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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

李越深
（浙江大学 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 “云间三子”是明末清初松江地区以陈子龙为核心 、以李雯和宋徵舆为羽翼的一个文学群

体 。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地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

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 。 “云间三子”文学群体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至崇祯十年（１６３７）逐步形成 ，尤

其是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九年（１６３６）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 ，陈 、李 、宋交往最

为密切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结集 。 “云间三子”的形成在松江地方文学的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首先 ，它打破了几社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促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其次 ，它创立了云间词派 。

“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的结集刊行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 。经过“三子”的努力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

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

［关键词］云间三子 ；文学群体 ；交谊 ；形成过程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Group ″Yunjiansanzi″
Li Yueshen

（Department o f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Chen Zilong ，Li Wen ，Song Zhengyu who lived in Songjiang reg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generally known as ″Yunjiansanzi″ ．This literary group was actively involved in many activities and
had made many achievements in poems ，Ci‐poems ，literary writing and theory construction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Songjiang literature ．″Yunjiansanzi″ developed gradually from the ６th to ７th of Chongzhen ，
especially during the ８th ，９th ，１０th of Chongzhen ．Chen had a close contact with Li and had created many
literary works ．″Yunjiansanz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ngjiang local literature ．
First ，the group broke the oppressive situation of society creating poems in courses ，contributing to the
thriving Yunjian poems ．Secondly ，it initiated ″School of Yunjian Ci‐poems ″ ．Chen ，Li and Song edited
and published Youlancao （A Collection o f Ci‐poems ） ，which indicated the formation of Yunjian
Ci‐poems ．″School of Yunjian Ci‐poems ″ became the pioneer of Ci‐poem theory innovation and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revival of Ci‐poem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Key words ：″Yunjiansanzi″ ；literary group ；f riendship ；formation



　 　 “云间三子”是人们对明末清初松江人陈子龙 、李雯 、宋徵舆的统称 ，也即指以陈子龙为核心的

紧密型文学群体 。在明清之际 ，这个文学群体积极展开文学活动 ，从诗到词 ，从创作到理论都多有

建树 ，从而推进了松江地方文学的兴盛 ，使天下士子为之注目 。本文拟对陈 、李 、宋之交谊以及“云

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过程作一考察 ，并阐述这个文学群体对云间词派的建立所作的重要贡献 。

一 、“云间三子”的交谊与文学群体的性质

陈子龙 、李雯 、宋徵舆三人并非同时开始交往 。陈子龙与李雯早在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就已订

交 ，李雯与宋徵舆始交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至崇祯七年（１６３４） ，随着陈子龙与宋徵舆订交 ，“云间三

子”方全部结交 。陈 、李的齐名与陈 、宋的齐名以及“三子”并立于士林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值得

注意的是 ，陈子龙对李雯的评价远高于对宋徵舆的评价 ，陈 、李的交情也远比陈 、宋的交情深厚 。陈

子龙与李雯交厚的主要原因在于三个方面 ：

其一 ，家世之交 。陈子龙的父亲陈所闻字无声 ，李雯的父亲李逢申字延之 ，号若鹤 ，两人均为万

历四十七年己未（１６１９）进士 ，是同乡兼同年 。李雯母亲盛孺人去世时 ，陈子龙为作枟盛孺人传枠 。传

云 ：“雯与子龙最善 。缮部公与先屯部称同年生 ，交相得也 ，而雯长子龙一岁 。然当幼小时 ，先君仕

京师 ，雯从缮部公官东越 ，故不相见 。 年二十 ，始获交雯兄弟 。 一见如故人 ，登堂较艺 ，月无虚

日 ⋯ ⋯ （孺人）间闻子龙等论议 ，谓雯曰 ：‘汝客皆天下士也 ，宜益厚之 。’” ① ［１］卷一一 ，３２２从这段话可以

看出 ，陈 、李两人的父辈原本交厚 ，子龙获交李雯后 ，两家关系更趋亲密 ，子龙经常出入李家 ，并深得

李母盛孺人称赞 。崇祯九年（１６３６）五月李雯父亲生日时 ，陈子龙作枟寿李若鹤年丈舒章尊人也枠诗

为贺 。李逢申中进士后先除慈溪令 ，失阉党意 ，左迁县佐 。丁母忧 ，服阕起上林苑监丞 ，迁工部主

事 。上任才三个月 ，李逢申就九上封事 ，弹劾兵部尚书梁廷栋误国 ，后来梁廷栋借机报复 ，李逢申论

戍澉浦 ，子龙作此诗时 ，李逢申正罢官家居 。诗云 ：“几叶公为庙廊器 ，登朝十载不得意”
［２］卷九 ，２４９

，对

李逢申的遭遇深表同情和惋惜 。

其二 ，同社之交 。陈子龙与李雯不仅年相仿佛 ，而且志同道合 。两人结交于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 ，

当年几社成立 ，陈 、李与同郡徐孚远 、彭宾 、宋存标 、宋徵璧均为第一批成员 ，又都同时加入了娄东张溥

领导的复社 。明熹宗天启年间 ，阉党乱政 ，朝野怨愤 ，崇祯帝即位之后重整朝纲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阉党之患 ，给忠贤人士带来了希望 ，而正当弱冠之年的陈子龙和李雯都经历了这一段历史 。复社和几

社成立之初 ，都秉持兴复绝学 、辅政新主的宗旨 。作为几社最早的成员 ，陈子龙与李雯年少气盛 ，志怀

高远 ，期望能在崇祯朝有所作为 。陈子龙在枟寄赠舒章枠诗中曾回忆两人初交时的少年虎虎生气及高

才大志 。诗云 ：“明月下瑶京 ，照我吴江水 。与君新结交 ，光辉耀乡里 。结交俱少年 ，颜色芙蓉鲜 。子

若云中龙 ，夭矫清汉前 。予如天际鹤 ，徘徊思九仙 。挥手笑卿相 ，脱口必豪贤 。”
［２］卷七 ，１９９陈子龙的好友

夏允彝在枟陈李倡和集序枠中也指出 ：“二子者 ，皆慨然以天下为务 ，好言王伯大略 。”
［２］附录三 ，７５９

其三 ，文字之交 。宋徵舆枟林屋文稿枠卷一 ○ 枟云间李舒章行状枠云 ：“（李雯）著诗赋及他古文数

十百篇 ，人颇笑之 。时同郡陈卧子子龙初举孝廉 ，名藉甚 ，性一往无所推许 ，见舒章诗文 ，则洒然改

容曰 ：‘此空同 、于麟间人也 。’走其舍与定交 ，因偏赞于其文于诸公 。”
［３］３５８虽然宋徵舆此说时间上有

误 ② ，但陈子龙十分推崇李雯的文才确是事实 。当崇祯二年（１６２９）两人初识时 ，陈子龙即对李雯的

古文创作大加赞赏 ，甚至自叹不及 。陈子龙枟李舒章仿佛楼诗稿序枠云 ：“岁在己巳 ，始定交李子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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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先屯部”指陈所闻 ，曾任工部屯田郎 ；“缮部公”即李逢申 ，曾任上林苑监丞 ，迁工部主事 。 李逢申曾任慈溪令 ，东越即指

慈溪 。

陈子龙举孝廉是在崇祯三年（１６３０） ，与李雯定交于崇祯二年 ，宋徵舆此说有误 。



其文 ，自顾勿如也 。语人曰 ：‘昭代文章 ，复在陇西氏矣 。’人不之信 。而予益好从李子游 ，朝夕研论 ，

以求当于古 。”
［１］卷七 ，３７７

枟寿秋槎许翁七十序枠云 ：“自予好为古文词 ，所切磨最深 、不敢以雁行进者 ，曰

舒章李氏 。”
［１］卷五 ，１３８当时别人尚不认可李雯 ，陈子龙却独具慧眼 ，不仅与之“登堂较艺 ，月无虚日” ，

“朝夕研论 ，以求当于古” ，而且竭力向人推举 ，李雯的声誉因此得以提高 ，成为松江的古文辞名家 。

枟陈子龙年谱枠引王沄枟林伯子传枠中记载陈子龙的妹夫林子襄和其兄林子卿受业于李雯之事 ：“林氏

自太仆公以来 ，三世一子 。自太学公名希颢 ，举五子 。伯子名子卿 ，字安国 。仲子名子襄 ，字平子 。

皆负大志 ，肆力于学 。太学公为延名师 ，制义师包长明 ，古文词师李舒章 ，两君皆器重之 。”
［２］附录二 ，６３３

李雯开始作诗的时间则是在结识陈子龙之后 ，其枟蓼斋集枠卷三四枟陈卧子属玉堂诗叙枠有一段

自述云 ：

今江南之士好作诗者 ，卧子及余 。年相若也 ，而卧子固少 ，又先余作诗凡十余岁 。盖自其

先工部时 ，卧子方弱龄 ，甫握觚椠 ，辄窃有所作 ，作又奇丽 。而余于是时方捕鸟雀 、跳虎子 ，瓦鸡

奇虫 ，是为弄好 。年长矣 ，稍知读书 。二十出 ，与卧子交 。又三年而始学作诗 ，则卧子固已绝尘

而奔 ，不可望矣 。
［４］４９４

关于李雯开始作诗的时间 ，我们可从这段话中得知 。其一 ，李雯作诗晚于陈子龙十余年 ，子龙

是于天启二年 （１６２２）十五岁时师从王元玄 （字默公）开始学习诗赋的 。其二 ，李雯于崇祯二年

（１６２９）与陈子龙订交后又三年方始学作诗 。如此推算 ，李雯作诗约始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 ，不晚于崇

祯五年（１６３２） ，因为编成于崇祯五年的枟几社壬申合稿枠已收入李雯诗多首 。

不过 ，李雯作诗进步很快 ，到崇祯六年（１６３３）枟陈李倡和集枠出 ，他已然与陈子龙齐名于诗坛 。

两人在以后的近二十年中往来唱酬不绝 ，陈子龙的诗集中仅标题关涉李雯的就有数十首 ，子龙在

枟李舒章古诗序枠和枟李舒章仿佛楼诗稿序枠等文中都对李雯的诗作了高度评价 。

陈子龙与李雯交厚的基础首先是志同道合 ，其次才是文字之交 。陈子龙在枟雨中过李子园亭枠

诗中写道 ：“新诗满笥一入手 ，欲乘黄鹄凌九州 ⋯ ⋯岂徒骚赋凌三楚 ，海内英雄亦相许 。时危往往长

太息 ，夜半悲歌各私语 。”
［２］卷八 ，２３６陈子龙于崇祯三年（１６３０）举孝廉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举进士 ，少年得

志 ，名满天下 ，人生道路较为顺利 ，而李雯长期困于诸生 。虽然穷达不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陈 、李两

人的交情 ，李雯对子龙的崇敬自不必说 ，子龙对李雯的道德文章亦多所称扬并大力推举 。崇祯十年

（１６３７）冬 ，李雯赴京师为父讼冤 ，此间子龙曾修一书给朝廷重臣恭顺侯吴国华 ，望其施手相援 。 枟与

吴恭顺国华枠云 ：“天下虽大 ，而荐神草莽 ，联镳击毂 ，不过数人 。数人之中 ，气雄志大 ，超然党辈者 ，

唯我同郡李生雯耳 。李生姿禀卓荦 ，刚峻自命 ，及其缀辞遣笔 ，则烂若云霞 ，骏若龙骥 ，夭矫明逸 ，实

殊众观 。至于扺掌世事 ，竹素所列 ，便可欣然 。斯真大邦之彦 ，三吴之良也 。”
［１］ 卷一四 ，４０７崇祯十五年

（１６４２）冬 ，陈子龙介绍李雯去拜访自己的座师黄道周 。其枟上石斋座师枠云 ：“同郡李雯字舒章 ，品识

端朗 ，才致淹雅 ，子龙之畏友 。如在师门 ，登堂之彦也 ⋯ ⋯异日必为国家诤士 ，故子龙敢为介 ，以其

所上书达于左右 。幸我师收之宫墙 ，赐以一言之教 。”
［１］卷一四 ，４３９陈子龙这些评语绝非敷衍之词 ，而是

对李雯道德文章的由衷赞叹 。遗憾的是 ，甲申国变之后 ，李雯在政治上终于没能固守志节 ，与子龙

分道扬镳 ，辜负了好友的期望 ，也辜负了他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 。而这一切又成为李雯心中之痛 ，

成为他郁郁而死的重要原因 。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李雯与宋徵舆定交 。宋徵舆枟古诗酬舒章燕都之作枠其二云 ：“念此同门友 ，十

年共居诸 。昔别桃始华 ，今也霜载途 。”
［３］卷四 ，４９１李雯于崇祯十六年癸未（１６４３）春随家君李逢申赴京

师 ，宋徵舆诗作于是年秋天 ，据此前推十年即为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宋徵舆枟寄李舒章枠云 ：“畴昔同里

闾 ，籍甚文章客 。三五少年中 ，李生独岸帻 。我年十五余 ，意气颇宕佚 。五言三十篇 ，定交称莫

逆 。”
［３］ 卷五 ，５０３宋徵舆生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与李雯定交时正当十七岁 ，即十五

岁有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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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七年（１６３４） ，陈子龙与宋徵舆定交 。宋徵舆枟云间李舒章行状枠云 ：“甲戌 ，徵舆以诗受知于

卧子 ，先已获从舒章游 ，至是相得益欢 。”
［３］卷一 ○ ，３５８

枟於陵孟公传枠云 ：“（子龙）试于春官者再 ，皆报

罢 ① 。归则选暇日辄纵声酒 ，而与李生雯益倡和为歌诗 ，相得欢甚 ，惟不佞徵舆亦时与焉 。”
［３］卷八 ，３３５

至此 ，云间三子全部定交 。

尽管崇祯七年（１６３４）陈 、李 、宋全部定交以后 ，“云间三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既已基本形成 ，但

陈子龙和李雯早在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就已齐名于诗坛 ，宋徵舆则是在崇祯十年（１６３７）以后 ，而且是赖

陈子龙之力得以成名 。吴伟业枟宋直方林屋诗草序枠云 ：

往余在京师 ，与陈大樽游 ，休沐之暇 ，相与论诗 ，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 ，且索余言为之序 。

当是时 ，大樽已成进士 ，负盛名 ，凡海内骚坛主盟 ，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 ，而独推重直方 ，不惜以

身下之 ，余乃以知直方之才 ，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 。于是天下言诗者辄首云间 ，而直方与

大樽 、舒章齐名 ，或曰陈 、李 ，或曰陈 、宋 ，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
［５］卷二八 ，６７１ ６７２

为什么陈子龙在“三子”全部定交数年之后才大力推举宋徵舆呢 ？此事涉及陈子龙与宋徵舆关

系的疏密程度 。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 ，陈子龙与宋徵舆的关系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

第一 ，陈子龙 、宋徵舆之交与陈子龙 、李雯之交的基础和特点不同 。陈 、李之交的基础兼有志同

道合和文字之交的因素 ，而陈子龙对宋徵舆 ，则更偏赏其少年高才 。比如 ，李雯和宋徵舆于崇祯九

年（１６３６）共赴金陵应试 ，陈子龙为他们各赋诗一首 ，从中即可比较出他对李 、宋两人评价的不同 。

枟送李舒章省试金陵枠云 ：

陇西李生气莫当 ，心雄志大神扬扬 。数年屏居谷水上 ，三十始登京尹堂 。忆昔乡里八九

人 ，同时恣意成文章 。海内声名忝陈李 ，伊予弱翮难雁行 。叹君深沉廊庙器 ，霜锷辉辉未尝试 。

风劲高骞识卓雕 ，时危下坂须良骥 。男儿何必早致身 ，正复难忘天下事 ⋯ ⋯古来往往徒步士 ，

一朝得策称高贤 ⋯ ⋯
［２］卷九 ，２４９

枟送宋徵舆应试金陵枠云 ：

⋯ ⋯少年才子正芳菲 ，凤胶麟角世应希 。幼敏能夸刘孝绰 ，诗篇不减谢玄晖 ⋯ ⋯操笔飞英

纵所如 ，六季文章体更疏 。已成希逸枟东封颂枠 ，复上元长枟北伐书枠 。长干女儿思一见 ，竞写新

诗自矜眩 。莫听清溪枟宛转歌枠 ，夺君手中白团扇 。
［２］卷九 ，２５０

从诗中可以看出 ，在陈子龙眼里 ，李雯心大志雄属廊庙之器 ，宋徵舆则文采风流为少年才俊 。

第二 ，陈 、宋关系即使就本身而言 ，亦经历了一个由疏而密的过程 。尽管宋徵舆称自己于崇祯

七年（１６３４）与子龙结识后“相得甚欢” ，但事实上无论是陈子龙自作的年谱还是收有崇祯七年诗歌

的枟属玉堂集枠 ，都没有当时陈子龙与宋徵舆交往的明确记载 。从各方面情况来考察 ，陈子龙和宋徵

舆从崇祯八年 、九年之交开始才有了比较多的交往 ，到了崇祯十年 ，陈 、宋关系进一步发展 ，两人不

仅过往甚勤 ，而且子龙常借各种机会奖掖和推举宋徵舆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冬天 ，陈子龙曾分别给吴

伟业和方以智写信 ，对宋徵舆予以赞扬 。 枟与吴骏公太史枠云 ：“宋辕文近造益精丽 ，以诗相投 ，存感

遇之旨 ，幸奖成之 。”
［１］卷一四 ，４１１

枟答方密之枠云 ：“李子持尺剑上书北阙下去矣 ，惟得一宋生 ，朝夕差自

劘切 。惊其少年朗锐 ，弟有师老财匮之忧 ，恐难为敌也 。”
［１］卷一四 ，４０９陈子龙于崇祯十年（１６３７）举进士

之后 ，社会名望更高 ，社会责任感更强 ，个人修养方面亦更趋成熟 ，他积极培养人才 ，拔擢后进 ，年少

才高的宋徵舆受到他的推举就是必然之事了 。

由于陈 、李 、宋三人既是文学家 ，又都是几社成员 ，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云间三子”是具有文学和

政治双重性质的群体 ，而笔者以为“云间三子”不具有政治性质 ，只应把它当做一个文学群体来看

待 。固然 ，陈 、李之交具有志同道合的因素 ，但作为整体的“三子” ，不仅陈 、李 、宋自己没有把它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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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群体 ，而且与“三子”同时的其他人也都强调其文学成就和影响而少及政治 。至于几社 ，它的

政治倾向本身就是多元的 ，其成员的价值观并不一致［６］
。甲申国变之后“三子”的人生选择 ，更是有

力地证明“云间三子”不具有政治性质 。当然 ，就陈 、李关系而言 ，李雯的仕清实在是个遗憾 ，其中有

许多非常特殊的内外因素 ，不能一概而论地说明陈子龙对他的评价有误 ，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论述 。

而“三子”中的宋徵舆 ，本就没有高远的政治抱负 ，在整个崇祯朝 ，他的政治热情和参与度远不如同

为诸生的李雯 。甲申国变之后 ，宋徵舆很快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科举 ，效忠于清王朝 ，可以说他与陈

子龙在政治上甚至谈不上分道扬镳 ，只能说是各行其道 。

崇祯七年（１６３４）陈 、李 、宋全部订交后 ，逐渐形成一个小型文学群体 ，从云间派中脱颖而出 ，成

为明末松江地方文学的领军 。通过“云间三子”的努力 ，云间文学逐渐进入高潮期 ，并在社会上产生

了极大影响 。

二 、“云间三子”群体的形成及其地位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陈 、李频繁唱和之时起至崇祯十年（１６３７） ，是“云间三子”文学群体逐步形成的

时期 ，尤其是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九年（１６３６）以及崇祯十年（１６３７）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 ，是“云

间三子”交往最为密切［７］
，文学活动最为频繁 ，作品频频问世的一段时间 。在此 ，笔者拟概要地叙述

“云间三子”在此期间的交往以及文学创作活动 ，具体展示这个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取得的成果 。

鉴于陈子龙是“三子”的核心人物 ，且陈子龙自编年谱（以下简称枟年谱枠）和其诗文所构成的时间链

最为清晰 ，因而在叙述中将以陈子龙的有关事迹为主要线索 。

在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之前 ，陈子龙 、李雯共同参与的文学活动以及诗歌创作成果主要体现于崇祯

五年（１６３２）编成的枟几社壬申合稿枠 。该集收录了陈子龙 、李雯 、夏允彝（字彝仲） 、周勒卣（字立勋） 、

徐孚远（字 公） 、顾开雍（字伟男） 、彭宾（字燕又） 、王元玄（字默公） 、朱灏（字宗远） 、宋徵璧（字让

木 ，又字尚木） 、宋存标（字子建）共 １１位几社成员的诗文 ，其中李雯诗数量多达 １４１首 ，仅次于陈子

龙的 １９２首 ，可见李当时已在诗界崭露头角 。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春夏之时 ，几社的许多重要人物都因故暂离松江 ，周勒卣 、徐孚远 、徐凤彩（字

圣期） 、顾开雍赴金陵省试 ，王元玄应试燕都 ，杜麟征（字仁趾）省亲永嘉 。留守郡邑的数人中 ，夏允

彝本不长于诗 ，宋氏昆仲虽早年即有诗名 ，但宋存标诗被收入枟几社壬申合稿枠的仅 ２８首 ，宋徵璧自

壬申以后即心痗辍笔 ，极少作诗 。其枟平露堂集序枠云 ：“予发未束即学诗 ，唯时言诗之家 ，倡和角逐 ，

无所短长 ，欣欣然以为诗之为道 ，庶可勉而造也 。已而卧子主盟坛坫 ，予相与周旋 ，得朝夕综观卧子

之诗 ，乃叹诗之为道 ，其难乃至此 。因遂不复作诗 ，已经五六载矣 。”
［２］附录三 ，７６４观宋徵璧枟抱真堂诗

稿枠 ，崇祯六年至十年的作品确实不多 。在此期间 ，唯有陈子龙和李雯赋诗唱和不绝 。正如枟陈李倡

和集枠徐孚远序所云 ：“岁在癸酉 ，予既已羁迹秣陵 ，余子亦以他事罢去 ，长夏寂寥 ，二子鲜欢 ，倡和之

集 ，所由作也 。”
［２］附录三 ，７６０

枟陈李倡和集枠收诗截至崇祯六年（１６３１）季秋陈子龙赴京师应试之前 ，从春

夏之交至季秋的短短几个月里 ，仅陈子龙一人的诗歌就多达一百四十余首 ，两人的创作数量相当

可观 。

往日的诗坛群英会变成了两个人的酬唱 ，这不仅促成了枟陈李倡和集枠的产生 ，客观上也提高了

李雯诗歌的名声和地位 ，陈 、李诗齐名即在此时 。徐孚远序云 ：“友人陈子 ，擅俊妙之逸气 ，发怀古之

遥情 。征召英契 ，摇缀渊圃 。于时同郡之士 ，盖有数人 。至于齐镳方轨 ，卓绝领袖 ，共推李子 ，于是

有陈李之目矣 。”
［２］附录三 ，７６０

枟陈李倡和集枠刊刻后 ，有周立勋 、夏允彝 、宋徵璧 、顾开雍多位同社盟友为

之作序并予以高度评价 ，此时陈 、李两人无论是诗歌创作的水平还是诗名已完全超越几社其他

诸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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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六年（１６３３）中秋前 ，徐孚远落第 ，自金陵归 ，陈子龙 、李雯与诸同社连日集饮 ，往来唱

酬 。陈子龙作枟十四晚见 公从金陵归感赋二首枠 、枟中秋偕 公舒章让木集饮枠 、枟十六夜又偕 公

让木诸同社集饮枠 ；李雯有枟十六夜偕徐 公宋尚木及诸同社集饮枠 。本年陈子龙与李雯交往或唱

和之诗尚有不少 ：李枟归家园诗枠 ，陈枟诵舒章归家园诗遥和枠 ；陈枟伟男许予相送于广陵作诗以坚

之枠 ，李枟赠伟男送卧子至广陵诗枠 、枟卧子纳宠于家 ，身自北上 ，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 ，寓书于予道

其事 ，因作此嘲之枠 ；陈 、李枟蔷薇篇枠 ；陈 、李枟收登行枠 ；李枟大树行赠张子美枠 ，陈枟大树行同舒章赠

子美枠 ；李枟仿佛行并序枠 ，陈枟仿佛行枠 ；陈枟欲偕舒章游金陵不果各赋诗十首枠 ，李枟欲游金陵不果

十首枠 ；李枟送卧子计偕北上枠 ，陈枟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枠 ；陈枟寒夜行兼忆舒章枠 、枟有怀舒

章用子美怀太白首句枠等 。

本年季秋 ，陈子龙偕宋徵璧等人游京师并赴会试 ，枟陈李倡和集枠诗即止于陈子龙离松江前 。陈

子龙北上 ，诸社友相送 ，子龙作枟留别 公圣期枠 、枟留别勒卣枠 、枟予偕让木北行矣 ，离情壮怀 ，百端杂

出 ，诗以志慨枠诸诗 ，均系赴京前所作 。陈子龙之后的诗收入枟属玉堂集枠 ，是集有枟录别 ，计偕别友吴

中作枠 ，系离松江后途中所作 。除夕 ，子龙已至京师 ，有枟癸酉长安除夕枠诗 。

李雯与宋徵舆定交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 ，具体时间约为本年秋天 。 “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中共

计有三组宋 、李的唱和词即写于本年秋天 ：宋枟醉花阴 ·重阳枠 ，李枟醉花阴 ·重阳和辕文作枠 ；宋枟阮

郎归 ·秋深枠 ，李枟阮郎归 ·秋晚枠 ；宋枟蝶恋花 ·秋闺枠 ，李枟玉楼春 ·秋闺枠
［７］

。当李 、宋定交时 ，陈子

龙已离开松江赴京师参加崇祯七年（１６３４）的会试 。

崇祯七年甲戌（１６３４）春 ，陈子龙参加会试再次下第 ，之后回到松江 ，“既再不得志于春官 ，不能

无少悒悒 ，归则杜门谢宾客 ，寡宴饮”
［２］附录二 ，６５０

。

李雯曾于本年夏伏之前离松江游黄山 ，至秋方归 。陈子龙为作枟送李舒章游新都枠 。陈子龙下

第归松江后本已郁郁寡欢 ，李雯的黄山之游更使他感到寂寞 ，因此当李雯于秋天回到松江后 ，陈子

龙即过李雯园亭与之会面 。子龙枟雨中过李子园亭枠诗有句云 ：“迩来交游何索莫 ，数月不登李生

阁 ⋯ ⋯与尔一临池上楼 ，楼头云雾沧江流 。”
［２］卷八 ，２３６李雯则以枟酬卧子枠相答 ，诗中对子龙会试下第

之事进行安慰 。自此后 ，几社又恢复了往日的人气 。

陈子龙与宋徵舆定交的时间应该在崇祯七年（１６３４）秋天李雯黄山之行归来之后 。宋徵舆比李

雯和陈子龙小十岁左右 ，当时陈子龙和李雯已以诗并称 ，特立于云间一派 ，宋徵舆与陈 、李定交之

初 ，显然是把两人当做师长来看待的 ，而陈子龙和李雯既乐于以前辈身份指点后学 ，宋徵舆的加盟

也使他们如虎添翼 。彭宾枟二宋倡和春词序枠有云 ：“既复得辕文 ，大樽见其拟古诸篇 ，踊跃狂叫 ，自

此劈笺开衮 ，赠答流连 ，赋咏之余 ，尽醉永夜 。”
［８］卷二 ，３４５崇祯七年 ，枟几社六子诗枠编成 。李雯序云 ：

“辕文英年机速 ，研味不多而包略已远 。观其枟十九首枠之作及枟游仙枠 、杂拟诸篇 ，琅然清拔 ，高听易

视 ，英旨振于霄中 ，玄旨畅于海外 。若能益以风格 ，加以栝羽 ，五七之言去其险戆 ，固当斟酌吾等 ，摩

切二昆 。我谓其年不可及也 。”
①

此年冬 ，陈子龙又过李雯园亭 ，作枟腊日暖甚 ，过舒章园亭观诸艳作并谈游冶二首枠 。另外 ，李雯

作枟凤头行并序枠 ，子龙作枟凤头行和李子作也枠 ，宋徵舆亦有枟凤头行枠 。

陈子龙枟属玉堂集枠收录的诗始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秋子龙赴京师途中 ，止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底 ，

最晚的是枟甲戌除夕枠诗 。这段时间里陈子龙大量创作古诗乐府 ，李雯枟蓼斋集枠多有同题酬和诗 。

崇祯八年乙亥（１６３５） ，枟属玉堂集枠编成 ，李雯为作枟陈卧子属玉堂诗叙枠 。

崇祯八年乙亥春 ，子龙偕诸同社读书陆氏之南园 ，参与者有徐孚远 、李雯 、周立勋 、陆庆曾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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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人读书南园时 ，“创为时艺 ，闳肆奇逸 ，一时靡然向风 。间亦有事吟咏”
［２］附录二 ，６５０

。秋天 ，李雯曾

邀请陈子龙游横云山 ，子龙因病未赴 。除夕 ，李雯饮陈子龙宅 ，作有枟除夕饮卧子斋枠诗 。

本年陈子龙 、李雯多有唱和或同题诗 。如 ：李枟阳春歌枠 ，陈枟阳春歌和舒章枠 ；李枟春日示卧子言

怀枠 ，陈枟春日酬舒章言怀之作二首枠 ；陈枟中都枠 ，李枟中都和卧子枠 ；陈枟观杨龙友射歌枠 ，李枟观射歌赠

杨龙友先生枠 ；李枟夏日问陈子疾枠 ，陈枟酬舒章问疾之作用原韵枠 ；陈枟为宋子建悼亡二首枠 ，李枟为宋子

建悼亡二首枠 。

崇祯八年（１６３５） 、九年（１６３６）之间 ，陈子龙 、李雯 、宋徵舆往来唱和频繁 。宋徵璧枟平露堂集

序枠云 ：“犹忆乙 、丙之间 ，陈子偕李子舒章 、家季辕文 ，唱和勤苦 。”
［２］附录三 ，７６５陈子龙枟年谱枠云 ：

“（崇祯九年）春 ，读书南园 ，时与宋辕文相倡和 。”
［２］附录二 ，６５２此后 ，“云间三子”的交往和文学活动

进入高潮期 。

崇祯九年（１６３６） ，几社诸人纷纷省试金陵 ，李雯 、宋徵璧也列其中 ，子龙作诗送之 ，有枟送李舒章

省试之金陵枠 、枟送宋辕文应试金陵枠等 。陈子龙 、宋徵璧等人于本年赴京应崇祯十年（１６３７）进士试 。

岁末 ，子龙偕彭宾等人离松江赴京师 。李雯先已于孟冬赴武林 ，将近年底始归 ，未得送诸人北上 ，作

有枟丙子除夕有怀卧子枠 、枟追送燕又枠 、枟追送尚木枠等诗 。

陈子龙崇祯八年 、九年的诗收入枟平露堂集枠 。 这两年“三子”交往与唱和的诗还有 ：陈 、李

枟苑马行枠 、枟南园即事二首枠 ；陈枟予从森阳曹君学射 ，作诗赠之二首枠 ，李枟曹生行枠 ，宋枟同社数子

学射于曹君森阳 ，余作二绝赠之枠 ；陈枟初秋出城南吊迩机之丧 ，随游陆氏园亭（春初予辈读书处

也） ，感赋二律枠 ，李枟送薛迩机丧枠 ；陈枟寿李若鹤年丈舒章尊人也枠 、枟得李舒章宋辕文秣陵书有忧

时之语枠等 。

崇祯八年 、九年也是云间词派形成的关键时期 ，词集枟幽兰草枠中 ，“三子”词大部分创作于这

两年 。

崇祯十年（１６３７）正月初五 ，子龙偕彭宾于上元日入京师 。陈子龙和夏允彝同中进士 ，出黄道周

门 。子龙在京师时 ，有枟寄李舒章宋辕文枠诗 ，李雯作枟喜闻彝仲卧子捷音感而有作枠 。而这段时间李

雯曾馆于宋徵舆家 ，作诗甚勤 。六月 ，陈子龙得惠州司李职 ，途中闻唐宜人之讣 ，遂奔丧归里 。子龙

归里之后 ，与李雯 、宋徵舆过从密切 。仲冬 ，李雯北上为父讼冤 ，临别时子龙为作枟拟古三首别李氏

也 ，舒章为其尊人水部公伏阙讼冤而北也枠 ，李雯有枟北上酬别卧子三首枠 。此后 ，子龙作有枟岁暮怀

舒章八首枠 ，宋徵舆作有枟丁丑除夕怀李生兼示陈惠州枠 。

崇祯十年是“云间三子”的创作成果纷纷问世之年 。宋徵舆枟云间李舒章行状枠云 ：“丁丑 ，舒章

馆于徵舆之家 ，而卧子是年举进士 ，以母丧归 ，三人相聚里居 ，互相劘切 ，所谓（为）诗篇甚富 ，各梓为

一编 ，间传于世 。”
［３］卷一 ○ ，３５８

“三子”各有诗集刊刻 ，即宋徵舆之枟佩月堂诗稿枠 、李雯之枟仿佛楼稿枠和

陈子龙的枟白云草枠 、枟平露堂集枠 。陈子龙为李 、宋作枟李舒章仿佛楼诗稿序枠 、枟宋辕文诗稿序枠 。另

外 ，“三子”词合集枟幽兰草枠也结集刊刻于本年［８］
。随着陈子龙的社会声望日隆以及李雯 、宋徵舆诗

歌的日益被人重视 ，“云间三子”作为一个文学群体逐渐名扬天下 。

对于明末清初的松江文学来说 ，“云间三子”文学群体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 ，它促

进了云间派诗歌的兴盛 。云间派是在几社的平台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流派 ，初步形成于崇祯

五年（１６３２） ，以枟几社壬申合稿枠刊刻为标志 。此时云间派文学虽旗鼓已建 ，但枟几社壬申合稿枠的诗

歌几乎都是几社日课的产物 。该集张溥序云 ：“辛未之秋 ，联事乡党治古文辞者九人 ，壬申冬 ，成二

十卷 ，悉所期约 ；其未期约而自撰述者 ，不在其中 。”
［２］附录三 ，７５７由于是社课 ，且有多人参与 ，便存在着

一定的局限性 ，枟几社壬申合稿枠中的诗歌不免多拟古之作 ，水平参差不齐 ，内容 、体裁 、风格较为雷

同 ，缺乏作家个性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夏秋之时 ，陈子龙与李雯大力唱和 ，结成纯文学意义上的枟陈李

倡和集枠 ，诗歌题材大为拓宽 ，体裁多样 ，诗风清新 ，打破了社课诗的沉闷局面 。其次 ，创立了云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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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除了诗歌之外 ，“三子”还大力作词 ，在此期间结集刊行了枟幽兰草枠 ，标志着云间词派的形成 。

陈子龙在枟幽兰草题词枠中阐发了他的词学思想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 ，“云间三子”词取法南唐北宋 ，

矫正了明词曲化的弊病 ，重振了词学 。云间词派成为明清词学革新的先驱 ，为清词全面复兴作出了

极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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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讯 ：２００９年 ４月 ２５ — ２６日 ，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浙江大学联合举办的“亚洲产业创新 、竞争力

与政策空间国际研讨会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２００９年工业发展报告’发布会”在浙江大学隆重召开 。来自

中国 、法国 、荷兰 、澳大利亚 、印度尼西亚 、印度 、马来西亚 、韩国 、日本以及泰国等产业升级与创新领域的学者 、

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代表等百余人汇聚浙大 ，探讨亚洲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热点问题 ，交流亚洲国家应对金融危

机的有效措施 ，共商全球化背景下亚洲国家产业创新与竞争力提升之道 。

大会以亚洲国家在电子产业 、纺织产业 、汽车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四个产业的产业创新 、竞争力与政策

空间等问题为主题 ，在各国产业发展的经验交流中围绕亚洲国家产业升级与转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研

究和讨论 。本次会议将较好地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广有效就业 ，提高经济竞争力 ，改善经济发展环境 ，为发展中

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提供适宜各国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条件 ，促进全球的共同

繁荣 。会议还举行了“浙江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授牌仪式 ，并发布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２００９年工

业发展报告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是联合国大会的多边
技术援助机构 ，１９６７年 １月正式成立 ，１９８５年 ６月正式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 。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其宗

旨是促进和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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