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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交游及诗歌创作

陈  红

的明诗坛上 ,有一位步江左 ,清音绝响 ,才情漾溢的诗人 ,这就是江苏诗人徐祯卿。徐祯卿毕

生精力尽于作诗 ,写诗情音员生动 ,丰骨超然。明王世贞云 :       。

诗韵本清华,调复古秀,如 白云自流,山 泉冷然、残雪在地,掩 映新月;又如飞天仙人,偶游下界,揖逊殊

乏,终然出尘。。

对徐的韵清意淡 ,古朴清秀深为赞赏。徐诗以其尽洗芜词 ,情高韵朗在明中叶崛起江南 ,雄视

中土 ,领七子之一席。

徐祯卿一生 ,以 诗会友 ,无论是家居吴中 ,还 是为官京师 ,都广泛结交了一批名人才士。他的

诗歌创作也因其内容、风格的不同 ,以 他二十七岁及第入仕为界 ,划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即

吴中诗内容多消谴伤悲 ,气格较为纤弱 ,这同他的生世际遇 ,吴 中交游密切相关。从徐祯卿的吴中

生活和交游中 ,可 以窥见他吴中诗产生的社会背景。

一 ,徐祯卿的吴中诗

公元 147硅 年 ,徐祯卿出生于姑苏一个家境清寒的家庭。徐家世居苏州常熟 ,至祯卿时迁入吴

县 ,遂 占籍为吴县人。

少年时代的徐祯卿 ,生 活较为清贫 ,未见他的祖父及父辈有做官 ,享俸禄的记载。家中贫至不

蓄一书。刘凤云 :“家甚贫 ,蓬 而行 ,故未尝有书也。吨即便这样 ,他也
“
无所不通 ,皆从他所观。殉

由此可见他的好学。

徐祯卿对母亲有深厚的感情。他 12岁时 ,母亲亡故 ,给他带来巨大的创伤。12年后 ,步入成

年的祯卿写了《先母讳日二首》,寄托对母亲的哀思。丧母的惨痛 ,自 身不遇的凄苦 ,岁 月易逝的悲

叹 ,尽寓诗中。同乡挚友文征明读祯卿忆母诗 ,深为感动 ,写 了《书昌国忆母诗后》云 :“平生自谓心

如铁 ,肠断徐卿泣母篇。岣徐祯卿的创作中有不少叙写亲情的诗。从他的代内作诗中,可 以看出

徐妻的贤淑 ,善 良。祯卿家境清寒 ,她与他同甘共苦 ,无慕富钦贵之心 ;祯卿入京远行 ,她鼓励丈夫

振业策誉 ,f放志四海之外 ,傲容云霄之末
”
,还 不忘劝诫他防备京师倾声夺利的险恶 :“惟默可以

保身 ,惟晦可以保名 ,处谦使人不忌 ,处下便人不争。阀肺腑之言 ,拳拳之心 ,感人至深。祯卿登第

前作有《野人灯火》一诗 ,生 动地描绘了与妻子安贫守道 ,朝夕与共的情景 :

小婢治麻妻课蚕,野 人灯火影成三。已忘世味真堪喜,只欠湖山构草庵。◎           ,
出身寒门,仕途不畅的祯卿对于声名利禄 ,已 无所期望 ,而安于贫寒生涯了。27岁登第前 ,他

徐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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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番入京会试 ;及 第后 ,入 京为官 ;其后又远行湖湘 ,徐妻饱尝了别夫离子的悲苦。为此 ,祯卿写了

《江南乐八首代内作》、《头流水歌三叠代内作》、《代阳帝寄内人曲》等诗 ,表达对妻子的理解和深

情。如《龙头流水歌》其二云 :

下陇磨剪刀力,刀 涩指爪柔。将刀断割水,那用东西流。

诗人用比兴手法烘托出分离的愁苦和痛彻心髓的思念。祯卿的这部分诗 ,采用乐府旧题和传

统比兴手法 ,语似浅而情深 ,含蓄吞吐 ,表达了对亲人 ,对故乡的深情。

徐祯卿幼年、青年时代 ,身 居寒境 ,无贵卿之门可求 ,无营进之阶可登。早年丧母 ,体弱多病 ;

成年以后 ,屡 试不捷 ;中 年之际 ,痛失爱女。这一切构成了他凄苦的生活际遇。在他及第前所作的

《叹叹集》中卯留下了不少感慨身世凄消,仕途艰辛 ,岁 月沧桑的诗篇。如《与孙生夜话》写失母后

肝肠寸断 ,血泪尽洒的哀痛 ;《 岁月》感叹岁月飞逝 ,壮志难酬。他在《穷儒》诗中写道 :

穷儒只合话辛酸、谈口翻讥东野寒。自信苦心应损寿 ,妻怜多病劝加餐。身名赘世皆吾患 ,生死何人垂

大观。怕取乐天诗再渎 ,满 凤雨夜灯残。

这正是他辛酸 、贫寒的儒生生活的写照。对于这些感遇诗 ,祯卿 自己曾作诗评议 :

哀苦亲将字字论 Q宄 然妻妾恋余恩。离骚正合人怨 ,吟 啸情知石上魂。太白才名堪远放阆仙头发未曾

须。芙蓉雎绘何须问,自 有新评百世存。°

将这些感馁诗比做孤妻怨妾,恰似他自身心境的写照,隐含愤俗遁世的情调,低沉而微露愤

懑。李诩云 :“徐迪功昌谷祯卿《叹叹集》皆消遣伤悲之作。峋因视野囿于自身际遇 ,诗多叙写哀悲

怨 ,李梦阳以为
“
气格卑弱。

”⑨这些诗远没有及第后所作的诗气格高俊,但却正是诗人前半生生

活的反映,展现了一个封建时代寒门儒士的凄凉境遇,故而李诩称赞它
“
任真而出

”。Θ

祯卿虽屈困境.仍保持着高尚的气节,决不苟且。他的《冷光居》诗写道 :

我室本藏晦。室虚自生白。寒素添儒风 ,凉辉浸毛骨。炯然尺五窗 ,爽气清目魄。仙人水晶宫 ,恍疑误投

舄。炎景耀神京 ,夫 门手堪炙。亻旁∮务衡茅下 ,但有风雪迹。作诗寄垩楣 ,再拜谢热客。

表明不以贫困为辱.而志向冰清玉洁 ,自 乐于窗明几净 ,作诗论艺的寒窗生涯。

江南山水秀丽 ,风光如图。祯卿的故乡滨临太湖。他曾称道 :“太湖诸山多奇秀 ,两 洞庭为之

魁焉。
’’G并多次游历太湖山水。弘治十六年

“
癸亥夏五月 ,始与客入太湖。由涵村而上 ,止于友人

陆氏之庐。明日策马登缥缈峰 ,下甜心西湖寺 ,僧为具食 ,又拟谒毛公坛不果 ,因 饮于资庆寺 ,留凡

四日。炮此行写了《游洞庭西山》诗八首寄 给文征明,征明一一和之。此年十月 ,征 明亦游东洞庭

山作《游洞庭东山》诗七首相寄 ,祯卿亦一一和之。这组诗写太湖两洞庭风光极为生动。吕苫称

道 :“二豪诗句动英灵 ,令人歆慕。抛尘相与 ,世流传胜水经。
’’o此组诗实描绘湖光山色 ,又生动表

达了诗人的感受。如祯卿《自胥口入太湖》一首 ,诗人站在由胥口进太湖的船上 ,眺望湖中山水 ,只

见波光淼淼 ,群山萦绕 ,宛如仙境 ,深受感染 ,写道 :“ 沙边过雨龙腥暗 ,帆下分餐客鲶香。
”
喜爱之

情 ,溢于言表。又如《登缥缈峰》一诗写灵峰峻伟 ,鹿道斜通 ,烟雨迷朦 ,药苗碧染的山中景色 ,极为

神奇灵秀。《江南通志》载 :

洞庭西山在太湖中,一名包山,又 名夫椒山。⋯⋯周百三十余里,重风山领,萦洲曲叙,诸峰无不奇挺。
而缥缈峰为最高。缘山择胜,名 刹凡十有八,而林屋洞毛公坛、桃花坞、消夏湾崦里诸迹尤著。Θ

此时祯卿的山水涛深得谢灵运之妙。写自然美景 ,清新可爱。
“
情必极貌以写物 ,辞必穷力而

追新。岫而月.往往用自然景物创出清远的意境来表达情绪。如《寒山寺》一首选择寒寺钟声 ,玉楼

炫管的听觉与江火渔船的视觉形象结合烘托出旅思的寥寂。意境含蓄 ,余味曲包。又如《次韵石

田登姑苏台》下首 ,诗人登临姑苏古台,眼空暮秋 ,远 山含黛 ,顿生古幽思,慨叹忠良遭佞,黯 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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魄。此期祯卿还作有《落日望京口》、《登京口驿楼》、《归自松陵》、《高邮二绝》等诗 ,记叙他游历江

南的行足贵。故乡的山水音容 ,在他的笔底诗中,得到了入神似画的描绘。         ∶

吴中名士善画。好藏历代名画 ,这正是大量题画诗产生的基础。沈周、唐寅、文征明均为明代

著名画家 ,祯卿与他们交往从密 ,创作中产生了大量题画诗。如《题征明戏效元晖小景》、《石勒问

道图》二首、《煎茶图》、《题郑所南墨兰》、《题征明墨竹次韵》、《和韵石墨杏花》、《题画》二首、《美人

昼寝图题赠徐子仁》、《题扇》等。这些诗描绘中人物曲水 ,虫鱼鸟曾,以 画入诗 ,诗画交融 ,形象生

动 ,丰骨超然。如《题扇》之二写道 :

渺渺洞宵秋水阔,扁舟摇动碧琉璃。松陵不隔东南望,枫落寒塘露酒旗。

诗人将湖中秋色-写得跃然纸上 ,呼之欲出。此所谓神韵高逸 ,不著一字 ,尽得风流 ,深为清人

王阮亭所嘉旁 ,标举为神韵佳作。又如《题郑所南墨兰》写幽南独自芳菲于荒园 ,一腔幽愤 ,寄与西

风。诗人借兰抒怀 ,寓意深广。郑所南有感于国破家亡 ,借画兰以述亡国之痛。祯卿深悟其怀 ,通

过对幽兰独立草莽的形象描绘 ,准确地表达出画家的意旨。又如《题征明墨竹次韵》诗云 :“竹窗闲

对疏疏雨 ,戏写新枝直过墙。
”
将竹的清新写得极为动人。而《奉题三城王桃花小障》则用拟人手

法 ,把桃花的夭好、妩媚写得楚楚动人。受绘画的启迪 ,祯卿作诗形神兼采 ,景清意远。祯卿此期

还作有不少泳物诗。如《和答石田先生落花十首》、《柳花》、《咏莺》、《咏水仙花》、《芙蓉怨》五首、

《新燕》等。《落花》极写花的飘零残落 ,表达出深深的哀婉和怜惜。《芙蓉怨 llm刂 借芙蓉倾述自己病

魄萦绕的哀怨。

徐祯卿吴中诗囿于身世凄凉 ,俞途多舛 ,视野较为狭窄。内容有浓厚的感伤情绪 ,但犹不妨碍

他以吴中山水名胜和本人为原型 ,注重清新而浑然一体的感受 ,经过艺术的概括 ,成功地创造出

清远的意境以及与此协调的骨貌淑清的抒倩主人公形象 ,推动他及第后的创作形成风怀澄澹 ,情

高韵朗的艺术风格。祯卿以他的
“
濯濯淑灵 ,英英异姿

”
在故乡

“
颖拔而出。

’’o

二 ,徐祯卿的吴中交游

徐祯卿出生的姑苏一带 ,山 水秀丽 ,是个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名人雅士荟集居之地。他早期在

按乡结识了一批文人学士 ,深受吴中思想、文化的影响。

明代的江南 ,经济十分繁荣 ,工商业、织造业、漕运业极为发达。这里近临长江 ,地处太湖之滨

的鱼挟之乡 ,农业非常兴盛。陆深的《俨山纂金录》载 :

本朝国初总计天下税量共二干九百四十三万余。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 ,苏州一府二百八十

万九千余 ,⋯ ⋯苏嬴于浙以一府视一省 ,天下之最重也。

交税量之太 ,实为罕见。当时苏州粮食丰产 ,运粮业的发展 ,使漕运也极为繁荣 。《明史 》载 :

洪武元年兆伐 ,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力J府运粮三百万石于汴梁⋯⋯宣德四年 ,苏 、松、宁、池、庐、安、

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Θ

丝织业当时形成以南京为中心的苏、杭染局。如《明史》载 :

明制两京织染 ,内 外皆置局 ,以 应上供。外局以备公用。南京有神帛堂 ,供应机房。苏、杭等府各有织染

局。

正德元年 ,尚 衣临言 :“ 内库所贝±
ˉ
诸色贮丝、纱罗、织金、闪色、斗牛、飞仙、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

礻阑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俱天顺间所织,钦赏已尽,乞令应天、苏、杭诸府依式织造。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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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苏、杭一带织造业的发达。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交流的频繁。孕育了一批江

南才士 ,置身于经济、文化荣盛的氛围中 ,形成丰卓的才识和独特的情趣好尚。

稍先于祯卿 ,姑苏出了吴宽、王鏊、刘缨、吴一鹏、毛瑗、杨循吉、沈周、文林等 ;与祯卿同时 ,吴

中又出了唐寅、文璧、祝允明、都穆、钱孔周、朱存理、徐缙、顾磷 、朱凯、钱同爱、张灵、邢参、朱叔

起、朱叔英兄弟 ;稍 后又有皇甫渖、皇甫济兄弟、蔡羽、袁褰、刘凤、王宠等。吴中名士林立 ,在弘正、

嘉靖间尤著。如文征明所言 :

吴文章之盛,自 昔为东南称首。成化、弘治间,吴文定、王文恪继起高科,传掌帝制,遂持海内文柄。同时

若杨礼部君谦、都太仆元敬、祝京北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颗然在人。Θ

徐祯卿就生活在这个钟灵毓秀的环境中。及第前在故乡生活了整整 27年 ,精砺诗艺 ,逐渐名

于吴中。

阎秀卿《吴郡二科志》载徐祯卿
“
与吴趋唐寅相友善 ,寅 独器许荐于石田沈周、南濠杨循吉 ,由

是知名。
“

杨循吉 ,字君谦 ,吴县人 ,居湮之南濠。
’’°成化二十年进士 ,授礼部主事 ,年未三十即致

仕 ,“结庐支硎山下 ,课读经史 ,以 松枝为筹 ,不精熟不止。
’’rJ得

唐寅之荐 ,祯卿结识了这位吴中名

士。并有《寄杨仪曹君谦》诗云 :

古道看重荐士篇,糠秕合在簸扬前。从来贫贱遭人唾,草草心怀难纸传。四海蹭襦谁谢眺,百年酹酒感

杨玄。清才江左今无数,试一题诗孰后先。

诗中陈述身世清寒 ,不合于时的境遇 ,表 明寄情诗章的心志。弘治十一年 ,杨君谦恬退乐道 ,

栖于支硎山阳 ,祯卿造谒其庐 ,作《杨隐君赞》云 :

有斐杨君,秉文敦古。精思塞渊,宏通艺理。由乡升朝,学优则仕。叹咏羔羊,俭洁行已。幡然改念,言

慕田里。

称道他的隐退之志。吴人好隐 ,自 有传统 :黄省曾云 :“ 自角里披裘公季札 ,范蠡辈前后洁身 ,历世

不绝 ,时时有高隐者。
’’QU  

。

祯卿同钱腴、钱贵父子的交往 ,使他对吴中隐德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 :

夫所谓隐者,非 必居深山之中,业耒锄而亲木石也。夫隐士者,岂不读书而好道乎?修身而乐善乎?但

心无慕禄仕,不 能役役事人耳。心无富贵之慕,则 虽处市朝无点乎其隐也。何必谢人群、侣木石、弃儒业、亲

耒锄邪。④

这正是明代吴中隐士的特点 :他们不慕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而崇古守道 ,天性友孝。有的进身仕

途 ,又 转而退隐 ,不苟合于宦竖乱政 ,持刚直之志 ;有的身居贫寒 ,依然洁身 自好 ,保清廉之节。尚

隐而不一味深居寡出 ,求其隐志 ,清心习学 ,取友以自益。徐祯卿称道钱腴具有
“
好学笃行 ,安贫守

道 ,不迂不矫
’’°

的隐士品行。这些都影响了他在以后的仕途生涯中不钻营 ,不同俗 ,不谋私 ,不以

名利为重。徐祯卿结识的另一个吴中前辈沈石田也志于隐遁。文征明曰 :“ 周字启南 ,别号石田 ,

人称石田先生。
’’o沈月极为好学 ,“ 学 自群经而下 ,若诸史子集 ,若释老 ,若稗官小说莫不贯总 ,淹

浃其所得 ,猹 以资于诗。
’’Q吴中文士大都如此 ,极其看重学识。这些风气 ,深深地感染了徐祯卿 ,

促使他少年时代不以家贫 自弃而勤奋好学 ,用 力攻读。

吴人好习学 ,故而好蓄书。钱同爱就甚
“
喜蓄书。每并金悬购 ,故所积甚富。诸经子史之外 ,

山经地志 ,稗官小说 ,无所不有 ,而亦无所不窥。尤喜左氏及左马、班扬之书。啕祯卿称道他
“
专精

古学 ,讽阅传记 ,心朗性明。
’’°

与徐祯卿交往从密的朱存理、朱凯 ,人称
“
两未先生

”
,就 以藏书丰浩著名吴中。文征明说 :

吾苏有博雅之士曰朱性甫存理,朱尧民凯。两人皆不业仕进,又不随俗为廛并小人之事。日惟挟册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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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好求其人理言遗事而识之 ,对客举似如引绳贯珠 ,纟 丽缅弗能休。紊皆高赀 ,采费以资其好 ,不恤也。⑧

祯卿与他们交往 ,作有《题朱尧民小景》诗 ,称赞朱凯画法一扫铅华 ,情真意遥。弘治十二年 ,

祯卿还在吴中为朱性甫蓦捐买驴 ,作有《为朱性甫蓦买驴疏》。钱同爱 ,朱 良育、祝允明、唐寅、邢参

均慷慨解囊 ,助其放迹中林匡庐之志。他还作有《寄朱隐君性甫》诗 ,称道朱存理蓄书之志 :“ 自笑

千金惜已捐 ,陶然知命且随缘。暌疏故旧家家酒 ,狼籍图书处处船 :”
@

吴中人士 ,身居江南经济繁荣之地 ,多好求富 ,饶有家资。但他们不狂侈滥住 ,酷爱藏书 ,以 蓄

书丰富 ,读书广博自豪。交往无吝 ,侠义大度 ,无 门第之嫌 ,“得以周旋骚坛之上者 ,则亦非独以财

故也。
’’°正是这种豪侠重才的吴中风气 ,才使少年、青年时代的徐祯卿虽身居寒门 ,犹交游广泛 ;

家无蓄书 ,仍博雅卓识。他的才情逸志 ,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孕育而成。

吴中人士深受魏晋清谈遗风影响。
“
自王、谢、支遁喜为清谈 ,至今士大夫相聚 ,觞酒为闲语终

日。
’’o他们对宦党专权 ,忠 良遭佞的时政极为不满 ,因此失望于仕途而转志文学交游、诗文倡酬。

较之魏晋玄谈之士 ,少些狂荡放诞 ,多些温纯厚雅。徐祯卿置身于此 ,结识了钱孔周、唐寅、文璧。

他们交往亲密 ,居止日睚近 ,展 陈图籍 ,切酬诗艺。文征明在《钱孔周墓言志铭》中说 :

时余三人与君(钱孔周)皆在庠序,故会晤为数时日不见辄奔走相觅。见辄文酒燕笑,评 骘古今。或书所

为文相讨质,以 为禾。⋯⋯室庐靓深,嘉木秀野足以游适。肆陈图籍,时 时招集奇胜满座中。酒壶列前,棋局

傍临,握槊呼庐,凭陵翔掷,含醺赋诗,负轩而歌,邈 然高寄,不知古人何如也!Θ

在这里 ,文征明十分生动地为我们描绘了徐祯卿家居时交往习学的情形。正是在相互谈诗论

艺之中 ,陶冶了他深广的艺术修养 ,磨砺了诗艺。

徐祯卿前期诗学六朝晚唐 ,受吴中诗风影响很大。在他的吴中诗友里 ,与他关系最密切的是

唐子畏和文征明。

徐祯卿与唐寅素善。唐寅被誉为
“
江左第一风流才子

吨 ,工诗善画 ,名 冠江南。祯卿称道他 :

“
程资疏朗 ,任逸不羁 ,喜玩古书 ,多所博通

’’°
子畏一生仕途蹭蹬。弘治十二年 ,与江阴徐经入京

会试 ,因 徐经科场案被罢下狱 ,自 此不第。徐祯卿与他交往从密。弘治十四年 ,子畏经科场案后 ,

绝仕归里 ,游闽、浙、赣、湘等省。此年祯卿中乡举。第二年子畏倦游归里 ,得疾稍愈 ,徐祯卿即寄

诗云 :

闻子初从远道回,南 中访古久徘徊。闽州日月虚仙观,越苑风烟几废台。赖有藜筇供放迹,每于鹦鹉惜

高才。沧江海柳春将变,忆尔飘零白发哀。Φ

此诗气格高逸 ,挥酒 自如。此时还作有《简伯虎》诗 :

麻纸功名笑浪传,如今袖手了尘缘。交朋零落看书札,花月萧条问酒钱。数里青山骑犊醉,一床黄叶拥

秋眠p心期兀兀成幽病,谁与高人辨草廛。

写了却尘缘 ,恃才傲物的怀抱。汪端称此诗
“
写得高士行径出。

”
祯卿家资贫乏 ,《 子畏全集》有《赠

徐昌国》诗云 :“ 书籍不如钱一囊 ,少年何苦擅文章。
”
祯卿在京时作有《怀伯虎》诗云 :

寒窗灯火张生梦,京路风尘季子金。两地相思各明月,关山书尺几销沉。

可知祯卿入京应时 ,子畏家资丰余 ,曾 解囊相助。两人交往深厚 ,如祯卿所云 :“ 十年与尔青云交 ,

倾心置腹无所惜。
’’°

唐寅绝意仕宦 ,于 乡里筑室桃花坞 ,“ 坐客常满 ,文章风采 ,照辉江表。峋祯卿与他倡酬泳怀 ,

诗艺益进。子畏的宦场坎坷与祯卿的仕途经遇相似 9同遭时龃龉 ,良图难遂。文人 自古不合于时 ,

正是这一共同的感受使祯卿引子畏为相知 ,也 由此意识到了宦场中追名逐利的险恶。

祯卿早年结识文林父子 ,为他们的品节和才识所折服 ,与之倾心无隙。
“
文林 ,字宗儒 ,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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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杨循吉、李应桢、沈周善 ,而其子征明尤有名。
”Θ

祯卿在《复文温州书》中坦诚地道出自

己的心志 :

某质本汗浊,无干进之阶,重 以迂劣,不谐时态,所 以不敢求贵卿之门;蹑足营进之途。退自浪放纵性所

如南山之樗,任 其卷曲。然亦不喜饮酒,注荡狂诞,谢礼检。但喜洁窗几,抄读古书,间作词赋论议以达性情 ,

摅胸臆之说,期成一家之言以垂不朽。o

祯卿崇尚古风 ,好读古书 ,不求营进。对时文的态度是 :“ 至于时文讲说 ,或 种数月 ,不经 目前 ,

以是益大戾于时。⒆文温州鼓励他应
“
以三代人士 自期闪 ,以 高朗行径 自豪。弘治十一年 ,文林出

刺温州 ,祯卿同杨君谦、沈启南 ,唐子畏、朱性甫等在虎丘为他戗别◇弘治十二年 ,文林奄丧干温州

任 ,祯卿作《文温州诔》,《 瞻文温州画像》、《长至 日拜文温州像》等诗文哀悼他。

祯卿少与文璧交游。文嘉《先君行略》云 :“ 徐迪功桢唧年少时袖诗谒公 (文璧),公见徐诗大

喜 9遂相与倡和 ,有《太湖新录》、《落花》等诗传于世 c”
工
文璧 .涅 州刘史文林次子 ,“ 于文师吴少宽

宰 ,于 书师故李太仆应桢 ,于画师故沈同先生
”s,是一名

=诗
善画的昊中才士。当时 ,“ 吴中文士

秀异祝允明、唐寅、徐祯卿日来游 ,允 明精八法 ,寅 善丹青 ,祯 卿诗奕奕有建安风
”s,四 人被誉为

“
吴中四杰

”
,而文征明(璧 )在 吴中

“
主风雅数十年

”
,“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辈相切耋|,名 日益

著啕。

文征明
“
好为古文词。时南峰杨公循吉 ,枝 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鸣

”
。南濠都公穆 ,博雅好古 ,

六如唐寅天才俊逸 ,公与二人共耽古学 ,游从甚密
”
。
“
吴文定宽⋯⋯悉以古法授之 ,⋯ ⋯李公应桢

博学好古 ,刚介难近 ,少所许可而独重公
峋。由此可见吴中名士皆以古道为乐,志于古学而不屑

于时文。祯卿深受影响 ,崇 尚古风。在《与刘子书中》他明确阐述了尚古之道 :

于戏 !古道沉废已久。时士率喜以举业相夸谈 ,声利相倾夺 ,闻 人习古学 ,辄群聚而笑之 ,目 刺而腹忌。

昌国少时 ,不 解人好憎 ,往往学吟咏拟古人赋 ,谬 为先辈所推奖 ,而 忤于时流 ,排 于俗吏 ,羝 羊逆性 ,率不能

与时低徊。方俗包核圣经 ,月 览子传 ,准《史记》、《子虚》之文 ,以 坐偿宿心。⋯⋯ ·好古之心 ,犹砣砣不

休。酗

祯卿在这里对虚夸浮华的浅陋时风加以斥责 ,并意识到时文只不过是举业进身的敲门砖 ,表

明自已尚古积学的坚定信念。徐祯卿受倡崇古学的吴中风习影响 ,“排俗违时 ,蹈古而癖
”辽。,这正

是他后来置身古文运动的思想基础。

吴中诗风 ,多缀六朝之秀 ,清新绮缛。其内容由于脱离时政 ,多囿于写高士清怀 ,闲情逸致。抒

个人情怀 ,或写山水风物 ,艺术上较为注重雅饰。写天趣 ,则如云容水态 ,缘情随事 ,因物赋形 ,挥

洒自如。祯卿所云 :“文章江左家家玉 ,烟月扬州树树花。
”Θ祯卿此时在吴中作诗 ,也

“
多学六朝 ,

闲杂晚唐 ,有竹枝、杨柳之韵
”6∶

,以 词的情语入诗。如《咏柳花》云 :“转眼东风有遗恨 ,井泥流水是

前程
”
。又《偶见》云 :“可奈玉鞭留不住 ,又 衔春恨到天涯

”
。毛先舒称它是

“
词家情语之最

”Θ。王

世贞也说 :“ 昌谷少即漓词 ,文匠齐梁 ,诗沿晚季。迨举进士 ,见李献吉 ,大悔改啕。祯卿吴中诗 ,多

咀六朝精旨,采晚唐妙则。钱谦益云 :“ 其持论于唐名家 ,独嘉刘宾客、白太傅。沈酣六朝 ,散华流

艳啕。然而他认为祯卿吴中诗
“
标格清妍 ,漓词婉约 ,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峤戛兀之习,江左风流 ,

故自在也。
”Θ这个评价 ,较为准确地指明了祯卿吴中诗的特点。

徐祯卿一生作诗 ,由 前期的学六朝、晚唐转向后来学汉魏盛唐 ,有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前期

诗作于吴中,内容较为狭窄 ,艺术上通过对六朝陶、谢诸家的窥模体味 ,使他作诗走向清新澄淡 ,

宏肆渊溥,但也不免纤艳句累,气胳也显纤弱。后期诗作于及第之后 ,学汉魏 ,专心古淡 ;学盛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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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取李太白、孟浩然、王龙标一派作为学习典范。写诗格高调逸 ,情韵丰满 ,终于成为明诗中的
“
清

音
”
。这一变化 ,同他的生平交游密切相联。从徐祯卿的吴中交游和生世际遇中,我们不难看出他

吴中诗得以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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