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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的美学》

内容概要

花道形成于日本中世，而佛教与花道戚戚相关——佛教不仅对于插花艺术，对于现在被认为是日本传
统艺术的能、歌舞伎、茶道、庭园建筑等而言，都是其精神上的寄托。优秀的插花作品，都表现得非
常寂静，稍不留意就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看似平凡毫不显眼的作品，其深处却隐藏着作者那汹涌
澎湃、跌宕起伏的意念，当我们与这种精神意念相遇的时候，就能发现古典插花作品的本质。插花艺
术的本质就在于表现生命短暂而艳美的鲜花在凋谢时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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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的美学》

作者简介

吉田泰巳 1939年生于神户市。日本著名花道艺术家，嵯峨御流的掌门人。现任财团法人日本插花艺术
协会理事、兵库县插花协会顾问、“光州美术展览会”名誉宣传大使。作为一个艺术活动家，吉田泰
巳将插花艺术运用于野外景观空间创作，创作和开展了“相闻奏华”风格的插花艺术，并对吉永小百
合主演的电影《时雨记》等进行过插花指导。他也是日本花道的名誉宣传大使，曾给罗马教皇和摩纳
哥格蕾丝王妃表演过插花。其主要著作有《嵯峨御流、吉田泰巳的世界——追求祈祷风格的插花》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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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会破坏自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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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心灵的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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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的美学》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想必弘法大师是将自己的理想托付给了真名井御前，而真名井御前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重
复念诵“南无大师遍照金刚”的名称。在印度，人们见面时通过合掌并口称“NAMASU、TEE”的方
式来打招呼。“NAMASU”的意思是“我所尊敬的”，“TEE”就是“您”的意思，而“NAMASU”
在汉语中被翻译成“南无”。“遍照金刚”就是惠果和尚授予弘法大师的名号，就是“如遍照人世间
的金刚钻石一般”的意思。“南无大师遍照金刚”也就是“我深信弘法大师，并将自己的全身心托付
给他”的意思。真名井御前找到了念诵此名称的方法，并通过重复念诵这个名称而开悟。之后又有了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妙法莲华经”、“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八幡大菩萨”等等名称。 我
当然没有像弘法大师那样到达开悟的境地。因此，我只有一边教授插花一边扪心自问：“教授插花是
否是技艺未精的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呢？”最近，大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亲近花草，不用我指导也能从
花草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希望无论是男女老幼，能有更多的人去亲近花草。为此，我现在正专心致
力于创造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接触到花草的环境。虽说世上没人会嫌弃鲜花，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情，
开始的时候总是需要动力的。要想进入插花艺术的世界，也有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才能破除这个门
槛呢？ 现在的插花界似乎教和学的意识太过强，过于死板，因此常常在想为什么就不能再轻松愉快一
些呢？于是，我决定成立一个名为“醉花会”的同好会。这个同好会虽然也有女士参加，但基本上却
是以与插花无关的男士为主。每月活动一次，有三十人左右参加，吵吵嚷嚷非常热闹。大家来了以后
首先拿出各自带来的下酒菜举杯畅饮一番，酒过三巡，然后才一起去花店选购花材，大家都是似醉非
醉地乘着酒兴进行插花的。 世界由各种各样的既成观念所构成。可能有人会说“喝醉酒以后也能插花
？男人也会插花？外行也能插花？”但是难道说我们酒醉以后就没有羞耻心了吗？那只是因为觉得与
有没有羞耻心毫不相干，我们才能轻松愉快地进行插花。因为喝了点酒，使得我们的心灵自由了。制
作出来的插花作品是否称得上作品，这都无所谓。相互之间或对作品进行评点，或以作品为菜肴举杯
对酌开怀畅饮。不可思议的是，在那段日子里总有一些作品让我赞佩不已，为此我们还举办了一个作
品展览会。应该说，虽然我没有去刻意指导大家插花，但由于大家接触花草的机会多了，因此从花草
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通过插花我们组成了一个团体，这与其说是为了提高插花的技术，倒不如说在
结交朋友、交流信息、相互帮助、消除压力等等其他方面的作用更大。这也是我从弘法大师和真名井
御前的相遇而诞生的捷径中所学到的道理。在这里我并非要否定拼命努力的做法，只是觉得除了正面
挑战之外，还有一种绕道而行轻松便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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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的美学》

精彩短评

1、了解日本的美学文化
2、内容还没看，不过质量很好
3、很薄的一本，并没有介绍很多关于日本花道的技巧，而是通过作者自己的经历和感悟描述了他对
花道和生活的理解。吉田泰巳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
4、有一点点明白千利休的“如花在野”了：因为主客体的分离，已经与自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隔阂
，所以要从插花创作中寻觅被遗忘的神灵。插花作品如同自然的一缕意念被安置于人为的空间里，神
与佛的声音在寂静中显现。“插花作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作为主角”，就像云聚云散、风
起风息，应该毫不引人注目却又不需自证地存在着。
5、插花图少，价格划算。需细细读
6、隔着个小窗户小望了一眼，不知其所以尚⋯
7、啰嗦，重复，说不到点子上。主事者书选得有问题。
8、要看的生活美学书籍
9、对日式花道有了基本了解，但是不能算是有趣的书哟
10、不仅仅是花道
11、很好的书，我非常喜欢。花道的美学，用很简单的话语就然人读明白。赞一个
12、比起其他插花的书，算是略生涩，全是文字，要耐心下来读。读完一遍似乎很有收获，现在却还
无法描述清楚。似乎更偏重于花道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意义等人文的解读。有时间要再细读，会有更
多理解。
13、讲了插花与各种事物的关系，对于花道的研究还是可以的。
14、万物皆有灵，花道体现出的是日本人原始审美意识和人生哲学。研究花道就是研究日本，研究日
本就必须了解花道。
15、值得一看的一本小书。
16、美兰湖边读完的这本小书，纯理论之作，却十分谦和中肯，助于了解日本花道的前世今生以及对
花艺教学的相关思考。在当下的时代，如何办好花艺学堂和分享花之美与创作之妙的相关活动，十分
重要。刚才看到的凌宗涌的花艺旅行是很好的方式，但不止于此。
17、在学艺术插花，正好可以了解一下
18、实在不知道这本书意义何在。相比此系列的茶道的历史真是差太远。
19、刚开始读，需要一段时间
20、这个全新的世界
21、真义内守，相闻奏华。
22、科普小册子，起源和相关的文化底蕴基本都说清楚了
23、不错 了解一下相关文化
24、文字空泛, 重复太多, 像无意识的喃喃自语.
25、作者是日本插花大师，并不是旁征博引的学者，此书写得零零碎碎，东鳞西爪（不过这好像是日
本人的特有风格），但是，也正因为不是学者，不爱掉书袋，因此写得不空洞，有内容，所写的都是
有亲身体验的真知灼见，因此非常值得一读。书中透出浓浓的日本人特有的文化使命感、艺术使命感
，还有较为开阔的心胸。插花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日本传统艺术，作者在继承这一传统艺术的同时，还
有强烈的时代感，立足于这个时代对插花艺术加以介绍和反思，可以看得出，作者绝非一个抱残守缺
的“文化遗民”。我第一次读关于插花的书，颇有受益。一个较突出的感觉是，要真正了解日本文化
，不可忽视插花艺术。
26、不错的翻译书籍
27、非常值得一看的书，写的很好
28、入门读物
29、了解花道的文化内涵，可惜没有图片啊！
30、多深的理论没有，写的很有日本人的诚恳，诚恳背后的态度让人尊敬。
31、很薄的小册子，也很好
32、这本书的优点之一就是短小精到。整本书篇幅不大，但涉及到日本花道的本源。其次是采用说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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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道的美学》

事的方式来阐述观点，即使是外行人也容易理解。再次是内容充实。如果你和我一样对于日本花道的
了解仅限于宗教、与自然互动、减法等的话，该书会告诉你更多更细致的东西。最后是结构严谨。作
者用很强的逻辑将看似不相关的小故事串起，而每个故事都很简短、又重点突出。从而我们得以了解
日本花道的基本出发点（根基），以及各大要素（枝干）。谈点个人体会：作者不回避“花道是否破
坏自然”这样尖锐问题的态度值得赞赏，也只有完全面对正面和有争议的东西才能有更好大发展。对
于花道如何继承发展所作的思考也挺有远见。写这本书的出发点也值得思考，他是在感觉到花道传承
危机时写的，日本人固有的危机感才使得他们在各个领域保持领先。看作者由于感到危机而采取的一
系列具体行动，也不难看出日本人的务实。在我看过的关于日本的书中，这两点随处可见，印象深刻
。读完书也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只是这本书是讲花道理论的，并不涉及技术上的细节，所以要学具
体技术的就要另外找书了。
33、大道至简，值得一读。
34、简单的随笔，没有严谨的逻辑和结构。不过艺术创作的思考都是想通的，尤其日本和中国在审美
观和对自然的欣赏有很多共同点，收获还是不少。
35、书很薄，买了第二本 感觉跟之前印制的封皮纸质不一样？里面内容有的还是很好的，很受启发
36、是作者的一些见闻感悟的小随笔，趣味性和深入性都稍欠了点。主要是比预期低了点，感觉作者
只是随便讲讲，没讲啥就讲完了。
37、一直挺喜欢插花、茶道一类的东西，看了此书了解更多历史与渊源。
38、书名和内容差异很大,内容也很差
39、还没认真看，应该很好。
40、像是作者的个人随笔。有的内容似乎跟花道关系不大，但是作者对艺术的热情很让我佩服，这大
概就是艺术创作所需要的态度吧。还有文中透出的那份满满的日本人气息，对日本，我所不懂的还太
多。
41、万物皆通
42、购于成都，买了几本送朋友。
43、一般般，没啥说的
44、纯文字的书，并且语言晦涩难懂，除非你对日本非常有认识，又认为研习花道一定要学习日本文
化，那就另当别论了！
45、送人的，有本没有塑封的被折角了，下次要注意
46、日本人的“道”无处不在，处处体现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美感。禅意尽在其中
，一花一世界！
47、薄薄一本，一大半是自我意识和牵强附会，少量有效信息，可以扫读。
48、日本人的生命美学  如花在原野 
49、最近读了不少关于道的书，说话之道，花道。所谓道，就是一种态度、原则或策略吧，相对于技
术层面的术，方向性更重要些。本书描述日本民族及文化的形成部分倒是印象更深刻些。一个岛国，
各种漂来文化，民族融合，怪不得日本式美女都是高鼻明目脸盘轮廓优秀，又有亚洲女性的圆润，想
来和民族混血是有关系的。而日本文化和韩国、中国等文化的深厚渊源及保留借鉴，更是难能可贵。
一章讲到对于插花来说重要的节日，基本都是从中国传来，比如初七人日等。以及对桃花、梅、竹等
寓意的借鉴。而插花本身则是生命意向的一种象征，将花草融入人的情感加以体现。插花有直立插花
、格花等不同流派，但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与环境的融合，起到改变环境空间气场氛围等效果。
这也是最早插花作为神器联接神与人，在神前供奉的原因。而具体插花过程讲究品格、剪枝、位置、
50、觉得还不错，还可以。
51、印刷质量很一般,内容不多,很薄,翻翻可以.
52、其他几本收不齐了
53、如果见到这样的出版质量，柜台绝不会购买。
54、价格实惠，买的这个系列的第一本书。书里没有太多技法的描述,但是反而让人看着蛮受思考和启
发。
55、太薄了，质量一般
56、本以为很厚的一本书，然后然后。。好薄好薄，还没有一个笔记本厚。内容还没细看
57、随笔性质的文字。作者阐述了他关于花道的一些观点，正如他认为花道重视素材这一周围因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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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也用了很大的篇幅从环境，历史，其他领域来展现花道及其中的美学思想
58、真的是好薄，白纸黑字。有关日本插画历史的吧，还没怎么读。。。
59、插图精美内容精致
60、内容比较丰富，但是总体（可能是结构的编排吧）来说读起来稍微有点枯燥，增长了见闻，很好
61、这人的花艺作品并不怎么好看啊，内容也是混乱的。把一些话翻来覆去的说。
62、内容不错，美好的语言，澄澈的心灵
63、日本插花是以心理意念为依归，花卉造型艺术重视装饰效果；两者似是而非，是完全不同层次的
东西。
64、我收到的这本书好旧，上面还有圆珠笔划痕。
65、基本就是纯文字。。。。而且主要是介绍花道的文化。有点像介绍茶道那种。但是没怎么实际地
教插花。是比较理论性的书。
66、略看了简介，应该还行。
67、这种书还是要多配图才行
68、很有深度的一本关于日本花道的小册子，看似每篇文字不着花道，实则处处在说花道。不是就花
道在说花道，而是就日本的文化来论说花道。我们常认为的花道仅仅是把花插在瓶子里，实则不然。
花道文化基础深厚，就如宝塔顶上的一盏灯，看来孤零零高高在上，其实在坐在厚实而高耸的基础之
上。《花道的美学》不仅仅是讲花道。日本国的由来、日本人的信仰、佛教、花的文化、花道的前世
今生、花道的前途等待，都是作者谁说的内容。许多年不曾一口气把一本书读完，读《花道的美学》
我都废了晚饭。想知道什么是花道、想学习花道基本知识的就不要买了，会另你失望；而要深层次认
识日本花道的，可以读读看。
69、《花道的美学》由吉田泰巳所著，花道形成于日本中世，而佛教与花道戚戚相关——佛教不仅对
于插花艺术，对于现在被认为是日本传统艺术的能、歌舞伎、茶道、庭园建筑等而言，都是其精神上
的寄托。优秀的插花作品，都表现得非常寂静，稍不留意就很容易会被忽略。但是，看似平凡毫不显
眼的作品，其深处却隐藏着作者那汹涌澎湃、跌宕起伏的意念，当我们与这种精神意念相遇的时候，
就能发现古典插花作品的本质。插花艺术的本质就在于表现生命短暂而艳美的鲜花在凋谢时的心境。
70、美丽如插花。读到这些文字好像看到了充满佛教表达意义的插花作品。
71、很薄的一本。
72、摆事实的部分有可取指出，还是介绍了一些花道的概念和准则，但是很多地方显得不严谨，牵强
附会，带着一股自说自话的艺道气。
73、但求古人之所求
74、比较中日差异
75、书还行，门槛级读物吧
76、艺术即修行，花道亦如是
77、内容简单，随谈，可轻松地读一读！
78、大概翻了翻，不错的
79、采访笔记的样子
80、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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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此书看了两遍。第一次看，匆匆掠过，觉得似是而非，太过深奥。第二次看，是有幸读过一篇文
章，讲读书做笔记的重要性后，一边看一边做笔记摘要，发现很有收获，作者的写作意图、对插花艺
术的喜爱、插花艺术的起源和发展、与国外的花卉造型艺术的异同、日本的传统艺术大同小异的特点
、古典插花的利与弊、现代插花艺术发展遭遇的瓶颈、以及作者提倡的创新和思索等等，都在书里一
一展示，引人深思。有兴趣的人可以好好读一下这本书，会给你带来启发的。这本书里，作者有几个
观点我个人觉得很受用。 不得不说，作者吉田泰巳是一位有大家风范的艺术家，深刻严谨，善于思索
。插花艺术是一门日本学，研究花道就是研究日本，要了解日本就必须了解花道。色即是空，空即是
色，诸法空相。不对事物的价值作规定，保持中庸观念，不可先入为主。不能因先入为主的观念迷失
了真实世界。不图回报的努力才是真的努力，如花在原野，插花要插的花早在原野一样才最好。有些
东西比美更重要，花插的好看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插花除了清新明快的一面，也要看到喜悦感情背
后隐藏着悲伤。
2、日本花道之最大的自我矛盾即在于，将生于自然之花叶枝条，裁而为用，于瓶中再创造出一个“
自然”。无论用何种言辞解释、攻击、赞美这个矛盾，此矛盾之本体即具诱人魅力。以此矛盾体观照
日本文化之各个方面，十鹄九中。恍惚之间似有所悟，故咏曰：万象住娑婆，神意凭谁播。铗闻花叶
语，（挥剑除迷氛，）再造曼荼罗。注：本人亦修习剑道，若第三句改用“挥剑除迷氛”，则亦合剑
道的哲学。~~~~~~~~~~~~~~~~~~~~~~~~~~~~~~~~~~~~~~~~~~~~~~~~~~~~如果神社里没有
鸟居的话就不能够将神与人联系在一起......而插花也是维系神与人的一种神体。插花艺术的本质就在
于表现生命短暂而艳美的鲜花在凋谢时的心境。插花用的HANA不限定只能用花，而是指使用植物的
端部，而IKE一词则是包含了给予植物生命力的意思。插花作品不一定用花枝，只用树枝也能创作造
型。“用脚插花”则要求我们在辽阔而严酷的自然界中筛选出优良的花材。插花就是直立鲜花，其意
义在于使生命复苏。我们在插花的时候，也是按照“曼陀罗”的世界观，对一花一叶都非常珍惜，希
望表现出一个完美的宇宙世界。设身处地为不会说话的花儿着想。所谓不洁并非污秽肮脏的意思，而
是精气神枯萎。与稻米共生息的樱花、蜻蜓是符合日本人感性世界的。...... 门松和小松枝是迎接岁神
的通道和神体。插花艺术的本质就是，不是向鉴赏者展示插花技巧的高低，而是把自然的美提供给鉴
赏作品的人们。“藏即为花，不藏即不为花”。在不显眼处去毫不显眼地运用技巧来创作不引人瞩目
而又具有极大存在感的插花作品，这就是插花艺术家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做人之理亦复如是——
自注）以插花为首的日本传统艺术就是在这样一种（指不使用现代人工照明而自然采光的古建筑）昏
暗中生存、发展而来的。诚实坦率地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一株鲜花，这就是“相闻奏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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