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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传书》

内容概要

继《一日一花》之后，日本当红花道大师川濑敏郎的经典花艺著作《四季花传书》终于和国内读者见
面。山茶花、紫罗兰、水仙、芭蕉、朝颜⋯⋯川濑敏郎以每月一花的形式，花了2年时间，从历史、
文化、艺术、美学的角度阐述他的花艺。同时从四季不同花草的插法，到花剪的使用、器皿的选择，
细致入微地介绍了生活中的插花指南。
川濑敏郎的插花经过岁月的磨砺，从年轻时代华丽的形式美精炼到后期侘寂美学的质朴。在作品中强
调一种“不依托于外在”的缺、拙、涩之意境，正如日本花道回归人的内在，呈现完整的生命之美。
如果说《一日一花》带给我们更多的是视觉上的审美享受，那这本《四季花传书》则是一次对花道文
化的启蒙与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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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川濑敏郎
1948年生于京都，自幼师从最古老的“池坊”花道。日本大学艺术学部毕业后，前往巴黎大学留学，
回国后不拘泥于流派，回到花道的原点自由创作。
擅长用古老、质朴、布满历史痕迹的器皿当做花器，依据时节到山野里找最当令的花叶，融入花器中
，简约中有一份枯寂之美。他的花艺有 着浓厚的禅意，常被人当作对四季更迭、时间流逝的一种冥想
方式。
著有《一日一花》《四季花传书》《花会记》等。
杨玲（译者）
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专攻日本文学。1990年代初前往日本，学习欧式花艺。2002年入门
传统花道小原流，现为日本花道小原流教授、日本国家花卉装饰一级技能师，在日华人花艺协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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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月  松竹梅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首先选择花剪
二月 油菜花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器皿的使用，从土器入门
三月 山茶花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来尝试插山茶花吧
四月 紫罗兰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枝条插法的基本要领
五月 鱼腥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草花最关键是补水处理
六月 笹百合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凸显一朵花的要点
七月 朝颜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养植朝颜
八月 秋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如何使用花笼
九月 野菊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衬托花容的“场所”
十月 枯莲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秋叶，选枝是关键
十一月 牡丹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轻松赏玩挂花
十二月 棉花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表现水仙之美的技巧
一月 稻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插新年之花+竹花筒的制作方法
二月 辛夷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利用玻璃器皿插早春之花
三月 蒲公英与鹅掌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优雅地插春天的草花
四月 竹笋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掌握竹花筒的规则
五月 敦盛草与熊谷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破烂之器，名花相衬
六月 青桃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梅雨时节，来插清爽之花 ◆绣球等◆
七月 芭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盛夏之花，水作主角 ◆芭蕉与木槿◆
八月 剪秋罗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滋养花心之器
九月 芒草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表现芒草的余韵
十月 山芍药与王瓜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点亮古旧民具的一抹秋色
十一月 柿子
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生活中插花的要领
十二月 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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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投入式插花：以“侘寂”来结束腊月 ◆寒菊与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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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传书》

精彩短评

1、里面讲很多植物很有趣
说鱼腥草是带有禁忌之感的修女
身上带着原罪，和其他花一搭配，激情就出来
是表面清秀，内心火热的女子

2、除了美图外还十分实用！
3、我们欣赏一朵花在自然中的样子。自然的美，是无私的美，也是最高的美。但插花不同。它带着
看花的人的心情——看花的时候，仿如眉心落下一滴清净的水通过了身体。花道大概需要在形式上学
习，但插花本身不需要学习，而是习惯。因为插花只是把心情表现出来而已。——川濑敏郎
4、有插花的知识，也有对花材感情的描述，也有干净素雅的配图，可做枕边书，时时翻阅
5、禅意朴素的美
6、十二月的花，十二月的草。本来就是想看看图，看看花花草草，但书里会有一种严谨、禅意。
插花，和生活一样，每一处都在我们的态度里。
化繁为简，粗中挑细，看似简单中突出重点。
“鱼腥草，像圣洁的女修，但搭上鲜红的蛇莓，又有肆意的放荡。”花草搭配所展现出来的情感，也
是非常妙。
7、最近在看的生活美学类的好书之一。单只的花束高耸或斜躺在古朴的花器中，满满的日式侘寂感
。花是时间的表情，芒草、剪秋萝、朝颜、枯莲、辛夷、青桃、芭蕉....光听这名字都能美到窒息。跟
中国一大捧热热闹闹的花相比，日式的花艺美学，更能让人获得内心的平静。
8、好美呀。
9、启蒙书
10、对于想要学习插花的人来说是一本很好的启蒙书，能学习到很多插花的方法，但是还是要身体力
行才能真正学会，毕竟纸上学来终觉浅，特别是这种要求动手的活动
11、只看图没看字，好厉害啊
12、一花一世界
13、非常美，也有不少实用的插花知识
14、很实用的入门级花艺教程 作者文笔很优美 很自然 我们的生活需要鲜花来装点
15、川濑先生一边教读者投入式插花的技巧，一边把他与花的故事娓娓道来，将每一天都过得美到了
极致。
16、講述日本花道的表現和處理方式
17、只看了讲花的部分，插画的部分没有看，目前看了也白看。川濑敏郎的境界还是很独绝的，往往
令人啧啧惊叹。
18、当季读物
19、这本书打开了一扇窗。
20、生活如此美好！
21、插花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仪式感，是一种宣告，意境并不只是花与花器，还有过程，环境的
融合。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22、买了一整套收藏
23、好喜欢
24、朝颜遂愿即凋谢
25、实用性较强，待细看。
26、细致的简述怎么样处理从平常环境所摘取的花  。 
27、学插花，有收获
28、2016.9.25 好久没有这么完整的周末，可以赖床、发呆、喝茶、看完那些翻了一半的残卷⋯嗯，这
是我弃考司法考试换来的！川濑敏郎的第二本书《四季花传书》（有关于花、器、典故的讲解）比第
一本《一日一花》（基本就是365张图片）实在得多，虽然关于中国传说的转述不敢苟同，但还算一本
不错的日式插花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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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生在旷野里，花只是花，通过一双手的剪切以后生长在花器里，我看到的是一颗灵魂。
30、美不胜收的一本书，24个月，每个月一个主题。除了茶室插花的基础做法外，更像是在以花论世
情、论人生。在这本书之前，很难以理解日式插花的美学，现在终于能看懂一些了
31、这本书读了蛮久。作者按月挑选当季插花，每一幅构思的解构，对花的理解感悟，还有各种实用
技巧，让人不觉细细品味其中奥妙，随作者辗转四季，穿梭时光。
32、修改一遍书评。最近一直在看插花有关的书，其实这本是最开始看的，后来也没有怎么打开过，
毕竟比较偏花道。但是在看其它书或者插花的时候，总是会想到这本书里面一些细碎的文字，也会想
起作者细腻的心思，并因此会尝试去观察一朵花想要用什么样的姿态来展现它自己。嗯，有气场的人
总是能影响到他人。
33、非常好，迄今看到最好的一本。既有故事，也有技术，更有感情。中国人写不出这玩意儿。
34、美是永生揽镜自照。
35、作为入门读物很好看
36、以前一直觉得插花只是一种人造美，忙活半天地准备花、器、修剪也只为了在凋谢前的那一瞬之
美，或者就为了拍一张典雅的照片吧。读这本书后，才知其美妙啊。同样是制造美，拍照和插花的区
别就是，前者只是简单按一下快门将景物存储在卡里，而后者则每一步都是要用心去做才能得到心仪
的作品。首先它是一门艺术实践，在花的选择、搭配、器的选择、修剪、摆放位置、姿态形状⋯这些
很繁琐的事项中，每一步骤都可以创造，以达到与周围环境实时搭配的美，而这个过程是美的感悟，
至于作品本身的价值倒是其次。因为都是在动作过程中体验心的艺术，就如同日本茶道，烧水、点茶
的过程看似很简单，但茶室的壁龛轴画、插花、火炉、茶具等这些器物的准备或使用，都是在悟道呢
⋯但插花得熟悉大自然的花花草草，而且还得对很多的器物了解和收藏，确实外行看来还是蛮麻烦的
37、这里把插花描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与植物交谈，观察藤蔓的表情，倾听枯莲的声音。和中国人
崇尚的花团锦簇相差甚远，但我觉得，似乎更是亲近自然。有花苞，有怒放，也有枯萎，生命的每个
历程，不是么。
38、纵观书中的诸多图片，惊艳我的竟然是用一只白色的瓶子插野菊花的那一张，用了近乎黑色的背
景，野菊花墨绿色的叶子和白色的花瓣显得格外醒目。
39、懂花的人果然更懂生死、通晓人性，所追求的也特别简单。大叔不但花插得好，文笔也很了得，
翻译也确实花了不少功夫。此书有美图有典故，有观念有技术，除了排版似乎不太合理总要翻前覆后
来对照图文之外，值得一个大写的五分。
40、许多知识很有用，但是审美有差异，尤其是柿子和芭蕉二节不敢苟同。
41、文笔很优美 也很实用
42、作者的感想和故事跟花一起呈现
43、大美无言 
44、很多插花知识
45、好美。夏天盛开的莲花肩负着将人们带到天堂的重任。
46、仔细讲了很多插花小知识和细节，读过以后再去翻看之前买的一日一花，有了更深入的感受，感
觉美得很节制，喜欢！
47、初二于无境书店
48、细细品味，每一句话都凝结了作者对于花的美而发自内心的感悟和沉思，读来恬静美好又激动人
心
49、2016-111
50、很美的书，而且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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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3年末，借由《一日一花》的翻译，我有幸接触到了川濑敏郎先生本人，并被先生对花的深刻领
悟与热情打动。从今年春天开始，进入到他的第二本花道著作《四季花传书》的世界。如果说《一日
一花》带给我们更多的是视觉上的审美享受，那这本书则是一次对花道文化的启蒙与实用指南，内容
丰富、完整，也非常深奥。翻译过程中，为保证对文本的准确把握，我多次与川濑先生交流讨论，而
无论是听先生讲花、还是看他插花，都能感受到他对美的探求精神。日本花道中有一部分是“茶室花
”，它与严谨的“立花”截然不同，只需要一个小的花器和一两朵花或花枝，就可以清素雅致。而后
在“茶室花”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种新的造型，即投入花。投入花一般将少量的花材，随意地投入深
深的花器中，利用巧妙的技艺展示出一种朴素、诗意化的自然美。它是人们直接与自然的草木花的交
流、倾听其心声、尊重并展示“花的意志”的一种插花传统，是对生命根源的敬意而产生的花。日本
是世界上唯一用“生花（生け花）”这一词语来表示插花的国家。“生”即“生命、活着”的意思。
正如我们要生存下去一样，我们在插花过程中，被心灵之花所滋润并回归自然。通过这种相互依存，
人与自然才能同相辉映。“生花”表达的是人的心灵，它可以说是在与自然共生之中，产生了与日本
艺术共通的审美意识。而“自然、空灵、沉静、朴素”的禅宗美学观则是日本人美学的原点，川濑先
生插花作品中的枯寂感正是表现了日本人的这种“恬静和空寂”的审美意识。川濑先生的作品经过岁
月的磨砺，从年轻时代华丽的形式美，精炼到后期侘寂美学的质朴。在作品中强调一种“不依托于外
在”的缺、拙、涩之意境，以一种极致的方式，通过花道，在“丑”中寻求美，在死亡中思考生存的
意义。先生追求“人与花一瞬间的相遇”之美。可以说，他用花体现了“一期一会”中所含的意图：
珍惜每个瞬间的机缘。“花”，就是“心灵”，即“生命的形态”。插花，便是读取自然的姿态，然
后与无言的花草对话凝听大自然的声音。奉献无垢的一木一草一花，插上自然之花，就是将自然中的
“生命形态”装饰成“美”，表现出我们的“灵魂”所在。川濑先生的花艺，已超越了技巧的表现，
而是对生命的探讨。通过花和心，找到插花的原点，感受生命的可贵。当我告诉先生他的作品在中国
受到了很大欢迎时，先生说：“日本的插花起源于‘供奉神佛’之花，它是将人心作为草木花的象征
，仅仅数朵花就能展现出千变万化的自然景象。我想是这种具有很深的精神性及格调的插花，深深地
吸引了中国的朋友吧。但只是模仿插花的表面形式，是很难形成具有创新的、有中国特性的插花文化
，我渴望看到中国花道文化的繁荣。”书中涉及了大量日本历史典故与诗词，要特别感谢《中华新闻
》报社的社长姜建强先生帮助审校，确保语意的完整呈现。杨玲 2014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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