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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诗中感知
宋代常山插花盛行

毕建国

所谓插花，就是把所选用的花材插
在瓶、盘、盆等容器中。备选的花材，如
枝、花、叶，均为植物体上的一部分，必
须根据一定的构思来选材。且需遵循
一定的创作法则，插成一个优美的造
型，借此表达一种主题，传递一种感情
和情趣，让人看后赏心悦目，获得精神
上的美感和愉快。

中国插花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
现象，大都为满足主观与情感的需求，
源于古代民间的爱花、种花、赏花、摘
花、赠花、佩花和簪花。近2000年前，
我国已有了原始的插花意念和雏形。
到唐朝时，插花已在一些领域盛行起
来，并在宫廷中流行。宋代是插花艺术
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插花不仅在宫
廷、文人和宗教界盛行，在民间亦已得
到了广泛的普及。对花的喜爱，自然催
生出宋人高超的插花技巧和独特的搭
配之道，因此，插花成为宋代美学“四般
雅事”之一。

常山北宋时已有以插花赠人的习
俗。北宋官员、诗人毛滂（1056-约
1124），江山石门（今浙江江山）人，曾作
《访郑叔详回得花满盘作短诗以寄》诗
曰：“参军肯自笑苍颜，花趁篮舆簇玉
盘。”这里的“郑叔详”，生平不详。但毛
滂的《东堂集》中另有《罢官次常山寄郑
叔详》《次常山简叔详》《与郑叔详饮石桥
山》《和郑叔详送竹笋》等多首诗相赠，说
明郑叔详是毛滂的好友，隐居于常山，

“回得花满盘”正是常山郑叔详所赠。
北宋诗人江袤（1077-1139），隐居于常
山严谷山，其《都胜菊》诗曰：“晓带露华
初折赠，瑶台欲识斩新妆。”也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到了北宋末南宋初，随着宋
室南渡，大批文人士大夫迁居常山，带
来了京师和北方的一些风习，常山的插
花簪花现象，一时空前兴盛。这种盛
况，我们可以从南宋的一些诗文中得以
感知。

官方铺舍：司花灵巧

宋代插花之所以能盛行和普及，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各级官方的高度重
视。据南宋钱塘吴自牧的《梦粱录》记
载，当时不论官吏庶民，在吉凶庆吊时，
一切筵席通常是由四司六局承办，四司
六局的职掌中，香药局管焚香，茶酒司
管点茶，帐设司管挂画，排办局管插花。

南 宋 诗 坛 大 家 杨 万 里（1127-
1206），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
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一生多
次经过常山，他曾作有《栟楮江滨芙蓉
一株发红白二色走笔记之二首》，其一
曰：“芙蓉照水弄娇斜，白白红红各一
家。近日司花出新巧，一枝能著两般
花。”其二曰：“司花手法我能知，说破当
知未大奇。乱剪素罗装一树，略将数朵
蘸燕支。”这里的“栟楮江滨”，是指常山
栟楮铺舍之江滨，位于常山县东门外二
十里，即今青石镇江家村一带江滨。清
康熙《衢州府志》卷二《急递铺·常山》载
云：“县谯门右为县前铺；东门外一十五
里为长埂铺；又五里为栟楮铺。”这里的

“芙蓉”，是指木芙蓉，乃落叶大灌木，秋
季开花，花初开为白色或淡红色，后变
成深红色。这里的“走笔”，是指用笔很
快地写，即未经腹稿、挥笔疾书而成。
其一中的“司花”，是指管理百花的女
神，正如北宋文学家曹勋《松隐集》卷一
七《题禁中黄石榴》：“何事司花与纯素，
不同妖艳污天真”中所说的“司花”。其
二中的“司花”，则是指负责插花和园林
修剪的铺舍职员。可见，当年官方铺舍
对插花有多么的重视和讲究。

路边小店：插花为饰

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南宋常山一
些简陋的路边小店也以插花为装饰，营
造出带有些许野趣的优雅格调。

南宋诗坛大家杨万里曾作有著名
的《道旁店》诗曰：“路旁野店两三家，清
晓无汤况有茶。道是渠侬不好事，青瓷
瓶插紫薇花。”许多文史专家都认为该
诗为杨万里经过常山道旁店所作。诗
中的“青瓷瓶”即为当时一种专用的插
花容器。诗中的“紫薇”是桃金娘目千

屈菜科紫薇属的落叶小乔木或灌木植
物。民间有诊语“门前种株紫薇花，家
中富贵又荣华。”可见这些路边小店插
花为饰，是以紫薇花象征了富贵荣华之
意。

南宋官员、诗人许及之（1141-
1209），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孝宗
隆兴元年（1163）进士，曾作有《过常山
店中见菊》诗曰：“黄菊娟娟媚晚秋，等
闲野店亦藏幽。国香何恨成沦落，秋月
春风不解愁。”诗中的“黄菊”，别名寿
客，是菊目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的一个
属，宋时广泛用作观赏之用，每逢农历
新年，宋人大都喜欢在家里摆放菊花。
可见这家等闲村店插花为饰之寓意。

插花簪花：相得益彰

簪花，也叫戴花，就是将鲜花作为
头饰戴在头上，从爱花的角度，簪花与
插花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宋人不仅热
衷插花，还有簪花的习惯，不论男女，不
分贵贱，上至君主大夫，下至市井小民，
都以簪花为时尚。宋时常山，插花簪花
十分盛行。

《王琼奴与徐苕郎的爱情故事》写
的是发生在宋代的一个凄美绝伦的爱
情故事。徐苕郎在招亲应试当中作有
四首诗，其中《弄花香满衣》诗曰：“铃声
响处东风急，红紫丛边久凝立。素手攀
条恐刺伤，金莲怯步嫌苔湿。幽芳撷罢
掩兰堂，馥郁馨香满绣房。蜂蝶纷纷入
窗户，飞来飞去绕罗裳。”描写了一位富
家小姐撷芳簪花的经历和心境变化，足
见当年簪花已成富家小姐的时尚追求。

南宋诗人郑会（生卒年不详），贵溪
（今属江西）人，宁宗嘉定四年（1211）进
士，当年留下著名诗篇《题常山邸间
壁》。他在经过常山后作有《衢州道中》
诗曰：“生色蔷薇插鬓斜，闲随女伴摘新
茶。回头见客低头笑，却拾残花贴面
花。”描写了一位簪花美少女见到生人
含情脉脉、娇羞无比的状态，从中也可
见当年簪花现象之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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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头山的来历

林华

招贤镇山底村有个叫鸡头山的自然
村，2022年有152户，424人。据《郑氏宗
谱》载：郑汉英于明宏治已酉年（1489）由严
州桐庐县白云源迁至此。聚落在石后岗北
麓洪积区，村后山岩状若鸡头，故称“鸡
头山”。其实，鸡头山的来历日久岁深，源
于一个动人的传说。

很早以前，八仙中的吕洞宾和铁拐李
常结伴到常山游玩，有次在五里白马山顶
上对弈三昼夜，两仙势均力敌，伯仲之间，
平分秋色，本来第四天要继续对弈分个高
低。铁拐李忽然想起，江西饶州的马员外
今天生日，上次约定要去讨杯寿酒的。于
是，他对吕洞宾说：这盘棋先摆此处，我们
同去赴宴，回来继续搏杀。吕洞宾问：“我
们去喝寿酒总不能空手吧？”铁拐李说：“区
区贺礼我们易如反掌。”说后他随手捡了个
小树根，只见他轻轻地一吹，顿时变成一只
活蹦乱跳的大公鸡抓在手里。吕洞宾说：

“你送鸡，我就送一盒常山索面，俗称‘长寿
面’。”于是他摘了几张油桐树叶，折叠后放
在地上，手一指，口一吹，顿时变成一个礼
盒，又见他拔了几把茅草放在礼盒里，再吹
一口气，满满的一盒常山索面就出现在眼
前。

两仙寿礼准备好后，便腾云驾雾地往
江西饶州而去。到了离马员外家还有三四
里路时，两仙人在一无人处落在地上步行
前往，因为担心若飞到马员外家会惊吓众
客人的。其实上次铁拐李一偶然的机会与
马员外相识，觉得此人心地善良，和蔼可
亲，便想日后领他加入仙班，于是结拜兄
弟，同气连枝。老铁为兄，员外为弟。

话说将到马员外家时，有人禀报，马员
外喜出望外，乐不可支，亲自到门外百步迎
接。铁拐李又将吕洞宾介绍于他，马员外
喜出望外，于是将他俩安排在首席座位，并
介绍于相关亲戚和族中长辈认识。

在众多的客人当中，有一风水先生，他
精通易经、八卦，高深莫测，在当地有个外
号叫半边仙。他一眼看出这两位不是普通
的凡人，于是悄悄地对马员外说了此事，马
员外不信有这等事，风水先生叫他小心行
事。

下午未辛相交之事，铁拐李想起要继
续到白马山顶对弈一事，拉着吕洞宾一起
向马员外告别。马员外见他俩去意已决，
就将吕洞宾的贡面收下两束，其余的贡面
和铁拐李的鸡执意不收，让他俩带回。

两仙人离开走了二三里路光景，又腾
云驾雾向白马山赶来，当他俩到了山底鸡
头山（当时不叫鸡头山），大公鸡不耐烦地
啄了铁拐李的手，并不停地“喔喔喔”大叫
着。仙人也有发火的时候，铁拐李手被啄
痛本来恼怒，加上鸡不停的叫声更令他又
烦又恼。他随手将鸡头一拧，谁知用力太
大，鸡头竟然被拧下来了，他随手将鸡头一
丢，正好落在山底这里，顿时变成一座像鸡
头形状的山，因为它本来就是鸡头变的。

传说在清咸丰之前，凡有特大暴雨等
自然灾害，鸡头山会在夜间发出“喔喔喔”
叫声，周边村民听后迅速加以防范，该转移
的转移，该躲避的躲避。灾后脱险，人们无
不朝鸡头山焚香拜祭。然而在咸丰8年逃
长毛时（太平天国期间，一些散兵游勇到民
间抢劫，因他们披头散发，百姓称之长毛），
几个长毛捉白狗一条在鸡头山脚下宰狗烹
肉，并将狗血泼在鸡头山上，从此再有灾害
来临，却听不到鸡头山上鸡叫的声音了。
但鸡头山的名称一直流传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