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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2日，寒冽的北京迎来暖阳。曾是鸿儒
雅士聚集地的北总布胡同，见证了数百年的时
代更替与历史变迁后，与车水马龙渐远，安谧
中伴着几分落寞。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
副主任、布里艺术文化中心创始人徐文治的工
作室，就隐于这条老胡同之中。

清雅古朴的房间里，一身布衣的徐文治正
在侍花。几枝树条，三两小花，看似信手侍
弄，却神韵古淡，画境如诗。

追溯瓶花前世今生

提到插花，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日式插
花，如果是插花爱好者，或许还能说出池坊、
草月、小原等日本花道。其实，很多人不了解
的是，中国传统插花源远流长，自宋代到现在
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徐文治在他的新书《瓶
花之美》中正本清源，梳理了中国传统插花起
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他更愿意将其称为
“瓶花”，而非“插花”，事实上，中国传统
插花自宋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叫
“瓶花”，“瓶花”的概念其实比插花、花
艺、花道涵盖的范围更广，离中国传统文化也
更近。

“村居何所乐，我爱读书堂。阶草侵窗
润，瓶花落砚香。”现在能找到关于瓶花记载
最早的资料，是北宋俞瑊的这首《中山别
墅》。在宋代史料中，能找到40多首提到瓶花
的诗词。到南宋时，“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
坛也插一瓶花供养，盖乡土风俗如此”，插瓶
花已蔚然成风。明代，“瓶花”理论发展到巅
峰，出现了三篇重要的“瓶花”理论著作：高
濂的《瓶花三说》、张谦德的《瓶花谱》和袁
宏道的《瓶史》。新中国成立前，程世抚先生
写的小册子《瓶花艺术》中，所有关于瓶花的
概念还是沿着唐宋元明清历代传下来的。但到
上世纪六十年代，“瓶花”在大家看到的出版
物中就变成了日式插花，日式插花在我国逐渐
发展起来。改革开放后，好多老先生恢复中国
传统插花时，接触的其实是民国人学的日式插
花。

因此，徐文治觉得有必要为中国插花正
名。他说：“研究中国传统插花首先要回到典
籍里研究。尽管现在好多人在标榜中国传统插
花，但是中国传统插花到底是什么，插花界还
是没有搞清楚。”就像现在很多人吹捧说，宋
代文人提倡“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
闲事，但回到典籍中，会发现“四般闲事”在
宋代是成熟的雇佣服务，和文人并没有关系。
所以，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徐文治举例
说，好多人看了《瓶史》来讨论中国插花，却
根本不了解袁宏道写这部作品的原因。其实袁
宏道在写《瓶史》前后，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
大的转变，他从禅宗的看话禅、狂禅转向了净
土宗，原来光谈悟，现在他觉得同时还要修
持、要持戒，因此《瓶史》一开篇就写道：
“夫幽人韵士，摒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
山水花竹。”所以插花其实是他持戒修行的一
个替代品，了解了这个背景，才会真正理解
《瓶史》的内容。“我觉得学问要扎实，要有
根基，还要有门径。”这是徐文治的态度。

恭王府中窥瓶花

25年前，因爱慕老舍先生《济南的冬天》
里的情致，徐文治从山西来到山东，就读于山
东大学中文系，开启了“自是刻苦砥砺，日夜
孜孜”的读书求学之路。毕业后，他在济南从
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

2002年迁居北京，徐文治一头扎进了艺术
圈。“跨界”营生的他，对书画艺术知之甚
少，读书成为他迅速打破行业壁垒的有效途
径，民国以来出版的历代书画艺术图籍宝绘，
迅速摆满了他的书架。此后他担任《画廊》杂
志副主编、《新美域》杂志主编，对书画精研
细究，特别是对萧谦中、陈师曾、溥心畬、赵
朴初等近代艺术大师，有颇多研究心得，诉诸
论述。“得诀归来且读书”，为他所躬行。

2013年，徐文治在北总布胡同，创建了布
里艺术文化中心，后担任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
研究所副主任。他倾心于空间艺术规划，殚力
于艺术展陈，从传统瓶花入手，在恭王府诸多

展览和布置中实践他的艺术理念，得到了观者
的首肯和追捧。

说到与瓶花的结缘，徐文治说：“我生在
晋中南太行山中，山土贫瘠，土人耘田为生，
靠天吃饭，居处少有花木，荒郊草卉多不知
名。印象中最热闹的是邻家墙外一株秋桃。阳
春天气，花叶齐发，蜜蜂营逐，树下系一头犍
牛，粪土中春之气息久久留在记忆里。后来因
缘际会，编辑美术杂志《画廊》《新美域》多
年，大量接触中国传统绘画，最喜欢的依然是
花叶齐发的桃花，常令我忆起乡间阳春情景。
这大概是我和花最贴近的因缘。”徐文治说，
他因董理赵朴初先生的书迹，读先生所做茶诗
数百首，喜欢他早年“冷意初凝借茗浇”的诗
意，于是发愿整理他的咏茶诗，稍稍涉猎于茶
事，也由此开始接触插花。

“那几年我接触作品最多的画家就是溥心
畬。他上世纪60年代去世，他的夫人前两年刚
去世。之前每年他夫人都会回北京来，他的作
品我出版过好多，杂志出过四五期，也做过几
次展览，经手了好多东西，所以对溥心畬的研
究了解比较多。溥心畬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插
花的作品，有些画画的直接就是瓶花，我就问
老太太，这是怎么画的？为什么喜欢画瓶花？
老太太就给我讲溥先生怎么插花，有时候还给
我指导一下。我经常买花回去插，阳台上种了
好多花草，老太太给我讲过一些她接触过的王
府插花。”

溥心畬是恭亲王奕的孙子，恭王府可以
说就是溥心畬的宅子。他在恭王府住到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搬离。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恭王府历
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承载
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大家一说王府
就说那是王爷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抛开身份
来看，王爷的生活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更高级
别的生活趣味、生活格调和生活范式。”

在徐文治看来，王府和皇宫既有联系，又
有区别，虽然王爷是皇子，但比起皇宫，王府
中正统的、仪式感的东西要少得多。“王爷接
触文人的东西更多，他生活在民间，往上连接
皇宫，往下连接民间，因为他就在胡同里，就
把很多世俗的生活带进了王府。王府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枢纽，我希望能够以此还原更多中国
传统生活方式，研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到底
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研究，徐文治发现，恭亲王的诗里有
很多关于插花的作品。溥心畬的父亲载滢的书
里写了更多关于插花的作品，甚至还有插花技
法的叙述，比如有一个和尚教给他应该怎么插
花，花应该怎么保养。“溥心畬的夫人给我讲
了很多溥心畬插花的事情，告诉我他为什么画
这样的画。老太太讲他在杭州看见水姜花，就
会摘下来插在瓶子里，画一幅水姜花，还写了
《水姜花赋》。当时我们关注的是绘画，等到
我后来再去研究瓶花的时候，才知道远远地有

一条脉络在那，好长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在关
注它，只是没有深入系统地去研究。所以现在
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着力去探讨插花，研究恭
王府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

“你找不到一门艺术，能像瓶花一样，涵
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徐文治解释
道，瓶花艺术包括瓶花自身对诗和绘画的借
鉴；包括中国文人居室的环境，比如瓶花的台
座、家具，以及墙上悬挂的书画；包括中国文
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他们的审美观。瓶花仅
仅是文人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个点，但它是中国
传统文化的一个切片，通过这个切片我们可以
了解中国文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他们内在
的精神世界。

如今，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被看重，
各种国学班悄然兴起。而在徐文治看来，在传
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瓶花是比背《三字经》
《弟子规》更有意思的一种途径。“四时、节
气、节日、居室环境、书法艺术、绘画艺术、
空间布置、家具、器具、植物……除瓶花外，
找不到一门艺术能涵盖那么多的点。我希望通
过瓶花，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让现代人在
动手插一瓶花的过程中，慢慢体悟到传统文人
是怎么生活的，传统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
的，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如何慢慢培养起来的。
有兴趣的基础再去读书，再找到你的兴趣，这
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徐文治说。

“虽由人造，宛自天成”

日本“未生流笹冈”家元笹冈隆甫在《花
道》一书中说：“花道入门最初学习的是
‘型’，即前人总结的花艺设计图。按照设计图
组合排列的话，任何人都能做出美丽的插花作
品。”与日本花道讲求模仿老师的“型”不
同，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内心情感的抒发，瓶花
亦然。

徐文治说：“日本人的插花是通过枝条模
仿大自然，模仿出来就成了定式，忘了大自然
是什么样子。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天人合
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模仿大自然，取法自
然 ， 从 内 心 出 发 ， ‘ 虽 由 人 造 ， 宛 自 天
成’。”徐文治说。

中国传统的瓶花不是在表演技法，它是把
所有东西糅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这件作品和人
的交流过程，是个人的感情、情绪、审美等内
在的外化。因此，插花的花材、器具并不需要
多么讲究，用我们身边的矿泉水瓶、玻璃杯，
马路边的小野花、狗尾巴草一样能插出好的作
品，“重要的是你的心态，插花是你的心态的
展现，是你的审美和素养的外化。”

因此，在给学生上课时，徐文治从来不让
学生跟他插一样的花，他会帮助学生把所感所
想变成一件艺术品，从学生的喜好出发慢慢提

高他们的审美，“在尊重植物本身特性的前提
下，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这就是我们开放
的中国文化”。

中国瓶花虽然没有日本花道固定的程式，
但不意味着它没有标准，只是这个审美标准是
非常模糊的。高濂在《瓶花三说·瓶花之宜》中
说：“俯仰高下，疏密斜正，各具意态。”徐
文治诠释“意态”为“生趣”，即表现植物自
然生长的姿态，这是最起码的。在生趣的基础
上，如果能表现出插花者个人对这一枝条的生
命的感悟和取舍更好。最高境界则是加入审美
的眼光，将插花提高到艺术的层面。南北朝时
期，谢赫提出绘画“六法”为中国古代绘画的
最高标准，第一法就叫“气韵生动”，徐文治
认为插花也是如此，整件插花作品达到“气韵
生动”是中国瓶花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中国瓶花与传统诗歌、绘画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徐文治认为，中国瓶花的趣味，就是
中国传统诗、画的趣味，瓶花是文人审美的一
个延续。中国文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诗意的
认识，绘画讲求诗意，插花也讲留白，讲意
趣。

欣赏徐文治的插花作品，便能感受到袁宏
道所说的“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
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但徐文治
也提到，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敦煌壁画里的花，
称其为插花的雏形，他认为这毫无意义。他
说：“绘画是加法，插花是减法。绘画是平面
的，插花是立体的。插花必须在枝材的现实的
枷锁里面去发挥，它比绘画更难。我们说插花
像绘画，接受的是绘画的审美，如高濂所说
‘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方有天趣’，但是不
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对于当下的审美教育，徐文治则认为有所
缺失，“我们毕业了，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样的
绘画是美的，什么样的书法是美的。很可惜我
们在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学到中国传统
文化的精髓。即使背古诗、古文，还是在进行
知识的储备，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有一个
朋友给我看过一本西方小朋友看的绘本，讲舞
蹈演员怎么排练怎么受伤，但他所有的插图都
用的德加的画，把德加画的关于跳舞的画编成
小故事，无形之中就让小朋友们看到了最优秀
的画家的作品。而我们现在的绘本很多粗制滥
造，画这些绘本的人艺术修养达不到大师级的
水平。所以我一直想用名家的画作来编绘本，
好比《小蝌蚪找妈妈》，故事还是那个故事，
但小蝌蚪、青蛙、鸭子、马、小溪，全用齐白
石的画来配图，寓教于乐之中建立一个审美标
准。”

生活的一个“小水珠”

传统插花如果不能融入当代生活，就必然
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生活艺术化”是徐文
治最近几年关注的一个课题。他说，表面上谈
的是生活艺术化，背后支撑它的是艺术如何化
在生活里。从插花来看，就是说如何让插花艺
术地进入生活环境里，把我们的生活打造得更
好，“插花是生活的一个‘小水珠’，但它反
映的是生活审美的所有的追求”。

现代家庭装修风格各异，有欧式的、中式
的、美式的、日式的等等，各种各样。如何让
瓶花进入我们的生活空间呢？徐文治在不同的
空间里实践，让瓶花进得去。“你不能光在一
面空空的墙上插上花，因为你家里没有那样的
墙，你家里就是沙发电视，那它能不能进去？
如何进去？”徐文治在采访中对不同的生活空
间搭配什么样的插花作了一番分析，如客厅适
合摆放一些大型插花，书斋或茶室等小空间适
合摆放矮而小的插花。

近来，徐文治关注的是如何让插花融入现
代人的办公室，他说：“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
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
忙干完活就走了，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
小时。如何用插花把你每天都要面对的这个空
间打造得更好，富有情调，是我们下一步要探
讨的问题。”

如今，“每周一花”流行，很多年轻人加
入到了每周收花、插花行列。尽管此花非彼
花，徐文治却把它当作了一个很好的市场调
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是喜欢花的，我
们不可能每天去市场买花，如果有人给我们送
来的话，我们是非常乐意买单的。但是它做得
不成功是因为价钱压得低，所以你收到的花只

能是被淘汰的花。而中国传统瓶花找根枯枝随
便一插，三个月以后可能突然长出叶子来了，
在这样的冬天里绿油油地发出芽来了，这对你
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束大棚里养的
花不能带给你的。”

中国传统的插花讲究枝材，以木本花材来
插花，春天的桃、李、杏、丁香、柳枝、雪
柳、连翘、迎春、龙柳、枣、玉兰、女贞，秋
天带果的海棠、山归来、小檗、虎刺、珍珠梅
等等，这些木本花材在瓶花中线条美、变化
多，可得来却并不容易。市场上没有卖的，去
小区里剪一枝还要背负道德的谴责。“但是在
我们的小区里、公园里，园林工人会剪下一大
堆枝子，还要花好多钱去处理这些垃圾，我们
想用枝子插花却没有枝子。所以我在想，我们
能不能建议工人把我们需要的枝子剪下来，经
过处理后运到市场上，这才是节约型经济。你
现在收到一束康乃馨，配了两枝百合、月季，
下个月再换也还是这些花。广州的桃花现在开
了，你得到了一枝桃花，往瓶子里一插，下一
周苏州的梅花开了，你收到了一束梅花，你是
什么心情呢？你的心情要惊喜得多吧？这是一
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值得去探讨。”

致力于传统生活美学研究的徐文治，乐于
接受新事物。2016年，他在微信里办起了“瓶
花艺术之岁时节序”课程，跨越时间与地域的
限制，让一群趣味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切磋，随
时随地学习传统瓶花艺术。如今，徐文治微信
群中的学生已有300多人，而关注他的微信号，
对瓶花艺术感兴趣的已有几千人，徐文治也乐
于将自己的作品、心得实时分享。“我是一个
现代人，爱慕传统文化，向往传统文化，所以
去研究传统文化，并把这种传统文化拿过来古
为今用。但唐代的花、宋代的花、明代的花，
都不适合当下，我们插的就是当下的花，我们
只不过是和古人的精神、审美去结合，和文化
的传统对接上。”

如何让插花融入现代人的办公室？徐文治说：“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
干完活就走了，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小时。如何用插花把你每天都要面对的这个空间打造得更好，富有情调，是是我
们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

徐文治：瓶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切片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谢青筱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陈巨慧/摄影
徐文治在工作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

网红不好当！
熊猫“香香”要加班

距离熊猫“香香”在
日本上野动物园首次亮相
已近1个月，但小家伙的
热度依旧涨涨涨！今年2
月起，“香香”的“工作
时间”将延长至7小时，
参观人数将从每天2000人
增至9500人。

缅甸土豪嫁女
全身翡翠价值5亿

近日，缅甸仰光
一场“土豪婚礼”震
惊了该国民众。新娘
的父亲是缅甸著名珠
宝富商，于是婚礼上
新娘从头到脚缀满翡
翠。总价值大约是5亿
元人民币。

英国举办蝴蝶展
美女“招蜂引蝶”

英国伦敦西郊萨里郡威
斯利花园内模特Jessie的身
上停着许多美丽的蝴蝶。据
了解，今年，威斯利花园的
蝴蝶展将迎来超过50种充满
异域风情的蝴蝶，这些蝴蝶
在威斯利花园翩翩起舞，游
客将有机会与其互动。

小萝莉美似真人洋娃娃
爸爸辞职做贴身保镖

伊 朗 小 女 孩 M a h d i s
Mohammadi，宛如真人洋娃
娃，这让年仅8岁的她爆红，
她经常在路上收到粉丝的送
礼献花搭讪。爸爸因此辞职
改当她的贴身保镳，每天亲
自接送她上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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