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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花卉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广泛的涉及面、丰富的内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

过程中进行花卉文化教学、寓教于乐，可以让学生在欣赏花卉的同时了解花卉背后的中国文化精神和传

统的思想观念，进一步促进语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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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lower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extensive coverage, rich connotation, and is an impor-
ta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flower cul-
ture teaching and entertaining can let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spirit and tradi-
tional ideas behind flowers while appreciating flower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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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花卉文化介绍 

1.1. 花卉文化定义  

中国花卉文化最早起源于先秦，历史悠久，对于花卉文化的定义观点不一。周武忠(2015)在《中国花

文化史》中解释：“中国花文化是一种与花卉相关的文化现象和以花卉为中心的文化体系，并在长期的

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闲情文化、多功能性和泛人文观三大特点。”[1]程杰(2015)在《论花卉、花卉

美、和花卉文化》中认为：“花文化是围绕观赏花卉而展开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

[2]王红(2020)《花卉文化的内涵与交互式表达体系》认为：“花卉文化是以花卉为主题或对象的物质与

精神的总和。物质内涵包括花卉本身以及花卉形态的实物，精神内涵则包括所有以花卉为审美对象而获

得的精神感受。”[3]以此，本文认为花卉文化是以花卉为载体的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1.2. 花卉文化内涵  

1.2.1. 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乃至现在的重要思想之一，“天”不仅是天空也是自然，天、地、人在自

然界中是相应的，“‘天、地、人’的观念可以体现出中华民族追求人与天、地和谐共存的自然观念”

[4]。而花卉文化的“天人合一”主要表现在花神文化上：花神指的是百花之神，通常在民间信奉，按照

时令月份共有十二位花神，虽然花神的版本众多，但是在各种版本中花神都是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如：

兰花神屈原、荷花神周敦颐、菊花神陶潜。花神文化将花和人以及神联系在一起，人既是花也是神，人

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信奉花神的多是养花卖花之人，信奉花神是尊重自然的一种表现，要对自然有着崇

敬、敬畏之心。同时花神又是人所化，人在自然面前又不是无能为力，体现着人与自然平衡和谐相处的

自然观。十二花神的数量和次序也表现着人对自然的尊重，顺应着自然规律。“一月梅花花神，二月杏

花花神，三月梨花花神，四月牡丹花神……”花神的名称与花卉的开放时间相照应，反映着劳动人民对

季节时令的认识，对自然规律的把握。中国花卉文化的这些特点都体现着天人合一的自然观。  

1.2.2. 托花言志的品质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往往追求意境，强调含蓄委婉而又意味隽永的表达。托花卉言志就成了文人墨客所喜

爱的表达方式，被广范应用于诗歌、绘画、插花等多种艺术形式。一直备受文人追捧的四君子：“梅、

兰、竹、菊”就是托花言志的有力代表。“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零落成泥念作尘，只有香如故”，

梅花的这些特点惹得诗人争相为梅花作诗，借以言明自身高洁傲岸、自强不息、坚贞不屈的品质追求。

“空谷出幽兰”，兰花往往象征着淡泊高洁、素雅纯洁的品质。“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常用来象

征与世无争的君子，正直不屈、淡泊名利。从淤泥而出却不染污浊，被清水洗涤而不妖艳，莲花象征着

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坚守高洁品质的志向。同时，莲花在佛教中又有着重要地位，又象征着仁善、美好、

高洁。“蟾宫折桂”，蟾宫在古代指月亮，月宫中有棵桂树，希望能攀折桂树，而科举也正在八月，这

里桂花表达的是科举登第、仕途通达的志向。在中国的花卉文化中花卉多数寄托了人们的志向与追求。 

1.2.3. 借花传情的情感寄托  
花卉既能言明志向，又是人们情感的寄托、外化。人们经常借助花卉来表达亲情、友情、爱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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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喜怒哀乐。杨花遇风就只能随风飘荡，无所依靠，不知要飘向何处，所以常借杨花来表达异乡游子

的哀思或与友人送别的依依不舍。杜鹃花可以表达愁苦的情感，这和“杜宇泣血”的典故有关。人们用

杜鹃花表达思乡，凄苦的感情。杜鹃花又有着鲜红美丽的颜色，所以也用杜鹃花表达美好热烈的情感。

映山红是杜鹃花的另一名称，“青山埋忠骨，丹心映山红”在近代映山红成为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勇

往直前，热爱祖国的情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在九月初九重阳节时有祭祖团聚、登

高喝菊花酒、赏菊花的传统，所以菊花也用来表达思念亲人或游子漂泊异乡的孤独之感。 

2. 中外花卉文化的差异  

2.1. 文化内涵上的差异  

2.1.1. 象征意义上的差异  
在花卉的象征意义上，中国的花卉文化中象征意义较多，大多数花都有象征意义；西方的花卉文化

中的象征意义少。中国花卉中的象征意义既有寄托自身志向的又有表达某种情感的，而西方的花卉的象

征意义更多的是表达情感，少有言明志向的。中外部分花卉有相近的象征意义。“南国有佳人，容华若

桃李”“人面桃花相映红”都是用桃花来形容女子娇美的容颜。在中国古代，桃花可以用来象征年轻女

子的美丽容颜，“在英语中，peach 往往指受欢迎的人，自然也会隐喻美丽而富有魅力的女孩。英语中常

用的形容漂亮女孩子的说法就是 a peach girl”[5]。在这个象征意义上有相近之处。但是又存在着不同，

在中国文化中桃花的象征意义更加丰富。“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又用来象

征女子的美丽容颜和爱情，现在所说的“桃花运”正是这种象征意义的延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桃花又可以用来象征教育、学生。玫瑰在中外文化中都象征着爱情，只是在中国古代歌颂玫瑰的较少。

唐朝诗人李建勋在《春词》中“折得玫瑰花一朵，凭君簪向凤凰钗”用玫瑰传达爱情，现在，“铿锵玫

瑰”也用玫瑰象征着女子坚强不挠、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品质。欧美国家文化中较多的运用玫瑰象征

爱情，红玫瑰经常被作为情人节的礼物。  
部分花卉的象征意义是中国独有的，如：牡丹象征富贵吉祥，梅花象征坚忍不拔的品质。而西方国

家的一些花卉象征意义也是中国缺少的，比如，迷迭香在西方象征着爱情与忠诚，而在中国更注重它的

实用价值。  

2.1.2. 花语内涵上的差异  
花语是花卉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外花卉文化中的花语内涵也存在着差异。由于各国间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花卉可以表达同一种花语。现在中外都习惯于用康乃馨表达母爱，康乃馨的花语最早起源于宗教

传说：圣母玛利亚因为耶稣背上十字架哭泣时，眼泪落在地上化为康乃馨。随着各国母亲节的确立和发

展，康乃馨的花语也被带往各地。在中国古代，萱草的花语才是母爱。在唐代之前萱草并没有和母爱联

系在一起，唐代才开始逐渐有了母爱的意义。孟郊在《游子吟》中“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母倚

堂门，不见萱草花”将萱草与母亲联系起来。康乃馨、萱草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花，但是花语都是母爱。 
同样，同一种花卉在不同国家间花语会有着差异，甚至完全相反。百合花在中国已经有了两千多年

的种植历史，名字最早出现在《神农本草经》。百合在中国的花语是纯洁、和谐、婚姻美满，因为谐音

又被赋予了百年好合、百年合意的意义。而在西方百合花与宗教相联系，被誉为“天堂之花”，花语是

纯洁，但在英国和加拿大白色百合花语则是死亡。  

2.2. 跨文化交际中的花卉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6]各个国家的人在拜访朋友、同事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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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送一些花作为礼物，但是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在送花上有着不同的禁忌，在交往过程中要避免踏入这

些禁区。各国间的花卉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花卉的种类、颜色和花卉数量的选择上。在中国不能送白菊，

因为白菊通常被用作葬礼上。同样，在英国和加拿大不能送白色百合花，印度不能送荷花。在中国异性

普通朋友之间不适宜送红色玫瑰花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在俄罗斯，一般不能送情人风铃草，它预

示着分手。黄色的蔷薇花意味着绝交和不吉利……”[7]除此之外，在送花的数量上也很有讲究，中国有

着好事成双的说法，送花更喜欢双数，但要避免送 4 朵花，因为四和死是谐音。单数 9 也可以作为选择，

因为九与久谐音代表长久。在西方更喜欢送单数的花朵，在不少国家双数代表冥花，要避免 13 这个数量，

认为它是死亡的象征，比较喜欢 7 这个数字。如果给日本人送菊花的话，由于皇室的礼仪要求，只能送

品种只有 15 片花瓣的菊花，不能送 16 瓣的，普通日本人无权使用。 

3. 花卉文化的对外汉语教学  

3.1. 教学内容  

本文根据《国际汉语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对文化等级的分类和教学内容的要求，进行中级留学生花

卉文化的教学，包含了季节、文学艺术、民俗与文化等教学项目，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安排，突出花

卉文化的内涵。  

3.1.1. 花卉词语  
词汇是语言教学的一大要素，花卉文化的教学也离不开词汇的学习。花卉词语往往包含着象征意义，

所以在教授花卉词语时不仅仅要教授词语的理性义，更要重视词语的文化附加义。以桃花为例，在教学

过程中，仅把桃花解释成桃树所开的花是远远不够的，学生在遇到“桃花运”“桃花源”等词语时仍是

难以理解，所以还要让学生了解桃花的文化附加义。桃花可以用来赞美女子美丽的容貌，如：“面如桃

花”“桃花眼”；用“桃花运”来形容姻缘、爱情；“桃花源”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桃李满天下”又可以用来形容教育、栽培学生。  
在对花卉词语进行教学的基础上，同时还要扩展一些与花卉文化教学相关的其他词语，颜色词语以

及月份词语的教学是必不可少的。通过对颜色词语和月份词语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简单描述花卉特征，帮

助学生加深对花卉文化的了解，同时锻炼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3.1.2. 花卉内涵  
花卉内涵的教学是花卉文化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对花卉的象征意义以及花卉寄托的情感进行

教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花卉往往传达出人们的志向追求。莲花象征着对高洁品质的追求；梅花象征着

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志向；菊花象征着不慕名利、坚守自我的品质……这些花卉的象征意义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内核之一，表现着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通过对花卉象征意义的学习、花语的学习，

以小见大，增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为其他文化形式的学习打下基础，提高语言水平，也将这些象征

意义转化为对学生的要求，提升学生品质，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花卉所寄托的情感也是

花卉文化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游子的孤独无依、思乡之情；离别的伤感、不舍之情；成功得志的喜悦

之情都可借花传达，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教授这些情感内容，也要注意以花传情的这种表达方式。 

3.1.3. 花卉诗词  
“对外汉语古诗词教学是以第二语言学习者为对象，以中国古诗词为内容，以学生更好的掌握目的

语为教学目的的汉语教学。”[8]诗词的题材众多，以花卉为描写对象言志抒情的诗词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部分。历经千年的积累沉淀，花卉诗词也达到了一定数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花卉诗词都适合应用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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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文化教学。在选择花卉诗词时首先要选择具有象征意义，体现某种感情的诗词。以桃花为例，“人间

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虽然有描写桃花，但是说的是一种自然现象，并不适合作为对外汉语的

教学内容。其次要选择符合学生语言水平的诗词，不能超出学生现有水平过多。“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这句诗词，对于母语是汉语的学习者来说都很难理解，虽然有象征意义，但是也不适合应用到对外汉语

教学过程中。“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这句诗词的生词少，具有深意，学生也更容易理解，

适合在教学中应用。对外汉语教学中教授的诗词内容与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学习的诗词内容存在着差异，

在中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教授学生诗词读音、生字词、诗词中花卉的象征意义或寄

托的情感，不必考虑写作手法，不需要对诗词的思想做深度的解读。而在高级阶段的对外汉语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的要求较高，需要学生对花卉诗词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3.2. 教学形式  

3.2.1. 课堂教学  
“对外汉语课堂教学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非目的语国家进行汉语教学，另一种是在目的语国家

进行汉语教学。”[9]在非目的语国家，课堂教学成为学生接触到汉语的主要方式。通过课堂教学可以营

造出汉语的语言环境，使学生与汉语有更多的接触，在教师与学生间教与学的互动中，帮助学生学习汉

语。花卉词语的学习适合在课堂教学中进行，通过教师引导、讲练结合的方式降低学生学习词语的难度。

首先，教师利用图片、视频的方式对花卉词语进行介绍，其次，利用问答对话、小游戏帮助学生练习巩

固词语。最后，教师测试学生对词语的掌握情况。学生在学习花卉诗词的时候难度较大，很难独立自学

完成，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上进行引导。首先，教师要先教授学生花卉的名称及象征意义。其次，利用

视频跟读、学生分组诵读的方式学习诗词读音，利用翻译或逐词解读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诗词含义。最

后，小组合作讨论出诗词中花卉的象征意义或表达的情感，教师根据学生的回答情况进行纠正补充。 

3.2.2. 实践性操作活动  
花卉文化既表现在诗词、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各种丰富的艺术形式中。与花卉文化相关的艺术形

式学习可以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更加深入的了解花卉文化内涵，学习到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获得实用

性技能，将学习到的内容融入到生活。  
1) 剪纸  
剪纸是中国传统的民俗艺术形式，而花卉是剪纸的重要题材，花卉剪纸往往寄托着人们对花卉的喜

爱，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教授剪纸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帮助学生体会花

卉文化的内涵。 
首先，教师引导帮助学生了解花卉剪纸的理论知识，包括花卉剪纸使用场合、常用题材及寓意、剪

纸使用材料等。如：菊花、牡丹、莲花是剪纸的经常选用的题材。并蒂同心莲的剪纸图案寓意着夫妻百

年好合，莲花与莲蓬的组合寓意着早生贵子，往往在结婚时使用；牡丹与花瓶的图案寓意着富贵平安，

在春节及多种场合都可使用；“菊花盛开在旧历的九月，因为‘九’与‘久’谐音，所以，菊花常用来

象征长寿和长久”[10]。瓶子与菊花的组合寓意着平安长寿，所以用来祝福老人长寿。其次，教师向学生

展示剪纸的具体方法并在学生动手操作过程中进行指导，帮助学生完成作品。最后，展示学生作品。通

过将学生作品用于装饰教室或学生家庭，举办剪纸作品展览等方式，增加学生信心，增强学生对花卉剪

纸甚至中国文化的兴趣。 
2) 插花  
中国插花艺术源远流长，在宋朝曾盛极一时。在中国，“插花艺术不仅只是用来装点生活、美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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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通过参与插花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作品欣赏，达到人与作品的精神交流、情感互通，从中感悟到宇宙

万物的本质、四季变换以及生命的轮回”[11]。而且中国和国外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插花的艺术形式，但是

中外插花艺术差异大，通过对中外插花艺术形式的对比和体验，帮助学生明晰中国插花艺术所蕴含的精

神追求，丰富学生对花卉文化的认识。 
首先，教师引导学生了解中西方插花艺术差异，从而使学生在对比中体会出中国插花艺术蕴含的精

神价值观念。教师展示多组插花图片让学生猜测图中的插花艺术是属于中国还是西方，引导学生总结出

中西方插花特点：中国的插花艺术注重意境、虚实结合、追求自然之美，尽量不对花卉材料进行大的修

理，采用不对称的自然构图，有主次之分，色调清冷。而西方的插花艺术采用几何构图，花的使用量大，

色彩艳丽，有豪华富贵之气。其次，教师讲解中国插花的基本方法和技巧，学生进行练习。教师向学生

提供中国插花中常用的花材和插花器皿，学生根据展示的图片和自身的理解进行插花创作。最后，老师

对学生的作品进行评价。 

3.2.3. 沉浸式体验活动  
“爱花莫于宋”，在宋朝时人们对花的喜爱和推崇到了极致。“花朝节是中国古代传统岁时节日之

一，拥有着丰富多彩的节俗活动，透露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刻的文化内涵。”[11]在节日期间，人们祭

花神，演十二花神戏娱神；结伴到郊外游览赏花，进行“踏青”；制作百花糕；簪花、互赠花胜。在对

外汉语教学中也可以举办花朝节、花卉节，通过体验节日活动感受花卉文化的魅力。 
首先，教师要做好节日前的活动准备。确定节日活动：穿汉服或自己喜欢的衣服、游园赏花、讲述

花神故事、制作花糕、抽花签。确定活动地点：学校、公园。提前准备部分活动内容：在学校教师提前

教授花糕制作方法、让学生分组搜集花神资料、教师准备花签。其次，设计活动流程并开展活动。学生

同老师在学校集合，一起去公园进行踏青赏花活动。在赏花过程中，请同学讲述花神故事，一起品尝花

糕，抽花签进行解读。最后，在活动结束后，请同学分享自己的活动感受和活动收获。 

4. 总结 

文化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板块。茶文化、园林文化、服装文化、武术文化、中医文化、

二十四节气甚至螺蛳粉文化都被应用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这反映了对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朝着更深更广大的方向发展，这也为对外汉语文化教学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本文以对外文化

教学中的花卉文化教学为对象，在对外汉语教学视角下阐明花卉文化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应用价值。将

花卉文化应用于教学实践上，能够增强学生汉语学习的趣味性，加强双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文化的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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