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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艺术按国别和区域一般可分为西方式插花和东

方式插花。西方式插花往往以埃及为始源地，而中国插

花则是东方式插花的鼻祖，但日本花道的现下国际知名

度、影响力和发展却优于中国插花。中国插花源远流长，

古籍诗歌和专著中有诸多记载。传统插花于 2008 年 6 月

由北京林业大学申报，被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插花重新受到重视，在部分学校的

来华留学生中华传统文化体验课中广泛传播 [1]。中国对

来华留学生的中华传统文化课程设置不仅局限于书画、

剪纸、茶艺、太极扇等，也开发了诸如插花艺术等教学

项目，但中国传统插花的教学体系、传播方式仍需完善。

本文意在挖掘中国传统插花的文化精髓，将传统插花应

用于植物词汇教学，说明传统插花在汉语国际教育教学

中的辅助性与重要性，同时借汉语国际教育提高中国插

花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国际化研习传承者的人数。1

1　插花艺术的传承与传播

1.1 中国插花的发展脉络

1.1.1 中国插花艺术的萌芽

先秦时期中国民间就有男女互赠花束的风尚，《诗

经》和《楚辞》中就有折花相送、装饰花的记载。《诗

经·郑风·溱洧》“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男女折芍药赠予对方。《离骚》“纫秋兰以为佩”，出现了

兰花。此时的花草是药用草木，可食用。东汉时期，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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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佛教的传入，出现佛供花。由于花朵易枯萎，用其他

材料制成的花插开始流行，同时为解决这个问题，以器

皿为承载的插花活动也初见端倪。《修行本起经》中写

道，“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度光

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

1.1.2 中国插花艺术的发展

隋唐开始，佛前供花盛行，民间也流行在头上、身

上簪花，人与花的关系密切，由食用转为观赏，花卉成

为审美对象。唐朝赏花、插花之风更盛，牡丹被奉为国

花，二月十五为百花寿辰，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盛大的花

朝节 [2]。宋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风气更盛，除

了琴棋书画的文人四艺，还形成了插花、挂画、点茶、

焚香的生活四艺。簪花流行于宋人之间，成为一种时髦

的装饰，插花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

“以花会友”之风。

1.1.3 中国插花艺术的衰微与复苏

明代是插花的顶峰时期，已经形成了专门、健全的

中国插花艺术门类，还出现了许多有关插花的著作，如

袁宏道《瓶史》、高濂《瓶花三说》、张谦德《瓶花谱》、

屠隆《考槃余事》、文震亨《长物志》等。到清代时期出

现了商业花市，但后期逐渐沉沦，20 世纪 80 年代后中国

插花艺术开始恢复，同时园艺事业得到发展 [2]。

1.2 中国插花的哲学思想

1.2.1 佛教与插花

中国式插花始于佛前供花。用于中式插花最基本

的六大花器：瓶、盘、缸、碗、筒、篮。公元五世纪的

《南史》中记载：“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

插花艺术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梦媛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　310018

摘　要：对外汉语的根本任务是培养留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这就要求国际汉语教师不仅要进行语言知识

的教学，还要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学和推广。具有文化内涵的植物词承载着中国的文化风俗，有些植物甚至担当着国

家符号和文化使者的重要使命，能够让汉语学习者从中了解中国文化。而插花作为最原始的一种记录和表达方式，

比文字更直接生动。插花艺术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积淀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插花文化，是中国式哲学和

人文精神的外在呈现，具有审美教育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插花文化的传承与传播现状，将插花艺术作

为语言文化的载体丰富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并针对植物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特点提出教学建议

和策略。

关键词：插花艺术；植物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文化教学



131

教育论坛: 4卷4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渍其茎，欲华不萎”[3]。佛家将象征天地的莲花插入瓶中

供佛，视为“瓶供”，中国式插花的源头就是瓶供。瓶代

表了平安、吉祥之意。以瓶插牡丹，即是富贵平安之意，

以瓶插荷花，寓意平安连年。以花供佛，有着许多美丽

的故事。佛经上记载了许多天王持花、天女散花来供养

佛陀的事迹。除了传统寓意，许多鲜花还具有独特的佛

教意义。例如，莲花象征着清净、无染、光明、自在、

解脱。佛经亦有以花来比喻众生得渡的六种方式。第一

种是布施的方式，花开有香有色，给人以愉悦。第二种

是持戒，花开按时节，不分高低，不以美凌人。第三种

是忍耐，花儿需忍受从种子到绽放的苦痛。第四种是精

进，花儿努力展现最美的一面，生生不息。第五种是禅

定，具有宁静祥和的气质。第六种是智慧，花儿的形、

色、香千变万化，与四季自然融为一体。插花不仅是一

种生活艺术，更是一场人生的修行。

1.2.2 道家与插花

花，亦有道。中国传统插花崇尚自然，认为万物皆

有灵性，注重“天人合一”，讲究画面的和谐和统一。完

整性和统一性是中国传统插花的重要原则，中国传统插

花讲究花草的纵横交错，追求阴阳共生、刚柔并济的审

美效果，插花形式多样，相同素材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形

式呈现出不同风格，带给观赏者不同的审美体验。

1.2.3 儒家与插花

中国传统插花受儒家思想影响，带有洒脱、儒雅的

韵味，清疏简约、超然物外。中国插花材必有意，意必

吉祥，突出花品花格。例如国色天香的牡丹，疏影横斜、

暗香浮动的梅花，虚心正直的竹等，这些花材按照它们

的自然习性、形态特点组合在一起，赋予它们约定俗成

的民族文化内涵。如松、竹、梅，名为“岁寒三友”；

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玉兰、海棠、牡丹，

誉为“玉堂富贵”等。

1.3 中国插花的国际传播

1.3.1 中国植物文化寓意的传播

中国古代文人对松竹梅十分喜爱，坚毅挺拔的长青

之松、俊逸骨秀的虚心之竹、傲雪怒放的凛香之梅给日

本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岁寒三友的说法在日本的平安时

期传入日本。这三种植物的寓意也在不同时代分别传入

日本。“松”在平安时期传入日本，象征长生不老的寓

意。“竹”在室町时代传入日本，象征多子多福。“梅”

在江戸时代传入日本，象征高风亮节和长寿。岁寒三友

“松、竹、梅”被日本人看作是祥瑞之物，并在中日文

化交流中通过诗词、书画、陶瓷器等方式在平安时代传

入日本，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1.3.2 中国插花风气的传播

日本花道最早起源于中国隋唐时期的佛堂供花，日

本特使小野妹子以文化使者的身份到中国做文化交流，

他回国时带走了许多中国的书画、文学作品、工艺品还

有供佛的瓶花等 [4]。小野妹子完成的第一个插花作品也

成为日本的第一个插花作品，插花传到日本后，因其天

时地利和国情，插花学校在日本开始兴起，并逐渐发展

壮大，先后产生了池坊花派、草月流派、小原流派等各

种流派，形成了具有规模和自成体系的日本花道。

2　植物词汇与对外汉语教学

2.1 汉语植物词的特点分析

2.1.1 汉语植物词中的文化思想

植物词是指称植物的词汇的类聚。汉语植物词汇是

依托植物本身所存在的属性特征、形态特点，根据与客

观世界的联系而构建的联想意义。植物词所形成的这种

联想意义与民族文化和传统思想相吻合，与中华民族文

化的内涵相适应，是包含民族文化信息的联想意义 [5]。

松、竹、梅这三种植物因在凌冬时节仍可迎风绽放故称

岁寒三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坚强人格 [6]。可见

植物词的教学不仅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共生的认知过

程，更是人文思想与自然科学知识的融合过程，是一套

完整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体系。

2.1.2 汉语植物词的基本义与引申义

以留学生汉语教材中常见的植物词岁寒三友“松竹

梅”为例，分析汉语植物词的特点。《说文》：“松，木

也。形声。从木公聲。”造字本义：常绿乔木。在汉语中

松是长寿的象征，如“寿比南山不老松”等。《说文》：

“竹，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造字本义：

温带或热带禾本科植物，空心，有结，长笋。在汉民族

文化中，竹被赋予正直谦卑的隐喻义。《说文》：“梅，

枏也。可食。从木每聲。”造字本义：楠木。中国文化赋

予梅花清正廉洁的人格意义。

2.2 对外汉语教学中植物词汇教学建议

2.2.1 直观法与联想法相结合

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汇教学中，要重视从汉字的起源、

字形的演变解读汉字的内涵。植物词与植物形态息息相

关，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植物类词汇进行观察，

向学生讲解此类词汇的起源 [7]。众多与植物相关的词汇

都可以通过讲解字形、字义，帮助学生识记植物类词汇。

例如在向学生讲解“竹”时可以从汉字字形演变入手，

“竹”是象形字，展示竹的图片，介绍竹字形状像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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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时的叶子一样，激发学生联想汉字意义的能力。

2.2.2 类聚法与归纳法相结合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汇教学中，常见的植物类汉字“草、

竹、木”构词能力强，特别是在形声字中特征明显，应

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汉字结构树立偏旁归类意识 [8]。例

如在讲解“松”和“梅”时，有意识、有目的地让学生

通过猜测汉字的结构类型记住汉字的形式和意义，帮助

学生建立常见汉语中形声字的“声旁”“形旁”数据库。

2.2.3 加强文化对比

通过比较母语与目的语，找出不同文化背景中植物

词的共性和差异。在对外汉语植物词的教学过程中，国

际汉语教师可以让留学生比较中国和自己国家对这种植

物的解释有何异同。例如在给留学生讲植物词“松”时，

就可以比较“松”在留学生自己国家和中国的概念意义

和文化意义。

3　插花艺术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3.1 插花艺术是辅助对外汉语教学的工具

在汉语教学中，花卉可以作为教具和素材应用于教

学实践，让留学生在学习活动中亲身实践，通过学生的

直接经验、具体感知和教师的描述激发学生对植物词的

感性认识。植物词汇不仅仅具有理性意义，更是中国人

在与植物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植物的认知 [9]。直观生

动的表象对学生掌握知识具有积极意义，插花艺术作为

一种审美活动，帮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拉近了自己与植

物的距离，在这个过程中调动了学生的各种感官，留学

生以亲身体验的方式去看、闻、触摸和创作，认识植物

的一些基本特征，通过插花表达自己的情感，提升对美

的欣赏和鉴赏能力。

3.2 插花艺术是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许多留学生随着学习程度的提高，不再满足于学习

语音、词汇、语法、汉字等语言知识，他们也有了解中

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诉求。植物词有深

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底蕴，通过中国插花向留学生展示

中国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观念。如岁寒三友“松竹梅”就

承载着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 [10]。因此，在植

物词教学中教师应注意引导和阐释，让留学生了解植物

词中蕴含的文化。中式插花作为一门自然美和造型美结

合的艺术，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留学生的审美能力、认知

能力、观察能力和自主能力 [11]。留学生在创作中感悟中

国传统插花艺术，同时在中国传统插花艺术的鉴赏中领

略中华文化。

3.3 插花艺术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途径

插花艺术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传播，更是中国与其他

国家文化的交流。通过对中式插花学习植物词，并对比

中国与其他国家植物词的文化内涵和插花风格，帮助留

学生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培养留学生的跨

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减少因文化因素造成的误解和文

化冲突。

4　插花艺术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教学中的使用方法

4.1 实物展示法

教师可以根据植物的特质并根据客观的教学环境和

教学条件来安排教学内容。例如在讲授“竹”时，可以

借助现代化教育技术，通过图片直接让学生观察竹子的

形态特点帮助学生发现竹子的特征，向学生讲解在汉语

中竹子是有气节、正直的象征。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可以举办插花文化活动，借助实物或模型教学，留

学生可以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些植物词的基本义，也能进

一步认识到由植物的特征属性和形态特点等衍生出来的

民族文化内涵。

4.2 文化导入法

植物类词语的隐喻义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除了直

接阐释植物词的意义，还可以从植物类词语文化含义的

成因进行讲解。例如在插花活动中，介绍“松柏”，可

以导入给老人祝寿送上“寿比南山不老松”的祝福，小

孩抓周时也会摆上一束松柏寓意孩童吉祥幸福、长命百

岁等故事 [12]。直接向学生介绍松柏在中国文化中是长寿

吉祥的象征，引导学生了解松柏的成长环境和生长特点，

帮助他们认识到松柏在严寒的环境下也能生存，被中国

人民认为是刚毅坚强、无畏无惧的象征。植物类词隐喻

义的讲解过程也是中国文化的输送和传播过程，不仅可

以激发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还可以培养留学

生的汉民族思维能力，帮助他们更好更准确地掌握植物

词。

4.3 情景教学法

教师创设真实的情境，让学生自觉成为场景中的角

色，通过感受产生共情。在插花文化体验活动中，国际

汉语教师可以通过创设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场景帮助留学

生理解植物词的文化含义 [13]。例如在讲解植物词“梅”

时，就可以创设一个在凛冬时节前往杭州植物园“灵峰

探梅”的情境，让留学生们想象自己采摘梅花、剪花、

插花、摆放的场景，然后通过插花活动得到实践，并在

这个过程中领略梅花的孤独傲雪、坚贞高洁，学习梅花

这种不畏严寒、坚强不屈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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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植物无所不见、无处不在，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

神生活息息相关。而插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体现了中国

人民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本文对插花艺术在对外汉

语植物词中的应用进行研究。主要围绕中国传统插花的

传承与传播、植物词汇与对外汉语教学、插花艺术在对

外汉语植物词汇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对外汉语植物词教

学运用插花艺术的方法展开论述。中国传统插花的传承

与传播层面主要梳理了中国插花的发展脉络、国际传播

和哲学思想，植物词汇与对外汉语教学层面分析了汉语

植物词的特点、植物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并给出

了教学建议，插花艺术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汇教学中的应

用部分论述了插花艺术具有辅助对外汉语教学、传播中

国文化和提高学习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等意义，最后总

结了在对外汉语植物词教学中运用插花艺术使用实物展

示法、文化导入法和情境教学法等方法。插花艺术在对

外汉语植物词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词汇教学的需要，更

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路径、能够提高汉语学习者的跨文化

交际能力。但由于篇幅以及本人知识水平有限，本篇论

文还存在一些不足。希望在之后的研究中能够进行补充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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