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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歐大任年譜 

   
編寫凡例： 
1、本年譜記事始於正德十一年丙子（1516），迄於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
共計八十年。  
2、本譜採用綱目體書寫，旨在明確地呈現譜主事蹟，並詳注資料出處，以供句
稽檢核。 
3、歐大任詩文作品依時序繫聯，藉以展現其鄉居、旅遊、仕宦等活動。 
4、當時重要人物之活動或足以影響歐大任之思想、行誼者，如師承、南園諸子、
詩友等人，則列入備考欄中，以備參佐。 
5、與歐大任有往來的友人，若其活動事蹟有大任詩文記錄者，則放正譜中，其
餘亦置備考欄。 
6、譜主材料以歐大任的《歐虞部集》為基礎，備考則參周振道、張尊月《文徵
明年譜》、鄭利華《王世貞年譜》、許建崑《李攀龍文學研究》所附年譜、張慧劍

《明清江蘇文人年表》、各地方志及相關文人之墓誌銘、行狀等，除了重現歐大

任之生平概況，亦能掌握往來人物活動的確切時間。 
 
正德十一年丙子（西元 1516年）    一歲     
十月二十五日生。 

    歐必元撰〈家虞部公傳〉：「正德丙子孟冬二十五日生。」（《歐虞部集》附錄，
以下簡稱〈傳〉） 

楊瑞雲撰〈虞部公行狀〉：「正德丙子十月念五日實生楨伯。」（《歐虞部集》

附錄，以下簡稱〈狀〉） 

〔備考〕 

1、文徵明四十七歲，參加應天鄉試，並謁見南京禮部尚書喬宇。長子文彭二十歲，次

子文嘉十六歲。（周振道、張尊月撰《文徵明年譜》，以下簡稱《周譜》） 

2、歸有光十一歲。（張傳元、余梅年撰《明歸震川先生有光年譜》，以下簡稱《張譜》） 

3、唐順之十歲。（趙時春撰〈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荊川唐公墓志銘〉，《唐

荊川先生集》附錄，又見吳金娥撰《唐荊川先生研究》所附年譜，以下簡稱《吳譜》） 

4、張之象十歲。（莫如忠撰〈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八十

四） 

5、李先芳六歲。（于慎行撰〈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七十

七） 

6、陸師道六歲。（趙用賢撰〈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國朝獻徵錄》卷七十七） 

7、俞允文四歲。（王世貞撰〈俞仲蔚先生墓誌銘〉，《弇州山人續稿》卷九十一） 

8、蘇濂四歲。（于慎行撰〈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誥封錦衣衛指揮僉事鴻石蘇公墓誌銘〉，

《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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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時行三歲。（李奇標撰〈承直郎南京部車駕司主事青霞李先生傳〉，《李駕部集》附

錄，以下簡稱〈傳〉） 

10、黎民表二歲。（康熙《從化縣志．黎氏人物合傳志上》，以下簡稱《黎傳》） 

11、余曰德二歲。（王世貞撰〈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銘〉，《弇州山

人續稿》卷一百一十二） 

12、海瑞二歲。（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

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13、李東陽卒，年七十。（楊一清撰〈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四） 

 
正德十二年丁丑（西元 1517年）    二歲 
〔備考〕 
1、黎民表三歲。父黎貫登進士第。（《黎傳》） 

2、徐中行生。（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天目先生集》卷

二十一） 

3、劉鳳生。（劉鳳撰〈封太孺人母吳述〉，《劉子威集》卷三十二） 

4、吳嶔生。（張祥鳶撰〈脩職佐郎國子助教致仕崑麓吳君行狀〉，《華陽洞稿》卷八） 

5、顧起綸生。（李維楨撰〈晉陵玄言顧仲子之丘碑銘〉，《大泌山房集》卷八十七） 

 

正德十三年戊寅（西元 1518年）    三歲 
〔備考〕 
1、沈明臣生。（張慧劍編《明清江蘇文人年表》，以下簡稱《張表》） 

     
正德十四年己卯（西元 1519年）    四歲 
〔備考〕 

1、魏裳生。（王世貞撰〈魏順甫傳〉，《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二） 

2、梁有譽生。（按王世貞撰〈明故承直郎刑部山西清吏司主事梁君公實墓表〉，《蘭汀存

稿》附錄，以下簡稱〈墓表〉，及歐大任撰〈梁比部傳〉，《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推

算，有譽應生於是年。） 

 
正德十五年庚辰（西元 1520年）    五歲 
能誦讀屬對。 

歐必元撰〈傳〉：「五歲奉政公（歐世元）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

必工。」（《歐虞部集》附錄） 
〔備考〕 

1、吳旦父吳章四十歲。登進士第。（《國朝列卿紀》卷一百十五） 

2、黃佐三十一歲。登進士第。（《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七）。南園後五子皆師於黃佐。 

3、梁有譽二歲，父世驃三十歲。登進士第。（《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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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辛巳（西元 1521年）    六歲 
〔備考〕 

1、吳旦父吳章四十一歲。參加廷試，在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正德十六年登科錄〉，《明

代登科錄彙編》） 

2、梁有譽三歲，父梁世驃三十一歲，為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正德十六年登科錄〉，

《明代登科錄彙編》） 

3、黃佐三十二歲。在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正德十六年登科錄〉，《明代登科錄彙編》）。 

4、何景明卒，年三十九。（〈何景明傳〉，《明史》卷二百八十六） 

5、徐渭生。（徐渭自撰《畸譜》，以下稱《畸譜》）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西元 1522年）    七歲 
〔備考〕 

1、李攀龍九歲，父卒。（許建崑撰《李攀龍文學研究》，以下簡稱《許譜》） 

2、黎民表八歲，其弟民衷生。（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明代登科錄彙編》） 

3、劉效祖生。（王一鶚撰〈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九十四） 

 
嘉靖二年癸未（西元 1523年）    八歲 
〔備考〕 

1、文徵明五十四歲，以歲貢生入京，為翰林院待詔。（《周譜》） 

2、黎民表九歲，其父黎貫至江西任官。（《黎傳》） 

3、唐寅卒，年五十四。（祝允明撰〈唐子畏墓志并銘〉，《懷星堂集》卷十七） 

4、袁尊尼生。（王世貞撰〈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袁君墓志銘〉，《弇州山

人續稿》卷九十六） 

5、顧從義生。（陳所蘊〈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先生墓志銘〉，《竹素堂藏稿》

卷八） 

 
嘉靖三年甲申（西元 1524年）    九歲 
入私塾習舉子業。 

    歐必元撰〈傳〉：「九齡從里塾師，日呫嗶習經生業。」（《歐虞部集》附錄） 
〔備考〕 

1、邊貢四十九歲。官南京太常寺卿。（李廷相撰〈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華泉邊公貢神

道碑〉，《國朝獻徵錄》卷三十一） 

2、吳國倫生。（李維楨撰〈河南左參政吳公舒恭人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3、趙志皋生。（莊起元撰〈趙瀔陽先生傳贊〉，《漆園卮言》文部） 

4、朱察卿生。（潘恩撰〈故太學生象岡朱君墓志銘〉，《朱邦憲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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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年乙酉（西元 1525年）    十歲 
〔備考〕 

1、汪道昆生。（《張表》） 

2、宗臣生。（王世貞撰〈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宗君墓誌銘〉，《弇州

山人四部稿》卷八十六） 

3、張居正生。（〈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4、王汝言生。（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六十

七） 

 
嘉靖五年丙戌（西元 1526年）    十一歲 
〔備考〕 
1、祝允明卒，年六十七。（陸粲撰〈祝先生墓志銘〉，《陸子餘集》卷三） 

2、王世貞生。（汪道昆撰〈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墓碑〉，《太函集》

卷六十七） 

3、劉邦彥生。（趙南星撰〈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味檗齋

文集》卷十二） 

 
嘉靖六年丁亥（西元 1527年）    十二歲 
〔備考〕 

1、文徵明五十八歲。卸職返家。（《周譜》） 

2、邊貢五十二歲。改太常卿提督。（李廷相撰〈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華泉邊公貢神道

碑〉，《國朝獻徵錄》卷三十一） 

3、黎民表十三歲。補邑庠生。（《黎傳》） 

4、許國生。（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

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七） 

5、梁夢龍生。（錢謙益撰〈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貞敏梁公墓誌

銘〉，《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6、張鳳翼生。（《張表》） 

 
嘉靖七年戊子（西元 1528年）    十三歲 
〔備考〕 

1、李攀龍十五歲。從張潭學《毛詩》，並結識殷士儋。（《許譜》） 

2、王守仁五十七歲。十一月卒於南安。（王守仁撰《陽明先生要書》附錄卷三） 

3、陳吾德生。（葉春及撰〈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國朝獻徵錄》卷八十八） 

 
嘉靖八年己丑（西元 1529年）    十四歲 
入為縣學生。  

    楊瑞雲撰〈狀〉：「年十四，以《春秋》應有司試，補邑弟子員。」（《歐虞部



 157

集》附錄） 

〔備考〕 

1、文徵明六十歲。周天球十六歲隨父自太倉徙吳，而從徵明游。（《周譜》） 

2、唐順之二十三歲。舉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吳譜》） 

3、文元發生。（申時行撰〈奉政大夫河南衛輝同知文子悱先生墓志銘〉，《賜閒堂集》卷

二十四） 

 
嘉靖九年庚寅（西元 1530年）    十五歲 
〔備考〕 

1、黃佐四十一歲。棄官，歸鄉講學。（黎民表撰〈泰泉先生庸言序〉，《庸言》附錄） 

2、唐順之二十四歲。遷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以疾乞歸。（《吳譜》） 

3、李攀龍十七歲。娶徐公宣之仲女為妻。（《許譜》） 

4、黎民表十六歲。父黎貫至河南任官。（《黎傳》） 

5、董傳策生。（《張表》） 

 
嘉靖十年辛卯（西元 1531年）    十六歲 
〔備考〕 

1、文彭三十五歲，文嘉三十一歲。鄉試落榜。（《周譜》） 

2、李先芳二十一歲。中鄉試。（于慎行撰〈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國朝獻

徵錄》卷七十七） 

3、殷都生。（唐時升撰〈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三易集》卷十七） 

4、顧從敬生。（王穉登撰〈明故光祿監事顧君汝所暨配郁孺人墓志銘〉，《王百穀集．竹

箭編》卷下） 

5、姚弘謨生。（申時行撰〈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

銘〉，《賜閒堂集》卷二十五） 

6、李蔉生。（李季甫撰〈翰林憲副李黃谷先生墓碑〉，《李子田詩集》附錄） 

7、王祖嫡生。（陸可教撰〈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公祖嫡行狀〉，《國朝獻

徵錄》卷十九） 

 
嘉靖十一年壬辰（西元 1532年）    十七歲 
    從兄應辰卒。 
〈明故文津處士墓誌〉：「大任之三伯父曰處士公，卒已十八年矣。嗣子應軫

貧不能葬，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任率諸弟大鈞、大謨、大猷奉公之

喪⋯⋯有三子，長應辰，先公五年卒。」（《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三） 

案：嘉靖三十四年前的十八年，則大任之三伯父卒於嘉靖十六年。則應辰卒於此年。 

〔備考〕 

1、歸有光二十七歲。與俞允文定交，與張鴻並稱「崑山三絕」。（《張譜》） 

2、徐中行十六歲。游邑庠。（李炤撰〈明故通政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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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3、邊貢卒，年五十七。（李廷相撰〈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華泉邊公貢神道碑〉，《國朝

獻徵錄》卷三十一） 

 
嘉靖十二年癸巳（西元 1533年）    十八歲 
〔備考〕 

1、唐順之二十七歲。任翰林院編修，校累朝實錄，因疾苦乞歸，以吏部主事致仕。（《吳

譜》） 

2、張九一生。（李維楨撰〈都察院右僉御史張公王恭人墓志銘〉，《大泌山房集》卷九十

二） 

3、沈節甫生。（曾朝節撰〈嘉議大夫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沈公節甫神道碑〉，《國

朝獻徵錄》卷五十一） 

 
嘉靖十三年甲午（西元 1534年）    十九歲 
〔備考〕 
1、王慎中二十六歲。謫任常州通判。（王惟中撰〈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慎中行狀〉，《國

朝獻徵錄》卷九十二） 

2、黎民表二十歲，鄉試中舉。（《黎傳》） 

3、陳芹十九歲。鄉試中舉。（無名氏撰〈寧鄉縣知縣陳芹傳〉，《國朝獻徵錄》卷八十九） 

4、王錫爵生。（焦竑撰〈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

王公墓誌銘〉，《王文肅公文集》附錄） 

5、張獻翼生。（王世貞撰〈張幼于生志〉，《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四十一） 

 

嘉靖十四年乙未（西元 1535年）    二十歲 
    應省城鄉試，不獲。 

歐必元撰〈傳〉：「弱冠以儒生入棘闈，試卷為大參項公所得，大嘉賞識，首

薦于部使者⋯⋯衡文者竟以一二字違式見擯⋯⋯項為黃文裕公（佐）高足，闈後

竟持公卷公呈文裕，文裕賞識如項公，公始執羔雁⋯⋯朝夕師事焉。」（《歐虞部

集》附錄）因一二字不合格式而遭刪名，後因試卷為黃佐所賞識，開始習於黃佐

之門。 

〔備考〕 

1、倫以詵三十三歲。登進士第。（《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五） 

2、王慎中二十七歲。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王惟中撰〈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慎中行狀〉，

《國朝獻徵錄》卷九十二） 

3、王世貞十歲，從陸邦學《易》、姜周學句讀。（鄭利華撰《王世貞年譜》，以下簡稱《鄭

譜》） 

4、王穉登生。（李維楨撰〈徵君王百穀先生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卷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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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五年丙申（西元 1536年）    二十一歲 
〔備考〕 

1、祝允明已卒十一年。文徵明六十七歲，為其手稿作跋。（《周譜》） 

2、唐順之三十歲。移居宜興，自號荊川先生。（趙時春撰〈明督撫鳳陽等處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荊川唐公墓志銘〉，《唐荊川先生集》附錄） 

3、王世懋生。（汪道昆撰〈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墓碑〉，《太函集》

卷六十七） 

4、許應逵生。（沈一貫撰〈整飭昌平兵備山西按察使司按察使鴻川許公墓誌銘〉，《喙鳴

文集》卷十六） 

 

嘉靖十六年丁酉（西元 1537年）    二十二歲       
三伯父卒。 

〈明故文津處士墓誌〉：「大任之三伯父曰處士，公卒已十八年矣。嗣子應軫

貧不能葬，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任率諸弟大鈞、大謨、大猷奉公之喪。」

（《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三） 

案：嘉靖三十四年前的十八年，則大任之三伯父卒於嘉靖十六年。 

     訪嶺南故跡，作賦記之。 

    〈南粤賦〉并序：「嘉靖丁酉，余經瀧口任將軍故城，泝湞水問尉陀萬人城

所在，還登越王臺，求秦漢遺跡，於是作賦。」（《歐虞部集．文集》卷一） 

案：任將軍城即指任囂城，越王臺則在越秀山上。都在番禺縣內。 

〔備考〕 

1、歸有光三十二歲。入南京國子監讀書。（《張譜》） 

2、李攀龍二十四歲。因生活困窘，設學教授《詩經》。（《許譜》） 

3、石星生。（趙南星撰〈明故兵部尚書東泉石公墓志銘〉，《趙忠毅公詩文集》卷十四） 

4、莫是龍生。（《張表》） 

 

嘉靖十七年戊戌（西元 1538年）    二十三歲 
結識梁有譽。 

〈梁比部傳〉：「（梁有譽）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厭訓詁帖語，與余及陳紹文、

吳旦、黎民表、陳冕、黎民衷、梁孜、黎民懷、梁柱成講業於黃先生所。」（《歐

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八月，岳父陳德重卒。 

〈明處士樸翁陳公安人潘氏墓志銘〉：「陳公諱德重，字世恭，生于弘治庚戌

六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九，蓋卒于嘉靖戊戌八月二十一日⋯⋯女一嫁大任者是

也。」（《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三） 

〔備考〕 

1、皇甫汸四十一歲。謫黃州府推官。（《張表》） 

2、王世貞十三歲。父王忬會試落榜。（《鄭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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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十八年己亥（西元 1539年）    二十四歲 
〔備考〕 
1、王世貞十四歲。得王守仁集，讀之手不釋卷。（《鄭譜》） 

2、唐順之三十三歲。復官，兼為春坊右司諫。（《吳譜》） 

3、沈懋學生。（湯賓尹撰〈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睡庵稿》卷十八） 

 
嘉靖十九年庚子（西元 1540年）    二十五歲 

家遭回祿，其父詩文毀半。 

    〈先君沙洲先生集目錄序〉：「庚子春，家遭回祿，先君詩文草在東廂者，焚

十之六七。」（《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結識林雲同。 

    〈林雲同傳〉：「庚子復轉廣東提學副使。」（《莆田縣志》卷十七）。 

    〈江南游記〉：「隆慶戊辰正月八日督學使者檄召，始有江南之役⋯⋯謁御史

大夫林公汝雨（雲同），公余師也，嘗視學嶺外，別二十五年矣。」（《歐虞部集．

文集》卷九） 

案：嘉靖十九年（1540）至隆慶二年（1568）為二十八年，大任言別二十五年，則雲同

於廣東任官時間約三年。 

將往金陵，與羅熙載、鄭克一於「宜我亭」餞別。十二月，羅熙載

卒，大任則作詩四首哀之。 

    〈羅氏園作〉序：「嘉靖庚子冬，余游金陵，熙載與鄭克一餞于宜我亭。是

臘，熙載即下世，行次廬陵聞訃哭之。」（《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八） 

  〈思玄堂集序〉：「嘉靖庚子度嶺至金陵。」（《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皇甫汸撰〈廱館集序〉：「嘉靖庚子⋯⋯度嶺踰江、探越適吳，抵金陵，謁鍾

阜，窮山水之勝。」（《歐虞部集．廱館集》序） 

〔備考〕 

1、歸有光三十五歲。舉應天鄉試第二。（《張譜》） 

2、唐順之三十四歲。與茅坤書信往返。十二月，與羅洪先、趙時春上〈請皇太子受朝

疏〉，削籍歸。（《吳譜》） 

3、李攀龍二十七歲。舉鄉試第二。（《許譜》） 

4、李時行二十七歲，中鄉試。（《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九） 

5、徐中行二十四歲。鄉試中舉。（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

《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6、王世貞十五歲。從駱居敬學《易》，駱時以《左傳》、《史記》、韓柳文博其識趣。並

於同年師於王材。（《鄭譜》） 

7、康海卒，年六十六。（張治道撰〈翰林院修撰康公海行狀〉，《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一） 

8、劉元震生。（姚希孟撰〈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詹事府事復齋劉先

生墓誌銘〉，《棘門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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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年辛丑（西元 1541年）    二十六歲 
正月初一，因感邊防情勢的不安，有感作詩。 

〈辛丑元日〉有「邊防北虜期更戍，凱奏南蠻已入朝。」句（《歐虞部集．

思玄堂》卷五） 
 經江西萬安縣，因思鄉作詩。 

〈清明日過萬安縣〉：「節序過寒食，扁舟客更愁⋯⋯憑高獨凝睇，把酒意悠

悠。」（《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四） 

於金陵讀書，結識王逢元、衛朝卿。 

〈江南游記〉：「嘉靖辛丑歲也，時方為諸生，治章句每從鄒魯秦楚吳越士人，

講業雞鳴山下，未習游覽，惟與王子新、衛朝卿泛秦淮，再宿牛首而已。」（《歐

虞部集．文集》卷九） 

另有〈渡揚子江〉、〈同王子新、陳世鳴、徐伯元、衛朝卿晚游燕子磯〉（《歐

虞部集．思玄堂》卷四）及〈留都〉二首（同上卷六） 

案：雞鳴山位在金陵，萬曆年間建立觀象台，又名「欽天山」。牛首山在金陵南南。燕

子磯亦為金陵重要名勝。 

至吳門，於玉磬山房見文徵明，並與陳淳游虎丘。 

〈文太史草章跋〉：「嘉靖辛丑夏，余從建業過吳門，謁太史于玉磬山房，獲侍

筆研見其真書。」（《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三吳勝卷跋〉：「余嘉靖辛丑過姑蘇訪文太史，聞陳復甫泊楓橋，與郭文學櫂

舟尋之，遂游虎丘。」（《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案：建業為南京舊稱。虎丘有吳中第一名勝的美名，又稱「海湧山」。 

〔備考〕 

1、李時行二十八歲，登進士第。（李奇標撰〈傳〉，《李駕部集》附錄） 

2、王世貞十六歲。父王忬登進士第。（《鄭譜》） 

3、朱多炡生。（李維楨撰〈弋陽王孫貞吉墓誌銘〉，《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七） 

4、胡峻德生。（李維楨撰〈知松江府事前監察御史胡公墓志銘〉，《大泌山房集》卷八十

一） 

 
嘉靖二十一年壬寅（西元 1542年）    二十七歲 
二月，作書答梁有譽。 

〈答梁公實論藝書〉後署「壬寅二月」（《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居金陵歲餘，思父而歸，有詩作。 

  〈思玄堂集序〉：「嘉靖庚子度嶺至金陵，踰年思侍庭訓不能遠遊。」（《歐虞

部集．文集》卷四） 

案：庚子（1540）冬北上，踰年歸，應指今年歸。 

〈游金陵還家作〉：「遠遊不稱意，裘馬半摧殘。惟有羅浮色，歸人日日看。」

（《歐虞部集．思玄堂》卷七） 

〔備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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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徵明七十三歲。妻吳氏卒。（文嘉撰〈先君行略〉，《甫田集》附錄） 

2、李時行二十九歲，授嘉興知縣。（李奇標撰〈傳〉，《李駕部集》附錄） 

3、黎民表二十八歲，落第，仍留於京師。（黎民表撰〈送李少偕令嘉興序〉，《廣東文選》

卷八） 

4、屠隆生。（張應文、成叔甫撰〈鴻苞居士傳〉，《鴻苞集》所附傳） 

5、龍宗武生。（羅大紘撰〈參議澄源龍公墓碑〉，《紫原文集》卷十一） 

6、梅國楨生。（錢謙益撰〈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副都御史梅公神

道碑銘〉，《牧齋初學集》卷六十四）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西元 1543年）    二十八歲 
梁有譽鄉試中舉。 

    歐大任撰〈梁比部傳〉：「癸卯公實舉於鄉。」（《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梁有譽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鄉薦。」（《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二） 

〔備考〕 

1、王世貞十八歲。鄉試中舉。（《鄭譜》）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西元 1544年）    二十九歲 
    梁有譽會試不第。 
    歐大任撰〈梁比部傳〉：「癸卯公實舉於鄉，庚戌成進士」可見，嘉靖二十三
年未中會試。（《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備考〕 
1、文徵明七十五歲。過王世貞寓所，觀其所藏唐人墨跡。（《周譜》） 

2、李攀龍中進士。（李攀龍撰〈亡妻徐恭人狀〉，《滄溟先生集》卷二十三） 

3、陳淳卒，年六十一。（張寰撰〈白陽先生墓志銘〉，《陳白陽集》附錄） 

4、汪道會生。（李維楨撰〈文學汪次公行狀〉，《大泌山房集》卷一百十四） 

5、沈一中生。（薛三省撰〈通奉大夫貴州左布政使沈公墓誌銘〉，《薛文介公文集》卷四）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西元 1545年）    三十歲 
與梁有譽、黎民表、吳旦、李時行結社南園。 

李奇標撰〈傳〉：「乙巳徵為南兵部車駕司主事，流言風起，宦豪實陰構之，

而一時同官忌君名太著，復有騰飛語中之者，君不能自明，遂拂衣而起。」（《李

駕部集》附錄） 

李達撰〈李駕部集序〉：「青霞公少負才華，登嘉靖進士，由浙嘉興令擢駕主

政⋯⋯以抗直忤上官歸。與詩人梁公實、歐楨伯、黎惟敬、吳而待諸公復社南園，

為後五先生。」（《李駕部集》附錄） 

〔備考〕 
1、顧璘卒，年七十。（文徵明撰〈明故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墓志銘〉，《甫田集》

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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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西元 1546年）    三十一歲 
十二月，以連年歲收不佳，生活困苦，而作〈殘歲行〉。 

    〈殘歲行〉丙午十二月作：「北風殘歲夜不止，茅屋哭聲愁滿耳⋯⋯吁嗟往
歲多餘積，今歲辛勤飯不得。父老猶思弘治時，樂歲官清無盜賊⋯⋯。」（《歐虞

部集．思玄堂》卷三） 

〔備考〕 

1、李攀龍三十三歲。病癒還京，並受聘為河北順天鄉試同考官。（《許譜》） 

2、徐渭二十六歲。至太倉謀生計，不遇而歸。（《徐譜》） 

3、吳旦父吳章任太僕寺卿。（《國朝列卿記》卷一百十五） 

4、汪道昆二十二歲。中應天鄉試。（徐朔方撰《汪道昆年譜》，以下簡稱《徐譜》一） 

5、皇甫涍卒，年五十。（文徵明撰〈浙江按察司僉事皇甫君墓志銘〉，《甫田集》卷三十

三）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西元 1547年）    三十二歲 
    九月，與父登高望遠。 
    〈後九日小園登閣志感〉并序「嘉靖丁未閏九月九日，侍先父大人眺賞吾鄉
山水之可游者。」（《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備考〕 

1、吳旦父吳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國朝列卿記》卷一百十五） 

2、李攀龍三十四歲。授刑部廣東司主事。（《許譜》） 

3、王世貞二十二歲。舉進士。（《鄭譜》） 

4、李先芳三十七歲。舉進士。（于慎行撰〈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國朝獻

徵錄》卷七十七） 

5、張居正二十三歲。舉進士。（〈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6、汪道昆二十三歲。舉進士。並改字伯玉。（《徐譜》一） 

7、李維楨生。（錢謙益撰〈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李公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五

十一）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西元 1548年）    三十三歲 
秋，父世元卒。 

〈先君沙洲先生集目錄序〉：「嘉靖戊申秋，先君棄諸孤。」（《歐虞部集．文

集》卷四） 

王世貞撰〈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葬誌銘〉：「歐君以嘉靖戊申卒。」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一） 

從弟應奎卒。 

〈明故文津處士墓誌〉：「大任之三伯父曰處士，公卒已十八年矣。嗣子應軫

貧不能葬，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任率諸弟大鈞、大謨、大猷奉公之

喪⋯⋯次應奎後公十一年卒。」（《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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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嘉靖三十四年前的十八年，則大任之三伯交卒於嘉靖十六年。十一年後應奎卒，即

為二十七年。 

    結識潘啟純之兄。 

    〈祭潘啟純文〉：「戊申與君兄弟定交於粤臺之側。」（《歐虞部集．文集》卷

十六） 

〔備考〕 

1、吳旦父吳章致仕歸鄉。（《國朝列卿記》卷一百十五） 

2、李攀龍三十五歲。結識新進刑部主事王世貞。（《許譜》） 

3、王世貞二十三歲。官刑部，嚴嵩重世貞才名，欲收之門下，意不善也。其父王忬復

為御史出按湖廣。（《鄭譜》） 

4、十月，夏言卒。年六十七。（王世貞撰〈大學士夏公言傳〉，《國朝獻徵錄》卷十六）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西元 1549年）    三十四歲 
    秋，結識博士弟子員潘啟純。 
〈祭潘啟純文〉：「己酉之秋，君方髫齔也，被選為博士弟子，負笈南來，從

我鄉園。」（《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備考〕 

1、黎民表三十五歲，父黎貫卒，年六十七。（《黎傳》） 

2、梁有譽三十一歲，與吳旦北上赴試，途中吳旦病急，有譽本欲同返，經人勸導，仍

入京參加會試。（梁有貞撰〈梁比部行狀〉，《蘭汀存稿》附錄，以下簡稱〈狀〉） 

3、梁有譽入京赴考，過南京遊雞鳴諸峰，識徐中行。（梁有貞撰〈狀〉，《蘭汀存稿》附

錄） 

4、張居正二十五歲。授翰林院編修。（〈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

十七） 

5、王世貞二十四歲。兒果祥生。（《鄭譜》） 

6、梅鼎祚生。（梅鼎祚撰〈釋閔賦〉，《鹿裘石室集》卷一）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西元 1550年）    三十五歲 
作詩寄金陵王逢元。 

〈寄王子新〉，詩中有「揚子秋風十載餘」一句（《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六） 

案：兩人相識約十年。參本譜嘉靖二十年。 

〔備考〕 

1、梁有譽三十二歲，成進士。（梁有貞撰〈狀〉，《蘭汀存稿》附錄） 

2、趙南星生。（茅元儀撰〈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儕鶴趙公行狀〉，《石民四十集．文部》

卷三十四） 

3、湯顯祖生。（徐朔方撰《湯顯祖年譜》，以下簡稱《徐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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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年辛亥（西元 1551年）    三十六歲 
〔備考〕 

1、李攀龍三十八歲。不滿謝榛態度，有所衝突。（《許譜》） 

2、梁有譽三十三歲。授刑部山西司主事。與徐中行、宗臣、王世貞等人游。並結社，

聲走海宇。（梁有貞撰〈狀〉，《蘭汀存稿》附錄） 

3、汪道昆二十七歲。入為南京工部主事，改北京戶部。（《徐譜》一） 

4、宗臣二十七歲。調吏部考功主事。（歐大任撰〈宗子相傳〉，《歐虞部集．廣陵十先生

傳》） 

5、王世貞二十六歲。遷刑部員外郎。（《鄭譜》） 

6、王九思卒，年八十二。（李開先撰〈渼陂王檢討九思傳〉，《國朝獻徵錄》卷二十二） 

7、邢侗生。（李維楨撰〈陝西行太僕寺少卿邢公墓志銘〉，《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九）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西元 1552年）    三十七歲 
梁有譽因宰輔嚴嵩之子世蕃欲納之，不從，輒稱病告還南海。因梁有

譽歸家，再與故友修復粵山舊社，結社唱和。 

〈梁有譽傳〉：「嚴嵩柄國，子世蕃欲親，有譽遂以養母告歸。」（《廣州府志》

卷一百二十二） 

吳國倫有〈送梁公實謝病歸南海〉二首（《甔甀洞稿》卷二十） 

歐大任撰〈梁有譽傳〉：「冢宰聞其才，子計致門下，遜謝不往，居比部歲餘，

即上疏謝病歸，奉母太孺人，婆娑家園，課兩弟有兆、有貞，學皆成，三梁始競

爽矣。構拙清樓以居⋯⋯修復粵山舊社，招邀故人相與發憤千古之事。」（《蘭汀

存稿》附錄） 

黎民表作〈清泉精舍小志序〉云：「予偕友人結社于粤山之麓，講德論藝，

必以詩教為首，旦夕酬酢。」（《清泉精舍小志》序） 

〈陳紹文傳〉：「公載與梁有譽、歐楨伯、黎瑤石、吳而待諸人結詩社。」（陳

田《明詩紀事．戊籤卷十九》）所結詩社當指「粤山舊社」。 

並有詩相和，梁有譽〈仲冬朔日，脩復山中舊社〉（《蘭汀存稿》卷三）、

黎民表〈脩復山中舊社〉（《瑤石山人詩稿》卷九）等作。梁有譽更作〈雅約序〉

以記此事（《蘭汀存稿》卷八） 

〔備考〕 

1、謝榛五十八歲。畫工為謝榛、有譽等六人繪六子圖，之後即南歸。（謝榛撰《詩家直

說》卷四） 

2、黎民表三十八歲。弟民衷鄉試中舉。（《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 

3、黎民表為黃佐《庸言》作序。（〈泰泉先生庸言序〉，《庸言》附錄） 

4、宗臣二十八歲。因病乞歸。（歐大任撰〈宗子相傳〉，《歐虞部集．廣陵十先生傳》） 

5、王世貞二十七歲。六月，子果祥卒。（《鄭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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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二年癸丑（西元 1553年）    三十八歲 
〔備考〕 

1、文徵明八十四歲。因海寇連年有警，有感作詩。（《周譜》） 

2、李攀龍四十歲。出為順德知府。（《許譜》） 

3、海瑞四十歲。會試不第。（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4、王世貞二十八歲。奉使南下，因倭警携家避居吳中。（《鄭譜》）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西元 1554年）    三十九歲 

九月，與陳潛父、梁彥國至西樵、天湖賞梅。 

    〈遊西樵山記〉：「甲寅歲九月，同陳潛父、梁彥國天湖翫梅花，還宿于此。」
（《歐虞部集．文集》卷八） 

    十月，梁有譽邀游羅浮，大任隱西樵未至，有譽遂與黎民表、陳紹文

等人同去，遇颶風得寒疾，十一月即卒。 

〈梁比部傳〉：「陳紹文、黎民表、梁孜與公實遊白雲蒲澗⋯⋯約余遊羅浮⋯⋯

時余隱西樵，不克偕公實東行。」（《歐虞部集．文集》十六） 

案：羅浮山在廣東增城縣城東；西樵山則在廣東南海縣。 

    梁有貞撰〈狀〉：「嘉靖甲寅冬十月，約同志遊羅浮⋯⋯忽烈風海濤競作，阻

而未往，宿于田舍三日，有阻風大唐田舍之作，歸而嬰疾，竟以次月初三終于家。」

（《蘭汀存稿》附錄） 

王世貞撰〈墓表〉：「與民表約遊羅浮山⋯⋯一遇而屬海颶作，不可以舟，乃

止宿田舍者三夕⋯⋯公實亦意竟，乃賦詩而歸。是時，屬寒疾中湊矣，歸而疾大

作，遂不起，年僅三十有六也。」（《蘭汀存稿》附錄） 

〔備考〕 

1、文徵明八十五歲。有詩寄黃佐。（《周譜》） 

2、黎民表四十歲。因會試屢下第而回鄉。（黎民表撰〈和陶徵君飲酒〉有序，《瑤石山

人稿》卷二） 

3、宗臣三十歲。入京復職。（歐大任撰〈宗子相傳〉，《歐虞部集．廣陵十先生傳》） 

4、張居正三十歲。上疏乞歸。（〈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5、汪道昆三十歲。陞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徐譜》一） 

6、王世貞二十九歲。父王忬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鄭譜》）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西元 1555年）      四十歲    
    春，梁有譽死訊由王世貞以書信知會友人。均有悼詩。 

王世貞撰〈哀梁有譽〉有序：「嘉靖甲寅孟冬友人梁有譽以疾卒於南海。明

年乙卯春訃至自南海。故善有譽者，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吳郡王世貞，相與

為伍，哭泣燕邸中，又走書西南報李攀龍、徐中行。」（《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  

吳國倫作〈哭梁公實比部〉四首（《甔甀洞稿》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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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臣有〈哭梁公實〉四首（《子相文選》卷一） 

    李攀龍作〈哭梁公實〉六首（《滄溟集》卷十一） 

    徐中行有〈哭梁公實〉四首（《天目先生集》卷七） 

    謝榛亦作〈南海颶風歌傷梁比部公實，兼寄梁中翰思伯〉以致哀（《四溟集》

卷四） 

吳旦來訪，有詩作。 

    〈吳而待見過〉：「與君同舍居，繾綣遘良晤⋯⋯已傳五君詠，頗添七子賦。
三載悵離群，分飛阻歡趣。君淹北海鯤，余困西江鮒。難逢駿骨招，反受蛾眉妒。

茲晨獻歲初，忽已青春暮。」（《歐虞部集．思玄堂》卷二）此詩應作於結粵山舊

社之後，至今約三年。 

   十二月，三伯父下葬。 

   〈明故文津處士墓誌〉：「大任之三伯父曰處士，公卒已十八年矣。嗣子應軫

貧不能葬，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大任率諸弟大鈞、大謨、大猷奉公之喪，

祔于大崙山先墓下。」（《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三） 

〔備考〕 

1、文徵明八十六歲。徐中行因奉使北還，過吳訪徵明。（《周譜》） 

2、宗臣三十一歲。冬，陞稽勳員外郎。（歐大任撰〈宗子相傳〉，《歐虞部集．廣陵十先

生傳》） 

3、王世懋十九歲。鄉試落榜。（王世貞撰〈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敬美行狀〉，《弇州山

人續稿》卷一百四十） 

4、黃姬水四十七歲。以避倭寇徙家南京。（錢謙益〈黃秀才姬水〉，《列朝詩集小傳》丁

集上）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西元 1556年）    四十一歲 
以倭掠江南，經年未已，有感作詩。 

〈東南嘆〉：「東南夷寇經年月，吳越丁男厭骸骨。」（《歐虞部集．思玄堂集》

卷三） 

黎民衷中進士，授行人。大任有賀詩。 

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黎民衷⋯⋯會試二十六名，廷試三甲七

十四名，授行人司行人。」（《明代登科錄彙編》） 
〈黎民表傳〉：「弟民衷⋯⋯三十五年丙辰進士，授行人。」（《廣州府志》卷

一百二十五） 

大任作有〈次韻奉和泰泉先生喜惟和授行人〉（《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六） 

〔備考〕 

1、李攀龍四十三歲。入計京師，與王世貞、吳國倫、宗臣等人相會。之後，再歸順德

任上。九月，擢陝西提學副使。（《許譜》） 

2、黎民表四十二歲。黎民表至京師參加會試，遇王世貞。（王世貞撰〈祭黎惟敬少參〉，

《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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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吳國倫三十三歲。三月，貶為江西按察司知事。（張永剛撰〈吳國倫年譜簡編〉，《聊

城大學學報》，以下簡稱〈張譜〉） 

4、王世貞三十一歲。十月，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青州。（《鄭譜》）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西元 1557年）    四十二歲 
四月，潘啟純卒。 

〈祭潘啟純文〉：「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四月，潘君啟純卒⋯⋯而年竟二十

有六。」（《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八月，黎民表與梁孜前來為母祝壽，並同遊西樵山。 

   〈遊西樵山記〉：「嘉靖丁巳秋，八月二十一日，辛丑友人黎惟敬、梁思伯自
五羊過余洲上，為家慈壽⋯⋯戒舟西上為西樵之游，家弟經季載酒以從，夜泊浦

口，雨望西樵，咫尺莫辨。惟敬呼酒賦詩，余與思伯和焉。」（《歐虞部集．歐虞

部文集》卷八）。 

另有詩〈家慈初度承黎惟敬、梁思伯過村居為壽〉（《歐虞部集．思玄堂》卷

六） 

    黎民表亦作〈壽歐母〉一詩（《瑤石山人詩稿》卷十） 

    十月，梁柱成之父卒。大任為作行狀。 

〈明贈國子監助教龍川先生梁公行狀〉：「公諱獻言，字諫甫⋯⋯生于弘治乙

卯某月某日，卒于丁巳十月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子即柱成也⋯⋯今上皇帝

即位，恩誥贈公國子助教。」（《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備考〕 

1、文彭六十一歲。以明經廷試第一，授嘉興訓導。（《周譜》） 

2、黎民表四十三歲。弟民衷擢吏部主事。（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明代登

科錄彙編》） 

3、徐中行四十一歲。出為福建汀州府知府。（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

徐公行狀〉，《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4、吳國倫三十四歲。移南康推官。（〈張譜〉） 

5、徐渭三十四歲。入胡宗憲幕。（《徐譜》） 

6、宗臣三十三歲。任福建布政司左參議。（歐大任撰〈宗臣傳〉，《歐虞部集．廣陵十先

生傳》） 

7、王汝言三十三歲。遷戶部江西司主事。（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

銘〉，《國朝獻徵錄》卷六十七）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西元 1558年）    四十三歲 
結識鹽課司副提舉顧起經。起經此年北還，大任作詩相別。 

    〈職官表〉：「顧起經⋯⋯三十六年任鹽課司副提舉。」（《廣東通志》卷十八） 

    大任有詩〈夏夜同顧玄緯、汪直卿、黎惟仁、潘少承、梁少嘉，集雨青樓聽

雨得鍾字，時玄緯將歸無錫〉（《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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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作〈送顧玄緯省覲京師因歸無錫〉：「五月麥苗黃南風，藕花白水驛北歸。」

（《歐虞部集．思玄堂》卷三） 

〔備考〕 

1、唐順之五十二歲。遷兵部職方員外郎。（《吳譜》） 

2、李攀龍四十五歲。辭陝西提學副使歸。（《許譜》） 

3、海瑞四十五歲。擢浙江淳安縣知縣。（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4、徐中行四十二歲。入計京師，途中聞父喪，旋歸長興。（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

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5、劉效祖三十七歲。陞廣西司員外郎。（王一鶚撰〈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

《國朝獻徵錄》卷九十四） 

6、汪道昆三十四歲。官襄陽知府。（《徐譜》二） 

7、陳繼儒生。（《張表》）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西元 1559年）    四十四歲 
〔備考〕 

1、唐順之五十三歲。三月，遷太僕寺少卿，再陞右通政、巡撫淮揚。（《吳譜》） 

2、王世懋二十三歲。登進士第，世美作詩賀之。（《鄭譜》） 

3、文徵明卒，年九十。（文嘉撰〈先君行略〉，《甫田集》附錄） 

4、王慎中卒，年五十一。（王惟中撰〈河南布政司參政王先生慎中行狀〉，《國朝獻徵錄》

卷九十二）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西元 1560年）    四十五歲 
    二月，宗臣卒。大任作傳。 
歐大任撰〈宗子相傳〉：「己未春陞按察副使，督閩學⋯⋯庚申春卒於官。」

（《歐虞部集．廣陵十先生傳》） 

王世貞撰〈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提學副使方城宗君墓誌銘〉：「嘉靖庚

申之二月，宗君子相卒於閩⋯⋯君得年僅三十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十

六） 

〔備考〕 

1、黎民表四十六歲。弟民衷陞吏部員外郎。（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明代

登科錄彙編》） 

2、徐渭四十歲。代胡宗憲作〈鎮海樓記〉，得銀二百三十兩。（《畸譜》） 

3、張居正三十六歲。入京復官。（〈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4、王世貞三十五歲。十月朔，父王忬卒。十一月，抵家。十二月，妹歸張希九者卒。（《鄭

譜》） 

5、胡應麟十歲。從父僖訪周天球，而初識周氏。（謝鶯興撰《胡應麟及其圖書目錄學研

究》所編年譜，以下簡稱《謝譜》） 



 170

6、唐順之卒，年五十四歲。（《吳譜》） 

 
嘉靖四十年辛酉（西元 1561年）    四十六歲 
〔備考〕 

1、李時行四十七歲。田汝成為其作〈李駕部集序〉。（《李駕部集》附錄） 

2、黎民表四十六歲。子邦琰鄉試中舉。（《黎傳》） 

3、張佳胤三十五歲。謫河南陳州同知。（王世貞撰〈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居來張

公墓誌銘〉，《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二十三） 

4、吳國倫三十八歲。遷河南歸德司里。（同上） 

5、汪道昆三十七歲。陞福建按察副使備兵福寧。（《徐譜》一） 

6、王世貞三十六歲。居喪。（《鄭譜》） 

7、梁有譽已卒七年下葬。（梁有貞撰〈狀〉，《蘭汀存稿》附錄）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西元 1562年）    四十七歲 
將北上，與親友泛舟佛教海。 

    徐樞撰〈旅燕集後序〉：「嘉靖壬戌，歲薦北上。」（《歐虞部集．旅燕集》） 
    〈思玄堂集序〉：「壬戌貢上京師。」（《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大任有詩〈壬戌七月十五夜同諸親友泛舟佛教海〉（《歐虞部集．思玄堂》卷

六） 

    另作〈將上京師，答約姪問何日歸隱〉：「竹林方欲出，君已問歸期。」（《歐

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羅熙洽於羅氏園擺酒設宴相送，大任因而懷虞臣，既而作詩。 

    〈羅氏園作〉序：「今年壬戌十一月，余上燕京，羅二熙洽亦同鄭克一設餞，

園內篁洲書屋擺酒，登大雅堂謁司勳祠下，追憶庚子。已二十三年，余交於司勳

兄弟，俯仰今昔，不勝河山之感。」（《歐虞部集．思玄堂》卷八） 

案：參本譜嘉靖十九年。 

     與弟相別。 

    〈發華節亭過靈洲，至三水與鈞、謨、猷三弟別〉：「弟妹分岐貧更苦，客軺

今去幾時回？」（《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案：靈洲山在廣東南海縣。三水縣在廣東順德縣西北方，為北上水路所經。 

    結識朱睦〔木絜〕。 

    〈答朱灌甫書〉：「壬戌冬客軺過汴思，一謁階墄，觀河間之禮，樂受更生之

書。」（《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備考〕 

1、黎民表四十八歲。弟民衷陞吏部郎中。（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明代登

科錄彙編》） 

2、王汝言三十八歲。除戶部浙江司主事。（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

銘〉，《國朝獻徵錄》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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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世貞三十七歲。結交朱察卿、朱多煃。（《鄭譜》） 

4、湯顯祖十三歲。從羅汝芳游。（《徐譜》二） 

5、五月，嚴嵩罷，其子世蕃下獄。（《明史．宰輔年表》卷一百十）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西元 1563年）    四十八歲 
遊匡廬。 

    〈立春日匡廬山中〉序云「壬戌春曾遊此」（《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案：匡廬即廬山，位於九江南方。大任於詩序云「壬戌春」當作「癸亥春」才能與其北

上路徑相符。 

除夕至江西，夜宿思鄉。 

〈除夕寓九江官舍〉：「淚每思親墮，書頻寄弟看。家人計程遠，應已夢長安。」

（《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另有詩〈雨中趨陸過瑞州〉：「朔風驅馬聽晨雞，路入筠州晚色迷⋯⋯自憐殘

臘猶奔走，長憶他鄉尚鼓鼙。」（同上卷三） 

正月，至湖廣，尋東坡雪堂。 

作有〈初春三日潯陽渡江過黃梅〉、〈人日由蘄水過黃州長堤四十里，馬上望

晴〉及〈尋東坡雪堂遂過赤壁磯下〉（《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於黃州遇袁福徵，嘆相見恨晚。 

〈黃州遇袁履善比部，時量移郡丞〉：「天涯把袂問何之？海內才名識汝遲。」

（《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過河南汝南訪徐中行，時謝榛在鄴下。 

徐中行撰〈旅燕集序〉云：「歐楨伯將之燕，訪余汝南郡中⋯⋯遇謝茂秦于

鄴下。」（《歐虞部集．旅燕集》序） 
另有〈過汝南訪徐子與使君〉、〈過鄴下訪謝山人茂榛〉、〈登汝南樓〉、〈徐子

與春日表臺宴集得春字〉等詩（《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在開封李濂宅見李夢陽真蹟。 

〈跋李獻吉何仲默真蹟卷後〉：「余嘉靖癸亥過汴于李川父宅，見李帖最多。」

（《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游梁園。 

〈寄黎惟仁書〉：「癸亥歲，孤游梁園。」（《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二） 

另作有〈梁園歌〉（《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一）。又有詩〈鄭州客舍懷故園

諸子〉〈鄭州登樓望中獄〉（同上卷三）應作於同時。 

案：梁園又稱兔園，在開封城郊東南三里處。 

二月，至京師，宿報國寺，有姚淛、黎民表相迎。 

〈兩遊西山記〉：「嘉靖癸亥二月，余至燕京。」（《歐虞部集．文集》卷八） 

大任作有〈初至燕京，宿報國寺英上人房〉（《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始

至京師，姚元白、黎惟敬攜酒過，得春字〉（同上卷二） 

參加歲貢生試，列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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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瑞雲撰〈狀〉：「迄嘉靖癸亥以明經，從天下郡邑士千八百人試大廷，瞿文
懿公景淳得楨伯卷大驚異，曰：此一代才也。特進世廟御覽，列名第一，楨伯自

此名籍籍京師，一時薦紳學士，毋論識與不識，皆知有南海歐先生。」（《歐虞部

集》附錄） 

結識青門山人。 

    〈青門山人七闡序〉：「余聞青門山人久矣，嘉靖癸亥余至京師始識山人。」 
（《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結識鄒應龍。 

    〈壽鄒母周太夫人序〉：「嘉靖癸亥，余至京師獲識關西蘭谷鄒公。」（《歐虞

部集．文集》卷五） 

五月，與施繕部、曾虞部同遊西山。 

〈兩遊西山記〉：「嘉靖癸亥⋯⋯四月丁丑晦，施繕部惇甫、曾虞部以三約余

為西山之游。五月戊寅朔，並馬出。」（《歐虞部集．文集》卷八） 

案：西山在北京，為太行山北面起點。 

聞李先芳謫為亳州知州，與黎民表作詩相贈。 

    于慎行撰〈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癸亥大察，左遷亳州。」（《國

朝獻徵錄》卷七十七） 

    大任作有〈李符卿伯承左遷亳州，夜同黎秘書惟敬、吳侍御約卿往餞，得長 

字〉（《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及〈送李伯承〉四首（《歐虞部集．旅燕集》 

卷一） 

黎民表亦作〈送伯承之亳州〉（《瑤石山人詩稿》卷十一） 

黎民衷擢廣西參政，與民表於張掖門送之。袁尊尼亦有贈詩。 

楊道亨編〈嘉靖丙辰同學世講錄〉：「癸亥，陞廣西參政。」（《明代登科錄彙

編》） 
〈黎司封集序〉：「出參廣西政，余與惟敬送之張掖門。」（《歐虞部集．文集》

卷六） 

大任有詩〈送司封黎郎中惟和出參廣西政〉、〈雨夜鄭駕部攜酒同過黎司封

宅，時司封已擢廣西參藩〉（《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另袁尊尼亦作〈送南海參政之廣西〉（《袁魯望集》卷三） 

    十月，因邊防局勢不定，民眾生活困頓，加以思鄉之情，有感作詩。 

    大任有詩〈十月初度都下，值防虜甚急，感懷寄諸弟〉五首，其一云：「生

計由來薄，兵戈日轉愁。鄉書經歲絕，客淚幾時收。」（《歐虞部集．旅燕集》卷

二） 

另作有〈邊兵來〉、〈三河水〉（《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一）及〈十月虜警書

事〉三首（同上卷三） 

徐中行將謫長蘆，袁尊尼相邀，與文彭、顧從義、顧從敬等人飲於袁

家。後又於弘法寺為中行送別。 

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公行狀〉：「癸亥屬內考，公為飛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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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改長蘆轉運判官，三月移瑞州府同知。」（《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大任作〈同子與使君過袁魯望進士留酌〉（《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袁尊尼亦作〈席上短歌答歐楨伯，兼贈徐子與使君〉（《袁魯望集》卷二） 

大任另有贈序〈送徐子與赴長蘆序〉（《歐虞部集．文集》卷四）及詩〈立秋

日同文壽承、徐子與、顧汝和、沈道楨、顧汝所、朱子愚飲袁魯望宅得涼字〉（《歐

虞部集．旅燕集》卷二）、〈弘法寺送徐子與謫長蘆〉（同上卷三）、〈伏日同文壽

承、徐子與、顧汝和飲袁魯望齋中，聽謳者楊清歌，時子與已補長蘆矣，因題此

句〉（同上卷一），應於前後所作。  

又三月，徐中行遷江西瑞州同知。 

大任有〈子與將之瑞州，予亦南行，寄此為別〉（《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案：參上條。 

〔備考〕 

1、汪道昆三十九歲。因御倭失事，被論，奪俸半年。十月，陞福建按察司按察使。（《徐

譜》一） 

2、王世貞三十八歲。結識戚繼光。於同年服除。（《鄭譜》）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西元 1564年）    四十九歲 
元日，有感作詩。 

〈甲子元日早朝〉：「曉日洛中新甲子，春風燕甸舊河山。」（《歐虞部集．旅

燕集》卷三） 

二月，與劉壽、黎惟敬再游西山。 

〈兩遊西山記〉：「甲子後二月癸未，劉山人子修約黎秘書惟敬及余再游騎。」

（《歐虞部集．文集》卷八） 

案：西山為太行山的一個支脈。位在北京西郊。 

    文嘉將至吉水任職，大任有贈詩。 

    大任有詩〈春夜同惟敬、約卿集壽承學舍，時休承將之吉水，在坐同賦得寒

字〉：「甲子新周朔，申公老漢冠。」（《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及〈送文休承

赴吉水文學〉（同上卷三） 

得文澎所贈文徵明真書，並轉送方九功。 

    〈文太史草章跋〉：「甲子之歲，余在燕京，厥嗣博士，壽承以見餉，擕來江

都，方明府允治過齋中閱而愛之。余素不善書，當為游神翰墨者所寶翫，遂以歸

于允治。」（《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為沈仕文集作序。 

    〈青門山人七闡序〉：「甲子秋，山人著《七闡》成，詣余請序。」（《歐虞部

集．文集》卷四） 

    授揚州府江都文學，袁尊尼、陳吾德皆有詩贈。 
    歐必元撰〈傳〉：「甲子秋，就大京兆試，亦幾人彀而復罷，遂謁銓曹循資授
直隸江都文學。」（《歐虞部集》附錄） 



 174

    陳吾德作〈送歐楨伯分教江都〉：「三年待詔出江都，繁露才高似仲舒。坐上

盡逢金馬客，囊中多挾羽陵書。」（《謝山存稿》卷十） 

    袁尊尼亦有〈送歐楨伯之廣陵〉（《袁魯望集》卷三） 

〔備考〕 

1、李攀龍五十一歲。已鄉居第七年，病雖未痊癒，已交酬漸多。（《許譜》） 

2、黎民表五十歲。弟民衷移鎮潯州。（《黎傳》） 

徐中行四十八歲。任瑞州同知。（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公行狀〉，《天

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3、汪道昆四十歲。陞福建巡撫。（《徐譜》一） 

4、王世貞三十九歲。女某歸華叔陽。（《鄭譜》） 

5、韓邦憲二十四歲。轉工部虞衡員外。（趙鏜撰〈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國朝

獻徵錄》卷八十五） 

6、湯顯祖十五歲。師從徐良傅，學古今文字聲歌。（《徐譜》二）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西元 1565年）    五十歲 
    結識陳王道。 
    陳王道撰〈遊梁集跋〉：「嘉靖乙丑，獲交楨伯於燕京。余時始釋褐出守鄭州，
而楨伯亦拜江都博士。」（《歐虞部集．遊梁集》附錄） 

    結識常熟陸昺。 

    〈南浮集序〉：「吳人陸子華甫⋯⋯嘉靖末，余於京師締交莫之逆也。」（《歐

虞部集．文集》卷六） 
    與張廷臣、郭棐等人飲於倫紹周宅。 

    大任有詩〈乙丑九日同古茂毨、蒙廷俞、張鴻與、蒙廷綸、張伯鄰、郭篤周

飲倫紹周宅〉（《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三）  
    十月，尚不識李攀龍，但久聞其才，遂作書寄之。 
    作有〈寄李于鱗〉：「承聞大雅未挹光儀，夢想濟南病阻修謁⋯⋯子與書來命
賦寄足下⋯⋯方隨牒南行，漸落風塵，知為高士所笑。」後署「乙丑十月」（《歐

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十二月，與黎天啟訪山東孔廟、游泰山。 

    〈孔林頌〉并序：「明嘉靖乙丑冬十二月乙亥，余同比部郎黎君天啟趨曲阜。」

（《歐虞部集．文集》卷二） 

    〈游泰山記〉：「嘉靖乙丑十一月癸亥發京師，十二月甲子朔過涿州⋯⋯壬申

至泰安州，雪晴然風尚勁烈也。與黎比部允聰決策登岱。」（《歐虞部集．文集》

卷八） 

    大任另有詩〈泰山四首〉（《歐虞部集．旅燕集》卷四） 

案：涿州屬順天府；泰安州則在山東濟南府。 

〔備考〕 

1、歸有光六十歲。登進士第，授長興知縣。（《張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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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攀龍五十二歲。母張氏年七十，請畫家杜愷繪像。（《許譜》） 

3、李時行五十二歲。仲子奇萼為太學生，時行則四處遊歷。（李奇標撰〈傳〉，《李駕部

集》附錄） 

4、黎民表五十一歲。陞南京兵部員外郎。（《黎傳》） 

5、黎民表之弟民懷膺歲薦抵京，與王世懋、吳國倫、張鳴鳳唱和，廷試後，旋即歸里。

（《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 

6、黎民表結識陳文燭。（陳文燭撰〈瑤石山人詩序〉，《二酉園文集》卷五） 

7、徐渭四十五歲。發狂疾，自殘未死。（《畸譜》） 

8、袁尊尼四十三歲。登進士第。（王世貞撰〈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袁君

墓志銘〉，《弇州山人續稿》卷九十六） 

9、王汝言四十一歲。授興化知縣。（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銘〉，《國

朝獻徵錄》卷六十七） 

10、王世貞四十歲。俞允文、周天球來訪。（《鄭譜》） 

11、蔡汝南卒，年五十。（董份撰〈明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白石蔡公墓誌銘〉，《董

學士泌園集》卷三十六）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西元 1566年）    五十一歲 
六月，至揚州府江都任訓導。 

    徐樞撰〈旅燕集後序〉：「丙寅，先生為江都博士，（徐）樞習毛詩章句。」
（《歐虞部集．旅燕集》） 

〈漢江都相董子祠堂頌〉并序：「嘉靖乙丑冬，余出京師⋯⋯余時以江都文

掾之官也，明年夏至江都。」（《歐虞部集．文集》卷二） 

〈苜蓿齋記〉：「嘉靖丙寅六月，歐子赴江都學官。」（《歐虞部集．文集》卷

八） 

〈秩官〉訓導條下云：「歐大任，順德人，四十五年任。」（乾隆《江都縣志》

卷七） 

弟大鈞至揚州。 

大任作〈聞舍弟衡仲已至金陵〉：「三載辭家千里客。」（《歐虞部集．浮淮集》

卷七） 

另有詩〈喜衡仲至揚州〉（《歐虞部集．浮淮集》卷四）及〈送衡仲還家兼報

明叔、經季〉（同上卷六），應作於同時。 

案：大任於嘉靖四十二年（1563）至京，距今三年餘。 

汪道昆自福建罷歸，自江都寄書信訂交。 

〈寄汪伯玉書〉：「任嶺南章句之士也，久承風問，誦義有年。往在都下，獲

覽公襄陽諸作，嚴而有法，驚詫以為枚馬遷固之流，獨未見閩中撰者也。友人陳

道襄侍御按部入閩，曾蒙問及姓名，索觀鄙句，則任亦不可謂不受知于公矣。玆

竊祿江都與新安頗近，聞公暫解兵柄，閉關著書，恨末由一造⋯⋯但恐聖明仄

席⋯⋯未得遂公高棲耳。」（《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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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寄汪中丞伯玉〉：「誰為伏波憐薏苡，空勞漁父問江潭。」（《歐虞部集．

浮淮集》卷六）應為同時作。 

夏，結識沈一貫。 

〈吳越游稿序〉：「丙寅仲夏，余與肩吾邂逅江淮之間。」（《歐虞部集．文集》

卷四） 

結識姚弘謨。 

〈送姚太史再移常州詩序〉：「秀水禹門姚公⋯⋯丙寅夏，大任為江都文學

掾，始得以屬吏事公於廣陵。」（《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建苜蓿齋讀書，並作文記之。余曰德亦有詩。 

〈苜蓿齋記〉：「秋冬之隟始，于廨之西，葺理小齋，讀書於其中，齋後有園

地，皆磽确雜以瓦礫，雨後盡種苜蓿，因題曰苜蓿園。」（《歐虞部集．文集》卷

八） 

〈古蹟〉：「苜蓿齋在儒學內，明嘉靖中，訓導歐大任建，自為文以記之：『記

云嘉靖丙寅六月，歐子赴江都學官⋯⋯是歲十月望，嶺南歐大任記。』（乾隆《江

都縣志》卷十六） 

〈古蹟一〉：「苜蓿齋在學廨西，明嘉靖中訓導歐大任建。」（嘉慶《揚州府

志》卷三十） 

〈題歐博士楨伯苜蓿齋〉（《余德甫先生集》卷十） 

與朱永年、郭第、黃一正、陸弼、邵正魁等人同游金陵，並作〈廣陵

懷古〉二十首。 

    〈廣陵懷古詩序〉：「余至廣陵既三月⋯⋯朱明府仲開自真州來，郭山人次甫
自焦山來，陸秀才無從邀游禪智寺⋯⋯遂與仲開、次甫、無從賦〈廣陵懷古〉二

十詩，馮汝行、黃定父、吳子化、邵長孺、趙敬辰和之。」（《歐虞部集．文集》

卷四） 

    〈廣陵懷古〉二十首（《歐虞部集．浮淮集》卷五） 

案：廣陵為揚州舊稱。 

〔備考〕 

1、李攀龍五十三歲。周天球、梁辰魚來訪。（《許譜》） 

2、張居正四十二歲。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

卷四十七） 

3王世貞四十一歲。正月，歸有光任長興令，作詩相送。五月，病瘡。八月，瘡小癒。

九月，出游陽羨，有詩記游。歸，瘡復發。冬，女歸華叔陽者卒。子士驌生。（《鄭譜》） 

4、胡應麟十六歲。補邑弟子員。（《謝譜》） 

5、黃佐卒，年七十七。（光緒《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七） 

6、顧從敬卒，年三十六。（王穉登撰〈明故光祿監事顧君汝所暨配郁孺人墓志銘〉，《王

百穀集．竹箭編》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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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宗隆慶元年丁卯（西元 1567年）    五十二歲 
    陸昺來訪。 

〈南浮集序〉：「隆慶初，余典教江都，華甫來廣陵。」（《歐虞部集．文集》

卷六） 

立春日再遊匡廬。 

〈立春日匡盧山中〉序云「壬戌春曾遊此，亦立春日」：「兩見青絲菜，五年

今復遊。」（《歐虞部集．旅燕集》卷二） 

案：壬戌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詩中「五年今復遊」當指今年。 

    三月，與友人相約賞牡丹，因方九功忽有海陵之役，且連日風雨大作，
至二十三日才赴約。 

    〈西園牡丹讌集〉并序：「卞進士汝霖園在廣陵城西，花石之盛，甲於淮南。
隆慶改元，三月既望，殷進士起莘輩十二子，約方明府允治、熊博士國良及余，

以十九日看牡丹於園中，值允治忽有海陵之役，兼以風雨連日大作，花落者什九

矣。二十又三日，余三人始能赴約。」（《歐虞部集．浮淮集》卷三） 

    文徵明已卒七年，大任為書法作跋。 

    〈文太史草章跋〉署「隆慶改元中春二十五日」作（《歐虞部集．文集》卷

十九） 

    王世貞與弟世懋訟父冤歸里，大任至廣陵驛相送。 

    大任有詩〈廣陵驛送王元美兄弟歸吳中〉、〈送王氏兄弟扶侍還關西〉（《歐虞

部集．浮淮集》卷六） 

    世貞作〈余與南海歐子相慕久矣，北歸過維揚，訪余舟次，喜不自勝，投詩

見贈，且多勸駕之語，惜無何遂別，情見乎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十九） 

〔備考〕 

1、張之象六十一歲。投劾歸（莫如忠撰〈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國朝獻

徵錄》卷八十四） 

2、李攀龍五十四歲。二月，子馴生。七月，妻徐氏卒。十月，起補浙江按察副使。（《許

譜》） 

3、海瑞五十四歲。陞尚寶司司丞。四月，擢大理寺右丞。七月，轉左丞。十一月，陞

南京通政司右通政使。（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

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4、徐渭四十七歲。以殺妻案入獄。（《畸譜》） 

5、張居正四十三歲。擢翰林院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禮部

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隆慶二年戊辰（西元 1568年）    五十三歲 
正月，調至金陵與修實錄，並與邢一鳳、姚淛、陳芹、姚汝循等人遊

玩賦詩。再遇其師林雲同。 

    〈江南游記〉：「丙寅仕為文學居江都，又二年，隆慶戊辰正月八日，督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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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檄召，始有江南之役。⋯⋯十二日，奉檄赴崇正書院纂修實錄，院在清涼山

上⋯⋯十三日往御賜廊謁御史大夫林公汝雨，公余師也。嘗視學嶺外，別二十五

年矣，相見甚懽⋯⋯十六日，過刑太常伯羽，遂游姚鴻臚元白市隱園，同陳明府

子野、揚山人維五、姚太守敘卿翫梅賦詩⋯⋯十八日，伯羽暨金山人在衡、倪明

府公甫過訪⋯⋯（二月）四日，實錄事竣，移居市隱園。」（《歐虞部集．文集》

卷九） 

    大任作〈市隱園夜起月下同無著上人看杏花〉、〈姚元白、楊惟五同遊靈谷

寺〉、〈雨後同姚元白、楊惟五游城南諸寺〉等詩（《歐虞部集．軺中稿》卷一） 

結識姚淛子之裔。 

    〈姚玄胤折梅見寄，憶隆慶初從君家市隱園看梅⋯⋯〉（《歐虞部集．秣陵集》

卷八） 

    正月十五日，作詩記之。另十七日訪陳芹，亦有詩作。 

   〈金陵元夕〉五首。其一云：「舊京門巷盛繁華，雙鳳銜燈出帝家。」（《歐虞

部集．軺中稿》卷一） 

    〈正月十七日，陳子野宅湘蘭始花〉（同上） 

黎民表將使雲中，途中召回，預修實錄。 

〈黎惟敬兩詩卷跋〉：「隆慶己巳，惟敬自嶺外入都，以司徒尚書郎使雲中，

再被命扈閣。」（《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黎民表傳〉：「轉餉雲中，行至天雄，召還掌秘閣侍經筵，預修世宗實錄。」

（《廣州府志》卷一百二十五） 

訪朱永年。 

大任有詩〈訪朱仲開〉（《歐虞部集．軺中稿》卷一） 

將回江都，作詩贈諸友人。 

〈徐氏園留別金陵諸友〉：「別去獨憐招隱賦，萋萋芳草憶王孫。」（《歐虞部

集．軺中稿》卷一） 

於許穀宅中逢張之象。 

大任作〈金陵逢張玄超同集許仲貽宅〉（《歐虞部集．浮淮集》卷六） 

    李攀龍陞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與郭第於維揚遇攀龍。 
〈祭李于鱗文〉：「⋯⋯前年江北別君竹西飲。」（《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案：文中所指前年即是今年。 

    〈寄李于鱗書〉：「昨于廣陵獲見足下，把臂一語已慰平生。」《歐虞部集．
文集》卷二十一） 

    另有詩〈廣陵竹西亭十里與李于鱗別〉（《歐虞部集．浮淮集》卷二）、〈送李

于鱗補浙憲并簡徐使君子與〉二首（同上卷六） 

    李攀龍亦有詩〈江上贈郭第、歐大任〉（《滄溟集》卷十一） 

     二月，回揚州。與徐中行、王世貞同飲，並向世貞索序。三月，由邸
報得知世貞補河南兵憲。 

〈歐大任傳〉：「在江都始與王（世貞）定交。」（《順德縣志》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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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王元美書〉：「僕自獻歲七日，以纂修之役入金陵，二月望始還揚州，苦

于多病。每懷耿耿，三月得邸報，知足下補河南兵憲。」（《歐虞部集．文集》卷

二十一） 

   〈漕河上送徐子與、王元美秋夜飲別歌〉：「邇來隆慶中興日，二子並為清時
出。」（《歐虞部集．浮淮集》卷二）。另有〈徐子與、王元美見過，招陸天從同

集齋中〉、〈送王元美起家按察備兵天雄〉等詩（《歐虞部集．浮淮集》卷六） 

〈送王元美〉二首其一：「我友奉簡書，肅穆遠行邁。」（《歐虞部集．浮淮集》

卷一）。其二：「中宵念美人，明月西南端。」（同上） 

    王世貞撰〈浮淮集序〉：「會不佞強起過江都⋯⋯歐先生懽甚，出一編相示曰：

『此吾所自媮快也』⋯⋯子其序之。」序署「隆慶戊辰冬吳郡王世貞撰」（《歐虞

部集．浮淮集》）。 

於江都學正任內，買地建屋，組「竹西社」。 

    〈竹西集序〉：「嘉靖末，余至江都留三年⋯⋯不厭講德談藝，朝夕甚驩，退

則掩關掃軌，讎校經籍、翫弄古鐘鼎琴軔以終日，不問家人生產。創與吳叔承買

地結屋為竹西社以奉余游，實無從、叔承、長孺所訂約，而何介之、朱仲開、汪

德弘、陸華甫、李鳴卿、蔣子夏、倪惟思、黃定父、吳子化、何叔友、吳孝甫、

吳虎臣、汪叔和、葉茂長、葛士修與鳴卿之子季常、余之子莘，一時咸集於是。

竹西二十一子稍稍聞於海內矣。」（《歐虞部集．文集》卷五） 

    再逢鄒應龍，時應龍陞御史中丞，至揚州。 

〈壽鄒母周太夫人序〉：「隆慶戊辰，公進御史中丞，總理江以南九省屯鹽，

省覲廣陵。余謁公，則覘顏色恒沾沾喜。」（《歐虞部集．文集》卷五） 

   《明實錄》隆慶二年二月條：「陞大理寺卿鄒應龍為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理兩

浙福建二鹽運，司雲南、廣東各提舉司兼理江西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貴州湖廣等處

鹽屯。」  

    陸師道以疾告歸，有贈詩。 

    趙用賢撰〈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戊辰署司篆，以勞憊，故疾益發，

復疏乞骸骨，上特憫賜歸。」（《國朝獻徵錄》卷七十七） 

大任作有〈送陸子傳請告還吳〉（《歐虞部集．浮淮集》卷六） 

    秋，央求汪道昆、邵正魁為《軺中稿》作序、跋。 

〈軺中稿序〉後署「新安汪道昆著⋯⋯隆慶戊辰秋日」（《歐虞部集．軺中稿》

序） 

〈軺中稿跋〉：「（是集）詩凡若干篇⋯⋯江都門人兢取觀之，予友蔣子夏、陸

無從為先生入室弟子⋯⋯持以示予，因同編次授之。」後署「隆慶戊辰九月既望

帝郡邵正魁紀事」（《歐虞部集．軺中稿》跋） 

〔備考〕 

1、歸有光六十三歲。遷順德府（河北邢臺）通判。（《張譜》） 

2、李攀龍五十五歲。初蒞浙江按察使，因公務繁忙，瘡發作。（《許譜》） 

3、黎民表五十四歲。弟民衷卒，年四十七。（《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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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中行五十二歲。服除，補湖廣僉事。（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

公行狀〉，《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5、徐渭四十八歲。在獄，母卒而保釋還家治喪。（《畸譜》） 

6、吳國倫四十五歲。改知高州。（〈張譜〉） 

7、張居正四十四歲。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太子太保。（〈張太史行實〉，

《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8、王汝言四十四歲。擢戶部陝西司主事，未任，聞父憂即歸。（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

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六十七） 

9、王世貞四十三歲。五月，上疏請致仕，不允。七月，作文祭宗臣。八月，與徐中行

道別。年底，遷浙江左參政。（《鄭譜》） 

10、王世懋三十二歲。授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王世懋撰〈請賜移封疏〉，《王奉常集》

文部卷二十七） 

11、袁宏道生。（袁中道撰〈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珂雪齋前集》卷十七） 

 
隆慶三年己巳（西元 1569年）    五十四歲 
    為鄒應龍母親作序文祝壽。 

〈壽鄒母周太夫人序〉：「今年己巳皇上召公入為御史大夫舍人，促裝將就

道，時太夫人年六十矣。」（《歐虞部集．文集》卷五） 

尚未結識張佳胤，於江都作書寄之。 

    大任作〈寄張肖甫書〉：「逮今尚未得一奉顏色耶，僕守文學掾于江都亦已四
年。」（《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案：參本譜嘉靖四十五年。 

    三月，與陸昺、黃一正、陸弼、茅溱、葛增、邵正魁等人泛舟賦詩。 

    〈上巳褉游記〉：「隆慶三年三月上巳，綏德何叔節、何叔友，新都汪德弘，

長安李鳴卿，姑蘇陸華甫，江都蔣子夏、黃定父，太原陸無從，京口茅平仲周汝

言，歙人吳孝甫、吳伯舉，休寧程良學、邵長孺、吳叔承，祁門倪惟思，通州葛

士修，鳴卿之子季常，吾兒莘共修楔事⋯⋯上舟泛邗溝，數酌各賦六七言絕句一

首。」（《歐虞部集．文集》卷八） 

    四月，弟大鈞卒。 

    〈奠亡弟衡仲文〉：「維隆慶三年五月二十日癸亥伯兄大任同男莘⋯⋯奠于亡

弟衡仲之靈⋯⋯四月聞衡仲腰腹作痛，遽遣人迎就醫，江都報云舊病不足憂⋯⋯

豈謂其遽舍我而死耶。是月之十日，開府中丞召我淮上還，至邦溝衡仲之訃自金

陵至，拊膺長號，肝腸痛割。」（《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王世貞所作〈歐楨伯〉其二云：「己巳弟汨沒塵海中。」（《弇州山人續稿》

卷二百三） 

    十一月，門生徐樞為《旅燕集》作後序。 

    〈旅燕集後序〉：「吾師歐楨伯先生⋯⋯丙寅，先生為江都博士，（徐）樞習

毛詩章句士耳⋯⋯獲侍齋中三年。」後署「隆慶三年十一月，長至日江都門生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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樞頓首書。」（《歐虞部集．旅燕集》） 

    吳守淮將歸，陸弼有黃山之遊，有詩贈行，並寄汪道昆。 

    大任有詩〈吳虎臣還新安，陸無從同往為黃山白嶽之遊，因贈二子并上汪中

丞〉（《歐虞部集．浮淮集》卷六） 

    馮惟敏東還，過廣陵，赴保定府任通判。乃作序、詩相贈。 

    〈送郡博士海浮馮先生擢保定別駕序〉：「保定之命已下⋯⋯余膠於經學者

也，何以贈馮先生⋯⋯余與馮先生同有所概於中，然則戀禁闥之親，而薄淮揚之

寄，榮少府之近，而慍馮翊之移。」（《歐虞部集．文集》卷五） 

    另有〈馮汝行赴保定別駕，過廣陵賦贈〉五首（《歐虞部集．浮淮集》卷七） 

    遷河南光州學正，並作詩贈廣陵諸友。 

    歐必元撰〈傳〉：「隆慶己巳漕運中丞方公濂首薦于朝，遷河南光州學正。」 

（《歐虞部集》附錄） 

    大任作〈甘泉山下答諸生相送〉：「雪裏驅車路漸分，青山何以別諸君。」（《歐

虞部集．浮淮集》卷六） 

另有〈隨牒光州留別廣陵諸公〉（同上） 

〔備考〕 

1、李攀龍五十六歲。正月，動身赴河南任按察使。閏六月，母張氏卒，扶喪歸鄉，與

父合葬。並向殷士儋請銘。（《許譜》） 

2、海瑞五十六歲。春，調通政司右通政使提督謄黃。六月，陞右僉都御史。（梁雲龍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3、黎民表五十五歲。訪王世貞，與之游覽、賦詩。（王世貞撰〈黎惟敬內翰自南海訪余

吳興，登峴山分韻〉二首（《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 

4、紀振東為黎民表《清泉精社小志》作序，黃在兗作後序。（《清泉精社小志》附錄） 

5、王世貞四十四歲。正月，啟程赴浙江任參政，並於途中訪李攀龍。（《鄭譜》） 

6、陳吾德四十二歲。進工部給事中。（葉春及撰〈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國

朝獻徵錄》卷八十八） 

7、王世懋三十三歲。陞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主事。（王世懋撰〈請賜移封疏〉，《王奉常集》

文部卷二十七） 

8、湯顯祖二十歲。與周無懷、饒伯宗交。（《徐譜》二） 

9、李時行二月卒。年五十六。（李奇標撰〈傳〉，《李駕部集》附錄） 

 
隆慶四年庚午（西元 1570年）    五十五歲 
一月，到光州任學正，生活困苦，寄書與張獻翼、沈一貫言說。 

〈繳回光州多給月俸狀〉：「于隆慶四年正月初六日上任」（《歐虞部集．文集》

卷十七） 

大任作〈寄張幼于書〉：「僕正月初三日至光州，此邦比年苦潦，斗米百錢饑，

而且饉民已食榆皮柳葉，學舍荒涼，涼盤中連苜蓿俱無，妻子稍不能堪，僕喜僻

簡，笥有千卷殊不覺貧。課試之暇，掩關吟哦，時不廢嘯歌也⋯⋯此邦荒歉免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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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官無俸，此則他邦有無之事耳。同志稀少，舊游在念引睇，姑蘇孤蹤益遠，寧

復得似廣陵時耶。」（《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二） 

大任另有〈答沈肩吾書〉，其云：「廣陵別去三月⋯⋯令兄燕中來辱手書，娓

娓數百言，念僕守卑祿甚苦⋯⋯僕誠苦文學掾之未易稱職，不苦卑祿也。苜蓿齋

月有俸錢，頗足沽酒⋯⋯姑且與陸生（弼）飽苜蓿魯雞，即未能化鵠卯，亦蹔媮

快朝夕乎。」（《歐虞部集．文集》卷二十一） 

又有詩〈光州學舍作〉：「廣陵昨者滯三年，及到光州始自憐。」（《歐虞部集．

游梁集》卷二） 

吳國倫作詩相贈。 

吳國倫作〈得歐楨伯文學光州書〉：「歐生苦落落，何物解憐才⋯⋯海上兵如

蝟，誰傳尺素來。」（《甔甀洞稿》卷十四）是年，吳國倫於高州任上，並參與廣

東文武鄉試。 

李攀龍為作〈廣陵十先生傳序〉。 

〈廣陵十先生傳序〉後署「隆慶四年春正月濟南李攀龍譔」（《廣陵十先生傳》） 
汪道昆任鄖陽巡撫，與徐中行、王寅皆作詩祝賀。 

《明實錄》隆慶四年二月條：「起原任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道昆提

督撫治鄖陽。」（卷四十二） 

〈寄汪中丞時撫鄖陽〉：「投筆欲從趨府吏，珠旗猶隔楚江雲。」（《歐虞部集．

游梁集》卷五） 

另徐中行有〈汪伯玉中丞起撫鄖陽志喜〉二首（《天目先生集》卷八）、王寅

亦作〈送伯玉汪中丞赴鄖陽〉四首（《十岳山人集》卷四） 
秋，朱多照來信，作詩答之。 

〈答朱孔陽〉四首。其二云：「秋風日以高，大江流不息。君居大江西，我

寄長淮北。」（《歐虞部集．游梁集》卷一） 

陳王道至光州任官。 

〈職官表〉云：「陳王道，江南崑山人，進士，隆慶四年任。」（四庫《河南

通志》卷三十四） 

〈送陳光州入覲序〉：「今年夏，崑山陳公敬甫奉命補光州，以初秋至。」（《歐

虞部集．文集》卷五） 

陳王道撰〈游梁集跋〉：「隆慶庚午，余補光州，楨伯先以被薦典教於此。」

（《歐虞部集．游梁集》） 

為陸弼詩集命名，並為之序。 

〈幔亭集序〉：「嘉靖末，於廣陵得雲中陸生⋯⋯余既隨牒光州，陸生送余⋯⋯

（陸生）越七、八月返廣陵，函其所為詩寄余⋯⋯余題之曰幔亭集，於是報陸生」

（《歐虞部集．文集》卷四） 

見祝允明六體真蹟，作文記之。 

〈書祝希哲六體真蹟卷後〉署「隆慶庚午復日」（《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十二月，夢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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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夢〉有引：「隆慶庚午嘉平月二十三夜，夢迎先考於光州學堂。」（《歐

虞部集．游梁集》卷三） 

李攀龍已卒四個月。大任為作祭文及詩哀之。 

  殷士儋撰〈嘉議大夫河南按察司按察李公墓誌銘〉：「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

年五十有七。」（《滄溟集》附錄） 

王世貞作〈河南按察使李先生攀龍傳〉：「病困，久之少間，尋暴心痛，一日

卒，年五十七。」（《國朝獻徵錄》卷九十二） 

〈祭李于鱗文〉：「維隆慶四年蠟月⋯⋯嶺南歐某講以炙雞絮酒，東向再拜，

授使者告奠于滄溟先生李君之靈⋯⋯前年江北，別君竹西，飲此代興，敢貳以携，

游龍崑崙，君今豈死，海岱炳靈，萬年在此，嗚呼哀哉，尚饗。」（《歐虞部集．

文集》卷十六） 

案：前年請參本譜隆慶二年。 

另作詩〈哭李于鱗〉四首。（《歐虞部集．游梁集》卷五） 

〔備考〕 

1、歸有光六十五歲。擢南京太僕寺丞，作《馬政志》，留掌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

錄》。以邢州倅入賀萬壽節上疏，改國子監。（《張譜》） 

2、海瑞五十七歲。四月，罷官歸鄉。（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

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3、徐中行五十四歲。陞雲南左參議。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

狀〉，《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4、王汝言四十六歲。補戶部湖廣司主事。（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

銘〉，《國朝獻徵錄》卷六十七） 

5、王世貞四十五歲。二月，因病，上疏請辭山西按察使，未允。六月，再次啟程赴任。

（《鄭譜》） 

6、梁夢龍四十四歲。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錢謙益撰〈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貞敏梁公墓誌銘〉，《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7、湯顯祖二十一歲。中鄉試第八名。（《徐譜》二） 

8、袁中道生。（袁中道撰〈吏部驗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狀〉，《珂雪齋前集》卷十七） 

 

隆慶五年己辛未（西元 1571年）    五十六歲 
吳守淮來訪。 

大任作〈吳虎臣訪余光州長至集齋中〉：「三年送爾大鄣廻，千里尋余汝水來。」

（《歐虞部集．游梁集》卷五） 

另有詩〈載酒夜過普惠僧舍訪吳虎臣〉、〈虎臣、伯玄見過，待仲貞不至〉（同

上卷三）及〈送吳虎臣游太岳〉、〈雨中酬吳虎臣招飲普惠寺〉（同上卷五）。 

案：參隆慶三年。 

    訪張九一。 

大任有〈午日過新蔡訪張助甫〉（《歐虞部集．游梁集》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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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新蔡在河南汝寧府。 

轉邵武教授，未到任，即以母卒歸。 

王世貞撰〈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葬誌銘〉：「隆慶辛未，孔孺人始

卒。大任自光州學正轉邵武教授，棄其官。』」（《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一） 

將南歸，陸昺相送。 

〈南浮集序〉：「光州索居二年所，華甫則杖馬箠，視余弋陽，居一月，余以

憂歸，華甫送余。」（《歐虞部集．文集》卷六）   

訪朱睦〔木絜〕。 

大任有詩〈雪中訪朱灌甫〉：「蕭條匹馬汳梁行，海內深馳十載情。」（《歐虞

部集．游梁集》卷五） 

案：參嘉靖四十一年。 

〔備考〕 

1、黎民表五十七歲。子邦琰中進士，授臨川縣令。（《黎傳》） 

2、吳嶔五十四歲。經謁選授長垣教諭。（張祥鳶撰〈脩職佐郎國子助教致仕崑麓吳君行

狀〉，《華陽洞稿》卷八） 

3、汪道昆四十七歲。調任湖廣巡撫。（《徐譜》一） 

4、王世貞四十六歲。結識李維楨。（《鄭譜》） 

5、湯顯祖二十二歲。會試落榜。（《徐譜》二） 

6、歸有光卒，年六十六。（唐時升撰〈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三易集》卷十七） 

7、李時行已卒二年，倫以詵為其作贊。（倫以詵撰〈留都夏官尚書郎青霞李公像贊〉，《李

駕部集》附錄） 

 
隆慶六年壬申（西元 1572年）    五十七歲 
    二月，訪河南古蹟。欲往華山，未成。 

    〈伊闕記〉：「余隆慶六年二月壬辰游香山。」（《歐虞部集．文集》卷九）              

    〈白馬古蹟記〉：「河南郡東二十五里為白馬寺地⋯⋯時隆慶六年二月丙申

也。」（《歐虞部集．文集》卷九）     

    〈游嵩山記〉：「隆慶壬申二月丁酉，余從雒（洛）陽過偃師上緱嶺，經轘轅

二十里始達少林寺。」（《歐虞部集．文集》卷十）   

    〈董述夫取道汴洛，將遊華嶽過余言別〉詩後有云：「余壬申春游嵩山，擬

往西嶽不果。」（《歐虞部集．廱館》卷二） 

案：西嶽指華山。 

    另有〈嵩山石刻記〉（《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及詩作〈游嵩山〉、〈入洛〉

（《歐虞部集．游梁集》卷一）、〈嵩嶽歌〉（同上卷二）及〈謁嵩岳廟登天中閣〉

（同上卷五） 

    過河南汝州彎，見路旁有宋朝所刻佛經，遂為文記之。 

    〈書宋刻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石後〉後署「隆慶壬申二月」（《歐虞部集．文集》

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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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統卒，為作祭文哀之。 

〈祭潘少承文〉：「壬申春月，夢君嵩丘，⋯⋯亡妣之訃，奔自光州。」（《歐

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潘光祿集序〉：「隆慶末少承仕為光祿署丞，未幾死京師。」（《歐虞部集．

文集》卷六） 

案：參本譜隆慶五年。 

    三月，陳王道為《游梁集》作跋。 

〈游梁集跋〉後署「壬申三月，東吳陳王道書。」（《歐虞部集．游梁集》） 

於順途中訪王世貞，並為父母索合葬墓誌銘。張獻翼亦來送別。 

    〈三吳佳勝卷跋〉：「隆慶壬申自光州奔先母喪，乞墓銘于太倉王元美，道姑
蘇風利不得泊，張幼于追送至于虎丘。」（《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王世貞撰〈明故處士沙洲歐君暨配孔孺人合葬誌銘〉：「居二十三年所而為隆
慶辛未，孔孺人始卒。大任自光州學正轉邵武教授，棄其官，迂道匍匐千里而近，

叨不穀廬，以黎君惟敬之狀合二公之誌與表而請曰：『是役也，將奉太夫人以從

先君，藉吾子之寵言以不朽地下也。』」（《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十一）及詩〈歐

楨伯奔喪見訪有贈〉：「荒廬寂寂掩松蘿，客有衝炎布帽過。」（同上卷四十一） 

    張九一作〈送歐楨伯奔母喪歸南海〉餞別（《綠波樓詩集》卷十四） 

夏，張九一為《游梁集》作序。 

    〈游梁集序〉後署「隆慶壬申夏，汝南張九一撰。」（《歐虞部集．游梁集》） 

徐中行為《旅燕集》寫序。 

    〈旅燕集序〉：「讀其旅中集，將序之未遑也。」後署「隆慶六年歲次壬申，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吳興徐中行頓首撰。」（《歐虞部集．旅燕

集》） 

    九月，祭師黃佐。 

    〈祭泰泉先生墓文〉：「隆慶六年，歲次壬申，九月甲申朔，越九日壬辰，門

人光州學正，新陞邵武府教授歐大任謹以香帛牲禮祭。」（《歐虞部集．文集》卷

十六） 

案：黃佐已卒六年。 

〔備考〕 

1、袁尊尼五十歲。二月，陞為江西臨江府知府（《明實錄》卷六十六） 

2、吳國倫四十九歲。遷貴州提學副使。（〈張譜〉） 

3、汪道昆四十八歲。入為兵部右侍郎。（《徐譜》一） 

4、王世貞四十七歲。鄉居。增益《藝苑巵言》至八卷，附錄四卷。（《鄭譜》） 

5、二月，董宜陽卒，年六十三。（朱察卿撰〈董子元先生行狀〉，《朱邦憲集》卷十） 

6、十月，朱察卿卒，年四十九。（潘恩撰〈故太學生象岡朱君墓志銘〉，《朱邦憲集》附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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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萬曆元年癸酉（西元 1573年）    五十八歲 
    服喪，徐中行寄來書信，作詩和之。 
    大任有詩〈徐子與閩中書至時余在青蘿山中〉（《歐虞部集．南翥集》卷一） 
案：據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附李炤〈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

是年徐中行任福建按察副使。 

梁孜自山東歸，出示李何真蹟，為作跋。 

〈跋李獻吉何仲默真蹟卷後〉：「梁思伯使濮還，示余北地獻吉、信陽何仲默

真蹟⋯⋯思伯其寶之哉，望氣者將至矣」署「萬曆改元三月」（《歐虞部集．文集》

卷十九） 

陸昺與方蕖來訪，常相偕同游。 
〈南浮集序〉：「萬曆改元，華甫⋯⋯與方清臣度嶺而至。」（《歐虞部集．文

集》卷六） 

〈徐夕同陸華甫守歲〉：「蘇門曾此夕，同是未歸人。去國垂南翥，登樓望北

辰。」（《歐虞部集．南翥集》卷一） 
大任另有〈陸華甫度嶺見訪〉、〈七夕沈純甫邀集禺山園，同陸華甫、黎維仁、

黃公補、公紹分得臺字〉、〈杪秋同陸華父登青蘿山頂望羅浮〉、〈懷竹西社諸子〉

等詩（《歐虞部集．南翥集》卷一） 

〔備考〕 

1、王世貞四十八歲。六月，啟程至湖廣任按察使。八月，監湖廣鄉試。九月，改廣西

右布政使。（《鄭譜》） 

2、許國四十七歲。陞右春坊右贊。（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

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七） 

3、梁夢龍四十七歲。授戶部左侍郎，旋改兵部右侍郎。（錢謙益撰〈明柱國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諡貞敏梁公墓誌銘〉，《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4、殷都四十三歲，中鄉試。（唐時升撰〈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三易

集》卷十七） 

5、姚弘謨四十三歲。擢江西左參政，後改為國子監祭酒。以母喪歸。（申時行撰〈通議

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賜閒堂集》卷二十五） 

6、王祖嫡四十三歲。授翰林院檢討。（陸可教撰〈明故右春坊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師竹王

公祖嫡行狀〉，《國朝獻徵錄》卷十九） 

7、文彭卒，年七十七。（許穀撰〈明兩京國子博士致仕贈文林郎文公墓志銘〉，《姑蘇名

賢後紀》） 

8、何良俊卒，年六十八。（《張表》） 

 
萬曆二年甲戌（西元 1574年）    五十九歲 
    六月，為陸昺所攜錢穀之三吳佳勝圖作跋。     
〈三吳勝卷跋〉：「陸華甫訪余嶺南，持錢叔寶所畫三吳佳勝九幅圖至，適舍

弟岱青樓初成，把酒同觀，醉書其尾。他日與華甫按此遍游，庶幾不為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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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萬曆二年六月」（《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九月，梁有譽已卒二十年，因其弟有貞之請，為作傳。 

〈梁比部傳〉後署「明萬曆甲戊秋九月友人歐大任撰」（《歐虞部集．文集》

卷十五） 

九月，王世貞將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撫鄖陽，有詩寄之。 

    《明實錄》萬曆二年九月條：「陞太僕侍卿王世貞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
鄖陽。」（卷二十九） 
〈送王元美出撫鄖陽，時予過豫章，遙有此寄〉（《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秋，吳繼茂為《思玄堂集》作跋。 

〈思玄堂集跋〉：「邵長孺人梁，索得是集，用以寄余，余因與倪惟思分任校

讐，託之梓氏⋯⋯俾海內得覩歐氏全書。」後署「萬曆甲戌秋日新安吳繼茂書」

（《歐虞部集．思玄堂》跋） 

北上經江西豫章，請朱多煃為《思玄堂集》作序。又訪朱多炡、朱多

照、彭翼等人，皆有詩作。 

    朱多煃撰〈思玄堂詩集序〉：「今秇苑自余友于鱗，二三君子出，而海內有鄉

往矣。竊於嶺南艷歐生楨伯，云楨伯外圓內朗，慱物讀書，世方僑豹，吐而為詞，

咸多深湛⋯⋯逮次豫章，以所著思玄堂詩集謁余問序。」後署「萬曆甲戊蠟日淮

甸朱多煃用晦甫撰」（《歐虞部集．思玄堂集》） 

    大任另有〈過豫章訪朱用晦〉、〈抱厀軒為朱宗良賦〉、〈南浦亭遇朱孔陽自桃

花嶺歸〉、〈彭穉脩聽雨軒〉等詩（《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案：豫章為南昌舊稱。 

    北上，與朱多炡、朱多〔火貴〕、彭翼等人餞別。 
    〈朱貞吉、彭穉脩出宿南浦舟中為別得寒字〉、〈宗良、孔陽攜酒同貞吉餞石

亭館得曹字〉、〈貞吉攜酒同宗良、孔陽再餞滕王閣得筵字〉（《歐虞部集．北轅艸》

卷一） 
〔備考〕 

1、林雲同七十五歲。起南京刑部尚書。（無名氏撰〈南京刑部尚書林公略傳〉，《國朝獻

徵錄》卷四十八） 

2、徐中行五十八歲，六月，擢福建參政。（《明實錄》卷二十六） 

3、吳國倫五十一歲。六月，擢河南參政。（〈張譜〉） 

4、趙南星二十五歲。登進士，授河南汝寧府推官。（茅元儀撰〈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儕

鶴趙公行狀〉，《石民四十集．文部》卷三十四） 

5、湯顯祖二十五歲。會試不第。（《徐譜》二） 

6、黃姬水卒，年六十六。（王世貞撰〈黃淳父集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八） 

7、陸師道卒，年六十四。（趙用賢撰〈尚寶司少卿陸先生師道行狀〉，《國朝獻徵錄》卷

七十七） 

8、袁尊尼卒，年五十二。（王世貞撰〈中順大夫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副使吳門袁君墓志銘〉，

《弇州山人續稿》卷九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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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年乙亥（西元 1575年）    六十歲 
北上再經雪浪閣，有江山如昔，故人已逝的感嘆。 

〈登雪浪閣謁羅太史祠〉有引：「嘉靖壬戌余過玄潭望雪浪閣⋯⋯追憶十三

年矣。江山如故，哲人安在？」（《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案：壬戌年為嘉靖四十一年（1562），則十三年後為萬曆三年。 

春，訪歙縣程淳「樗園」，為文記之。  

    〈樗園記〉：「園在歙之長原，舊為塢，修廣千步，繚以周垣，西鑿壞為門，

當門為珠樹嶺，魯府引禮舍人程君德厚之隱居也⋯⋯已備嶺與塢，故名珠樹，或

曰樗也，因稱樗園。余乙亥春訪君園中。觴于玉芝下，君則謂余曰：淳以不才惟

無所用于世⋯⋯則有味乎莊生之言也。」（《歐虞部集．文集》卷十） 

案：歙縣在徽州府。 

訪新安吳守淮。並同陸昺、吳良止、汪道會等人同泛新安江，有詩酬。 

大任有詩〈溪南訪吳虎臣〉、〈雨夜集吳虎臣宅得歌字〉、〈吳仲實攜酒同陸華

甫、吳仲足、方獻成、吳虎臣、方元素、汪仲嘉泛新安江得飛字〉（《歐虞部集．

北轅艸》卷一） 

與陸昺同行北上，過徽州別。 

    大任作有〈雪中同華甫發南浦酬用晦〉其一云：「陸賈裝輕共北歸，扁舟衝
雪雁同飛。誰知此地三人別，卻向姑蘇望少微。」（《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另有〈新安別華父〉：「南來嶺外二年賒，竝轡東風又歲華⋯⋯抗手新都還此

別，莫令漂泊失天涯。」（同上） 

抵燕京。與袁應祺、邢侗等人集於黎民表宅。 

〈送清公游嵩華諸山詩序〉：「萬曆乙亥春，余至京師。」（《歐虞部集．文集》

卷六） 

大任作有〈初至燕京，袁文穀、邢子愿、梁孔適三進士，朱在明、顧淑潛二

光祿，汪太學仲淹同集黎祕書惟敬宅得春字〉（《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另有〈同邢子愿、陳忠甫諸君過摩訶菴聽無弦上人琴〉、〈雨中汪仲淹邀遊湖

山亭同黎維敬、袁文穀、方于魯賦得花字〉、〈陳忠甫攜酒同梁孔適夜過〉、〈丘謙

之、黎維敬過飲〉、〈黎維敬、劉仲修、洪從周、康裕卿、李伯高、王敬美、丘謙

之、劉子太、史元秉邀集日涉園觀牡丹得花字〉等詩，應作於同時（同上） 

三月，朱正初邀聚「韋園」。 

大任有詩〈上巳，朱在明見邀，同管建初、安緒卿、張元春修禊韋園，時在

明南遷將行〉（《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秦應驄將任江都知縣，有贈詩。 

〈秩官〉知縣條下云：「秦應驄，慈谿人，進士，三年任。」（乾隆《江都縣

志》卷七） 

    大任有詩〈送秦行之宰江都〉：「竹西歌吹入淮長，十載曾遊卜草堂。」（《歐

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蘇濂知大任至京，二人有詩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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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任有詩〈蘇光祿子川喜余至，賦詩感懷。余念孫丈濟浮沉京邑，黎惟敬告

歸嶺南，而余亦外補有日。和答一首并簡二子〉（《歐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黎維敬南還，有詩贈。 

大任作〈送黎惟敬請告南還〉：「江淮別後不堪論，豈謂驪歌又薊門。」（《歐

虞部集．北轅艸》卷一） 
另有〈蘇光祿子川喜余至，賦詩感懷余念孫丈濟浮沈京邑，黎惟敬告歸嶺南，

而余亦外補有日，和答一首并簡二子〉（同上） 
擢國子監助教。吳國倫、黎民表作詩來賀。時吳國倫將回河南任官，

亦有詩相贈。 

歐必元撰〈傳〉：「服除，補南康府，未任即擢國子監助教。」（《歐虞部集》

附錄） 

〈廣州鄉賢傳〉：「萬曆乙亥陞國子監助教。」（《歐虞部集》附錄） 

    吳國倫作〈聞歐楨伯擢國子助教，喜而有寄〉（《甔甀洞稿》卷二十五） 

    黎民表亦有詩〈途中聞歐楨伯補國子監〉（《瑤石山人詩稿》卷十三） 

大任則有〈送吳大參明卿還大梁〉相送（《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蘇濂同張循占來訪。時蘇濂補為鞏昌通判，大任有贈詩。 

大任作有〈蘇子川、張元易二光祿見過〉（《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于慎行撰〈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誥封錦衣衛指揮僉事鴻石蘇公墓誌銘〉：「萬

曆乙亥出為鞏昌府通判。」（《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三） 

大任有詩〈送蘇光祿子川倅鞏昌〉（《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五月，因邊防戰事頻仍，有感作詩。 

    大任有詩〈詔問邊事有感〉萬曆乙亥五月：「十行頻下問邊陲，偵虜今勞幾

萬師。左地雖羇諸校尉，烏孫猶苦兩昆彌。頗勤聚米談兵事，正及飛芻實塞時。

金印緋衣殊錫久，不知何以答思私。」（《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九月，同范景伯、韋純顯賞菊。 

    大任有詩〈燕京九月末，菊已盡矣，范景伯署中方盛開，同韋純顯過看得花

字〉（《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二） 

與王世貞有詩作往來。 

    王世貞有詩〈歐楨伯自嶺南寄書，幾歲始達，時已謁公車矣〉（《弇州山人四

部稿》卷四十三） 

    大任則作〈答王中丞元美喜余待詔公車之作〉：「蒼茫三載別姑蘇，書報鄖陽

已入都。」（《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表示兩人已有三年未見。 

陳文燭自四川貽書，作詩回贈。 

    〈劍閣篇〉并序：「余萬曆乙亥居京師，楚人陳君玉叔督學四川貽余書，曰

久不見歐生詩矣，其贈我劍閣篇，於是賦焉。」（《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一） 

    張鳴鳳為作〈南翥集序〉。 

    〈南翥集序〉：「友人南海歐君楨伯入官太學，余從巴至京往候，君所出詩一

卷視余曰《南翥集》，蓋屬者有太夫人之事，君自光州還家後所為哉⋯⋯既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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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三年，乃稍遷今官⋯⋯後世讀君詩，有不嘆七子既凋者半，而君與數公並軌

齊驅，以凌厲一時，盛矣，盛矣。」署「萬曆乙亥長至始安張鳴鳳譔」（《歐虞部

集．南翥集》） 

〔備考〕 

1、汪道昆五十一歲。六月，請告歸里。（《徐譜》一） 

2、謝榛卒。（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 

3、六月，韓邦憲卒，年三十五。（趙鏜撰〈衢州府知府韓公邦憲墓志銘〉，《國朝獻徵錄》

卷八十五） 

4、李流芳生。（錢謙益撰〈李長蘅墓誌銘〉，《牧齋初學集》卷五十四） 

 
萬曆四年丙子（西元 1576年）     六十一歲 
    回回國進千里馬，有詩記之。 
    〈天馬篇〉序云：萬曆四年夏，回回國進千里馬詔卻之，紀事有作。（《歐虞
部集．廱館集》卷一） 

    除夕，與黃在袞、邵正魁、黃在裘等人同集於齋中。 

    大任作有〈除夕，黃公補、邵長孺、黃公紹、梁宗文、蘇懋德、潘子朋、程
無過、潘季選、程虞仲集予齋中，因懷舍弟經季未至〉二首（《歐虞部集．廱館

集》卷二） 
季弟經季來訪。 

    歐必元撰〈傳〉：「公有季弟入燕訪兄，亦以詩畫鳴，後闌入社會，稱為大小
歐。」（《歐虞部集》附錄） 

    另有詩〈舍弟經季至〉、〈初夏同黎惟敬、李于美、張元易及舍弟經季集顧叔

潛宅得桐字十二韻〉、〈燕京送舍弟經季南還〉（《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二），及

〈舍弟經季、山人華甫從子及遊西山還同於善果寺送別子及因懷虎臣〉二首（同

上卷四）。 

    八月，皇上視學，賜「不二」兩字，作〈臨雍頌〉記此盛事。 
    〈臨雍頌〉并序：「萬曆丙子八月二日，皇上駕鹵簿視學⋯⋯上御門頒賞次

日，上賜敕勉勵師生，恩至渥也。臣大任以助教從學官後，自幸躬逢盛典。」（《歐

虞部集．文集》卷二） 

歐必元撰〈傳〉：「皇帝幸太學，賜衣一襲，公賦〈臨雍頌〉以紀盛事。上

亦先聞公才名，一日萬幾稍暇，親瀝宸翰，躬作『不二』二字賜之，字大如斗，

筆法遒勁，字畫楷整，時上猶沖齡也。公日夕焚香，披對致政。」（《歐虞部集》

附錄） 

另作〈駕幸太學〉、〈駕幸太學賜衣〉（《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一） 

與王銀臺、方奉常、李宛平等人同集於京師，時病且思歸，遂作文記

之。 

    〈清明日同王銀臺、方奉常集李宛平宅，觀紅梅花賦，得春字十韻。嘉靖末
余與王方二君廣陵游詠最久。隆慶中，會李君於汝南，別亦七載。今並集京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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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佞病思歸，篇中故兼述云〉：「漢宮傳蠟後，萬戶禁煙新⋯⋯汝水懽初識，揚州

醉幾巡。千山惟有夢，十載忽相親。賞得長安令，香霑近侍臣。鄉書愁寄驛，塞

笛暗傷春。獨憶江南遠，尊前愧此身。」（《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二） 

案：文中的隆慶中，當為隆慶四年，時歐大任為光州學正。推算後，此文則作於本年。 

    吳國倫將參與河南鄉試，時在北京。與王世懋、丘齊雲訪之。 

吳國倫撰〈河南鄉試錄序〉後署「萬曆丙子科」（《甔甀洞稿》卷四十） 
大任有詩〈明卿入賀，攜其二子至，同敬美、謙之出訪報國寺〉（《歐虞部集．

廱館集》卷三）及〈吳明卿至都門，先枉見贈次韻奉答〉（同上） 

中秋，同吳國倫、丘齊雲、黎民表、王世懋、梅國楨、周弘禴、屠隆、

唐邦佐等人賞月。 

大任作有〈中秋同吳明卿、丘謙之集王敬美宅得經字〉（《歐虞部集．廱館》

卷二）及〈中秋同黎惟敬、王敬美、梅客生、沈箕仲、屠長卿、周元孚、唐惟良、

沈叔成集陶懋中宅對月〉（同上卷四） 
另有詩〈聞子與入賀不果，悵然有懷同敬美作〉（同上卷三） 

丘齊雲任潮州知府，與王世懋作詩、序餞別。 

    〈職官表上〉知府條下載：丘齊雲於萬曆四年任潮州知府。（《潮州府志》卷
三十一） 
大任作有〈送丘計部謙之出守潮州〉二首（《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王世懋亦有〈送丘謙之出守潮州序〉（《王奉常集》卷二） 

十二月，王世懋將赴江西，有序文及詩相送。 

〈臘日敬美見過飲酒歌〉：「北風臘八寒雲白，海子金堤水一尺⋯⋯君為至尊

符璽郎，我作先生廣文郎。」（《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一） 

另有〈送尚寶司丞王君敬美使秦詩序〉（《歐虞部集．文集》卷六）及詩〈雪

後過王敬美賞梅花〉（《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二）、〈送王敬美使秦〉（同上） 

    徐中行率長吏入朝，有詩。時王世懋應已赴江西。 

大任有詩〈闕下遇徐子與入覲，因懷王敬美〉（《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備考〕 

1、黎民表六十二歲，訪王世貞。（王世貞撰〈祭黎惟敬少參文〉，《弇州山人續稿》卷一

百五十三）  

2、汪道昆五十二歲。解兵部職還鄉，作〈谼中感舊〉。（《太函集》卷一百十一） 

3、王世貞五十一歲。擢南京大理寺卿。九月，遭吏部所糾，還鄉。（《鄭譜》） 

4、姚弘謨四十六歲。起補國子監祭酒。（申時行撰〈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賜閒堂集》卷二十五） 

5、湯顯祖二十七歲。春，客宣城。與沈懋學、梅鼎祚定交。夏，至南京國子監讀書。（《徐

譜》二） 

6、胡應麟二十六歲。鄉試中舉。（《謝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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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五年丁丑（西元 1577年）    六十二歲 
    正月，參加早朝，作詩記之。 
大任有〈丁丑元日早朝〉（《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三） 

徐中行任江西右布政使，作詩相送。 

李炤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左布政使天目徐公行狀〉：「丙子為監試官，總裁

試卷⋯⋯明年正月遂進江西右布政使。」（《天目先生集》卷二十一） 

大任作〈送徐方伯子與赴江西〉（《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張獻翼寄其文集，作書答之，對其作大加稱讚。 

〈寄張幼于書〉：「虎丘別後忽又五年⋯⋯省足下所寄《文起堂集》詩若文，

總數萬言，宏博典麗，固詞苑上乘，海內作者壹已品定。」（《歐虞部集．文集》

卷二十二） 

案：參本譜隆慶六年。 

與邵長孺同時結識朱孟震。 

歐大任條：「余丁丑入計，謁楨伯繡佛齋中，邵長孺適在寓楨伯。」（《玉笥

詩談》卷下） 

邵長孺條：「丁丑余入覲，長孺入為太學生，寓歐博士楨伯繡佛齋，相見歡

甚。」（同上） 

彭翼將任浙江蘭谿教諭，作詩送之。 

〈職官表〉教諭條下云：「彭翼，南昌舉人。萬曆五年任。」（嘉慶《蘭谿縣

令》卷二） 

大任有詩〈送彭穉修之蘭溪文學〉（《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秋，吳達可將任會稽知縣，有贈詩。 

    〈職官表三〉知縣條下云：「吳達可，宜興人。萬曆五年任。」（乾隆《紹興

府志》卷二十七） 

    大任有詩〈送吳叔行宰會稽〉：「薊門秋送使君驂，欲別尊前立馬談。」（《歐

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備考〕 

1、吳國倫五十四歲。罷官。（〈張譜〉） 

2、王世貞五十二歲。結識胡應麟。（《鄭譜》） 

3、姚弘謨四十七歲。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申時行撰〈通議大夫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書姚公墓誌銘〉，《賜閒堂集》卷二十五） 

4、湯顯祖二十八歲。會試下第。（《徐譜》二） 

5、沈懋學三十九歲。登進士第。（湯賓尹撰〈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睡

庵稿》卷十八） 

6、屠隆三十六歲。登進士。（張應文、成叔甫撰〈鴻苞居士傳〉，《鴻苞集》附錄） 

7、五月，林雲同卒，年七十八。諡端簡。（《明實錄》） 

 
 



 193

萬曆六年戊寅（西元 1578年）    六十三歲 
二月，神宗立皇后王氏，作〈大婚頌〉。 

〈神宗本紀〉：「六年⋯⋯庚子，立皇后王氏。」（《明史》卷二十） 

〈大婚頌〉并序：「上之六年戊寅二月十九日庚子，奉兩宮訓遣使持節，以

金冊金寶迎皇后於行館。」（《歐虞部集．文集》卷二） 

習孔教謫任泉州府推官，有贈詩。 

〈文職官上〉推官條下云：「習孔教，廬陵進士，六年以檢討謫任。」（《泉

州府志》卷二十六）。 

大任作有〈送習太史時甫謫泉州推官〉：「主恩宣室能前席，東觀行瞻紫殿頭。」

（《廱館》卷四）。 

七月，皇甫汸因陸弼之請，為大任《廱館集》作序。 

〈廱館集序〉：「先生不遠千里，移尺牘令門下士陸生無從乞余為序。」後署

「萬曆戊寅秋七月既望，賜進士吏部稽勳郎吳郡皇甫汸子循撰」（《歐虞部集．廱

館集》序） 

八月，汪道昆、道貫因母卒南歸，作詩送別。 

〈先淑人狀〉：「萬曆六年秋八月乙巳，母淑人以天年終。」（《太函集》卷四

十四） 

大任有詩〈送大司馬汪公請告歸省〉二首及〈送汪仲淹從長公南歸，因懷仲

嘉〉（《歐虞部集．廱館》卷三）。 

十月，徐中行卒於官。與黎民表、梅鼎祚皆有詩哀之。 

王世貞撰〈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天目徐公墓碑〉：「公卒以萬曆戊

寅十月十三日。」（《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三十四） 
汪道昆撰〈明故通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公墓志銘〉：「戊寅冬十月庚寅，子與終

江西左布政使。」（《太函集》卷五十一） 

歐大任有〈哭徐子與〉四首（《歐虞部集．廱館集》卷二） 

黎民表有〈哭徐子與〉六首（《瑤石山人詩稿》卷八） 

梅鼎祚亦有〈哭徐子與方伯〉（《鹿裘石室集》卷十七） 

黎民表之子邦琰赴山東定陶任官，作詩送之。 

〈職官表〉知縣條下云：「黎邦琰，萬曆六年任。」（民國《定陶縣志》卷四） 

大任作有〈送黎君華宰定陶〉四首（《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備考〕 

1、吳國倫五十五歲。與張鳴鳳同游溪南。（〈張譜〉） 

2、王世貞五十三歲。補應天府府尹，因病，上疏請致仕。（《鄭譜》） 

3、許國五十二歲。遷南京國子祭酒。（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七） 

4、梁夢龍五十二歲。陞兵部右都御史兼右侍郎。（錢謙益撰〈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贈少保諡貞敏梁公墓誌銘〉，《牧齋有學集》卷二十八） 

5、王世懋四十二歲。十二月，陞江西按察副使。（王世貞撰〈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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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行狀〉，《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四十） 

 
萬曆七年己卯（西元 1579年）    六十四歲 
邵正魁因母七十大壽將歸鄉，作序祝壽。 

〈送邵長孺師休寧壽母序〉：「嘉靖間休寧有邵母鄭夫人以節孝稱於邑中⋯⋯

明年庚辰七月十一日當夫人七十初度，邵生方游胄學，起名六館中，乃從大司成，

乞假歸省。」（《歐虞部集．文集》卷七） 

另有詩〈送邵長孺使江南〉（《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黎民表乞歸，與吳國倫、沈一貫、沈明臣、王弘誨皆作詩送之。 
    〈黎民表傳〉：「萬曆七年己卯乞致仕，疏三上允。」（《廣州府志》卷一百二
十五） 

〈黎惟敬兩詩卷跋〉：「己卯歲，惟敬乞歸。」（《歐虞部集．文集》卷十九） 

大任作有〈送黎秘書惟敬得請致仕〉二首（《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吳國倫有〈黃河舟中送黎惟敬還南海〉（《甔甀洞稿》卷二十一） 
    沈一貫有〈送黎祕書惟敬致仕歸嶺南〉二首（《喙鳴詩集》卷八） 

    沈明臣有〈吳門送黎秘書惟敬解官還嶺外〉（《豐對樓詩選》卷二十九） 

    王弘誨亦作〈送直閣黎瑤石致政南還〉（《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

編》卷二十五） 

    於廣渠門為黎民表送行。 

〈廣渠門再別黎惟敬〉：「⋯⋯猶憶長安並馬游。攜手飛雲成二老，萬峰梅萼

五城秋。」（《歐虞部集．廱館集》卷四） 

案：廣渠門又稱沙窩門，為北京外城的東側城門。 

改大理左評事。 

    楊瑞雲撰〈狀〉：「己卯改大理左評事。」（《歐虞部集》附錄） 
大任有詩〈初入西署〉二首（《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一） 

五月，后粧樓為雷雨所毀，作詩記之。 

〈遼后粧樓為雷雨所敗有述〉署「萬曆七年五月初四日」（《歐虞部集．西署

集》卷四） 

〔備考〕 

1、王世貞五十四歲。九月，過青浦，遇屠隆。（《鄭譜》） 

2、湯顯祖三十歲。傳奇《紫蕭記》完成。（《徐譜》二） 

3、袁宗道二十歲。中湖廣鄉試，名列第八。（唐昌泰選注《三袁文選》所編三袁年表，

以下簡稱《唐表》） 

4、俞允文卒，年六十八。（王世貞撰〈祭俞仲蔚〉，《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五十三） 

6、王汝言卒，年五十五。（孫鑛撰〈通政使司右參議淇泉王公汝言墓志銘〉，《國朝獻徵

錄》卷六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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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八年庚辰（西元 1580年）    六十五 
除夕，於王大參館中飲酒賦詩。 

大任有詩〈除夕同陳員外、周憲使飲王大參館中〉（《歐虞部集．西署集》卷

六） 

新年，因陳泰來之邀，與余寅、沈九疇、魏允中等人集永上人精舍賦

詩。 

大任有〈歲二日陳博士伯符邀集永上人精舍，同余水部仲寅、沈比部箕仲、

魏太常懋權、姜計部仲文賦得六韻〉：「獻歲諸郎會，彌天此地逢。」（《歐虞部集．

西署集》卷四） 

春夜，與朱期至、沈璟、袁應祺、邢侗等人飲酒賦詩。 

大任作〈春夜同朱子得、沈伯英酌袁文穀、邢子愿、于子沖得人字〉：「上林

花事早，能幾醉芳春。」（《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 

王泮將任肇慶知府，作詩送之。 

〈參政王公泮傳〉：「萬曆八年，知肇慶府。」（《國朝獻徵錄》卷八十八） 

大任作〈送王比部宗魯守肇慶〉（《歐虞部集．西署集》卷六） 

周弘禴餉邊歸，來訪。 

大任有詩〈周元孚使還，同朱子得夜訪〉（《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 

四月，和同僚及觀政進士劉以平、沈一中、臧懋循、錢檟、汪可受等

人至西春亭賞花。 

〈西春亭賞芍藥記〉：「大理左寺之西春亭，為群僚退食省心處⋯⋯萬曆庚辰

四月乙未，燕京雨後，屬花盛開，同僚侍正江陵秦君灝寺、副光州陳君明經、睢

州趙君舉廉、評事閬中劉君光裕、長興丁君應詔暨余，各以酒榼至，邀司廳崇安

黃君大年、洛陽楊君士廉，觀政進士浮梁李君大欽、金壇于君文熙、猗氏劉君以

平、內江張君季思、鄞縣沈君一中、汲縣傅君崇明、長興臧君懋循、會稽錢君檟、

黃梅汪君可受，酌而賞之，蓋慶此花之遭，而抒吾亭之樂也，諸君命余記其事於

石。」（《歐虞部集．文集》卷十） 

陳以忠任光州知州，有贈詩。 

〈秩官志〉知州條下云：「陳以忠，（萬曆）八年任。」（光緒《光州志》卷

二） 

大任作〈送陳貞父守光州〉（《歐虞部集．西署集》卷六） 

因天氣悶熱作詩。 

    〈庚辰伏日道館苦熱，時歸懷不遂，戲柬胡聶二山人〉（《歐虞部集．西署集》
卷六） 

    梅鼎祚寄來文集《予寧草》，有答詩。 

    大任有〈答梅禹金江上之約并以予寧草見寄〉（《歐虞部集．西署集》卷六） 

劉效祖六十誕辰，賦詩祝壽。 

    大任作〈劉觀察仲修今年六十，好道著書喜其神王也，為詩祝之〉（《歐虞部

集．西署集》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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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劉氏生於嘉靖元年，至是年年六十。 

    郭斗致仕回雲南，作詩相送。 

    〈郭斗傳〉：「萬曆八年致仕。」（《掖垣人鑑》卷十四） 

    大任有詩〈送郭方伯應宿致仕還滇中〉二首。其一云：「春風吹祖帳，送客

上東門。」（《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 

    七月，丘齊雲將回湖廣黃州，於行前相聚。 

    大任作〈七夕同丘謙之、李襲美、梁公智、莫廷韓集海子亭聽鍾山人琴得南

字，時謙之將赴閬州〉（《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 

     另有〈夏日同劉仲修、李惟寅諸子出城訪丘謙之得飛字〉詩後有云：謙之

即日取道還黃州（《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巴渝篇送丘謙之〉（同上卷一） 

九月，同朱期至、朱維京、顧憲成、王大謨、鄒觀光，姜士昌等人飲

於張太師園。 

   大任有〈九日朱子得見招，同周元孚、魏懋權、劉國徵、朱可大、顧叔時、

王惟允、鄒孚如、姜仲文集張太師園〉：「重九今朝是登樓。」（《歐虞部集．西署

集》卷六） 

    汪可受將任金華知縣，有贈詩。 

    〈宦績〉知縣條下云：汪可受，萬曆九年任知縣（光緒《金華縣志》卷七） 

    大任有詩〈送汪進士以虛宰金華〉（《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二） 

    劉邦彥將至四川任官，有詩贈。邦彥不久卒於官。 

    趙南星撰〈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辛已奉命恤

刑於蜀⋯⋯入蜀，遂遘疾卒。」（《味檗齋文集》卷十二） 

    大任作〈送劉僚長士美讞獄四川〉（《歐虞部集．西署集》卷八） 

    作詩答孫斯億，時將赴金陵任官。 

    〈雲夢行答孫兆孺，時余將之金陵〉：「扁舟我亦下金陵，江到巴丘第幾程⋯⋯

君不見，雲夢珠旗秋獵路，思君只誦相如賦。」（《歐虞部集．西署集》卷三） 

〔備考〕 

1、汪道昆五十六歲。與龍膺結白榆社。（《徐譜》一） 

2、王世貞五十五歲。二月，造訪王錫爵，謝其女王燾貞。七月，患瘧疾，幾委頓。十

一月，為王燾貞移龕。（《鄭譜》） 

3、許國五十四歲。轉太常寺卿領國子祭酒。（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七） 

4、王世懋四十四歲。八月，調任陝西提學副使。（《明實錄》卷一百三） 

5、湯顯祖三十一歲。會試再次落榜。遊南京太學，為戴洵所賞識。（《徐譜》二） 

6、顧憲成三十一歲。登進士第。殿試為第二甲第二名。（顧憲成《顧端文公遺書》所附

年譜，以下稱《顧譜》） 

7、胡應麟三十歲。初識王世貞於小祗園。（《謝譜》） 

8、袁宗道二十一歲。因病未參加會試。（《唐表》） 

9、蘇濂卒，年六十八。（于慎行撰〈明故陝西鞏昌府通判誥封錦衣衛指揮僉事鴻石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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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誌銘〉，《穀城山館文集》卷二十三） 

10、吳嶔卒，年六十四。（張祥鳶撰〈脩職佐郎國子助教致仕崑麓吳君行狀〉，《華陽洞

稿》卷八） 

 

萬曆九年辛巳（西元 1581年）    六十六歲 
    遷南京工部主事。有詩記之。 
    楊瑞雲撰〈狀〉：「辛巳遷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凡屯種、蘆課、班匠，按科
稽理，積弊稍稍釐正。」（《歐虞部集》附錄） 

    王弘誨有詩〈送歐楨伯大理遷南工曹〉（《太子少保王忠銘先生文集天池草重

編》卷二十五） 

    七月，南下金陵途中，遇雨及大雷，作詩記之。 

    〈萬曆辛巳七月七日舟行江上，遇雨泊瓜步，雷擊舟檣，櫂夫驚恐，余謂雷

天威也，物適值之，然不敢不敬也，既夕省過，遂成斯篇〉（《歐虞部集．秣陵集》

卷一） 

王世懋於陝西提學副使任上，僅七個月即乞歸。大任有詩贈世懋。 

王世懋撰〈關中紀行〉：「萬曆辛已春正月，余奉督學副使敕之關中⋯⋯速題

乞骸疏，以七月十三日長驅出關矣。」（《王奉常集》文集卷十二） 
    大任作有〈贈王敬美關中督學乞休還吳下〉（《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六） 
黎民表卒，作祭文及詩哀之。王世貞、王世懋、吳國倫亦有哀詩。 

〈黎惟敬兩詩卷跋〉：「己卯歲，惟敬乞歸⋯⋯三載惟敬修文去矣。余尚留滯

舊京。」（《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大任另有〈哭黎惟敬〉二首（《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六）及〈奠黎惟敬文〉

（《歐虞部集．文集》卷十六） 
    王世貞亦有〈祭黎惟敬少參〉（《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五十三） 
    王世懋作〈祭黎惟敬文〉（《王奉常集》卷二十七） 

吳國倫有〈哭黎惟敬〉二首（《甔甀洞稿》卷二十九） 

〔備考〕 

1、汪道昆五十七歲。八月，父喪。（《徐譜》一） 

2、王世貞五十六歲。五月，為胡應麟《綠蘿館詩集》作序。（《鄭譜》） 

3、許國五十五歲。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卷十七） 

4、劉邦彥卒，年五十六。（趙南星撰〈明奉直大夫大理寺正劉公暨配彭宜人合葬墓誌銘〉，

《味檗齋文集》卷十二） 

 
萬曆十年壬午（西元 1582年）    六十七歲 
    轉虞衡郎中。 
    歐必元撰〈傳〉：「壬午轉虞衡司郎中，諸軍器窰冶工作多與內府監局相連，

按以舊章，所營造宮殿、陵廟、城垣，無不先備。」（《歐虞部集》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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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瑞雲撰〈狀〉：「壬午轉虞衡郎中。」（《歐虞部集》附錄） 

案：虞衡郎中亦是工部職官。 

王世貞來詩，作詩記之。 

大任有〈王元美聞予轉虞部見寄〉二首（《歐虞部集．秣陵集》卷三） 

蔡貴易任寧波知府，有贈詩。 

〈秩官上〉知府條下云：「蔡貴易，同安人進士，十年任。」（乾隆《寧波府

志》卷十六上） 

大任作有〈送蔡祠部爾通守寧波〉（《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六）。 

    四月，沈懋學卒。與梅鼎祚作詩哀之。 

    湯賓尹撰〈翰林院修撰承務郎沈君典先生墓誌銘〉：「壬午四月卒也，得年僅

四十四。」（《睡庵稿》卷十八）  
    大任作〈哭沈太史君典〉四首（《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八） 
    另梅鼎祚有〈哭沈君典〉（《鹿裘石室集》卷十） 
秋，梅守箕來訪，並集青谿館飲酒唱和。 

    〈梅季豹集序〉：「宣城梅氏文獻家也⋯⋯壬午秋訪余青谿。」（《歐虞部集．
文集》卷六） 

另有詩〈初秋吳幼安、佘宗漢、閔壽卿、陳守禮、郝謙亨、程孺文、黃白仲、

梅季豹集青谿館，汪象初、祁羨仲不至，得干字〉（《歐虞部集．秣陵集》卷三） 

與顧大典、張獻翼等人集金陵徐氏東園。 

大任作〈張太學幼于、劉大理長欽、顧司勳道行、胡孝廉元瑞枉集徐氏東園，

遲李臨淮惟寅不至，共賦心字〉二首（《歐虞部集．秣陵集》卷三） 

    與王寅同遊莫愁湖，作詩記之。 

    〈孫楚酒樓歌〉有引云：「萬曆壬午秋，新安王寅從白下張維⋯⋯邀余作歌。」

（《歐虞部集．秣陵集》卷二） 

案：莫愁湖又名石城湖，位於南京。 

〔備考〕 

1、王世貞五十七歲。子士騏中應天鄉試解元。為徐中行集作序。（《鄭譜》） 

2、顧憲成三十三歲。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顧譜》） 

3、余寅結識丁此呂。（余寅撰〈贈文林郎漳州府推官丁先生行狀〉，《農丈人文集》卷十

二） 

4、張居正卒，年五十八。（〈張太史行實〉，《新刻張太岳先生詩文集》卷四十七） 

5、倫以詵卒，年八十。（光緒《廣州府志》卷一百十五） 

 
萬曆十一年癸未（西元 1583年）    六十八歲 
    元日，和許奉長詩。 
大任有詩〈癸未元日和許奉長作〉（《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六） 

劉紹恤為《西署集》作序。 

〈西署集序〉後署「萬曆癸亥仲春月安陸友弟劉紹恤撰」《歐虞部集．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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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序） 

姚之裔寄梅，作詩二首記之。 

    〈姚玄胤折梅見寄，憶隆慶初從君家市隱園看梅，已十五年矣。今至金陵二

載，未游玆園⋯⋯酬二詩〉（《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八） 

案：隆慶初當指隆慶二年，參本譜。 

八月，為梅鼎祚《予寧草》作序。 

〈予寧草序〉後署「萬曆癸未秋八月朔，友人嶺南歐大任譔」（《鹿裘石室集》） 

冬，余孟麟為《秣陵集》寫序。 

〈秣陵集序〉後署「萬曆癸未仲冬朔日，秣陵余孟麟譔」（《歐虞部集．秣陵

集》） 

為余孟麟溪雲閣題詩。 

大任有詩〈題余伯祥溪雲閣〉（《歐虞部集．秣陵集》卷六） 

〔備考〕 

1、許國五十七歲。官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王家屏撰〈光祿大夫柱國少

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兼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諡文穆潁陽許公國墓誌銘〉，《國朝獻徵錄》

卷十七） 

2、殷都五十三歲。登進士第。（唐時升撰〈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三

易集》卷十七） 

3、湯顯祖三十四歲。登進士第，觀政禮部。（《徐譜》二） 

4、顧憲成三十四歲。秋，乞歸回鄉。（《顧譜》） 

5、皇甫汸卒，年八十六。（《張表》） 

6、文嘉卒，年八十三。（《張表》） 

 

萬曆十二年甲申（西元 1584年）    六十九歲 
以詩迎湯顯祖。 

大任作詩〈湯義仍至，聞丁右武已次揚州，時鄒爾瞻蒞比部三月矣，予將歸

嶺外，留贈三君子〉（《歐虞部集．秣陵集》卷三） 

余曰德去年卒。有詩哀之。 

    王世貞撰〈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按察副使午渠余公墓誌銘〉：「癸未春，公年七

十⋯⋯臈月四日猶與客論文不倦，罷客後端坐閟兌不言，棐驚而問之，亦不答，

氣微微從口鼻出，又四日而逝。」（《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一十二） 

大任有〈余德甫哀詞〉（《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 

六月，方沆為《虞部文集》作序。 

〈刻歐虞部文集序〉署「萬曆甲申夏六月朔莆中友弟方沆子及甫撰」（《歐虞

部集．文集》序）。 

    秋，乞歸。許穀有詩送行。 
    歐必元撰〈家虞部公傳〉：「甲申秋，楨伯再疏，得請致仕矣。」（《歐虞部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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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大任傳〉：「甲申秋，建元武門。工竣，遽上書乞骸骨，再請而後得旨，

即就道歸。」（《順德縣志》卷二十四） 

    許穀作有〈送歐崙山虞部歸田〉二首（《歸田稿》卷四） 

陸昺、吳夢暘於丹陽相送，此為陸昺第五次為餞行。 

    大任有詩〈丹陽別陸華甫、吳允兆〉華甫辱交二十年，凡五送余別：「余念

五相送，今別況悠哉。」（《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 

案：丹陽位於南京鎮江府內。 

    周天球於舟中送別。 

    大任有〈周公瑕枉別舟中〉（《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 

    訪劉鳳。 

    大任有詩〈訪劉侍御子威登清舉樓〉：「吳鈎會合久曾期，二十年來到已遲⋯⋯

逢予把臂入林時，藏書柱下今周史。」（《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 

    朱多〔火貴〕、胡汝煥、王士昌等人於舟邊送別。 

    大任作〈宗良、元吉、君霖三宗侯，胡孟弢、王永叔二孝廉集送舟中得邊字〉：

「詞苑南州客，重逢已十年。」（《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可知彼此相識的時

間已長達十年。 

    九月，解官途中訪王世貞、王世懋，並向王世貞索序。 

    歐必元撰〈傳〉：「由秣陵歸，道經吳門訪王二仲于弇園。」（《歐虞部集》附

錄） 

大任作有〈九月七日，同管臬使、曾、謝、俞三山人集王元美弇山園〉（《歐

虞部集．詔歸集》卷一） 

大任又作〈八日同溤元敏、謝少廉、俞公臨、曹子念飲王敬美澹圃〉（《歐虞

部集．詔歸集》卷一） 

     王世貞亦有提及此事，〈吳明卿〉：「八月望，李本寧來。九月初，歐楨伯亦

來。」（《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九十二）及〈⋯⋯甲申三月送吳國倫大參⋯⋯九

月送歐楨伯虞部⋯⋯〉一詩（同上卷二十一） 

    另有〈歐虞部楨伯歸嶺南詩卷序〉：「南海歐楨伯守虞部郎中於留都三年，上

書致其事歸⋯⋯而燕中之士大夫高楨伯之歸者，爭為詩以贈之，凡若干人。留都

之士大夫率醵以餞楨伯於龍江之滸，而贈詩者若干人。既由京口入晉陵，遂抵吾

吳郡，操觚而和之者，又若干人。楨伯道訪余於東海，盡出篋中所有，則為詩幾

五百篇，文亦稱是。」（《弇州山人續稿》卷四十七） 

與朱多炡、李維楨、朱正初、葉之芳、汪道貫、俞安期、張獻翼、陳

王道等人於寶帶橋餞別。 

    大任有〈十日，朱貞吉、李本寧、汪子建、朱在明、葉茂長、汪仲淹、謝少

廉、俞公臨、毛豹、孫虎、丘枉餞得新字〉（《歐虞部集．詔歸集》卷一）及〈韓

承志、阮時濟、張幼于、馬辰卿、陳忠甫、吳德光、周懋脩、錢功甫、黃子華、

張孟彪舟送寶帶橋，賦別得關字〉（同上） 

案：寶帶橋在蘇州府吳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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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崑山訪梁辰魚，另邀陳王道共遊馬鞍山。 

    大任有詩〈九日同陳敬甫、梁伯龍登馬鞍山得高字〉（《歐虞部集．詔歸集》

卷一） 

案：馬鞍山在南京境內。今在安徽省，毗鄰江蘇省。 

經西湖訪卓明卿，明卿並作詩相送。 

    卓明卿有詩〈水部歐楨伯予告還山，訪余西湖之上，贈別二首〉（《卓澂甫詩

續集》卷下） 

案：西湖位於浙江杭州。 

〔備考〕 

1、王世貞五十九歲。二月，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引疾辭。五月，准在籍調理。（《鄭譜》） 

2、殷都五十四歲。守湖廣夷陵。（唐時升撰〈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三

易集》卷十七） 

3、湯顯祖三十五歲。除南京太常寺博士。八月到任。（《徐譜》二） 

4、陳芹卒，年七十。（《張表》） 

 

萬曆十三年乙酉（西元 1585年）    七十歲 
返鄉家居，有感作詩。 

〈後九日小園登閣志感〉并序「今乞骸歸⋯⋯追念今昔，大勝愴然，時萬曆

乙酉，大任亦七十矣。紀以四十字。」詩云：「閏雙重把菊，三十九年來⋯⋯惟

有河山在，依稀戲馬臺。」（《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案：參本譜嘉靖二十六年。 

〔備考〕 

1、海瑞七十二歲。召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到任，改為南京吏部右侍郎。（梁雲龍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2、王世貞六十歲。九月，孫七政、戚繼光、陳繼儒等人來訪。十一月，避客泖湖，誦

經焚香，逾旬日而歸。（《鄭譜》） 

 
萬曆十四年丙戌（西元 1586年）    七十一歲 
友人前來祝壽。 

大任有詩〈七十一初度，鄧君肅、潘子朋、李裕德、潘仲良舟過村居為壽〉

（《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備考〕 
1、王世貞六十一歲。鄉居，與汪道昆、王穉登、屠隆等共舉南屏社。又作〈重紀五子

編〉。（《鄭譜》） 

2、湯顯祖三十七歲。夏，與羅汝芳、焦竑等談學。八月，梅禹金來訪，為所著《玉合

記》傳奇作題詞。此時世懋官南太常寺少卿，顯祖為其屬下，以文學主張不同，不相往

來。（《徐譜》二） 

3、顧憲成三十七歲。春，講學於泮宮。（《顧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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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宗道二十七歲。登進士第一，授翰林院庶吉士。（《唐表》） 

5、許穀卒，年八十三。（《張表》） 

 
萬曆十五年丁亥（西元 1587年）    七十二歲 
連得兩曾孫，作詩以記。 

大任作有〈丙戍、丁亥連舉兩曾孫志喜〉：「七十二翁洲上村，兩年喜得兩曾

孫。」（《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作詩寄王世貞。 

〈寄王元美〉：「弇山把袂忽三秋。」（《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案：參本譜萬曆十二年。 

〔備考〕 
1、王世貞六十二歲。補南京兵部右侍郎。（《鄭譜》） 

2、陳吾德六十歲。服闕，起紹興同知。五月，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分部武昌。（葉春及

撰〈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國朝獻徵錄》卷八十八） 

3、張之象卒，年八十一。（莫如忠撰〈浙江按察司知事張公之象墓志銘〉，《國朝獻徵錄》

卷八十四） 

4、海瑞卒，年七十四。（梁雲龍撰〈明故資善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諡忠

介剛峰海公行狀〉，《備忘集》卷十） 

5、莫是龍卒，年五十一。（《張表》） 

 
萬曆十六年戊子（西元 1588年）    七十三歲 
    王世懋卒，作詩二首哀之。 

    汪道昆撰〈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瑯琊王次公墓碑〉：「元美生，越十

年丙申再乳敬美⋯⋯五十有三。」（《太函集》卷六十七） 

案：丙申為嘉靖十五年（1536），世懋五十三歲卒，當指今年。 

大任作〈哭王敬美〉二首，以表哀傷（《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十一月，家居第五年。 

   大任有〈雪〉萬曆戊子十一月十四日：「朔雪憑陵旅鴈哀，閟寒今見六花開⋯⋯
此時藜杖臨丹壑，豈少梅花水部才。」（《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一） 

〔備考〕 

1、王世貞六十三歲。三月，履任。因事務繁雜，寢食不安。十一月，引疾問歸，不允。

（《鄭譜》） 

2、湯顯祖三十九歲。改官南京詹事府主簿。（《徐譜》二） 

3、袁宗道二十九歲，任翰林院編修。（《唐表》） 

4、袁宏道二十一歲，中湖廣鄉試。（《唐表》） 

5、顧從義卒，年六十六。（陳所蘊撰〈明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研山顧先生墓志銘〉，

《竹素堂藏稿》卷八） 

6、張佳胤卒，年六十二。（王世貞撰〈祭張肖甫太保文〉，《弇州山人續稿》卷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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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7、黎民表已卒七年，陳文燭因其子邦琰之託作〈黎瑤石先生集序〉。（《瑤石山人詩稿》） 

 
萬曆十七年己丑（西元 1589年）    七十四歲 
    朱多炡卒，作詩哀之。 

    李維楨撰〈弋陽王孫貞吉墓誌銘〉：「貞吉卒萬曆己丑⋯⋯得年四十有九。」

（《大泌山房集》卷七十七） 
    大任作有〈輓朱貞吉〉：「哭汝不堪還雪涕，匡山猶憶十年燈。」（《歐虞部集．

蘧園集》卷一） 

〔備考〕 

1、王世貞六十四歲。患腹瀉之疾，左目忽眚。十月，上疏請歸，不允。十一月，復上

疏，時右目失明。（《鄭譜》） 

2、殷都五十九歲。遷職方員外郎。（唐時升撰〈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殷公墓志銘〉，

《三易集》卷十七） 

3、湯顯祖四十歲。遷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徐譜》二） 

4、劉效祖卒，年六十八。（王一鶚撰〈陝西按察司副使劉公效祖墓志銘〉，《國朝獻徵錄》

卷九十四）。 

5、姚宏謨卒，年五十九。（申時行撰〈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禮部尚

書姚公墓誌銘〉，《賜閒堂集》卷二十五） 

6、陳吾德卒，年六十二。（葉春及撰〈湖廣按察司僉事陳公吾德行狀〉，《國朝獻徵錄》

卷八十八） 

 
萬曆十八年庚寅（西元 1590年）    七十五歲 
    元月，有感作詩。 

大任作〈庚寅元日立春次庚申舊韻〉（《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二） 

三月，王世貞上疏告歸獲請，大任有詩記之。 

    《明實錄》萬曆十八年三月條：「南京刑部尚書王世貞再疏乞休，許之。」

（卷二百二十一） 

大任有詩〈聞大司寇王公元美得請還吳中〉（《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二） 

陳文燭為《蘧園集》作序。 

    〈蘧園集序〉：「蘧園集者，歐楨伯致水部政歸田而作也。」後署「萬曆庚寅

夏日五嶽山人沔陽友弟陳文燭玉叔撰」（《歐虞部集．蘧園集》） 

十一月，王世貞卒，作詩以表哀痛。 

王錫爵撰〈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鳳洲王公世貞神道碑〉：「三疏乞休始允歸，歸

九月而卒。」（《國朝獻徵錄》卷四十五） 

    大任作〈哭王司寇元美〉四首（《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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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九年辛卯（西元 1591年）    七十六歲 
元旦夢中作詩，以此為題，作詩一首。 

大任有〈辛卯元日夢中作〉（《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二）。 

〔備考〕 

1、汪道昆六十七歲。為《太函集》作自序。（《徐譜》一） 

2、湯顯祖四十二歲。十月至廣州。（《徐譜》二） 

3、袁宏道二十四歲。赴黃州訪李贄，兩人大相契合。（《唐表》） 

4、方攸躋卒，年八十。（焦竑撰（南京戶部員外郎篆石方公暨配劉宜人合葬墓志銘〉，《焦

氏澹園續集》卷十三） 

 
萬曆二十年壬辰（西元 1592年）    七十七歲 
〔備考〕 

1、汪道昆六十八歲。為戚繼光作墓志銘。（《徐譜》一） 

2、湯顯祖四十三歲。八月，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徐譜》二） 

3、袁宗道三十三歲。與弟及外祖父、舅父結南平文學社。（《唐表》）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西元 1593年）    七十八歲 
胡應麟、朱多照來信告知吳國倫、汪道昆、朱孟震、朱多煃等人惡耗。 

    大任有詩〈胡元瑞、朱孔陽同日書至，聞吳參知明卿、汪司馬伯玉、朱中丞
秉器、朱中尉用晦俱逝〉：「把看尺素一霑衣，朋舊中原日漸稀⋯⋯一代風流今頓

盡，瑤琴何處寄音徽。」（《歐虞部集．蘧園集》卷二） 

    焦竑撰〈兵部左侍郎南明汪公誄〉：「萬曆二十有一年夏四月十有九日，兵部

左侍郎汪公卒。」（《焦氏澹園集》卷三十四） 

    李維楨撰〈河南左參政吳公舒恭人墓誌銘〉：「卒萬曆癸巳六月二十有三日，

年正七十。」（《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備考〕 

1、湯顯祖四十四歲。調任江遂昌知縣。（《徐譜》二） 

2、徐渭卒，年七十三。（《畸譜》）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西元 1594年）    七十九歲 
〔備考〕 

1、顧憲成四十五歲。五月，會推閣臣忤旨，降雜職，尋革職為民。九月，抵家有疾，

始作〈小心齋劄記〉。（《顧譜》） 

2、袁宏道二十七歲。十月，赴京師吏部候選。十二月，出任吳縣縣令。（《唐表》） 

3、李先芳卒，年八十四歲。（于慎行撰〈尚寶司少卿北山李公先芳墓志銘〉，《國朝獻徵

錄》卷七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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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三年乙未（西元 1595年）    八十歲 
五月，為李韡《海珠小志》作序。 

   〈海珠小志序〉後署「明萬曆二十三年五月朔，奉政大夫南京工部虞衡清吏
司郎中南海歐大任撰」（《海珠小志》）  
十一月卒，享年八十。 

楊瑞雲撰〈狀〉：「乙未十一月朔，卒于正寢，壽八十。」（《歐虞部集》附錄） 

歐必元撰〈傳〉：「致政後，得優游林泉間十餘年，年八十乃終于正寢。」（《歐

虞部集》附錄） 

〔備考〕 

1、湯顯祖四十六歲。二月離京南歸，並於杭州訪黃汝亨。（《徐譜》二） 

2、潘季馴卒，年七十五歲。（王錫爵撰〈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按察院

右副都御史印川潘公季馴墓志銘〉，《國朝獻徵錄》卷五十九） 

3、周天球卒，年八十二。（朱國禎撰〈公瑕設像〉，《湧幢小品》卷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