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肀 ｇ国爾
？

经典 古代作品
ＯＨ ＩＮｔＳ ｔＰ Ａ ＩＮ Ｔ ＩＮＧ ＆ ＣＡＬ Ｌ

Ｉ ＧＲＡＰ Ｈ Ｙ
 Ｉ

唐寅与文徵明交游考
？ 毛秋瑾

在明代
“

吴门 四家
”

中
，
唐寅 （ 丨 ４ ７０ 丨 ５２ ３）

丨４麵 （ 丨 厂 （ ） 丨 州） 的 人 卞獨 及 交游可 丨 一

Ｈ
三：

：

１

二
．

： １

：Ｊ
＾

？

ｓｉ＾ｉ＿ｖ

的参考资料 ，
全书近６ ５万字 ，

征引 书 目 多达狀 丨

＆＿

＾
实厚重 。 唐寅年谱 ’

［＿ 山＿

风编 《唐 ／ 、如年谱 》
（

丨 ９ ３２年 １ ０月 出版 《清华周１５ ｃｍ ｘ ５ ４ｃｍ 金笔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卿 ．

： 卜八卷第四期
，
附在 《唐六如评传 》 之ＳＳ ；ＳＩ

？

＾ｆ
？＊ °

后） 、 杨静庵编 《唐寅年谱 》
（ １ ９４ ７年商务印书

馆铅印本） 、 温肇桐编 《唐伯虎先生年表》 （ １ ９４ 丨

年世界 书局出版 《明代四大画家 》 ） 、 江兆申编明代艺术 家与好古者 》
，
主要运用风格分析的研究》

ｎ

均有专章讨论唐寅的交游 ，
不过他们

《六如居士之书画与年谱》 （ １９ ６９年春出版 《故方法 ， 迫踪文徵明画作 中的 各种图像来源 的著述都未专列唐寅和文徵 明两人 。 因此
， 笔

宫季干 Ｉ

Ｊ
》 第三卷第三期 ）

１

１

５ 此外苏州书画家崔Ｄｏｒ
ｉ
ｓ

ｊ
ｕｎｇＣ

ｈ ｕＴａ ｉ在 １ ９７９年提交给Ｋ兹堡大学的博者认为 ， 根据现有资料将唐寅和文徵明 的交游

护编 涔的 《唐寅年谱》 于 １ ９ ９６年 自行 出版 ， 侧重士论文 《唐寅 （
１ ４７ ０ １ ５２４ ） 及其艺术 》 屮 氓点进行专门梳理还是很有必要的 ， 可以较为详细

Ｊ ，

Ｉ

ｆ寅
一

生的绘画情形。 周道振的 《唐寅年表 》 涉分析Ａ ｌ

ｆ寅和沈周 、 唐寅和周臣的关系 ＼ 地考察两人在人生不同阶段关系的变化 ，
讨论

及唐寅交游范围极广
：

。 还有
一

些以唐寅为主佩还出版了关于唐寅研究的专著，
谈到了文、 唐两人在艺术创作方面的相互影响 。

题的书后附有唐寅的年表 ， 均较为简略
；

。 最之间的交往并列出了重要事件
ｓ

。 美国学者高本文主要以周道振 《文徵明年谱》和杨继辉

新的研究成果为 ２０ ０７年苏州大学杨继辉的硕士居翰的 《江焊送别 ： 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 》 Ｇ《唐寅年谱新编 》 的记载为线索
，
结合其他文献

７位论文 《唐寅年谱新编 》 。 此文对上述诸种列 《文徵明 及其追随者》
－

章
，
有文徵明的牛资料和相关图像 ， 对唐寅与文徵明的交游展开

唐寅年谱大多有详细评述 ，
博采众 １Ｃ

？

，
是 已有平传略和交游情况 ，

开篇就简短分析了唐寅和考索 ， 力求呈现这两位明代吴地重要的文人书

的賴年谱中最可采信的
一

种。 遗憾的坫 ， 作者文徵 明 的关 系
’

。 他还著有 《唐寅与文徴明作画家
一

生的交ｆｆｉ状况。 根据两人的生平事迹 ， 笔

虽提到周道振先生编的 《唐伯虎全集 》
，
但对为艺术家的类型之再探》

一

文
，
论证了

“

由唐 、者将两人的交游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叙述。

其中的 《唐寅年表》 未曾提及 。文 人为代表 的传记类型如何与他们绘画中可

相关研究著作中
，
江兆申先生于 １ ９

—

６年 出以辨别的主题与风格特征紧密相关 ， 而这又何第
一

阶段 （ １ ４８５
—

１４９９）

版的 《关于唐寅的研究》 影响很大 ， 书中就唐寅以适用于解释其他的明代画家 ，
他们不是 归入第

一

阶段是从两人 １ ６岁订交至 ３０岁文徵明

与沈周 、
文徵明 、 仇英 、

祝允明 、
徐祯卿、 周臣、唐寅类 ，

即可归入文徵明类
”ｌ ｎ

。 柯律格在 《雅父亲文林去世 ， 这
一阶段唐寅与文林 （

１ ４ ４ ５
－ －

杜 咕
、 张 灵的交往进行了专门论述 。 书中只是简债》

一

书的
“ ‘

友
’

、
同侪 、

同辈
”

章节叙述了两 １
４ ９９） 、 文徵明父 ｆ结识并展开交往 。 唐寅与文

略地讨论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 ， 诚如作 Ｖｆ所言 ，人交往的某些片断
１ １

。 石守谦研究苏州的送别氏父子开始交往的时间可从 《唐伯虎全集》卷五

“

假如详细研讨， 几乎每
一个人都可以Ｖ

－篇图时以文徵明的 《雨余春树》 为重点 ，
也谈到唐《送文温州序》 及同卷 《与文徵明书 》 中推算得

专文
”

’

。 美国艺术史学者艾瑞慈等 ，
也早在 ２ （ ）寅 的 《金阊别意 》

１ ：

１

。 近年来 ， 中央民族大学知 。 在文、 唐结交之前
，
文徵明 １ ３岁至 １ ５岁之间随

ｊ

ｉ

ｔ纪
＿

〇年代就开始进行
“

文徵明研究
”￥

， 特别买艳？于 ２ （ ）
丨
０年提交的博士论文 《唐寅研究 》同父亲在博平县 （原为山东省聊城市所辖县） 居

是哈佛大学的葛兰佩写出了博士论文 《文徵明 ：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邓晓东博士所著 《饼货住
，
文林为当地县官。 成化二十

一

年 （
１４ ８ ５）

，
文

３４



林参加朝廷考绩回京师 ， 被补授为南京太仆寺
…

丞

一

职
， 随后请假回苏州 ， 文徵明 皆随侍 。 就在文氏．

．木 纟＆

父 ｒ
．

返ｍ故 ＇

丨

！

． 娜＂ｕ＾ 。
．

义徴明 ｉ
ｒ幻 ，

丨祕 ^

似义刻 ，

１ 义■教 、？
：Ｍ

作 以
丨人 丨 ６ 岁 这段时叫的 交１ 丨

：巾
，
较力 中：

． ｗ 山 ^

耍的事件有 ：％
一

、 明 今： ；，、
：弘治 ．

彳

丨

？

〇Ｄ ）Ｗ人 ２ （ ） 岁左右，

＾^
丫 ｜ ； 义

，

７：上 求 ，
他们随 Ｍ祝允明 （ ｕ ６ 〇 Ｌ

：

．

：

＞

．成
■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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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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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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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ｊ

ｉ ．

－

ｉ ｉ ｉｉ Ａ ｆ ，
，

１ ，

－

ｍ ＾＾
－

，

ｉ
■

氣 毒參砂，
《题雜用 、ｍ ＜〈上守溪 先 ，

ｋｉ
ｓ以及｜

二 ．

． ｖ人 ：

ｒ ｉ
： ｆｔｈＶ ＼Ｕ，

＇

ｉ
］ ｉ

ｌ ｉ ＾ ｆｅ ｉ ｒｔ
＇

^
肺■现

１

“

。
■

■

ｐ
^

、 弘治八年 （ ｉ础叫人邱时 ，
义徴 ｉ

ｄ捫过

ｉ ｉ
ｊ
ｉ

ｉ

ｒ
ｕ

（ ＾ｕ Ａ ｉ
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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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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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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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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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ｃ ｆ ｒ

＇

Ｔ

＇

ｉ

－
ｉ ｕｗ ^

抓 繼細＿＿肅禮忒
ｊｍＨ｜

认 为他 ｉ ｎ ｉ

丨屮 山 林 ｉ了 ：棚ｗ超 过ｍ代 人
，

丨＿；

；

｜
；

：

＇

識 １咖．

． ．

丨順本 １

１川？ 卷
？

珙似侧介：这
－

年所＾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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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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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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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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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ＴｉＴ 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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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邊藝 寧

＇

Ｃ

ｉ ｉ ｒ． ｉ

ｉ＾ ；
ｉ

ｉ
ｒ ｉ

－

Ｍ ｉ

ｉ

ｉ

＇

ｉ

＇

，ｆ ｉ

ｌ

ｌ ［ ：

＇

：

；Ｕ
］
？ ｌ ｉ

ｉ

ｉ

＇

ｎ ｉ

ｉ
ｔ

！
；
＾續Ｍ＆

^

ｈＨ
、

＿＿人戯．加 ，
ｉ

■

麵
Ｐ 人 、 ｉＯ作

ｆｆ

丨
彳
名 ” 丨，細 ｜曝，

ｉ ｋ ｉ驅 ：

“

此测 、 零 ，
’
／

、

觀￡嘗費 ＜１ ． 册瞥
■

￥１

曾Ｆ疆｜｜必以 「霞ｖ ；
；

＿
’

７

川 视之 ， … １训 ： 然似近ｔ

＾

＿Ｔ
＿

＾ｉｒＭ．

．．ｇ ｌｆｆｌｉ，，

＾ ｕ
ｉ

ｒ＾ ｙ＾ｒ
ｉ
Ｋ ｉ ＼

－

ｍｒ ＾ ｉ

＇

＇

Ｊ＾
．
＾ ：

ｉ ｉ Ｈｆ ｉａ ｉ ：
ｉ

ｉＶｆｆｉ ，

ｉｎ ＪＵ Ｔ：＾ ｒ
ｉ

ｉ ？ ｒ ， ；

ｉ ｕ ，

ｉ

ｒ
Ａ

一驅 ｉ ｉ

１ ３８ ． ２ｃｍ ｘ６ ７ ．５ｃｍ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气

．

…

％ＨｂｌＥｙｉ
钤印 ： 唐 ；＾Ｓ； 酿解元 （朱 ） 吴郡 （ 白 ）

３ ５



ｑ卜、 益、 勒 ，翁 吒 潘
＇

矗 、
日

，
文徴明识于悟言室。

，
这两条记载相 当重要 ，

从中可以

餐
乂

暴 多 喷
，名

瑕 外 洛 了解两人青年时代在绘画方面的主要观点 ，
健已是文徵明

＿ 緣 ▼ 少 山Ａ妻 會 ’

象在唐寅去世十余年以后的 １ ５ ３５年 （嘉靖乙未〕 和 １ ５３３年 （痛靖
‘

二＾錢 姐 讀 售 分肥讀嫌匕 。 第
？

－

糾 ，

‘ ‘

何笑：丄ｒ财．舰 ，年綱

嫁 ；
＂

Ｖ
咏 ＃

２？
種１追求作画以六朝为师 、 设色行墨以赚为贵的想法 ， 但仍觉

Ａ １ＭＪ＞Ｈ＾ｙ
０ ；．

得自 己当时的画作颇有古意 ， 不同于后来设色浓丽的画法 。

［

Ｉ＾Ｊｔｊ
Ｊ＾

＾

７ ＊１

＂

第二条强调学画者要重视
“

布置
”

，
也就是在构图上的经营

■０ｔ 麟 啊 ｆ￥ ．

、
’：

綱 ， 在这施特别推崇李唐， 认为他是后学的措模。

％你 ０，

、
雀 令＾續除了文徵明的画跋以外，侧著录中还能看到唐寅用李

１＼＼＾＾ｗ５＇

；

： 唐画法作画的记载 。 《古芬阁书画记》 卷十四 《明唐解元溪

％＼％＾｝％％ｗ桥听笛图立幅》
：

“

松林夜月 水榭中
，

一

人临窗吹笛
，

一？

客旁

Ｊｘ＾ｊｒｂ＾／
－

￥
？坐

，

一

童子侍。 对岸桥上坐二叟 ，

一

童子抱琴侍。 立幅首 １奚

ＸＡ＾桥听笛。 正德庚辰七月既望用李蹄古笔法画于桃花庵。 晋昌

ＭＷＡ唐寅。

，

行书四行
，
観

‘

唐白虎
，

阳文方印
－

，

‘

六如居士
，

阳

＠作 。 然 《古芬阁书画记 》 的可信程度存疑 ，
因而此画不知真

ｉ
假 。 另有

一

例是 《唐六如仇十洲云槎图 》
，
此图收入有正书局

ｆｉ 邏本 《中国名画》第二集 ，
画上分别有文徵明和文彭的题跋 。

＾ ，

．

：

； －

｜ｇ
．

 ，
；

文彭跋云 ：

“
… …此卷 《云槎图 》

，
乃唐子畏 、 仇实父所作 。 子

．

：


＇

畏仿李唐
，
实父仿赵千里

，
倶极精妙

… …三桥文彭 。

” ：
＇

研究

：

者也注意到唐寅从周Ｅ那里学到了脱胎自李唐的风格 ＇

： 、 弘治十
－

年 （＿） 冬闰 月
，
沈周 、 文徵明 、 祝允明等

’
＿

｜
人獅元代倪瓒 （

Ｉ ３０Ｈ ３７４
）

《江南春》 诗 ， 唐寅也有和诗 。

，

：

：

＂ ＇

Ｓｉ＃根据 《文徵明年谱》 记录
，
现苏州市怡园碧梧栖凤馆前壁间

＾Ｓ
｜＾有文徵明 、 唐寅所书和 《江南春》诗的石刻

一

块
：５ ）

。

／ 暑 ￥
“

元 四家
”

之－的Ｍ 曾 经写过 《江南春 》 诗 。 仏治

ｊ＾（ Ｍ Ｘ ＳＩ ５０ ５ ） 年
丨

＇

１

１

］ ，
吴 县人 许 丨

１ ；

丨

川得到悅墻 《江南春 》 手

Ｓ
迹

，
引 起吴中文人争相唱和 。 文徵明 、 唐寅和诗的书条石呈

现的就是这件事 。 笔者专程进行 ｒ实地考察 。 苏州怡园内 的

＾
＾
＾潜鱼乐于藻

”

诗意 ， 馆藏梧荫深处 。 馆 ｎ外左前壁有ｉ书

＾ｖ

？

私
条石，

书条石上并列了文徵明与唐寅的佩 从右至左分别

Ｔ
＊

４１＾
＇

＂

 、
，署 是文徵明的两次和诗和唐寅的诗词 。 文徵明和 《江南春》 的

诗作分别作于弘治戊午 ０ ４ ９ ８年 ，

２９岁
，
落款

“

文壁
”

） 和嘉

＼：ｆ
、ｄ靖庚寅 （ １ ５３ ０年 ，

６ １ 岁， 落款
“

文徵明
’ ’

） 两个时期 。 第
－

次的

Ｉ
＃和诗为年轻时众人唱和时所作

，
跋云 ：

“

追和侃先生 《江南

＾ 春 》二篇 。 篇后题元举者
，

盖王元举兄弟 。 克用 为虞胜伯 另 °

／字ｎ冶戊午糊
，
錢 。

”

后丽糊軌 跋中记载

道 ： 健
＇

挪和盼 ＇起咽和
，

議险
，
撕咖 （沈

Ｊｖ
１

周 ） 当时已７汁有余 ， 却四和之 ， 才情不衰 ， 令大家惊叹 ，

Ｖ｜ 遍 晃先生去世 ２ ０年
，
而自 己也老了 ，

正好展诵先生遗作 ，
有感

一毛％｜

＇

乂
－卿之

，

“

非敢争能于先生 ， 亦聊以致死生存殁之感尔
， ’

。

Ｔ这段文神仅充满丫文＿对精購敬诚忆 ，
也充满

？

■１５８ ． ２ ｃｍ ｘ ６６ ． ７ｃｍ纸本设色 麵綱尔美术馆藏

＾ ：

１ 款识 ：

君家积庆自医儒 ， 帝命金童下玉衢 。 不信上天轻至宝 ， 忽惊空手得明珠。

－

涔碧

水麟遗趾 ， 九叠丹山账鹖 。 从此螽斯多少数 ， 过于榴子万囊朱。 唐寅贺世泽陈

钤印 ： 吴趋 （朱 ／ 唐寅私ｉｐ （ 白 ） 南京解元 （朱 ） 吴下狂生 （朱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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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
５ ３ｃｍ 纸本墨笔 广东省博物馆藏

款识 ： 清时有隐伦 ， 衣冠阿谁肖 。 幽涧纳飞流 ， 空山答长騎１ ？ 唐寅 ．

钤印 ： 唐伯虎 （朱 ） 吴趋 （朱 ） 鸢飞鱼跃 （朱 ） 渤海后人 （ 朱 ） 欧阳林平 （ 朱 ）

惜芬 （朱 ） 冠五清赏 （白 ）
天景楼 （朱 ） 不负古人告后人 （朱 ）

春雨楼 （ 白 ）

ｒ对世事光阴的感悔［
，
又将

一

桩文人间的韵事是
，
九人的和诗并非作于同

一

时间
，
这也能解释好友能够振作 。 《甫田集 》 卷

一

有 《月夜登南楼

留于世人 。 两次和诗前后相隔 ３０年 ，
文徵 明 的书条石上题跋时间为何有差异。 有怀唐子畏》 及 《简子畏 》两首诗。 后

一

首
“

落魄

小楷书法愈加平和精劲 。 Ｐ有唐寅正德丁丑年卩卩 、 弘治十
一

年 （ １ ４９Ｘ ） 两人２９岁时同赴应天迂疏不事家 ，
自卩君性气属朵平

”

直接点明 ｒ唐寅

（ １ ５ １ ７年 ，
４ ８岁 ） 的和诗。 后半段为 ：

“

人命促
，
府参加 乡试 ， 唐寅中解元 ， 文徵明未考中 。 弘治的境况 ， 最后两句

“

只应郡郭声名在 ，
门外时停

光 阴急 ， 泪痕溃酒青衫湿 。 少年已去 ，
追不及 ，十 ：年 （

１ ４９９） 唐寅赴京师参加会试 ，
因科场案被长者车

”

可视为对唐寅的鼓励，

“

你已经声名在外

仰行乌没天凝碧 。 铸鼎铭钟封爵 邑 ，
功名让与连累 卜狱 ， 后被废黜为吏。 是年文徵明父亲文林去ｆ

， 长辈都愿意折辈与你交往
”

， 言下之意 ，
唐寅

英雄立。 浮生聚散是浮萍，
何须 日夜苦蝇营 。

”

世
，
唐寅往文家吊唁并写有 《祭文温州文》 ＇要珍惜自己的名声

［ ３
１

］

。

是对人生光阴的
？番感慨

＂’

。 唐寅不仅有和在这
一

阶段的交往中
，
两人性情的差异已

诗 ， 还曾 画有 《江南春图 》
。 根据 《中 国古代书显露无疑 。 在明清文人 的记载中 ， 文徵明为人第二阶段 （ １ ５００

—

１ ５ １４）

画 图 目 》 卷 卄 四的记载 ， 此同现藏广州美术馆严谨
， 不近女色 ， 唐寅则放诞不羁 ， 甚至屡屡狎第二阶段是从两人３ １岁 ：物５岁壮年时期 ，

这
一

妓 。 但这没有影响两人的密切交往 。 除上述重阶段他们的友谊经历波折。 较为重要的事件有 ：

过云楼主人顾文彬 曾 经收藏过与 《江南要事件以外， 还有
一

些诗文唱酬能反映两人的
一

、 弘治十三年 （ １ ５００） ， 唐寅科场案归家后 ，

春 》 有关的书画合卷
，

《过云楼书画记》 画类四深厚情谊 。 如弘治四年 （ １４ ９ １ ） 文徵 明在前往滁因海内以之为不齿之士 ，
又夫妻反目 ，

于是撰写长

收录了 《文衡山 补图云林江 丨相＃卷》 。 根据记载州探望 父亲期间 ，
谢贤 Ｉ Ｂ常想念他 ， 曾梦及文徵文致文徵明 ，

表达 自己的心绪和志向 ，
言辞

，

Ｕ
：
为

ｎ］

＇

知
，
卷首为昆山黄沐为许Ｍ用题写的篆书

“

江明 ，
因此作诗以寄 ，

似ｍｉ

？

：没有留存ｔ来。 我们只哀楚。 又将远游
，
将其弟托付给文徵明

 ｅ ：

。

南春
”

三字， 后面是倪瓒 Ｉ诞 ： 江南春》二章 ，
接能从义徵明的 《答唐子畏梦余 见询２作 》 推知在 《与文徵 明书 》 中 ， 此货写道 ：

“

货 ｎ 徴

着是文徵明署款绘于嘉靖庚寅年 （ １ ５ ３０） 的 《江此事 ：

“

故人另 ｌ

ｊ后千冋梦
，
想见诗中语笑哗 。 自是明君卿 ： 窃尝闻之 ， 累叮吋以当泣 ， 痛言可以锷

南春图》
，
再后面是沈周 、 祝允明 、

文徵明 、 唐寅多情能 ｉ ［ｉ忆 ， 春来何止到君家 。

”

文徵明从唐哀
……兹所经由 ， 惨毒万状 ： 眉 目改观 ， 愧色满

等九人应许国用之请的和辞 。 书条石上文、 唐寅的诗中读出了他的思念
，
也读出了他谈笑风生面 。 衣焦不可伸 ，

履缺不可纳
；

僮奴据案
，
火妻

二人的书迹 ， 应是从园主收藏的这件书画作品的样 了
－

。 弘治七年 （ Ｕ９４） 前后
，
唐寅 的父亲 、 母反 目 ，

旧有狞狗
，
当户而噬

……此外无他谈 ， 仴

而来。 为何只选他们二人的书迹刊刻上石 ，
是否亲 、 衷 ｆ

？

、 妹妹相继去世 ， 唐寅在悲痛之余 ，
更吾弟弱不任门户 ， 傍无伯叔 ，

衣食空绝 ， 必为流

能反映园主对二人书法的偏爱呢 ？ 应当注意的加跌宕无羁
，
不问家 业。 文徵明作诗劝谏 ， 希望莩 。 仆素论交者 ，

皆负节义
；
幸捐狗马 余 食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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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８． ３ ｃｍ ｘ １ ０２ ． ２ｃｍ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 ： 吴门唐寅。

钤印 ： 吴趋 （ 朱 ） 唐子畏图书 （ 朱 ） 伯虎 （朱 ）

不绝唐氏之祀 ，
则区区之怀

， 安矣乐矣 ！ 尚复何于郁郁不得志 ，
他更为任达 自放

，
常寄情于风们便Ｓ

］Ｊ解更多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 在两

哉 ？ 唯吾卿察之 ！

” ； ；

从这篇长文中， 我们可以月 。 文徵明 曾规劝他 ， 他写有 《答文徵明书 》
，种年谱中， 唐寅写此文的时间均定为 １５ ０３年

，
江

知道
， 唐寅在遭遇科场案之后，

将文徵 明视为言辞激 烈 ， 强调 Ｓ 己与文徵明品性的不同 ， 似兆 申先生则定 为 １ ５０５年，

？

：位作者判定年代的依

他值得信赖的朋友 ，
向他倾诉衷肠 ， 还拜托他乎并不能接受规劝 。 两人关系几致失和 。据都未说明 。 江先生推测唐寅在经济方面曾得

在 自己远游期间照顾胞弟。《答文徵明书》 全文为 ：

“

寅顿首
，
徵 明足到文徵明的帮助 ， 可能是为金钱而决裂

ａ

。 两位

祝允明在 《唐子畏尨志并铭 》 中记载 ， 在下， 无恙幸甚 ！ 昔仆穿土击革 ，
缠鸡握雉 ， 参杂年谱作者均举唐寅不拘礼法的例子，

《文徵明年

科场案之后 ， 唐寅心灰意冷， 转而喜好佛教 ，
并舆隶屠贩之中 ，

便投 契足下。 是犹酌 堤扯以鱗谱 》 中引 用 《明史窃 ？ 列传》 的记载 ， 说足赓寅与

根据 《金刚经》 中
“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嬉 ， 采葛覃而为缔络也 。 取之侧陋 ，
施之廊庙祝允明 、 张灵扮乞丐唱 《选花落 》

，
得钱沽酒 ，

于

如露亦如电 ， 应作如是观
”

之偈语 ， 自号
“

六如冠剑之次 ，
人 以为不类

；

仆窃谓足下知人 。 比野寺中痛饮
；

《唐寅年谱新编》 则罗列 ｆ唐寅为

居士
”

。 在这
一

时期 ， 唐 、 文之 间有诗歌唱酬 ，来痴叔未死 ，
狂奴故若

；
遂致足下投抒 ，

甚愧妓女写的诗作 ， 如 《寄妓》 《哭妓徐素》 ？代妓

文徵明的和诗留存至今。 四卷本 《甫田集 》 卷
一

甚愧 ！ 且操奇邪之行， 驾孟浪之说
， 当诛当放 ，者和人见寄》 《玉芝为王Ｍ人作 》 等

ｐ

。 从唐寅

《夜坐闻雨有怀子畏次韵奉简 》
：皋桥南畔载在礼典

， 寅故知之 。 然 山鹊莫 （ｆｔ） 喧
， 林鹗回信的内容来符 ，

文徵明４
＇

倍给他可能更多是出

唐居士，

一

榻秋风拥病眠 。 用世已销横槊气 ， 谋 （鸮 ） 夜 眠 ； 胡鹰耸翮于西风 ，
越鸟附巢于南于劝诫的 目的 ，

也许带着责备的语气而使唐寅

身 未办买山钱 。 镜中顾影鸾空舞
，
枥下长鸣骥枝

；
忡 灵既异

，
趋从 乃殊 。 是以天地不能通神恼羞成怒 ，

无法接受。 如江兆 中所言 ，

“

他们的结

自怜 。 正是忆君无奈冷， 萧然寒雨落窗前 。

”

功
，
圣人不能齐物致

；
农种粟 ， 女造布， 各致其交 ， 在文学与艺术方面 ， 相当的契合

；

但在行为

这首诗写出了唐寅科举案后落寞凄凉的境况。长焉 。 故陈张 以侠正 ， 而从断金之好
；
温荆以偏方面

，
却不免时有龃龉

”ｗ

。

若是将此诗与前文所引 《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淳 ， 而畅伐木之义 。 盖古人忘己齐物， 等众辩于三 、 弘治十七年 （ １ ５０４ ） 至明武宗正德九年

畏》及 《简子畏》 等诗连起 来读
，
便可感受到文鷇音

；
出 门 同人

， 戒伏戎之在莽也 。 寅束发从０ ５
１
４
） 期间 ，

两人与祝允 明 、 徐祯卿等人共游

徵明在唐寅遇到困境后同情其遭遇并加以微讽事 ，
： 卜年矣

；
不能翦饰 ， 用触尊怒 。 然牛顺羊多处苏州名胜 ，

题诗作画并Ｖ．有题跋 。

的态度 ，
这是朋友间真挚情感的流露 ， 却也为逆

， 愿勿相异也 。 谨复 。

”ｋ

在这段时间 ，
两人的交游

一

如既往
，
和朋友

日后两人产生矛盾埋ＦＴ伏笔 。唐寅写这封信件的缘由现在已不可得知 ，们畅游于名山胜水之间 ，
之前的不快似乎并未

二、 弘治十六年 （ １ ５０３）
，
唐寅 ３４岁之时

，
由如果文徵明给他的信件 内容能够保存Ｔ来 ，

我影 响他们 。 以弘治十七年甲 了
？

（ １ ５ ０ ４） 为例追踪



氣
、

＇

秦—／ｖ遽
々

一＇
＾

＾議

其交游
，
有五件可举之事 ：

Ｉ

．根据明代李 日华 《味与赋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 ３ ． 《吴越所见书画水轩 日记》 卷七记载 ，
正德九年甲戌 （ １ ５ １

４） 三

水轩 日记》 等文献的记载 ，
足 ：月

，
文、 丨 ，

Ｉ

ｆ Ｑ录 》 《过云楼书画记》 记载
，
正德 ：年 ０鄉）儿 唐寅 Ｗ刘麟 、 顾璃 、 祝允 明 同观文徵 明所

祝允明 游东禅 、Ｙ
：清溪堂 ，

祝允明为僧人心
＇

个： 书ｍ ｍ
，
文徵明 、 唐寅、 朱凯、 吴奕 等同游竹＿

＇

小景并打题跋 。 １
（ ） ． ？ 故忾周 刊 》 二百八 丨

？

六

《饮中八仙歌》 。 ２ ．清代陶梁 《红豆树馆书両记 》堂寺
，
文 、 唐二人 各有画作 。 ４ ．明末汪珂玉 《珊期刊有唐寅题陈淳 《花石扇 》

， 时间为正德九年

记载 ，
是年春天 ， 文、 唐与蔡羽 、 徐祯卿放棹虎瑚 网 》 法书题跋 及 名画题跋记载 ，

正德三年０ ５ １ ４
） 四 ｊ ｊ ， 祝允明 、 文徵明亦有和诗 。

Ｉ

Ｉ
． 《石

丘
，
相集竟 〖 丨

，
义徵明画 《虎 ＩＴ：Ｆ倾＾图 》

。 ３ ．清０■） 八月十五 ，
沈周 、 杨循吉、 祝允明 、 文徵圯 宝笈续编 》 ｒ寿宫藏

一

四载有 《唐寅 义徵明

代陆时化 《吴越所见书Ｗ珙 》
、 清代顾文彬 《过明 、 姘寅等于垂虹桥送休宁 戴昭归家 ， 均有赠 Ｉ

画合壁卷》
，
足卷为唐寅为顾氏画 《悟阳 广 养

云楼书画 记 ＞〉 ｕ叔
， 是年存 人 ，

沈周作 《落花诗
，
蛾冠作叙

，
唐寅后作 《垂虹别意图 》 。 ５ ．清生图 》

， 文徴明 ｒ ｉ
Ｈ德九年 （

ｉ ｓｏ 书 《悟ｍ －

ｆ
？

诗

诗》十首， 文徵明与徐祯卿等有和诗 ，
文徵明还代邵松年 《古缘萃录 》 卷三记载 ，

正德四年 己叙》
。 此卷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Ｈ ｌ

。

曾以小措抄录 。 唐寅的文集中也有 《和沈Ｗ田落已 〇 ５ （ ） ９） 三月
，
沈周、 周臣 、 文徵明 、 唐寅、 仇四 、

正徳九年 〇 ５ 丨 ４）
，
Ｕ朱宸濠造使 苏

花诗》三十首。 七凊末端方 《
－

［
？

寅消夏录》 记载
，英合写 《桃渚图卷》 。 此图共有四段 ， 第

一段沈州 ，
以期延揽人才， 唐寅 Ｗ谢时臣等人应聘前往

是年中秋
，
沈周 、 文徵明 、 唐

＇

贞 、 蔡羽同游缥渺周両 ， 第
一

． 段唐寅、 仇英合画 ， 第 ？

：段周臣画 ，南昌
，
文徵明辞病不往 。 牌货见宁王有反状 ， 佯狂

峰 ，
沈周画 《缥缈峰图卷》

。 ５ ．是年十二月
，

文徵第四段文徵明画 。 ６ ． 《大观录 》 卷 二十记载 ，

正求归 。 第二年 玥回到苏州 。 文徵明没有前往

明题无锡华徳顺远祖华幼武 《黄杨集》
，乂屮文德四年舂 ， 唐寅题文徵 明 为吴中名 ＫＥ闻所 １

１

１
１

丨的原因
，
文总作 《先君行略 》 屮 丨己载 ：

“

宁藩迠人

人多有题识，
唐寅亦有识语

ｗ

。《存菊图 》
， 祝允明为写 《存菊解》

，
杜启为写以厚礼来聘，

公峻却其使。 同时吴人颇有往者
，
公

其他年份比较重要的书 ｉｍ
丨交游还有 ：《存菊堂记》

。

—

．清陆心源 《穰梨馆过眼续录 》曰
：

‘

岂有所为如是 ，
而能久安藩服者耶

’

？ 人殊

１ ．清代吴升 《大观录 》 记载 ，
弘治十八年乙丑卷十八记载 ，

正德四年 （
丨 ５ ０ ９）

， 宝应人朱应登不以为然 。 及 藩叛逆 ，
人始服公远识。

”６

（
１ ５０ ５

）
二月

， 唐寅为杨季静画 《南游图卷 》 并将赴延平知府任 ，
文徵明为他画 《剑浦春云＿＿

题诗 祝允明、 文徵明、 吴奕 、 钱同爱等亦有题
“１

。图 》
，
唐寅有题诗。 此卷现藏天津博物馆 。 Ｘ ．有第二阶段 （ １ ５１ ５

—

１ ５２３）

２ ． 《中 国古代 丨酒图 目 》 六记载 ，
正德 ：

：年丁卯正书局本 《中 国名画 》 第二集收录唐寅为张冲第 谢段丛从两人４ ６岁至唐寅５４岁 辞世 ，

〇５０７
） 冬，

文徵明为叶芝庭写 《芝庭图》 并赋 ，画 的 《山 水云槎 图卷 》
， 时间为正德八年癸酉这

一

阶段Ｍｆ寅服膺文徵明 ，
两人继续诗文书両

祝允明为其作 《芝庭记》
， 唐寅亦为其作赋 。 图（ １ ５ １ ３） 四 月二十六 日

，
文徵明题诗其上 。 ９ ． 《味之交游 。 较 ；

／
、

ＪＭ要的事件你

３９



一

、 正德十年 （ １ ５ １ ５ ） 两人４ （
５ 岁时

，
唐寅致仲交 ：

丨

？年
，
其始也

，
卯而儒衣

；

先太仆爱寅之名盛者
，
排而陷之

；

人不敢出
一

气
，
指 Ｆｌ ｉｔ

．非
，

书文徵 明
，
愿以其为师

，
而且表示 自 己是心悦俊雅

，
谓必有成 ， 每每 良燕 ， 必呼共之 。 尔后太徵仲笑而斥之。 家弟与寅 ，

异炊者久矣 ！ 寅视徵

诚服 。仆奄谢。 徵仲与寅同在场屋 ， 逍 乡御史之镑 ， 徵仲之 自处家也 ， 今为 良兄弟 ，
人不可得而间 。 寅

《又与文徵仲书 》全文为 ：

“

寅与文先生徵仲周旋其间 ，
寅得领解 。 比至京师 ， 朋友有相忌每以口过忤贵介， 每以好饮遭鸠罚 ，

每以卢色花

鸟触罪戾
；
徵仲遇贵介也 ， 饮酒也 ， 声色也 ， 花

鸟也 ，
泊乎其无心 ， 而有断在其中 ，

虽万变于前，

一

而有不可动者。 昔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
颜路长

孔子十岁 ， ｍｅ
？

徵仲 ｈ■
，
原 （愿 ） 例孔 ｒ以徵

？％＜＾哪 ＿
＇

＂
、杏

仲为师。 非Ｎ伏 （服 ） 乜 ，
盖心伏 （服 ） ｌ

ｉｌ 。 诗与

画 ， 寅得与徵仲争衡
；

顿学行， 寅将捧而而走

＞矣 。 寅师徵仲 ， 惟求
－

隅共坐 ，
以消熔其濟滓之

ｘｗ％
■＾

．＾１
心耳

，
非矫観遍。 虽然 ，

亦臟小子钦

■ ：

：价 卜ｍ ｉ ？Ｉ ：」 巾
：

ｆ ｉ

？
，

１

Ｘｖ⑴聊蚧
■

－ 的 人 以雜聰 ：
－

■

＆ 尺 １沿

＾

Ｔ
＝＃ｎ －Ｊｆｅｕ

：

社 ， ｎ
＿

ｆ嶋 ｌ

’

ｌ桃 财 ｆ ｊ

＇

ｌ

’

ｌＪ现 ｉ

ｉ

＇

ｉ

ｉ

＋

Ｉ Ｌ

ｓ諷娜 。麵祕＿

．Ｉｎ／
； ｉ

ｉ

｜

！

ｌ

ｉｍ ． Ｒ ｆ
！ ｔ ｎ

ｊ
ｉ

■

ｉ ｔＡ Ｋ ｍ＾ｖ ｉ

ｎ
ｊ ．

＇

ｎＷ ｒ Ｔ；

一ｊ／ｆｔ＼明早出生 十 多个月 ，
但愿意仿效先贤

，
以文 徴明

ｉｌｋ４ｆｃＬ
￣＊－

Ｊ
－

ｊｍ，ＳＡ

１
：遞ｇ．．． ． ．Ｗ ｉ ｄ＾ ｉ ｉｓ ｉ ｙｎ＾ ｋ ｆｉＭ ｉ ｎ ＇＾ ｊ ：ｊ￡ ：

作
，

二不为诸侯王作
，

？

：不为夕 卜夷作 。 这也正

［明 ］唐寅 越 来
？

；細 页是唐寅在信中指出的文徵明在对待权贵人物上
２ ３ｃｍ ｘ ３１ｃｍ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

款识 ： 越来溪 。

ｔ今印 ： 唐居士 （ 朱 ） 仪周鉴赏 （白 ）文徵明对此有何回应 ， 现在已不可得知 ，

但书画题跋中似乎还存有蛛丝马迹 。 清末杜瑞

＾联的 《古芬阁书画记》 记载 ，
正德十

一

年 （
１ ５ Ｉ ６

）

，

＾＾｜Ｓｒ．

．＾ｒ 當四月 ， 唐寅画 《山居四时乐图册》 十二幅
，
后面

ｅＩｊ有文徵明 、 王宠 、
王谷祥的跋语。 文徵明 识八 ：

子畏人 
ｉｆｔｉＦｆ

唐上 ， 而

ｉｓ 法亦不 ／ ｉｎ ｉ 

丨

丨

－

卜 ，

＾丫 ｜ ：糊党 ｊ議ｖ ｉｗ此作义 了－畏得总桃 珍

．Ｍ麵玩之 ， 奚古今不綱贿 间耶 ？趟戊子

Ｕ五月翻 识 。

”

嘉靖戊 严为 １ ５２ ８年
，
可知文徵

ｉ ｉ職跋时间离 －厕作完成 ｅ有十二年 。 跋语中

一Ｊ

４

＇ ＂

＇

ｉｔ
＂

＊ ｉｉ ｈ

＇

＾ ＾
－

ｏｉ ｆｔ ０
＜

Ｊ
ｋ ｆｌ Ｉ ｉ Ｈ

ｉｉ

一

ＩＷ＃／Ｉ＃ ．

法与另
一

友 人作比较
，
似 心

＇

推崇唐寅之立 然

嫁
．

Ｉ、，引相同 。 徐邦达先生认为是伪作 ，
实乃

－

１

ＩＳ？
｜

唐寅风格
，
但笔力偏软

，
字

？
形结构多侧题

，糊蚓 ；

：

极为勉强
，
別 丨 ，桢

之功力 。娜文后咸丰年间秦光第等人跋语
，
可

■

一

…Ｊ

知作伪时间在晚清之前。

［明
】唐寅 行春桥图页二 正德十五年 （

丨 ５ ２０）
，
两人 ５ 丨岁之时

， 皆

ｌ
３

ｎ

２

Ｔ ｌ
３

？

７Ｃｎｎ Ｓ^ ｔｉ＾ Ｐ＾ａ从王整 （ １
４５０

－

丨 ５２４） 游 。 曾燕集于王馨之东堂，

款识 ： 彳Ｔ春桥。

铃印 ： 唐伯虎 （ 朱） 仪周鉴赏 （ 白 ）文徵明画有 《燕集图 》并题 。 唐寅也有诗作 。

４〇



晚 明 郁逢庆 《郁 氏书 ＿题跋记 》 卷 ｈ枓鸟 ，
丛菊耐秋风 。 醉怯樽中绿 ， 歌怜席上红。（

１ ５Ｍ
） 王鏊被起州为史部左侍郎之时 ， 唐寅为

《文衡山王文恪公燕集图 》
：

“

冬 丨 丨
， 侍拄国太不愁销桦烛 ， 片月 已临空 。 与同志集王少参 园他画 《王济之 出 山 图 》

，
后有祝允 明 、

徐祯 唧 、

原公东堂燕集 ， 奉纪小诗 。 Ｍ集 者济阳蔡羽九作。 ４ 诘衡山先生教正 ， 唐寅顿首稿 。

” ＂

张灵等七人的题咏及张凤翼的跋 ，
此图现藏故

述
，

人拟 约 、 王宠Ｍ Ａ
＇

，
敬邀 Ｍ赋。 坫 ＾王鍪 （ １ ４５０ 

—

１ ５２ ４） 曾官至户部尚书 、 文渊宫博物院。 唐寅还曾陪王鏊登歌风台 ，
并写 《歌

正德庚辰 。 （诗略 ） 学生文徵明 。

”

墨迹 《明 贤阁大学士 ，
后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 武英殿大学风台实景图》

。 文徵明 曾与祝允明 、 蔡羽等人

翰墨册》
：竹迳留欢地 ， 频过侍孔融 。 幽篁喧士 。 他 Ｔ ｉ ｌ

：徳四年 （ １ ５ ０ ９） 辞官返 乡后
，
成 为吴辅助王鏊修 《姑苏忐 》

。 ￡鏊辞官后
， 唐寅 为他

中文 人 的精 神 领袖 。 家 中富有藏书 ，
与 文徵画 《文会图 此両曾经吴湖帆收藏

，
现藏上海

明 、 唐寅在诗文 丨

砸和藏书方面互相唱和 。 文、博物馆 。 王鏊辞官 ３ 年六十大寿之际 ，
众 亲友

唐年谱 中这方面 的记载 不乏其例 。 弘治十八为他庆贺 ， 唐寅也打贺诗
Ｖ

。

轴

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ｄ ５ 〇５ ）Ｋ整 ｒ父忧期 间 ，
ｉｔ寅等人 就曾 与 ｆ也三正德十六年 〇 ５２ 〇

，
唐寅 曾在文徴 ｎｊ

ｊ

款识 ： 古木幽篁 ， 苏台唐寅写。同游虎丘 、 西 山法华寺 、 曲岩等地 。 正德元年家中玉磬山房为其画 《潇湘八景图》 。

钤印 ： 南京解元 （ 朱 ） 唐子畏图书 （朱 ） 吴湖帆印 （ 白 ）

梅景书屋 （ 朱 ） 海昌钱氏数青草堂珍藏金石书画印 （朱 ）

隱Ｉ

４
１



说 排 ｉｆ卷十 《明唐子畏潇湘八景卷 》记载 ：

“

款题卷

０
，

系％，
．

，
；

＇ Ｖ；

＇ －

＂
＇ ＇

－

＇

＇

 ＇

＾ ：

［ ｌ

：
＾ Ｖ

－

Ｕ ． ＼ ！

］

＾

；］

＾

 ！

．

；

＾ ｜ １

｜

１ ／
； ，

， ｌ

Ｍ
ｌ

Ｗ
ｉ

！

＇

Ｈ
ｉ

＂

表 爲 ▲
■’
＇

．在
蒙
１ｉ

Ｕ ：

＾ ：

．Ｊ ／ ！

／
， ：

＇ ？

； ！

． ＾
＇

ｃ Ｗｉ ｒ ．


：

ｖ

欲 ｊ顺 ＂ｒ、 为衡山 作 ， 丫
｜

：觸１
”

＇

ｆ４／
－齡代沈拈 （＿

．Ｉ （ｗ ） 梦溪节 谈 ．

ｉｄ

＼
＾
％＾Ｖ彳

：

（ ，

“

Ｐ、
１

丨 丨 、 丨卜 ： 讪 （

■，” ⑴ ＇＿〇

￥
淼 脉 ；

；

：

：

＂

 ． ：

＾ｊ
Ｈ所绘 ｆ

． 远山 水的 丨 ： 题
，
即

、

ｒ
＇

沙祕 、 远陳

＾％
＇

 ＇

＾
ｉ

ｌ
ｌ

＇ Ｕ ｉ ＇

ｉ ｉ Ｗ ＾ｆＨ ｌｉｉ： ｆＡ Ｊ Ｊ
，

％ｌ＼＾Ｓ ＇，
．

＇

Ｖ ＇

．

．

＇

ｌｉ

ｌ

ｌ

、
．Ｎ．Ｖ晚 Ｈ

１

、 々 ｔ

＇ｒ ＇ Ｈ氺 ｌ ｌ

： Ｍ １

＿％
 ｉｌ

Ｗ职
，

光城
，
以入＿党＾ １反 对

身Ｖｉ ＼ｉ，ｆｔ
：

另靈 身＇￡ｔＩ

－

：安硫法 ，翻让■■八 以
？

跳

ｍ％
为

—
．

；雪 ，

＇

：

＇

＾＾ ：

■ 娜裏 、
ｖ奶

， ， 着歷

＇： ：警 、 ｊＷ愤 ｉ洲見 丨顺

“

＿Ａ Ｗ
”

的 丨

？

：题Ｕ＿ ｆｌ ｌ

＾：

，

」ｍ Ｍ麵 ＂＂ 丨

．
：ｉ

＊

？
＾ｖ＊

，
■Ｊｔ

ｌ

ｉ ｒｉ

＾ ＾ ｆｅ
＇

ｖＷ＇

Ｈ ｉ ｄ ｘ ｓ ，ｉ ９： 〇ｙ
．ｒ＾ Ｉ．

４
：

々 驗＿ ， 丨
〔 「賴 哪

顆 ：

＇
祖此画是臟 丨

丨麵年酬 、 ｎ紙

－－ｍｉ
地施 ｉ

ｉ

？

晚年的乃作 然 ＩＷ
，
义点 《光坩 ｒ略 》

１秦 Ｖ
卜

：：：； ：』

＠
…

二 侧
，

，

７＾Ｂ
ｒ

： ：ｌ＾ｉ＾＜
＂ｆ

ｊ

‘

 Ｉ軌鋼 ：
；

Ｉ ，Ｉ４ ｉ料咖呤 ｉ
」Ｌ偷 丨哳

二 ．

ｗ
，
却麵案礙敝

丨物宁王麵

的臟 唐寅纖臟姻辞娜 ，

＾
：九 在唐寅去＿

Ｊｔ 删嶋賴舰 力脚舰 （

ｍ
．

．
－

－

 ＾ｍｋＸ
＇＾ ：

９

任职。 他们毅作川 众之 人 ， 却圆 丨職

ｆｌＫＴ
－

：

： ： ： 翠砚拓

，
、
：馨’ ａ＇

１ 、
．

， ，
？

、

巧激、

一一？

？
＇

’ “

＂

ｖ

ｗ ■ｖＨ＾ＨＨＨＩ钤印 ： 仙禅 （ 白 ） 唐寅私印 （ 白 ）

４^



之 。 １

５此
， 如 见Ｈ人也 。

” 、

此 屮 为点站 Ｉ

＋

丨 ｉ：年 ？

．

（ １说）
，
义徵明ｒ 岁。 此外 ， 上 文已论及文徵 明ｖ￥

健黄ｔ ｜

ｉｍ類 次碰 ｜

Ｎ ＂難解 丨
^

＿伽见Ｏ
．

ｕ 他Ｋ傲咖＿ ：

ｈ题％
＇

观刷＾＼


＂

Ｌ^
感受 。＿

？

＋ｈ／ 〔碰Ｍｍ、
ｖｆｌＰ＾

＇

时， 曾在唐寅麵十八罗汉像扇面之阴抄录苏．

＇ ：
％

、


＾

＇

Ｗ％ ［Ｖ

云 。 嘉靖丙午夏 日书于玉兰 ；

＇
．

徵明也曾触人ｍ麵作 。撼靖二十辨^

］
？＼＜（ ｂ ４ ． ）＾ｊｌＸ Ｗ

ｉ ｉ

／ｉＭ Ｊ Ｊ ｉ ｉＵ ｌ

ｌ

＇

ｌ

ｉ ：


 ？

｜

Ｈ Ｉ

Ｉ

 ［明 ］唐寅＿ １＃水＿５

风流 ，
超尘墨妙。 图绘传于人间 ， 真世宝也。 适１ ５ｃｍ

ｘ
５４ ｃｍ 金笺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书贻携示 ， ＿以归之 。 丁未 ， 徵 明 。

， ，

１靖
ｗｓ

三十二年癸丑 （ 丨 ５ ５ ３）
，
文徵明ｈ岁 ，

王谷样携唐钤印 ＇

． 克斋珍藏 （朱 ）

寅 《溪亭山色画册》 过停云馆 ， 相与鉴赏 ，
文徵

明和文嘉均有跋
？

。

从文 、 唐
一生的交游来 行 ， 对诗文书画的＿

＇

扩
此

麵 丨
丨山 众的 才傾編侧展开娜祕

^
础。 文徵明出 十． ｒ

？仕宦之 家 ，
讲寅虽来 ｎ？

个小＾ｆ ｉｌｌ

料铺油補 家 丨狂
，
ｍ他伯 丨

？

：綱就 １

Ｊ文％
＂

和 ，
常同游霞 丨

］
ｉ ：賴佩 几 丨

．


－

＾
ｘ ：

寿 、 送别等活汍 这是两人交游的社 ；） ： 晚 二

对中年以后的交游不甚 ｒｒ。 这可能是受江兆 巾
－

的影响
，
他认 为在唐寅在致书文徵 明表示心悦

诚 服之氣 舰文綱存 ｐ
２

敬之心 ，節迹ｊ：

却仍然不太亲昵 ， 因为两人 的文集中都打不到［明 ］唐寅 后漢 Ｉ

冬偏

对方的踪迹 ＇高居翰 则认 为 ：

‘ ‘

唐寅因牵连１ ５ｃｍ
＞ ＜

５４ ｃｍ 金笑墨笔 上海博物馆藏

款识
．

后溪图 〇 唐寅 〇

科场弊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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麵．龜
［
明

］府寅 山 水八段图卷 （之四 ）［明］唐寅 山水八段閲 卷 （之ａ

３２ ．４ ｃｍ
ｘ

４ １３ ．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３ ２ ． ４ｃｍ
ｘ

４１ ３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款识 ： 萧寺空山晚 ， 危桥古涧秋 。 仓惶行簇膜 ， 何处店堪投。 唐寅。款识 ： 古木深深覆草庐 ， 江湖无迹碧天舒 。 临轩尽 日悠然坐 ， 雅志应知不在鱼 。 唐寅 。

钤印 ： 唐子畏 （ 朱 ） 学圃堂印 （白 ） 季迁珍藏 〈
朱 ）钤印 ： 学圃堂印 （ 白 ） 吴趋 （朱 ） 季迁珍藏 （ 朱 ） 吴承德印 （朱 ）

［明 ］康寅 山水八段图卷 （
之 八 ） ［明 ］唐寅 山水八段阳卷 （

之七 ）

３ ２ ． ４ ｃｍ


ｘ
４１ ３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３２ ．４ｃｍ

ｘ
４１３ ．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款识 ： 寒雪朝来几朔风 ， 万山开遍玉芙蓉 。 酒深尚觉冰生脚 ， 何事溪桥有客踪 。 晋 昌唐寅 。款识 ： 红树中间飞白云 ， 黄茅檐底界斜曛。 此中大有消遥处 ， 难说于君画与君 。 唐寅 。

钤印 ： 唐伯虎 （朱 ） 吴趋 （朱 ） 唐寅私印 （ 白 ） 季迁珍藏 （朱 ） 穆思收藏名迹 （朱 ） 吴承德印 （ 朱 ）钤印 ： 唐寅私印 （白 〉 吴趋 （ 朱 ） 季迁珍藏 （ 朱 ） 吴承德印 （朱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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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唐寅 山水八段图卷 （之二 ） ［明 ］唐寅 山水八段 图卷 （
之一

）

３２ ． ４ ｃｍ ｘ ４１３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３２ ． ４ｃｍ ｘ４ １３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款识 ： 匝坞连冈十里松 ， 绿荫深处小桥通 ； 携琴欲扣吟边社 ， 云上风骚不可穷 。 晋昌唐寅 。款识 ： 浔阳未必是天涯 ， 两岸风清芦荻花 。 谁是舟中白司马 ， 满江明月听琵琶 。 唐寅画 。

钤印 ： 唐伯虎 （朱 ） 吴趋 （朱 ） 唐寅私印 （ 白 ） 吴承德印 （朱 ） 季迀珍藏 （ 朱 ）钤印 ： 唐子畏 （朱 ） 学圃堂印 （ 白 ） 六如居士 （朱 ） 季迀珍藏 （朱 ） 穆思珍藏 （朱 ） 承德 （朱 ）

［
明

］
唐寅 山水八段图卷 （

之六
）
［明 ］唐寅 山水八段 图卷 （之五 ）

３２ ．４ ｃｍ ｘ ４１３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３２ ． ４ｃｍ ｘ ４ １３ ． ７ｃｍ 绢本设色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款ｉ只 ： 野水荒亭气象幽 ， 山深应少客来游。 啼禽欲歇烟霞膜 ，

一对西风落叶秋。 唐寅。款识 ： 狼藉惊飞雨 ， 心危路转赊 。 帘摇见远浦 ， 欢喜是黄家 。 唐寅 。

钤印 ： 唐子畏 （ 朱 ） 学圃堂印 （ 白 ） 季迁珍藏 （ 朱 ） 承德 （朱 ）钤印 ？

？ 唐伯虎 （朱 ） 六如居士 （朱 ） 季迁珍藏 （朱 ） 承德 （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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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唐寅 临李伯时饮中八仙图卷 （

？

）

３ １ ． ９ｃｍ 

ｘ
６３２ ． ８ｃｍ 纸本墨笔 辽宁省博物馆藏

款识 ： 初阅此卷 ， 以为宋人笔无疑 ， 谛观之 ， 则唐居士临笔也 。 宋人李龙眠白描人物丰隆 ， 取其意思 ， 周昉 、

松年诸大家直写故态 ， 工致纤研之妙。 今唐居士能画其神情 ， 意态毕具 ， 其用笔如晋人草书之法 ， 无
一点尘俗气 。 白描处难于设色 ， 彼用心于古拙 ， 此长卷亦非人之所及也 ， 祝允明识 。 吴郡唐寅画 。

钤印 ： 吴趋 （朱 ） 南京解元 （朱 ） 唐伯虎 （朱 ） 唐寅私印 （白 ） 逍遥亭子 （
白 ） 睹哲 （朱 ）

祝允明印 （ 白 ） 用笔在心 （ 白 ） 六如居士 （朱 ） 乾隆御览之宝 （朱 ） 乾隆鉴赏 （ 白 ）

嘉庆御览之宝 （朱 ） 宣统御览之宝 （朱 ） 三希堂精鉴玺 （ 朱 ） 宜子孙 （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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