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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风潜入的细雨，在初春的夜晚打湿

了院子里的红梅，第一批满开的梅花就要

落幕了，春天的花事接踵而来。“折枝入瓶

——宋人的花事与瓶赏”正式在浙江大学

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展，这是一场从冬日

就开始筹备，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推出的展

览，和春天相遇，和花儿对话。

世上谁人不爱花，花之美丽无人不

喜。种花、赏花的历史由来已久，而花于瓶

中的插贮，则是随着高坐具的生活方式，在

宋代才得以自上而下地普及。瓶中之花成

为体现人之情感与时令的象征物，并逐渐

与文人书斋的陈设结合，成为案头清玩的

一部分。

花卉种植的规模化、商品化趋势是宋

代瓶花发展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这一切

与城市生活、市民文化发生着密切的关联，

都市中诞生了不少花卉种植与交易的场

所。打开《咸淳临安志》中的宋版《西湖

图》，在地图的一角，都城临安花市的兴盛

与发达跃然而出。

对花卉的旺盛需求，自然带动了插花

艺术的勃兴。“插花”俨然成为司空见惯的

宋人“四般闲事”之一，甚至还出现了专以

此等“闲事”为营生手段的“闲人”阶层。

花卉与宋人的日常生活是如此契合。

作为季节的风物，花儿不断被咏叹、被描

绘、被记录。展厅里无法承载下如此繁花

似锦的盛况，我们截取宋画中的十二种花

卉以月历的形式展现，让观者想象花世界

的春夏秋冬，以及宋人与花之亲密，与花之

共鸣。

花器多样 古雅实用

贮花入器，最要务是花材及花器的择

选。在花器的选择上宋人有哪些讲究？宋

元时期的花瓶究竟有哪些种类和造型？

宋代花器按材质区分可见陶瓷、铜、

金银、玉、水晶、玻璃、竹木等；按器型分有

壶、觚、尊、壘、罐、钵、盆、罂等。而“瓶”，

实为约定俗成对各类立式花器的总称。

铜瓶与瓷瓶无疑是当时花瓶的主流。本

次展览中的花器基本为考古出土遗物，且

大多数为瓷质的瓶类器。陶瓷中的瓶类

器也是考古发掘出土器物中数量最多的

器型之一。

宋人对花器的择选也包含着尚古、追

古、玩古的趣味。既有直接使用古铜器作

为插花器的实例；也有采用新设计的铜器

和瓷器作为花器的案例。瓶式造型设计的

来源多以宋人修订的《宣和博古图》等图谱

中的上古青铜祭礼器，按图索骥制作而成；

有些瓶型的设计灵感则来自于中西亚地区

的玻璃器皿；一些设计新颖又符合功能所

需的新器型，尤其是瓷器，层出不穷，如长

管多孔的占景盆和花插、口沿呈波浪状的

花口瓶等。丰富的器型体现出宋人不拘一

格的瓶赏观念：在古雅中追求新潮，在历史

感中创新思维。

“一剪梅”“一枝瓶”芬芳流动

插花技巧由操作者亲自示范和讲解

是最理想的解读方式。这是一个动态的

过程，也是经验输出的过程。宋代文献

中，关于插花技术的记载只有片言数语。

在有限的空间内，对于插花的技术层面，

只能采取择其重点，扼要展示。不尽表达

的部分，在展览期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

究所另辟展示和研学空间，以“瓶花开落

纪春冬——南宋意象插花展”的形式加以

补充。

在本次浙大艺博馆的展览中，我们设

计了几个关联器物的组合展示：“一剪梅”

“一枝瓶”通过小口径花瓶、剪刀、仿真梅花

的组合陈列，说明宋人插花选择花材的过

程如同画家写生花卉时的构思。“满庭芳”

的文房用具组合，强调的则是文人书斋空

间氛围的营造。在书斋的案头，铜瓶插花

不但是视觉的焦点，也是嗅觉的回味。只

需一枝花，似乎满庭的芬芳就会随之徐徐

流动。

至于“三具足”，展现的是另一种插花

模式，即佛前供花。以一对花瓶与一只香

炉，抑或再加上一对烛台组成的“三具足”

或“五具足”的供养形式，也是中国式插花

的另一种形态。

朝看一瓶花 暮看一瓶花

公开披露的前沿考古信息，也是展览

的看点和亮点。除了南宋临安城遗址的出

土器，本次展览中也汇集到浙江省内最新

的考古发掘出土遗物作为展品，比如，这其

中有获得 2022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中出土的梅瓶；黄岩沙

埠窑遗址出土的青瓷占景盆，揭示宋代浙

江青瓷发展中窑业技术的过渡与转变。

此外，本次展览中，浙大艺博馆也从浙

江省博物馆、杭州博物馆、杭州西湖博物馆

总馆、临安博物馆、桐庐博物馆、南宋德寿

宫遗址博物馆以及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借展了一些经典花器。尤其是这几件广为

人知的孤例名品，如瓶内带有铜管花插痕

迹的龙泉窑青瓷花觚；挂于壁柱之上的龙

泉窑青瓷半瓶；底部七管连通可分枝插花

的龙泉窑青瓷六方占景盆等。考古所的专

业人员还在很短的时间内修复了一批出土

器 物 ，使 得 展 出 的 文 物 数 量 达 到 了 70
多件。

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在这个讲

述宋代“花”与“瓶”的微观主题展中，我们

有意放大了隐藏于其间的细微末节，期待

观众以今人的眼光去体会，而不仅仅只关

注宋人的雅生活。

（作者系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研究馆

员，本文有删减，标题另拟，图文来源：浙江

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

宋人以花事格物致知，修身养性，立德明

智，瓶花道尽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意趣。近日，

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展出的“折枝

入瓶——宋人的花事与瓶赏”，让大家与“南

宋花事、花赏、花器”来了一次亲密接触。

宋代花事繁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

士人与民众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和生活的富

庶、安逸，也是宋韵文化的经典符号。而当

下提倡“要让文物活起来”，此展览便是从文

物当年实用的角度，把它们作为插花之器梳

理出来，作为花器的专门展览呈现给观众。

作为“四雅”之一的花事，如何从“花”与

“瓶”的微观角度解码宋韵？宋人“致用雅器”

的日常用度和“以适用为本”的朴素造物原则

是什么？为文人雅士所用的“梅瓶”原本是酒

器，它何以成为了花器？如何通过巧妙选择

匹配的花器，打造出绚丽的花艺？本期一同

走进花器的雅致世界，一同向宋人学习尚雅、

尚美、尚趣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意趣，“多插瓶

花供宴坐，为渠消受一春闲”。 ——编者

春天花事接踵而来
准备好给花儿添“新衣”了吗

“折枝入瓶——宋人的花事与瓶赏”展览现场

花事未了
■方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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