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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子派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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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

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

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

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关键词!前七子$后七子$七子派

关于七子派研究#目前虽已成就斐然#但仍有若干基础性问题尚待爬梳"本文拟对七

子之称谓%成员构成之演变#以及流派命名等问题#加以考究"

一%前%后七子名称起源及其成员构成

七子之说#肇自明代"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边尚书贡)云!&弘治时朝

士有所谓七子者"'这意味着#弘治年间即已有七子称谓"钱氏文中所指#是为前七子"七

子分前后#亦始自有明一代"李雯(皇明诗选序)有曰!

弘%正之间#北地%信阳起而扫荒芜#追正始"其于风人之旨#以为有大禹决

百川%周公驱猛兽之功"一时并兴之彦#蜚声腾实#或篔或歌#此前七子之所以扬

丕基也!!然后济南%娄东出#而通两家之邮#息异同之论"运材博而构会精#譬

荆棘之既除#又益之以涂茨#此后七子之所以扬盛烈也"

陈子龙%李雯等所纂(皇明诗选)#&刊于崇祯季年'

!

#故前七子%后七子称谓#至迟不会晚

于此"事实的确如此#清胡文学辑(涌上耆旧诗)卷二十九(孙山人仪)云!

象可性廉介自持#初学为诗不肯摹唐人音格#见当世所称前七子%后七子#辄

唾之"

孙仪#字象可#&万历中人'#他已见当时人称前七子%后七子"故最迟在万历年间#已有前

七子%后七子称谓"清人沿承此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宗副使臣)谓!

先是#弘正中#李%何%徐%边诸人#亦称七子#于是辁材讽说之徒#盱衡相告#

一则曰先七子#一则曰后七子#用以铺张昭代#追配建安"

&先七子'#即前七子"清代四库馆臣因袭此说#(四库全书总目)于此数次谈及"

那么#前后七子具体各涵盖哪些人-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

#*!&

+#康海为王九思所作

(?陂先生集序)有曰!

我明文章之盛#莫极于弘治时#所以反古昔而变流靡者#惟时有六人焉"北

郡李献吉#信阳何仲默#杜王敬夫#仪封王子衡#吴兴徐昌?#济南边庭实#金辉

!

陈子龙等!(皇明诗选/前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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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映#光照宇内#而予亦幸窃附于诸公之间"乃于所谓孰是孰非者#不溺于剖颷#不怵于异同#

有灼见焉"于是后之君子#言文与诗者#先秦%两汉%汉魏%盛唐#彬彬然盈乎域中矣"

康海于此开列出李梦阳*献吉+%何景明*仲默+%王九思*敬夫+%王廷相*子衡+%徐祯卿*昌?+%边贡*庭

实+六人#再加上自己#凡七人"此即后人所谓前七子#只是未正式以七子名之而已"嘉靖十八年

*

#*!(

+#李开先又倡言&弘德七子'之说#其(闲居集)之十(何大复传)有云!

大复之作#流布函夏#始刻长安#久而在处有之#但识字者#即心慕其人而口诵其辞"或与

边华泉及崆峒称为海内三才#或与安阳崔后渠称为中州二俊#或与关中诸公并吴下徐迪功称为

弘德七子"

李氏虽提出七子称谓#但未确指"陈国球先生认为#李开先在他写的(何大复传)中#就正式称上列七人

为&弘德七子'

!

"此说值得商榷"李开先谓何景明&或与关中诸子并吴下徐迪功称为弘德七子'#而边

贡为济南人#显然不属&关中诸子'之列"换言之#边贡当不在李氏所谓&弘德七子'之列"嘉靖十九年

*

#*'"

+#唐瞭为杨慎所作(升庵长短句序)称!

古不暇论#即今所称李空同%何大复%郑少谷%徐迪功%薛西原%孙太初七子#颉颃未知优劣#然则太史

固当世之雄也"

此处所谓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郑善夫*少谷+%徐祯卿*迪功+%薛蕙*西原+%孙一元*太初+"

由此可见#当时七子之称指#有明显的不确定性"晚明许学夷已意识到这点!&弘正诸子#观诸家序

列不同#则知李%何%徐%边而外#初无定名也"'

"不过#边贡亦不尽在&定名'之列#唐瞭所谓七子即不含

边贡"至清初#钱谦益重申七子之说#即包括边贡!

弘治时#朝士有所谓七子者#北郡李梦阳%信阳何景明%武功康海%杜王九思%吴郡徐祯

卿%仪封王廷相%济南边贡也"

#

(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文苑二)亦谓!&梦阳才思雄鸷#卓然以复古自命"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

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66与景明%祯卿%贡%海%九

思%王廷相#号七才子"'至此#后人所谓的前七子之说#已经基本定型"当然#也有人认为#七子之名不必

存在"沈德潜(说诗蒣语)卷下即云!&徐昌?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润#骨相崎#自能独尊吴

体"边庭实%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对山涉笔肤庸#一往易尽"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关于七子#尚有&嘉靖七子'之说#即所谓后七子#主要为区别于前之七子"&嘉靖七子'之说#亦始于

明人"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子与转左方伯序)有曰!

世庙时#比部郎李于鳞与其侪梁公实%宗子相#今左伯徐公子与#余兄元美五人者#友也"

而吴明卿稍后入#是为六子"最后德甫%肖甫辈益进矣"而海内好事者家传&嘉靖间七子'#岂

非建安之邺下%正始之竹林#好称举其数耶-

按王世懋所云#&嘉靖七子'应是在李攀龙*于鳞+%梁有誉*公实+%宗臣*子相+%徐中行*子与+%王世贞*元

美+%吴国伦*明卿+六子基础上#加上余曰德*德甫+或张佳胤*肖甫+"若二人皆算在内#则又有八子之

称"王氏之论#无论七子#还是八子#皆不及谢榛"

由五子而六子%进而七子%八子#有一渐进流程"当时#后七子成员亦不断变更"王世贞(艺苑卮言)

卷七称!

十八举乡试#乃间于篇什中得一二语合者"又四年成进士#隶事大理#山东李伯承烨烨有

俊声#雅善余持论#颇相下上"明年为刑部郎#同舍郎吴峻伯%王新甫%袁履善进余于社"吴时

称前辈#名文章家#然每余一篇出#未尝不击节称善也"亡何#各用使事#及迁去#而伯承者前已

通余于于鳞#又时时为余言于鳞也#久之#始定交"自是诗知大历以前#文知西京而上矣"已于

鳞所善者布衣谢茂秦来#已同舍郎徐子与梁公实来#吏部郎宗子相来#休沐则相与扬磛#冀于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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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之微#盖彬彬称同调云"而茂秦公实复又解去#于鳞乃倡为五子诗#用以纪一时交游之谊

耳"又明年而余使事竣还北#于鳞守顺德#出茂秦登吴明卿#又明年同舍郎余德甫来#又明年户

部郎张肖甫来#吟咏时流布人间#或称&七子'或&八子'#吾曹实未尝相标榜也"

这段话比较详细地道明后七子结社之进程"王世贞(祭学士华先生文)曰!&岁在癸卯#公以文衡众"凡

百三十有五#其最少者为贞"'癸卯#即嘉靖二十二年*

#*'!

+#华学士即华察#是年其主应天试"王世贞

(?山堂别集)卷八十二(科试考二)载!&二十二年癸卯#66命翰林院侍读华察%右春坊右中允闵如霖主

应天试"'即上文王世贞所谓&十八举乡试'"以此推算#&又四年'#即嘉靖二十六年#王世贞进士及第"

次年#任刑部员外郎#吴维岳*峻伯+%王宗沐*新甫+%袁福征*履善+纳其入社"不久#吴%王%袁等各迁去"

据于慎行(?城山馆文集)卷二十(明故奉直大夫尚宝寺少卿北山先生李公墓志铭)#嘉靖二十七年#李先

芳出为新喻令"据(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七#二十九年二月#王宗沐提调广西学校"又#依(明世宗实

录)卷三百六十八#二十九年十二月#召令吴维岳%袁福征#察行江西%广西"据王世贞(陈于韶先生卧雪

楼摘稿序)#嘉靖二十九年#徐中行%吴国伦%宗臣%梁有誉等同榜进士及第"之后#徐%梁%宗先后入社"

此前#谢榛*茂秦+即已与李%王一起谈文讲艺#嘉靖三十一年*

#**&

+春正式入社!

#&是岁#公实以病告

归#茂秦亦出都'

"

"王世贞有(谢生歌#七夕送脱屣老人谢榛)#李攀龙亦有(七夕集元美宅送茂秦)#故

谢出都当在是年七夕后"&又明年而余使事竣还北#于鳞守顺德'之时为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亡妻徐

恭人状)云!&癸丑出为顺德府知"'癸丑#即嘉靖三十二年"李攀龙&出为顺德知府'与王世贞&使事竣还

北'#同在一年"王世贞(俞仲蔚先生集序)&余以嘉靖癸丑有潍扬谳#而投俞先生诗与定交'#可进一步证

实"钱大昕(?州山人年谱)谓王世贞是年秋暮抵都#此处&又明年'#为嘉靖三十二年无疑"故李攀龙倡

为五子诗在嘉靖三十一年"钱大昕(?州山人年谱)#即定于是年#徐朔方先生(王世贞年谱)亦考定为此

年"

# 诚为有见"次年#吴国伦入社#谢榛被剔出五子之列"三十三年#余曰德入社"三十四年#张佳胤

入社"于是才有七子%八子之说"

也就是说#当时之五子%七子所指是有一定变化的"先说五子#按王世贞说#&于鳞乃倡为五子诗'乃

在谢榛%梁有誉&解去'后#此时谢榛尚未被摒除五子之列"考谢%李%王%徐%梁诸家之别集#只有宗%梁二

家所载本人所撰(五子诗)列谢榛于五子"宗臣(五子诗)涉及之五子为!谢榛%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

王世贞"梁有誉(五子诗)五子指谢榛%李攀龙%徐中行%宗臣%王世贞"其馀皆不及谢榛"李攀龙(五子

诗)所吟对象依次为王世贞%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而谢榛降至于(二子诗)#且在卢籹之后"王

世贞(五子篇)五首#其描写的分别是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吴国伦(五子诗和于鳞元美

作)五子为李攀龙%王世贞%宗臣%徐中行%梁有誉"这是嘉靖三十二年后改定后的五子名单"盖宗%梁二

人去世较早#尚未来得及改定其(五子诗)#故谢榛之名#尚在其中"王世贞(别于鳞子与子相明卿十绝)

其四曰!&五子应从五岳来#钧天帝享动天台"'第五至七首依次吟咏李攀龙%宗臣%徐中行#第八首即咏梁

有誉%谢榛"此诗作于嘉靖三十一年秋奉使决狱江北离京后"

$ 可见#此时的五子#还是包括谢榛的"

至嘉靖三十二年后#王世贞改定(五子诗)#才&出茂秦登吴明卿'#摒弃谢榛"其实#李%王%徐三人最初所

作(五子诗)#就附在宗臣(宗子相集)后"其所咏对象皆以谢榛为首#且为六人"钱谦益于此看得清楚"

其(谢山人榛)云!&诸人作五子诗#皆首茂秦#而于鳞次之"'(宗副使臣)云!&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

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名五子#实六子也"'钱大昕(嘉靖七子考)亦

谓!&王%李之定交#实由伯承介绍焉"厥后伯承%峻伯诸人稍散去#而茂秦%子与%公实%子相先后入社#于

鳞乃作(五子篇)#彼此互有倡和#名虽五子#实则六人"'名为五子#何则六人- 各人所咏五子#不含作者

本人#故虽名五子#实为六子"时人王世懋(跋五子书)即云!&嘉靖间#海内争传诵五子诗#然实六子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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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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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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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

榛(四溟诗话)卷四云!&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嘉靖壬子#

即嘉靖三十一年"

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全集)第
'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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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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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为(五子诗)#正得六耳"'关于五子排列顺序#廖可斌先生认为#&显然按年龄排列#大约诸子结社之

初#大家还比较谦虚#还能2相序以齿3'

!

"由上文不难看出#最初的(五子诗)皆不及吴国伦#盖因其入

社晚#未能列入"王世贞(吴明卿)云!&舟所得十绝#歌之不觉泫然涕下也#悲风泱泱乎来哉. 66因念

数子中于鳞最久#瞓仰上下#旁及吾党"足下虽
&

合#亡减肺肝"66抵前途少息#欲作(广五子诗)#遂

首足下矣"'这再次证实#吴国伦并不在王世贞当初所谓的五子之列#嘉靖三十二年&出茂秦'后#才得以

补入"这便是李攀龙%王世贞最终确定的&五子'"万历十四年"

#王世贞作(重纪五子篇)重申此立场!

&余昔为(五子篇)#则济南李攀龙%吴兴徐中行%南海梁有誉%武昌吴国伦%广陵宗臣其人也"'

再说七子"依王世贞所言#谢榛被黜后#补入吴国伦#嘉靖三十三年#又益之余曰德*德甫+#次年#又

加之张佳胤*肖甫+#故又有七子%八子之称"称七子者#余曰德列于其中"王世贞为余曰德所撰(明故中

宪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志铭)即云!&亡何梁生死#谢生解#而公与司农郎蜀人张肖甫继入"于

鳞甚许可#置公于七子中"'其(瑞昌王府三辅国将军龙沙公暨元配张夫人合葬志铭)又谓!&余
'

甫时已

登第#为尚书比部郎#郎有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及余世贞者#与
'

甫相切颷为古文辞#有

誉死而得张佳胤#名籍籍一时#或以比邺中七子"'其(肖甫自江北移滇臬走使以诗见问赋此奉答)称!&七

子翩翩共邺游#座中君岂减应刘"'梁有誉死后#张佳胤又补入七子#如同钱大昕(嘉靖七子考)所言#&盖

自茂秦%公实二人一摈一死#遂以德甫%肖甫补七子'"但这并非&举世无知之者'#隆庆末顾起伦(国雅品

/士品四)即有言!&嘉中#海内崛然奋有七隽#即梁宗暨李吴徐三副宪#张中丞王廉访七公也"'顾氏即谓

梁有誉%宗臣%李攀龙%吴国伦%徐中行%张佳胤%王世贞乃为七子"钱谦益于之亦甚为了然#(宗副使臣)

有曰!

于时称五子者!东郡谢榛%济南李攀龙%吴郡王世贞%长兴徐中行%广陵宗臣%南海梁有誉#

名五子#实六子也"已而谢%李交恶#遂黜榛而进武昌吴国伦#又益以南昌余曰德%张佳胤#则所

谓七子者也"

按钱氏所言#后七子当为李攀龙%王世贞%吴国伦%宗臣%徐中行%梁有誉%余曰德或张佳胤#亦不及谢榛#

其说与王氏兄弟所言并无甚出入"而黄宗羲却谓王宗沐亦&七子中之一也'

#

#不知何据"

可见#后七子之成员在当时即有某种不确指性"而且#后七子二巨头李攀龙%王世贞#最终未将谢榛

纳于五子%七子或八子之列"关于谢榛之退出#王世贞在此含糊其词#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出茂秦登吴明

卿'#而实则因交恶所致#钱谦益已指明"其实#王世贞对此亦毫不讳忌"在其后来诗文中#他多次言及

此事"(李于鳞)之六云!&老谢此来何名#狼狈失策"六十老翁何不速死#辱我五子哉"66真负心汉.'

之七又云!&眇君子死未耶"'谢榛有眼疾#故蔑称之为&眇君子'#用意之恶毒#不言而喻"而对于谢榛的

主动言和#置之不理"(李于鳞)之十四云!&老盲骑而追我于馆陶"呵责良久#唯唯谢洗心以从二三子#

不复能作态去矣"'(宗子相)之二云!&眇君子竟不为我和(五子诗)"昨闻在王国中多从侠少倡家游#

&

节柳三变#何为也- 不忆一旦叛去尔尔'"王世贞黜其五子之名态度甚为坚决"其(宗子相)之三谓!&来

教谓茂秦云云#弟意复尔"几欲削去五子之一#冀其不远复也"'李%谢交恶在嘉靖三十二年$

#即王世贞

改定(五子篇)之年"也就是说#谢榛是在嘉靖三十二年为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剔除出局的"

尽管如此#后世还多视谢榛为后七子"如宗原(七子小像篇)即如此"又#梁有贞万历二年*

#*7'

+所

撰(梁比部行状)亦有言!&辛亥#授刑部山西司主事#徐子与亦为同舍郎"于时#山东李于鳞%吴郡王元

美%广陵宗子相%武昌吴明卿%山人谢茂秦#一时同社#意气文章声走海宇#称为2中原七子3云"'万历间安

肃邢云路(刻谢茂秦诗序)亦称!&嘉靖中#东郡谢徵君茂秦%济南李观察于鳞%吴王大司寇元美%广陵宗宪

使子相%武昌吴参政明卿%吴兴徐右丞子与%南海梁比部公实#结社为诗#世于是称七子"'另外#欧大任%

许国%朱常清等人#亦皆持此说"降及有清一代#袭之者时有人在"(明史)卷二百八十七(文苑三)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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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

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

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

天下"

文中所列#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后七子#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钱大昕

亦赞同此说#其(嘉靖七子考)有曰!

明嘉靖间#济南李于鳞倡为诗古文社#吾乡王元美和之#而谢茂秦%徐子与%梁公实%宗子

相%吴明卿羽翼焉#当时有&七才子'之称"

因此#关于后七子的名单#至少有几种说法#而最后一种说法最为流行#已为学界认可"

二%七子派称谓来源%内涵及成员构成

至于明确将七子称作文学流派#盖为清代之事"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十六即谈到&嘉靖七子之

派'#实指后七子派"四库馆臣正式提出七子派概念#其为苏(原文草)所写提要称!

词多骈丽#规仿(文选)#而真气不足以充之#在七子派中#又为旁支矣"

!

苏#生卒年不详#约明世宗嘉靖十九年前后在世#嘉靖五年*

#*&$

+进士"以王%李为中心的后七子#形

成于嘉靖三十年后#故此七子派当主要指前七子"不过#四库馆臣称七子派更多的是&七子之派'%&七子

一派'%&七子流派'%&七子之流派'等"为便于论证#下文统称七子派"

四库馆臣所谓七子派#当有三层含义"其一#主要指前七子派"如上文(原文草)提要所云"又#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一(俨山集)提要云!&*陆深+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

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正%嘉之间#正是李梦阳%何景明前七子盛行之期"同书卷

一百七十六为管楫(平田集)所撰提要谓!&其诗颇沿七子之派#盖楫与薛蕙%何景明%高叔嗣诸人倡和#渐

染而然也"'管楫为正德六年*

#*##

+进士#&与薛蕙%何景明%高叔嗣诸人倡和'"显然#此七子之派乃指前

七子"其二#主要指后七子派"(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七十九为方问孝(苍耳斋诗集)作提要云!&集中

有与汪道昆诗#当是隆%万间人"其诗风华有馀#深厚不足#盖亦沿七子之派#多浮声而少切响也"'同书

同卷(快独集)提要!&杂文中奏疏一类#敷陈颇为剀切"诗则秀润有馀#而兴象不足"纯为七子之派#故

序之者为李维祯焉"'(快独集)#李尧民撰#万历二年*

#*7'

+进士"方问孝%李尧民身为隆%万时人#其&沿

七子之派'#当然主要是指后七子派"同书卷一百九十三(续文选)提要之表述#比上述两条更清晰!&然

所录止唐人%明人#无五代%宋%金%辽%元"又明人惟取正%嘉后七子一派#而洪%永以来#刘基%高启诸人#

仅录一二"盖恪守太仓%历下之门户#而又加甚焉"'由&恪守太仓%历下之门户#而又加甚焉'知所指为后

七子派"其三#将前后七子视作一派"(四库全书总目)一百七十二(少室山房类稿)提要有言!

考七子之派#肇自正德#而衰于万历之季#横踞海内#百有馀年"其中一二主盟者#虽为天

下所攻击#体无完肤#而其集终不可磨灭"非惟天姿绝异#笼罩诸家#亦由其学问淹通#足以济

其桀骜#故根柢深固#虽败而不至亡也"末俗承流#空疏不学#不能如王%李剽?秦汉#乃从而剽

?王%李#黄金白雪#万口一音#一时依附门墙#假借声价#亦得号为名士"时移事易#转瞬为覆

瓿之用#固其所矣"

&肇自正德#而衰于万历之季#横踞海内#百有馀年'#明显针对前后七子而言"而且#&不能如王%李剽?

秦汉'#说的就是后七子派"尽管时间跨度不甚准确*严格地说#始自弘治末更合实际+#但并不影响四库

馆臣视前后七子为一派"郭绍虞先生亦持论如是!&前后七子均长于论诗而短于论文#故诗论每掩其文

论"七子派中如王廷相%李维桢等大率囿于传统见解#并无特异之处#而且与李%何诸人之持论不尽

同"'

"王廷相属前七子#李维桢属后七子"显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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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七子派考略

由上文不难发现#七子派可指以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这是广义的七子派"上文所谓五子%六

子%七子%八子等#均属七子派"目前#对七子派成员的挖掘不断深入"如黄卓越先生认为#前七子派成

员主要有!李梦阳%杭济%许天赐%边贡%王九思%刘麟%顾瞞%熊卓%赵鹤%朱应登%杭淮%王守仁%张凤翔%康

海%何塘*瑭+%王廷相%何景明%王尚?%徐祯卿%孟洋%郑善夫%殷云霄%崔铣%倪宗正%吕籹%景蒧%戴冠%唐

龙%方豪%韩邦靖%毛伯温%孙继芳%管楫%汪文盛%张治道%薛蕙%李濂%林春泽%蒋三卿%马理%许宗鲁%马汝

骥%吾谨%江浑"

! 可为一家之论"至于后七派成员#据上文可初步列出如下人员!李攀龙%吴维岳*广五

子+%李先芳*广五子+%王世贞%谢榛%宗臣%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余曰德*后五子+%张佳胤*后五子+"

另外#后五子中的魏裳%汪道昆%张九一#广五子中的俞允文%卢籹%欧大任#续五子王道行%石星%黎民表%

朱多?%赵用贤"

#以及末五子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

#皆为此派成员"还有#王世贞

(四十咏)诗序云!&诸贤操觚而与余交远者#垂三纪#迩者将十年#不必一一同调#而臭味则略等矣"屈指

得四十人#人各数语#66非有所轩轾也"'这四十人中#亦必有与王世贞同派之人"而狭义的七子派#仅

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综上所述#七子之名始自明代#弘治年间已有七子之称#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

七子#指称不一#迄于清代#基本定型"前七子主要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

相$后七子主要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四库馆臣正式提出七子派之称

谓#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流派#囊括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谓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

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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