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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白 

《唐詩品彙》對明前七子及以前的詩論並無影響 

近 人 論 明 代 前 後 七 子 詩 論 ， 多 半 會 溯 源 至 高 楝 （ 1 3 5 0 - 1 4 2 3 )的《唐詩品 

囊 》 。 因 為 《 品 彙 》 早 在 洪 武 年 間 編 成 ， 在 時 間 上 絕 對 有 可 能 影 響 分 別 在 弘 正 

和 嘉 隆 活 躍 的 前 後 七 子 。 再 者 《 明 史 》 卷 2 8 6 說 高 楝 的 詩 選 ， 「 終 明 之 世 ， 館 

閣 宗 之 」 ； 《 四 庫 提 要 》 巻 1 8 9 進 一 步 說 ： 「 厥 後 李 夢 陽 、 何 景 明 等 摹 擬 盛 

唐 ’ 名 為 堀 起 ， 其 胚 胎 實 兆 於 此 」 。 二 說 都 助 成 學 者 們 的 印 象 。 其 實 這 祇 能 算 

是 臆 測 ， 因 為 從 明 初 到 明 中 葉 《 唐 詩 品 彙 》 並 沒 有 甚 麼 影 響 力 。 高 楝 生 前 並 

未 能 出 版 自 己 的 著 作 ； 後 來 同 鄉 鬥 人 彭 伯 晖 「 捐 俸 I f 梓 」 ， 刻 印 了 高 樣 晚 年 從 

《品囊》拔選的《唐詩正聲》，「然其板珍藏于家， #之者少」（黃鎬〈唐詩正 

聲 序 〉 ） ° 至 於 《 品 彙 》 則 要 到 成 化 間 的 陳 偉 在 江 西 按 察 任 內 才 首 次 刊 刻 ° 陳 

緯與高樣同是閣縣人，天順庚辰（ 1 4 6 0 )進士，《四庫提要》卷 1 7 5說他「詩文 

非 所 注 意 」 。 可 見 初 期 板 行 高 棟 著 作 的 ， 都 祇 是 以 紀 念 同 鄉 先 賢 的 心 態 從 事 ， 

而 非 出 於 文 壇 的 需 求 。 當 時 文 壇 上 受 重 視 的 唐 詩 選 本 是 《 唐 音 》 。 七 子 中 李 

夢陽（1472- 1 5 2 9 )、何景明（ 1 4 8 3 - 1 52 1 )都師事的李東陽（ 1 4 4 7 - 1 5 1 6) ’在 

《 懷 麓 堂 詩 話 》 中 曾 比 較 各 種 唐 選 ， 認 為 《 唐 音 》 好 ， 可 完 全 不 提 《 品 

彙》。曾編過《文淵閣書目》的楊士奇（ 1 3 6 5 - 1 4 4 4 )，所見不可謂不廣’；但他 

的《東里集》〈續集〉，卷 1 9中論唐選也祇以《唐音》為措模。再以前七子為 

論 ’ 他 們 的 著 述 也 從 未 網 及 高 楝 ， 反 之 李 夢 陽 可 能 批 點 過 《 唐 音 》 ， 他 的 同 道 

如顧填（ 1 4 7 6 - 1 5 4 5 )、陸深（ 1 4 7 7 - 1 5 4 4 )等也分別評點或刊刻《唐音》，而兆 

《 品 囊 》 或 《 正 聲 》 。 我 估 計 高 樣 選 本 要 到 嘉 靖 以 後 才 開 始 流 行 ， 先 是 胡 纘 宗 

( 1 4 8 0 - 1 5 6 0 )於嘉靖三年（ 1 5 2 4 )在蘇州刊刻《唐詩正聲》，山陽人牛斗也在裹 

靖年間校刊《唐詩品彙》。胡纘宗〈唐詩正聲序〉說當時（嘉靖初）「天下學士 J 

咸 宗 《 唐 音 》 ， 祇 因 「 未 及 見 高 廷 禮 《 唐 聲 》 」 。 同 樣 活 躍 於 嘉 靖 間 的 何 良 俊 

(1506- 1 5 7 3 )，在《四友齋叢說》（ 1 5 6 9年初版）中有兩則記載可為佐證：其一 

說自已小時（也是前七子的盛時）見到《唐音》「盛傳」；其二論「近世選唐詩 J 

時 卻 標 舉 《 唐 詩 正 聲 》 ， 可 知 到 嘉 靖 後 期 ， 高 選 已 愈 為 世 重 視 。 當 時 更 出 現 多 

種 《 品 囊 》 和 《 正 聲 》 的 抽 選 整 理 本 ， 現 在 能 考 知 的 就 有 吳 西 立 重 編 《 唐 詩 

品 彙 七 言 律 詩 》 、 命 憲 《 删 正 唐 詩 品 彙 》 、 桂 天 祥 《 批 點 唐 詩 正 聲 》 等 。 與 前 

時 幾 近 ® 沒 無 聞 的 情 況 相 比 ， 可 謂 天 壤 之 別 。 因 此 ， 由 種 種 跡 象 看 來 ， 說 

高 楝 詩 選 與 後 七 子 的 詩 論 關 係 密 切 則 可 ， 說 李 、 何 摹 擬 盛 唐 的 胚 胎 兆 於 高 

選’則是「想當然耳」（陳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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