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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花道（生け花，也稱作華道）是日本一項歷史悠久的傳統藝術，花道是一項充滿氣

質的藝術活動，當中充滿著許多文化內涵，以及對情感的表達，除了日本，西方國家也

擁有類似日式插花的藝術活動。 

 

二、研究目的: 

 

現今社會因資訊科技發達，許多傳統活動都漸漸被淡忘，甚至失去了傳承，所以想

好好地深入了解這項文化、想要了解其他國家的插花與日本花道的差異，以及選出兩種

流派來研究他們對花道不同的呈現方式。本論文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研究花道流派（池坊花派、小原流派）的特色和呈現的藝術形式 

 

（二）研究花道呈現的藝術形式種類 

     

（三）研究日本花道跟西方國家的插花有哪些不同 

 

（四）研究日本花道長久的歷史 

     

三、研究方法: 

 

（一）利用圖書館查詢書籍資料並使用網路蒐集資料 

 

（二）歸類出結論 

 

貳、正文 

 

一、花道 

 

(一)、甚麼是花道 

 

    花道是一種藝術活動，在東方和西方都有這項藝術活動的存在，因為花道歷史長久，

發展出了很多的流派，例如池坊、小原流、御室流等等、呈現的藝術形式，例如立花、

生花、投入花等等，作品呈現出來的風格西方和東方有非常大的差異。花道不只是普遍

大家所認知的只有插花而已，而是透過插花來體驗自然與生命的變化，從創造出美麗的

插花作品和欣賞別人的成果的同時，提高自己的審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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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花道作品所使用的花 

 

    插花並不講究花的數量和花的華麗，就算只插上一枝花，也能呈現出插花的美，能

營造出一種優美和反璞歸真的氛圍。要從好幾個花道作品中分出優劣，主要是取決於插

花的形態不同與不同的花呈現出的精神。 

 

薔薇花，代表的是象徵美麗與純潔。 

  
     圖一:薔薇花 

（圖一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6aeLd） 

 

百合花，代表的是聖潔與純真。 

  

     圖二:百合花 

（圖二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gWEQR） 

 

櫻花，代表的是大和民族精神的象徵。 

  

      圖三:櫻花 

     （圖三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j8ORm） 

 

二、花道流派 

 

    因為花道歷史長久而延伸出了許多流派，例如池坊花派、末生流派、小原流派、草

月流派、古流派，本論文針對了池坊花派以及小原流派進行研究。 

https://reurl.cc/6aeLd
https://reurl.cc/gWEQR
https://reurl.cc/j8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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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池坊花派 

 

         池坊花派是最早發展出來的流派，歷史最悠久，流派的會員數也是最多的，池坊花

派的歷史既是花道的歷史。池坊花派四大花型分別有立花、生花、自由花、盛花。主要

呈現的藝術形式就是立花、生花還有自由花，直到現在還是作為花道的家元，現在各式

各樣的流派都是在江戶時代時期，由池坊花派所分流出來的，池坊花道一直被公認是花

道的本源，而在 45 世池坊專永宗匠將池坊花派國際化，在海外發揚光大。 

      圖四:池坊花派發源地‐六角堂 

   （圖四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XW953） 

 

立花，立花是最傳統的日式插花花型，是花道的精髓，而立花的意思就是將花直立

起來，由七枝或九枝主枝組成，每條主枝都有特定的名字、角度、長短，以及花材選擇

的規則。 

 

圖五:立花 

    （圖五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3aZ39） 

 

生花，分成生花正風體還有生花新風體兩種，兩種的差別就在於正風體需遵循傳統，

新風體的自由度較高。 

https://reurl.cc/XW953
https://reurl.cc/3aZ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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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生花 

     （圖六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eEZWb） 

 

自由花，自由花跟其他花型有點不一樣，其他花型有基本的格式，插作時所需要依

照規定來做，而自由花不一樣，自由花並沒有特殊的格式，創作性質和自由度都很高，

注重自由創作與表現。 

 
  圖七:自由花 

（圖七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Q9OWq） 

 

(二)小原流派 

 

   小原流派是小原雲心所創立的，小原流派到現在還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花道流派之

一，創立者因為從小和父親學習池坊花派的插花技巧，後來小原雲心創立了重心偏低的

插花技巧，也就是小原流派，到現在小原流派的自然主義插花還是很受到日本人的喜愛。

小原流派所呈現出的花型有好幾種，盛花、瓶花、花意匠還有其他花型。 

   

   盛花，盛花是從立華和生花演變而來的，是一種基本傳統的插花， 盛花十分重視

花卉自然界中本來的形狀和天生的美，盛花的原則是自然的插出花卉本來形狀的形式。 

 

https://reurl.cc/eEZWb
https://reurl.cc/Q9O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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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盛花 

（圖八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NrEGe） 

 

    花意匠，花意匠是 1991 年創立的花型，四面可觀賞是較立體的裝飾性花型，這花

型花材使用很少，很適合現代空間擺設，是非常注重花材個性的花型。花意匠也是小原

流目前最被廣泛接受的花型，是學習小原流入門學習的花型。 

 

   圖九:花意匠 

（圖九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VEqRA） 

 

三、花道的歷史 

 

    日本因氣候溫和，四季變化明顯，非常適合花草樹木的生長，所以日本四季會各式

各樣應季的花會綻放，而花朵的美麗，使人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審美，而開始利用花朵

的美麗來裝飾環境，使花朵成為欣賞的對象。 

     

    像是佛教中就有很多關於供花的記錄，供花是建立功德的表現。花道是由中國經朝

鲜傳入日本，剛開始只是在寺院裡面流傳，後來隨著淨土信仰的出現，供花的習俗也漸

漸的傳入人間，當時是以蓮花來當供花的主要材料，因為蓮花可同時表現出過去(果實)、

現在(開花)、未來(蓓蕾)。後來鮮花除了作為神聖的供花之外，鮮花的欣賞也備受人們喜

愛。 

    

    現在在日本，花道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種花道作品裝飾著普

通人的家庭生活，在一些特殊的節日中，人們也常常會使用富含意義的花朵來表達美好

的願望。例如在新年，會使用代表永恆的松來搭配竹子裝飾；在女兒節時，會使用桃花

和傳統的木偶搭配在一起展示；在兒童節，通常都會用蝴蝶花來代表男生的力量。 

 

https://reurl.cc/NrEGe
https://reurl.cc/VEq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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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日本新年擺放的門松 

（圖十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O0eV7） 

 

 

圖十一:日本女兒節，通常都會擺上桃花裝飾 

（圖十一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MAGRv） 

 

四、日本花道和西方插花的差別 

 

    西方插花多用於繪畫或陶器的裝飾，西方插花講究於花朵的豐滿、色彩的艷麗，西

洋插花包括有束狀、新月狀和瀑布狀等不同的形式，西方插花通常出現在一些特別的場

合，像是生日派對或是結婚紀念日上，18 世紀時，花卉的布置被用於裝飾富裕家庭和貴

族家的房屋。 

    

    日本的插花就不像西方的，西方注重花團錦簇的感覺，而日式的則是以花材用量少，

選材簡潔為主流，而呈現的藝術形式也大不相同。 

 

圖十二:西方插花瀑布狀 

（圖十二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9rQVO） 

 

 
  圖十三;西式插花 

    （圖十三資料來源: https://reurl.cc/noR71） 

 

參、結論 

https://reurl.cc/O0eV7
https://reurl.cc/MAGRv
https://reurl.cc/9rQVO
https://reurl.cc/noR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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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報告研究了花道中所使用的花、不同流派所使用的花型、池坊花派、小原流派、

西方插花和日本花道的差別還有花道的歷史，好好的研究花道之後才了解花道各個流派

的發展、源由還有各種流派注重的地方、現在的日本，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節日還有慶典

都會使用到花道。日本花道是一個很有趣和美麗的文化，花道的美就在於人們在自然中，

發展出人文思想，再將內心所體悟的，以花道的形式呈現，與自然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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