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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日本花道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更注重的并非美，而是

这种做法和身心锻炼上的追求，包含了日本独有的「道」

之精神同时表达出了日本人民的个人的情感，价值和审美
[1]。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日本在吸收了中国文

化的基础上逐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礼仪文化。在古代，日

本善于吸收并借鉴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并逐渐形成了适

应日本国情，并具有日本社会特色的花道文化。

2.日本花道的主要流派及中国传统文化对其影响

2.1 日本花道三大流派研究

花道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学问。自隋朝佛堂供花

传入日本以后先后产生了各种流派，并且成为了日本女

性的必修课。虽然各个流派的发展规模虽各有特点，但

基本点都是相通的，那就是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

统一 [2]。这种三位一体和谐统一的思想，统一贯穿于花

道的仁义、礼仪、言行以及插花技艺的基本造型、色彩、

意境和神韵之中。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池坊流”、“小原

流”和“草月流”三大流派。

池坊流被公认为日本花道的本源 [3]。历史记载小野

妹子出使隋朝后回到日本，于太子修建的六角堂·池坊

专心侍佛，发展佛前供花成为池坊流之祖。小原流花道

是 19 世纪末，小原云心创立花道新样式「盛花（もりば

な）」后开创的近代花道新流派 [4]。草月流由日本花道界

称为花道“毕加索”的河原苍风，突破陈旧意识的革新，

呼吁插花者在掌握了基本传统插花造型的基础上，摆脱

花型的束缚，更加体现个人性格特点，从而进行创作 [5]。

这一举措，使原属于贵族阶层彰显身份的插花更贴近市

民生活，也使草月流成为日本花道三大主流之一。

2.2 中国佛、道教思想对花道发展的影响

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此时佛前插花就与民间头戴花、

盆内插花、盘插花产生明显区别 [6]。隋唐时期，佛教逐

步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教派。之后，又吸收了儒家和道家

等思想，在文化，思想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并于宋

元时期，通过中日两国禅僧的文化交流，吸收了儒道文化

的禅宗传入日本，对日本花道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3.日本花道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相关性

3.1 日本花道的起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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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花道起源于中国传统佛教文化，并通过中日文

化交流在日本兴起发展。

3.1.1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

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担任日本摄政，兴建寺院，

使佛教在日本上层阶级迅速传播，并向隋朝派出的第一

个官方使团，派遣日本外交官小野妹子与隋朝建立邦交，

并在之后，小野妹子三次前往中国，在学习中国佛教文

化的同时，将中国所遇见的佛前礼法与佛前供花，花的

器皿等不断引进日本并推广。

3.1.2 日本引入花道艺术

小野妹子在圣德太子支持下多次拜访隋朝，学习中

国佛教礼仪思想，并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回日本。回国后，

小野妹子在圣德太子修建的六角堂中潜心学习佛法，皈

依佛门。因太子曾在院内池水中沐浴过，因此又称“池

坊”。小野妹子每日侍佛供花，制定了祭坛插花的规定，

经过门徒历代不断地流传，逐步将供花这一规矩发扬光

大，形成了日本最古老的花道流派“池坊流”。小野妹子

也被奉为池坊之主。自此，花道文化出现在日本历史的

长河中。

3.1.3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融入花道

亲近自然，在自然之中参悟佛道，不光是禅宗佛法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同样日本花道也是如此。它在花道中

表现得更多的是一种素朴的内在精神美，在岁月的长河的

不断积累中，向人们展现出一种不矫揉造作的本真之美。

日本花道通过对花材的用量减少，花材简洁为主。以花朵

的盛开、含苞、待放，来象征过去、现在、未来。来展现

日本插花艺术的统一之美、残缺之美、枯寂之美，这是日

本传统的三大传统美学，也是插花基本的追求与原则。

3.2 日本花道的主要派别与日本花道对日本的重要性

在 日 本 插 花 长 久 发 展 以 来， 日 本 一 共 产 生 了

一百四十多个花道流派，其中主流的三大流派：池坊流，

池坊作为日本插花的源头，代表了日本花道的开端与产

生，在十四世纪就由中国的佛堂供花随佛教交流传入日

本，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也是日本最古老的

花道流派。立花、生花、自由化是池坊花道的三大基本

花型 [7]。其中立花更是能以一种抽象的美感模仿山水画

卷，通过花材枝条自由的伸展，向人们展示出大自然的

韵律美，有一股古典雅致的东方之美。

花道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从各方面渗透

入日本百姓的生活之中。花道艺术包含了对于美的感受、

文学领域、美术领域等诸多内容，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插花经常出现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最初的上层阶级

佛前供花，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简单的民间技艺。成为了

日本人民陶冶情操的一种艺术方式，时刻影响着人民的

道德理念、价值观、美学审美观念等。日本对于花道文

化的重视度极高，甚至在部分地区成为日本女性出嫁的

必修课 [8]。人们通过对花道的传承与革新，并不断的进

行研究，使花道变得在日本文化中愈发重要，成为日本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 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花道文化相关性

日本花道流派繁多，但都遵循着近乎相同的一点。

那就是通过插花艺术，表达天、地、人“三位一体”的

统一和谐的精神。只有三者和谐统一，遵循自然法则才

能根据人类本身的生活方式习惯形成出令人感同身受的

插花作品。

3.3.1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日本花道发展

日本花道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颇深，从古至今，“三

位一体”的思想一直存在于日本花道的发展中。其中体

现的中国儒教思想，包含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论充满了

深厚的中国色彩。佛教禅宗推崇自然、和谐、顿悟，主

张在自然界中感悟生命的和谐美好，参悟佛法禅道。日

本插花的经典之作《瓶史》中写道“花妙在精神，精神

莫人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使插花以一种符合自然

生态规律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重视花木原本的自然

天性，展现花木的原本风姿。更表现出一种“虽由人作，

宛若天成。”的独特自然美感。

“顿悟”是佛法禅宗思维的根本方法。《华严经》中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万物皆空放下执念，方可

成佛 [9]。但又不能过于执念万物皆空，其中的佛法奥妙

只能独自领悟。无论是插花还是佛法，都要求人们摒弃

杂念。一个优秀的作品，一定是精神与艺术文学思想的

有机统一。插花不单单是把花插入花瓶，而是理解草木

的风趣，自然的趣味，使人观赏时能感受到与自然的交

流的一种精神境界。“天人合一，宁静致远。”禅宗表达

了天地万物和人和谐共生，而花道同样表现出了这一和

谐理念。花瓶、枝干、叶片、花瓣同背景必须达到和谐

统一，做到点、线、面相衬托，彰显出作品的独特气韵。

优秀的插花作品不光是对植物美的体现，更是自我精神

与自然和谐之美的情感交融 [10]。

3.3.2 日本花道发展的重要意义

人们不光从插花这一艺术中体会生命与自然的微妙

变化，更是能在创作美丽艺术，观赏时提高自己的审美

品味。这种以插花为媒介的提高自我精神涵养的方式称

作“插花”，又称为“花道”。

插花称之为花道，泡茶、柔术等也成为茶道、柔道。

虽然道派不同，但目的都是为了通过不同方式展现为人

之“道”。日本花道注重意境的展现、意趣的表达，常把

自身情感赋予在花草组合之中，给予其人的生命情感，

把自身情感寄托在花艺中。这来源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

的思想“天人合一”。这些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传统文

化和中国儒道思想密不可分。这些传统给我们展示了背

后的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结合生活反映出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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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信仰”的情怀，表达了“人花一体”的精神。日

本花道发展直至今，这些传统思想依旧对花道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

3.3.3 中日花道对比研究

日本花道起源于中国，但在长久的发展之中却区别

于中国插花 [11]。两者相比较，在选材上中国更倾向于通

过不同的花材，呈现吉祥如意、平安富贵、宁静淡雅等

明显寓意。多用白玉兰、牡丹、竹、松等带有象征的植

物。而日本花材使用量较少，更喜好通过简洁的组合或

者花朵的含苞盛开之态，来代表事物的时间流逝。强调

自然界的生态美感。从花器相比，中国插花在古时多用

于佩戴，只是简单地盛放在盆内，后期才逐步使用瓷瓶、

石盘、竹筒等器皿。花器上的花纹多是以中国传统元素

为主，进而体现了中华东方大国悠久历史之美。日本插

花器皿，则多以花盆为主，提倡简洁大方，色彩朴素，

多为黑、白色调。从结构看，中国插花注重模拟花草自

然形态，善于运用花草枝叶协调整体造型，使作品的整

体错落有致，形成一种不对称的均衡美感，突出神韵，

强调自然美感 [12]。日式插花则更加凝练精致，给人一种

简洁干净的气质。

虽然二者整体气质有所区别，但都源于中国最早对

于山水的审美，其中的技艺构造，都包含了中国传统儒

道哲理，重视花的姿态神韵，整体美感与线条搭配，使

插花整体清闲淡雅，超脱凡俗。让人们观赏到的不只是

插花本身，而是“天、地、人”的和谐统一，都体现出

了东方特有的自然理念和哲学观念 [13]。

在古代，中国佛前插花规模庞大，更是有日本使臣

多次拜访隋朝学习佛教礼仪佛前供花。在花道发展中，

日本花道一直都在不断吸取中国插花的优秀之处，并不

断发展壮大。日本插花文化的兴盛，不只在于自身各个

流派的产生，更是日本对于花道文化的教育普及，甚至成

为女性必修课之一 [14]。中国的插花教育无论是学校还是社

会，都略显单薄。人们在插花相关的培训机构学习到相关

的插花知识 [15]，远远达不到人们对花道文化对学习。

4.日本花道文化发展对我们的启示

从中国佛前供花流传到日本的插花艺术，在日本

百年来的革新与传承之下愈发兴盛，规模也还在不断扩

大。日本之所以把花道普及如此之广，是因为日本花道

已经不仅仅是插花艺术这么简单，更是日本传统文化的

重要一部分。日本人民对花道积极的传承革新，不断影

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民的心灵和精神。中国作为文化大国，

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应更加善于对优秀文化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提

高中国的文化自信文化担当。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

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文化

支撑，为当今世界发展贡献精神力量。

5.结语

日本花道源于中国隋朝佛前供花，之后在吸收了佛、

儒、道教思想理念后历代不断的传承创新之下得到了长

久的发展，更是成为了日本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今，日本花道已在新时代彰显出独特的艺术

魅力。花道不光是人们对美的向往，更是漫长历史中对

自然、哲学的现实体现。中国作为日本花道对根源，更

不能让花道文化没落。发扬蕴含中华传统文化的花道文

化，同样也是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我国文化发展

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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