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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与桐城文人交游考论 

汪  孔  丰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11） 

摘  要：陈子龙是明末清初云间派的领军人物，他交游广泛，文友遍及大江南北。在他的交游网络中，诸多桐

城文人是不容忽视的。考察这些桐城文人与陈子龙的交游关系，不仅可以更清晰地认识陈子龙，还能管窥明末清初

松江与桐城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文学互动之景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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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1608-1647）是明末清初云间派的领军人物，

在明清之际文学发展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陈子

龙好交游，文友遍及大江南北。当时，桐城一地也人文

蔚起，群星璀璨，如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人在文坛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陈子龙与这些桐城文人皆有交游。

本文拟对陈子龙交游网络中的桐城文人予以梳理探究，

以便进一步体认陈子龙的交游、创作等方面状况，并由

此管窥明末清初松江与桐城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文学互动

之景观。 

通过爬梳文献，认真考证，可知与陈子龙有交游关

系的桐城文人大致有以下几位： 

方以智（1611—1671），字密之，号曼公，别号浮山

愚者，出家后释名弘智、无可、药地、浮庐等。他毕生

以气节、学问自许，著述甚丰，主要有《博依集》《浮山

文集》《流寓草》《通雅》《东西均》等。 

陈子龙的作品中，有不少涉及他与方以智交游的，

诗有《遇桐城方密之于湖上，归复相访，赠之以诗》《闻

桐城乱久矣，龙友从金陵来，知密之固无恙也，甚喜。

又以久不见寄书，寒夜有怀，率尔成咏》《送密之归皖桐》

《奉酬皖城方密之见怀之作，答秣陵之期也》（二首）《寄

答密之于金陵》《赠方密之进士》《寄赠密之》等，文有

《方密之<流寓草>序》《答方密之》等。同样，在方以

智的作品中，也有《云间夏彝仲、朱宗远、徐闇公、陈

卧子醉后狂歌分赋》《吴门遇卧子作兼寄舒章》《卧子书

来正忧时乱》《得卧子书，读其〈白云草〉感而答之》《偶

简箧中见卧子旧寄我书，书后纪梦甚异，今似若有应矣，

便赋志感》《哭陈卧子》等诗，有《陈卧子诗序》等文。

由此可见，他们两人文学交往是比较频繁的。 

陈子龙与方以智订交时间是在崇祯五年（1632），地

点在杭州。方以智《膝寓信笔》云：“壬申（1632 年）

游西湖，遇陈卧子，与论《大雅》而合。”[1]在他们订交

后，又曾在松江、苏州两地相见。至于他们交游具体情

形，笔者另有专文予以论述[2]，兹不赘述。 

方文（1612—1669），原名孔文，字尔识，改字尔止，

号明农、峹山、淮西山人。方以智之叔。明末诸生，性

豪宕不羁，聪颖过人。入清后，甘作遗民不仕，隐居桐

城、金陵等地。著有《峹山集》、《四游草》、《峹山续集》

等。 

陈子龙与方文相交当在崇祯四年（1631）。据《方文

年谱》记载，这一年秋，陈子龙与陈名夏、夏允彝、孙

淳等复社士子数百人在苏州虎丘举行文会，方文亦与焉。

在这次虎丘文会上，陈、方两人相识定交。[3]崇祯十一

年（1638），方文有松江访友之行，陈子龙招其同周立勋、

徐孚远、李待问、单恂雅集水阁，方文有诗云：“嘉会寻

常事，今宵更不同。”[4]（卷四《陈卧子招同周勒卣、徐

闇公、李存我、单质生饮集水阁》）方文在松江逗留十余

日，与陈子龙等几社诸子相聚甚欢，因念及八月返桐，

遂怅然别去。“如何舍兹去，刷羽西南飞。”[4]（卷一《留

别杨爱生兄弟》）。陈子龙有诗《送方尔止还金陵将归皖

桐》送之。这次松江之行给方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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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颇多，以至于在后来还曾忆及：“忆昔游云间，所交俱

老苍。陈李彭宋辈（陈卧子、李存我、彭燕又、宋子建），

唱和多诗章。”[4]（《北游草·夏镇赠顾水部见山》） 

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字饮光，一字幼

光，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明末诸生，少有侠气，

好谈经略，积极用世。南都陷落后，入隆武政权，官延

平府推官，旋仕永历政权，授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归里

隐居，不仕清廷。著有《庄屈合诂》《田间易学》《田间

诗学》《藏山阁文存》《藏山阁诗存》《藏山阁尺牍》《田

间文集》《田间诗集》等。 

陈子龙认识钱澄之的时间在崇祯十六年（1643）。据

钱撝禄《先公田间府君年谱》记载云：“癸未（1643 年），

三十二岁，⋯⋯未几闻太夫人之讣，因附方瞿庵舟与奕

于同入松江，晤夏瑗公先生、卧子、闇公，因便道嘉善，

两君入武林。”[5]31 不过，在两人未相识之前，陈子龙的

文名早已被钱氏所知。《先公田间府君年谱》云：“庚午

（1630 年），年十九岁。⋯⋯是秋，南闱墨极甚。府君

独喜陈卧子及施仲翔作，而不喜吴骏公。次年，骏公虽

元，终不以为善也。”[5]24 两人订交后，甚为契合，曾有

结社之举，《田间先生墓表》云：“先生与陈卧子、夏彝

仲交最善，遂为云龙社以联吴凇，冀接武于东林。”[6]《清

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七也云：“是时复社、几社始兴，比

郡中主坛坫者，宣城沈寿民，池阳吴应箕，桐城则澄之

及方以智，而澄之又与陈子龙、夏允彝辈联云龙社，以

接武东林。”[7] 

崇祯十六年，钱澄之有杭州之游，时陈子龙正任职

越地，钱氏有诗呈赠，其诗《湖上抒怀呈陈卧子司理》

云：“白苧春城夜雨过，问君豪情近如何？早闻越国文风

变，自到杭州诗兴多。执法几时虚贯索，谈兵无计满天

河。狂生不敢频趋谒，自借湖山发啸歌。“[8]565（卷二）

诗中表达了对陈子龙的关切之情以及对其才能的赞美，

情感真挚深沉，自然质朴。 

福王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后，阉孽阮大铖等人把持

朝纲，迫害忠良。钱澄之被迫亡命三吴，往来于苏州、

松江两地，与陈子龙等人图谋恢复，对此钱撝禄《先公

田间府君年谱》有所记载：“乙酉年（1645），三十四岁，

家眷避居南园，府君踪迹往来吴门、云间。”[5]34“仲驭

因同府君入云间，与陈卧子、徐闇公订盟而还。⋯⋯未

几，城破，义兵尽溃，相公谕解兵，仲驭不可，乃乘舟

亲来，仲驭先去，嘱府君与鉴在守勿动。军资甚厚，漂

泊於巨湖波浪中，诸将皆有异志。陈卧子亦自松江奔至，

府君请以军实授之，使再举，卧子犹豫，隔一夕来，而

人心变矣。卧子去，诸将尽分其所有以行。府君争之，

几为所杀，独存十舟耳。”[5]36-37据此可知，在太湖义军抗

清斗争中，陈子龙与钱澄之有所往来，还曾订盟，共襄

义举。 

顺治四年（1647）四月，陈子龙因参与松江提督吴

胜兆起义失败而潜藏，后被清兵所执。五月十三日，陈

子龙在押解途中于苏州投水就义，以身殉国。钱澄之有

诗悲之：“节义云间盛，陈登志更悲。九旬存大母，五世

得孤儿。意气同人尽，株连一死迟。虏廷无血溅，长啸

逐鸱夷。”[8]598（卷九《读哀》八首之二） 

孙临（1607—1646），字克咸，后改字武公。明诸生。

著有《肆雅堂集》十卷《楚水吟》《大略斋》《我悝集》

等。 

孙临不仅能文，还有武略，好谈兵，其思想与云间

陈子龙等几社诸子的论兵之说有密切关系。钱澄之《孙

武公传》云：“是时，寇氛初炽，云间夏瑗公、陈大樽、

徐复庵辈起为古文词，讲求当世治乱御侮之略，著为《兵

家言》，克咸心好之，遂谈兵，于骑射击射之事无不习也，

亦无不自以为能也。”[9]233《兵家言》一书乃是陈子龙与

同郡夏允彝、徐孚远“取孙、吴之书，各以己意论之，

而并杂策当今用兵之事。”[10]是本兵家言论集对孙临有较

大影响。 

孙临并非纸上谈兵之人，他能活学实用，陈子龙对

其军事才能十分钦佩。《孙武公传》曾有这样的记载：“乙

酉夏，铁马渡江，三吴鼎沸。予（钱澄之）依家仲驭于

武水，武公方避地云间，与陈大樽、徐复庵谋举兵，仲

驭亦聚兵吴东，遥为声援。其年秋，予过云间，遇君于

黄祯臻中丞舟次，陈、徐二君俱在。君聚米而谈，指掌

阵图，一坐倾听，间出木牛流马式放著平地，能自转运

动移，见者益喜，凡陈、徐向为兵家言者，君皆一一亲

习其事转以诘，两君茫如也。故两君益心重君，以为是

真知兵者。”[9]234甲申之变后，孙临移家云间，与陈子龙、

徐孚远等人共同举兵抗清。 

在孙临与云间文人交游网络中，他与陈子龙、夏允

彝、徐孚远三君最为厚善。孙临与陈子龙订交于崇祯十

三年（1640），地点在杭州，陈子龙《赠孙克咸》有诗云：

“钱塘八月与君遇，慷慨犹存肝胆露。”[11]279陈子龙对孙

临的才华十分钦佩，诗云“孙郎磊落天下材”[11]278（《赠

孙克咸》）。在《陈子龙诗集》卷十一里还有首《酬皖城

孙生》，孙临作品中也有与陈子龙有关的诗篇，如《建业

寄陈卧子》、《孤山舟夜待月同陈卧子吴次尾赋》等篇什。 

左光先（1580—1659），字述之，一字罗生，号三山。

左光斗从弟。天启四年（1624）举人，崇祯元年（1628）

任福建建宁令，有政声，后又官浙江巡按。南都亡后，

返里，隐于渔樵。著有《左侍御公集》。 

陈子龙与左光先之交当在崇祯十五年（1642）前后。

时陈子龙正任职越地，摄郡事，而左光先为两浙巡按御

史，是陈子龙的上司。左光先对陈子龙颇为赏识，言听

计从。这一点，陈子龙在其《自撰年谱》里可以看出来，

如“崇祯十五年壬午”条记载：“左公见知甚深，凡州县

利弊，吏治良窳，罔不采纳。”[11]671“五月，予督抚标兵

千人，由江道西上。⋯⋯谒直指左公于栝，适乌伤令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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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伯甘迁水部，入辞直指，予知其娴于兵事，说左公疏

留之，与共事。”[11]673崇祯十六年发生许都之乱，陈子龙

的平乱工作得到左光先的大力支持，其《自撰年谱》“崇

祯十六年癸未”条云：“谒左公，愿效行间。左公即委予

监护诸军，仍许以便行剿抚。”[11]681崇祯十七年春，民乱

平定。此外，左光先还请陈子龙为其父《拾馀录》作序，

此文见于陈子龙《安雅堂文稿》卷五，即《桐城封大夫

左公拾馀录序》。 

周岐（1608—？），字农父，号需庵。潘江《龙眠风

雅》卷三十七云：“（周岐）与同里方文尔止、吴道凝子

远、方以智密之、孙临克咸，以博雅好奇闻于四方。”[12]482

崇祯中，贡入京师，屡上书言政得失。参宣大总督孙晋

军事，以功授开封推官。史可法开府扬州，为赞画军务，

寻谢病归。入清，以遗民终。著有《执宜集》《烬余稿》

《孝经外传》等。 

《王义士辋川诗钞》卷四《寄桐山周农父》云：“我

乡陈夫子，醉后说孙周。”[13]41诗后又自注：“大樽先师尝

称农父及孙克咸二人，先师与农父同岁生。”[13]41 此处王

义士为陈子龙高弟王沄，子龙遇难后，王沄有冒死收尸

之义举，故云王义士。从其诗句及注中，可知陈子龙与

周岐之间有交游，而且两人年龄一致。另外，周岐在给

豫章陈士业书信中曾有“今者卧子高卧云间，维斗濯足

平江”[14]214 之语，这也说明二人相识。至于相识具体时

间，已难确考。 

通过以上考述，我们不仅知晓与陈子龙所交桐城文

人的一些具体情况，还可以得出一些有关他们交游的认

识。这主要有：其一，除左光先外，陈子龙与其他桐城

文人年纪相仿，相交之时皆是青年俊彦，文采风流。其

二，他们相交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之上的，都有挽

颓救败、忠义报国之志。其三，他们都是复社成员。据

蒋逸雪《张溥年谱》中《复社姓氏考订》记载，明末桐

城一县就有 36 人参加了复社[15]，其中与陈子龙所交的桐

城文人皆列其中。他们在明末复社几次比较大的社集中

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四，他们皆是明末文学复古运动第

三次高潮中的重要成员，在文学思想方面，所交之时比

较相近或相同，都主张诗宗汉魏三唐，文法秦汉，共倡

大雅之音。如方以智在崇祯五年于西湖遇陈子龙，“与论

《大雅》而合。”[1]另外，他还在《宋子建秋士集序》中

说过桐城和松江两地文人“当是时，合声倡雅，称‘云

龙’焉。”[16]可见，桐城文人与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文

人在文学观念方面的声气相同，桴鼓相应。其五，就交

游影响而言，陈子龙对桐城文人的文学影响较大。如孙

临好论兵就受陈子龙等所编《兵家言》影响。又如崇祯

五年桐城永社的创建，也与陈子龙有关。永社的创建，

是在方以智结束应陈子龙邀请的云间之游返回桐城后创

建的，其宗旨以切磋诗艺为主，与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

文人共倡“大雅”之音。其六，在抗清斗争方面，他们

气节相同，九死不悔，慷慨悲壮。在明清易代这场天崩

地裂的家国巨变面前，陈子龙与其所交桐城文人一道用

生命与鲜血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悲慨之歌。陈子龙于

顺治四年被捕，投河殉节，流肠碎首；这些桐城文人的

结局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抗清而死，如孙临在顺治三

年（1646），浦城兵败被执，不屈而死；一类是在抗清复

国无望之后归隐终身。如钱澄之、方以智等；一类是国

变后不仕新朝，隐居乡里。如左光先“鼎革后益遁迹自

晦”[14]177，“晚节渔樵为偶，松菊自娱，未尝只字入公

府。”[17]周岐“国变归里，以所居舍旁余址筑土室，啸咏

其中⋯⋯足不履城市，终于土室。”[12]482 

总之，陈子龙交游网络中的桐城文人的大量存在，

不仅是陈子龙交游范围扩展的反映，也是云间与桐城两

地文学交流的结果。陈子龙与这些桐城文人的交游，不

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自的诗学思想、诗歌创作，还

为明末清初松江与桐城两地的文学互动与文化交流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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