花技术学、插花艺术学、插花美学、插花文

学、插花心理学、插花应用学、插花经济学、插花鉴赏

学、插花博物馆、插花传播学、插花周边艺术学，以及

切花栽培与插花鲜花花材养护保鲜、容器制作和工

艺、插花资材的开发与创新、插花与生态环境等。
４．２　 未来展望

作为插花艺术的起源国，传统插花艺术几近断

流。 由于专业研究插花学的机构、高校及其人员匮

乏，插花科学得不到很好传播，国人对传统插花艺

术缺少了解，中国传统插花艺术虽然已经列入了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没有很好地挖掘、整
理、保护、研究、传承与创新。 要使得插花艺术真正

进入到大众生活之中，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国家提

出的文化战略和产业发展规划，为插花事业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要把握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发

展中带来的新机遇，适时拓展功能。

（１）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其各级国家

职业资格管理机构，要大力普及国家职业标准“插
花员”的培训、考核、就业、创业力度，与时俱进，提
高、调整、更新“插花员” 国家职业标准。

（２）将插花学作为专业课程纳入大、中、小学素

质教育体系，在高校开办插花学专业，统一插花学

专业各个层次、各类教材的研究、编写、出版等。
　 　 （３）规范各级插花、花艺、花卉学会（协会），重
点扶持相关大专院校或者相关单位建立插花学研

究机构，提高插花学研究水平。 从考古文物及现存

史籍中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历代插花资料与图

片，系统梳理、保护、研究、传承和创新。
　 　 （４）利用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和推广插花学，多
种途径培养插花人才，多途径办学，适时开办中国自

己的插花学院、学校。 科学传播插花学，插花学“通向

博雅教育” ［１７］，插花非遗就更“大众”，更受欢迎。
　 　 （５）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让中国的传

统插花艺术与世界各国花艺 “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展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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