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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俞允文，明代嘉靖时期文学家、书法家。善诗文，好为古文辞。交游广泛，与王世贞 、徐中行等“后七

子”成员往来唱和，吟诗论文，致力于复古文学运动。王世贞列其为嘉靖 “广五子”之首，汪道昆称其为“布

衣之冠”。本谱整理了俞允文一生的主要活动，以呈现其生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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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俞允文（１５１３－１５７９年），初名允执，字仲蔚，自
号紫芝，昆山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少年时期有才

名，十五岁时戏作《马鞍山赋》，“援据赅博，长老异

之”［１］附录，８０３。三十七岁谢去诸生，专力于诗文书法，

不再过问科场之事。万历七年卒，时年六十七岁。有

诗文集《仲蔚先生集》二十四卷附录一卷、《俞仲蔚

集》不分卷，诗歌批评著作《名贤诗评》，并编纂诗文

集《昆山杂咏》二十八卷、《荆溪唱和诗》一卷。

俞允文的文才与书法艺术造诣均为当时世人所

称颂。作为未入仕的诗人，俞允文颇重名节，有超然

尘表的隐士风度，“托迹蓬蒿，盝志玄漠，抗夷娄之

志而抽屈、宋、扬、马之思，才本兼人，境复无

累。”［２］卷４９，５７３俞允文身处蓬蒿而有坚志，擅作五言古

诗与七言绝句。他的五言古诗冲雅平正，有陶、谢之

风，并注重意境的构建。正如王世贞所言，“所造五

言古进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谢，而其于歌行、绝句俱

宏丽有景龙、开元风，骚、赋、诔、颂宛然昭
(

所遴

次。”［１］附录，８０３充分肯定了俞允文的诗才，认为他的五

言古诗可以同建安七子、陶渊明、谢灵运相媲美，歌

行体与绝句有唐代诗人风貌。俞允文的七言绝句则

清新雅丽，诗境明净如画，有唐人风味。陈子龙在

《明诗选》认为“仲蔚七言绝，其调甚正。”［３］８６９

俞允文好作古文辞，在诗学思想方面亦主张复

古。他虽师受经业，但喜读六朝以前的书，推崇汉魏

时期古体诗。在《名贤诗评》中，俞允文明确提出：

“古今诗风凡三变：自汉魏以上为一等，自晋宋间颜



谢以后下及唐初为一等，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于

宋又为一等。然唐以前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态犹未

变，至律诗而后诗之态皆大变，无复古人之风矣。兹

始于汉迄于宋，见文章与时高下云。”［４］３虽然俞允文

与“后七子”派一同致力于文学复古运动，但他有自

己的主张和见解，重视汉魏古风的气韵情性，复古而

不拟古。在为《昆山杂咏》作序时曾言：“夫诗者，文

章之蕴也，其言约而理冥，其音永而寄远。理冥则言

丧，寄远则象遗。其为体也，訮而要其感人也。微而

深，诗之时义弘矣。”“景物依人通灵，激赏怀才之士

亦靡不触景兴文，缘情比事。”［５］卷首，２俞允文主张诗

必缘于情，以情写景，抒发诗人情怀，寄托志向。由

此可见，俞允文追求的是古人作诗直抒胸臆、独发情

怀之风，而非单纯地模拟其创作，与明后期复古模拟

之风稍有异趋。

俞允文的书法亦格调高古，雅正之中含有奇致，

在明代书法家中独树一帜。王世贞赞其“小隶驶

欧、柳而上，登吴兴（赵孟瞓）堂；行书出入褚遂良，

稍纵之则米芾；八分自谓得西岳碑体，以方韩、蔡，蔑

如矣”［１］附录，８０３，认为俞允文的隶书可以超越欧阳询、

柳公权之上，登赵孟瞓之堂，行书可以与褚遂良相

较，对其书法艺术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正因如

此，到其家中乞诗索书者肩摩踵接，“所酬应赤扎，

顷刻数函”。现传世作品有《俞允文题〈采薇图〉

跋〉》《行书论书语》《致台山学士尺牍》《童子鸣帖》

《风栗帖》《日记帖》《贶饼帖》《脉气帖》等。

俞允文自幼身体孱弱多病，不能远游，经常待在

家中养病。虽然活动范围有限，但是因其才名远播，

吸引了八方贤士，如归有光、吴中英、张寰等纷纷前

来造访，与之定交。嘉靖三十二年（１５５３年），王世

贞来昆山避倭祸，以诗投俞允文，共同的文学复古理

想使他们一见如故，王世贞称“吾所与布衣游者三

人：俞允文仲蔚、谢榛茂秦、卢籹次螰”。［６］卷６４，１２４《列

朝诗集小传》中记载：“王元美与仲蔚交最善，列诸

广五子之首。”［７］随后，通过王世贞，俞允文结识了

“后七子”其他成员，并同他们往来唱和，探讨诗文

创作理论。因此，俞允文的人生道路值得我们去探

访寻幽，通过对其生平事迹的搜集与年谱的整理，可

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后七子”派复古运动的渐

进轨迹。

二、年　谱

明武宗毅皇帝朱厚照正德八年癸酉（１５１３年），
一岁

六月十七日，生于南直隶昆山县（今属江苏）。

王世贞《明故处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铭》：“先生

讳允文，仲蔚其字，先世昆山人，娄业儒。……先生

生以正德癸酉六月十七日……”［１］附录，８０４

文徵明四十四岁，李梦阳四十二岁，谢榛十五

岁，归有光八岁。九月十一日，元配梁硕人生。

王世懋《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硕人墓志铭》：

“……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一日。”［１］附录，８０６

正德十四年己卯（１５１９年），七岁
梁硕人许字俞允文。

王世懋《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硕人墓志铭》：

“……七岁而许字先君子。”［１］附录，８０５

梁有誉生。

梁有誉，字公实，别号兰汀，顺德人。嘉靖二十

二年乡举，二十九年中进士第，授刑部主事，故世称

“梁比部”。曾与欧大任、黎民表、吴旦、李时行结社

南园，称为“南园后五先生”。“后七子”派重要成员

之一。有《兰汀存稿》八卷。

明世宗肃皇帝朱厚趈嘉靖元年壬午（１５２２年），
十岁

居泉州。父俞璋任泉州推官。

《晋江县志·推官》：“俞璋，昆山进士，嘉靖元

年任。”［８］

俞璋，字朝相，昆山人，明代书法家［９］。正德五

年（１５１０年）中举，正德六年（１５１１年）进士，授嘉兴
府推官，复除湖州、泉州二郡，官至南京大理寺评事，

“以清干闻，入散署，邑邑不得志，病卒”［１］附录，８０３。

嘉靖三年甲申（１５２４年），十二岁
父俞璋卒于南京。与兄俞允升、弟俞允济同母

黄夫人一起扶父灵柩回乡安葬。

《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父璋，……以疾卒

于官，时君年甫十二，与兄允升、弟允济奉母黄夫人，

舆榇还家。”［１］附录，８００

嘉靖四年乙酉（１５２５年），十三岁
在昆山家中侍奉祖母、母亲。

《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君兄弟以藐然孤

童上侍两大人，外持门户，内外肃然，人谓俞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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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矣。”［１］附录，８００

十二月二十七日，汪道昆生。

汪道昆（１５２５—１５９３年），字伯玉，号南明，歙
县（今属安徽）人。嘉靖三十六年进士，授义乌知

县，教民讲武，练成义乌兵。后与戚继光募义乌兵破

倭寇，官至兵部侍郎。王世贞称张佳胤与魏裳、汪道

昆、张九一、余曰德为“嘉靖后五子”。有《太函集》

一百二十卷。

宗臣生。

宗臣（１５２５—１５６０年），字子相，号方城山人，江
苏兴化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吏部员

外郎，官至提学副使。“后七子”派重要成员之一。

有《宗子相集》十五卷。

嘉靖六年丁亥（１５２７年），十五岁
戏作《马鞍山赋》，文采不凡，一鸣惊人。

《列朝诗集小传》：“年十五，为马鞍山赋，援据

赅博，长老皆推逊之。”［７］

王世贞《明故处士俞仲蔚先生墓志铭》：“……

至十五而为马鞍山赋，……其名固籍籍矣。”［１］附录，８０３

七月五日，张佳胤生。

张佳胤，字肖甫，号居来山人，四川铜梁人，嘉

靖二十九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王世贞称张佳胤与

魏裳、汪道昆、张九一、余曰德为“嘉靖后五子”。有

《居来先生集》六十五卷。

嘉靖八年己丑（１５２９年），十七岁
以易学出试，补郡诸生，入郡痒读《春秋》，才名

日盛。

《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年十七，奉黄夫人

命以易学出试。郡别驾李公浙由即署左迁，颇以才

自负，见君之作，以神龙天马目之。……补郡庠弟

子。……君乃读《春秋》”［１］附录，８０１

是年或稍后，与同邑吴中英、张寰定忘年交。

《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邑中有吴中英先

生，高才訮学，善奖掖后进，有郭有道之风，见君集有

‘黄莺飞过山庭暮，欲语不语颜色苦’之句，大加称

赏，遂忘年而友之。……同里张通参石川先生喜吟

咏，广交游，雅与君善。……”［１］附录，８０１

按：由行状可确定吴中英、张寰与俞允文定交于

其初成名之时。

吴纯甫，名中英，昆山人，生而奇颖，藏书甚富，

以文学知名，而屡困场屋。

张寰（１４８６—１５６１年），字允清，号石川，明直隶
昆山人，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年）进士，授知济宁州，历
官通政司参议。“筑崇古楼，聚书甚富。”［１０］与刘

麟、龙霓、俞允文等在吴兴结“崇雅社”［１１］。有《卢

溪先生文集》五十卷。

嘉靖十年辛卯（１５３１年），十九岁
梁硕人来归。

王世懋《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硕人墓志铭》：“十

九岁而始归也。”［１］附录，８０５

吴中英赴京参加会试，俞允文作七言古诗《送

吴纯甫会试之京师》送之。

归有光《送吴纯甫先生会试序》：“嘉靖辛卯，先

生始发解。于是将上礼部，服王官有日矣。”［１２］卷９，１８７

李攀龙补郡诸生。

嘉靖十一年壬辰（１５３２年），二十岁
与同县归有光定交，后常以古文辞与之角。

《明代名人年谱·归震川先生年谱》：“嘉靖十

一年壬辰先生年二十七岁，与同县俞仲蔚定交。时

称昆山三绝，谓先生古文、仲蔚诗歌、张子宾制

艺也。”［１３］５２０

归有光（１５０６—１５７１年），字熙甫，人称震川先
生，昆山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长兴知县，累官

南京太仆寺丞。与王慎中、唐顺之、毛坤等称“唐宋

派”。有《震川先生集》四十卷。

边贡卒。

边贡（１４７６—１５３２年），字延实，山东历城人。
弘治九年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前七子”重要

成员之一，有《华泉集》十四卷。

嘉靖十六年丁酉（１５３７年），二十五岁
十一月三日，母亲黄氏病逝。俞允文悲痛不已。

黄氏，世家昆山。家世受农，父稍崛起。俞璋元

配方氏早卒。闻夫人名，乃婚焉，时十六岁。生三

子，俞允升、俞允文、俞允济。

俞允文《先妣夫人黄氏行状》：“夫人以先君卒

之，明年伤忧愤成疾，……嘉靖十六年十一月三日终

于内寝。”［１］卷１６，７４３

吴维岳乡试及第。归有光入国子监读书，乡试

不第。李攀龙下帷授徒。

嘉靖十八年己亥（１５３９年），二十七岁
十二月七日，奉母亲灵柩葬于夹潮塘，作《先妣

夫人黄氏行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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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妣夫人黄氏行状》：“不肖孤允升等卜以嘉

靖十八年十有二月七日奉夫人之柩纎于夹潮塘先君

之
#

。”［１］卷１６，７４３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１５４４年），三十二岁
李攀龙举进士，授刑部主事，与李先芳、谢榛、吴

维岳倡诗社，与王世贞定交。作书信《答归有光》。

信中对归有光所寄来的文集进行了点评，叹其

“美志风义振于流俗，而悲俗世之日靡也”［１］卷１６，７８８，

并推辞归有光所托撰写水利著述之事。归有光作

《答俞质甫书》回之，认为“天下之公理犹在人心，不

至泯灭”，劝他 “发其幽光，施之论述”，造福

后世。［１２］卷７，１００

王廷相卒。

王廷相（１４７４—１５４４年），字子衡，号浚川，仪封
人。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年）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
书，都察院右都御史。“前七子”之一。有《王氏家

藏集》六十五卷、《内台集》七卷等。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１５４５年），三十三岁
昆山大旱。作诗《苦旱》，表达对旱灾的忧虑和

无奈之情。

《苦旱》：“昊天赫洪曜，六合腾朱氛。屯云蕴隆

崇，汤 风 扇 焦 尘。…… 抱 叹 中 夜 起，托 咎 难

为因。”［１］卷１６，５９８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１５４６年），三十四岁
归有光著《三吴水利录》成。俞允文亦有《治水

述》约作于是年。

《治水述》陈述苏州昆山地区的水利分布、历代

治水之得失，并指出治理苏州水利须谋“三事”：首

先应“近海置闸，随潮启闭，使有泄无入，闸内港浦

常得通流，闸外淤沙亦近易为力”，其次于低洼地区

“筑圩 ”，改变低洼田地一遇大水就被淹的现状，

最后揭露“水旱乃人事之不之积”，“诚宜朝廷不

惜浩费，博选干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选贤任能，

才能真正治理好水患，“朝廷无宵旰之忧，而长有东

南之利”。［１］卷２２，７８８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１５４７年），三十五岁
谢去诸生，归隐家中，不再过问科场之事。

《明处士俞仲蔚先生行状》：“嘉靖丁未，督学使

者豫章胡公植按吴，君决意求去。”郡守范庆爱惜他

的才学，“固留之不得也”，遂辞归。从此“益闭户读

书，肆力古学”。［１］附录，８０１

王世贞中殿试二甲进士，授刑部主事。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１５４９年），三十七岁
吴维岳作《祈雪斋居》诗寄俞允文。

《祈雪斋居》：“太乙坛开荐礼勤，省垣梧竹查尘

氛。灵光正想通三界，清漏微闻下五云。窗散炉薰

看月淡，帘残烛影坐星分。无才不就丰年颂，只有齐

心奉圣君。”［１４］卷１１

八月，吴国伦、宗臣举乡试。冬，吴国伦赴京会

试。张佳胤中举。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１５５３年），四十一岁
王世贞筑成“万卷楼”。闰三月，海寇猝发，王

世贞仓皇奉母避兵吴中。随后，王世贞慕名去拜访

吴中文人俞允文，投以诗，于是年定交。

王世贞《俞仲蔚先生集序》：“余以嘉靖癸丑有

维扬谳，而投俞先生诗，与定交。”［１５］卷４４

四月，汪道昆改兵部职方司主事。四月，昆山倭

变，孤城被围四十五日，大小三十余战。七月，王世

贞迁刑部郎中，返回京师时，俞允文作《送王郎中元

美还京师序》送之。

《送王郎中元美还京师序》：“去年秋，王元美以

刑部员外郎奉诏案决庐、阳、凤、淮四郡之狱，平宽慎

恤，号无冤民，俄迁本部郎中。七月之吉，将还京师。

乃捐书及诗曰：‘是行也，不可以无言。’”“余自念偃

蹇沦弃于世久矣，若复欲推而引之于通达之中，斯不

已过乎？……于其行，姑以是谢之。”［１］卷１０，７０２

作诗《闻海贼自嘉定至太仓南门焚掠殆尽，数

日兵不得进，复留屯上海诸道，更不发兵，因赋此

作》两首。（以下简称《闻》）

《闻》注曰：“正月元日日食，四月十五日太白昼

见，是岁嘉靖三十二年也。”两首诗描述了百姓流离

失所的惨状：“百里连秦火，千家哭楚云。水容含苦

雾，城气落妖氛。浩荡风尘迥，仓皇骨肉分。

……”［１］卷７，６８８

是年或稍后，代人写《平倭事宜状》。李攀龙出

守顺德（今河北邢台）。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１５５４年），四十二岁
四月，日寇作，昆山县遭围困。归有光入城

守御。

《明代名人年谱·归震川先生年谱》：“夏四月，

日本寇作。先生入城守御。……寇自海上来，沿吴

淞江而西，所过?落为之一空。寻攻县城。”［１３］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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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五言律诗《寇乱忆朱氏长女》。

《寇乱忆朱氏长女》：“白皙辞家早，青春失路

遥。愁心日夜结，雪涕哽流潮。”［１］卷５，６５０朱氏长女

未详。

王世贞升刑部郎中。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１５５６年），四十四岁
是年秋，俞允文将自己的诗文集交付给王世贞，

请他审定。王世贞更之为四卷，赋及诗、杂文若干

篇，并作序。

《俞仲蔚先生集序》：“后三岁丙辰，而有三辅

谳，为稍梓俞先生诗以行而叙之。”［１５］卷４４《俞仲蔚集

序》：“仲蔚投余集十卷，不佞得寓目焉。更之为四

卷，赋及诗、杂文若干篇。”［１］卷首，５９９

作五古诗《贻元美》，王世贞作《答仲蔚》回之。

《贻元美》：“用怀我良友，翱翔于上都。”“自我同

携手，已复三载余。”“何以写遥怀，辞殚意未

敷。”［１］卷３，６１３表达对王世贞的思念，感谢他对自己的提

携，并表达希望两人携手致力于文学复古事业的愿望。

《答仲蔚》：“将为同枝誓，良辰去我遒。庭卉未

扬芬，欲报不能酬。”［６］卷１３，２６０王世贞以誓言相酬，绝

不负友人所托。

八月，李攀龙升陕西按察副使，提调学校。十

月，王世贞除山东按察使司副使，兵备青州。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１５５７年），四十五岁
三月，汪道昆升武选司署郎中事员外郎。九月，

又调武库司郎中事员外郎。十一月，升湖广襄阳府

知府。七月九日，作五言古诗《丁巳七月九日大风

拔木偃稼一首》。

《丁巳七月九日大风拔木偃稼一首》：“……天

心畴能忖，感悟恒在德。吁嗟杞人忧，方此谅非惑。

……”［１］卷３，６２０去年有海寇之乱，今年有大风之灾，百

姓流离失所，诗人心中苦不堪言。

郡别驾王侯考绩升迁离任，归有光、俞允文等送

之。俞允文作五言排律诗《送王别驾迁工部员外

郎》送之。

归有光《送郡别驾王侯考绩序》：“候为人清廉

不扰……则于其去也，其能不戚戚以悲乎？于是乡

进士有光等，饯于江之浒。”［１２］卷９，２００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１５５９年），四十七岁
五月，王世贞父王

)

下狱。七月，王世贞上书乞

休并赴京。俞允文作书信《与王元美》寄慰，表达关

怀之意，并劝他深思行事。

《与王元美》：“去月闻尊公司马忽罹横变，不知

足下何自为怀。又闻足下义烈天发，即欲谒阙通尺

牍，追缇萦之往躅，恐今足下之事非一女子所比。

……尊公功多而援薄，疵浅而猜深，其份当未能即解

也。……恐今足下之家，将复有谋其柯条者，愿足下

深思之。”［１］卷２３，７９４

王世贞因父难复赴京师，俞允文作五古诗《与

王元美》三首送别，王世贞作《答俞氏》三首回之。

《与王元美》序曰：“元美归自京师，即以家难，

复驰赴焉。舟次城隅，予为负疴出祖。……遂作诗

三篇用申笃好，且念嘉会之无期耳。”诗其一：“判若

参辰隔，何时复来并？”其二：“徒有盈觞酒，与子不

能将。”其三：“安得常阓婉，与子相随翔。”［１］卷３，６１７

王世贞《答俞氏》序曰：“仆以家难北上，仲蔚萛

送余。”诗其一：“婉？唯古叹，踯躅惠来绥。”“欲留

不须更，往者会无期。”［６］卷１３，２６４

有五言古诗《己未中秋月食作》。李攀龙居家

济南，筑白雪楼于历城东郊，杜门谢客，悠游于济南

湖山之间。王世懋举进士。文徵明卒。俞允文作

《祭文内翰文》悼之。

《祭文内翰文》：“邈矣季子，清风肃然！谁其绍

之，先生之贤！”“于惟先生，立德立言。遐迩景附，

犹海纳川。”“登享寿考，九十三年。”［１］卷２１，７７１

吴国伦作《十二子诗》，列谢榛、李先芳、俞允文

等十二人。

《十二子诗》序曰：“十二子皆予雅道交倡和偶

偕，如兰斯臭乃者。予既见放，诸子亦多浮沉，同心

离居，怆焉。今昔因各赋一首，用代晤言，非有所轩

轾也。”下列《昆山俞隐士仲蔚》：“仲蔚夙所钦，抱蠿

处幽侧。……时为鲍谢吟，忽洒钟王墨。”［２］卷５，５５８

卢籹卒。

嘉靖四十年辛酉（１５６１年），四十九岁
四月，昆山一带大雨，有洪涝灾害。

《明代名人年谱·归震川先生年谱》：“辛酉，

……夏四月，大雨，至十月方霁。岁大。”［１３］５６５

夏，作五言排律《嘉靖辛酉夏苦雨三十韵》。

《嘉靖辛酉夏苦雨三十韵》：“急泻俄悬瀑，狂倾

甚延瓶。”［１］卷７，６８７是年秋，作五言律诗《辛酉秋日苦

雨》（《仲蔚先生集》卷五）：“愁病复愁霖，艰难老更

侵。重湖四望出，万井一时沉。水势连云上，阴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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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深。孤城日浮寄，白发自森森。”［１］卷５，６５６大雨连月

不停，诗人心中愁苦不堪。

顾从义等八人游宜兴，以所唱和之诗托俞允文，

允文合而刊为《荆?唱和诗》，并作《荆?唱和诗序》。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是编为嘉靖辛酉，

顾从义、姚昭、董宜阳、冯迁、朱察卿、姚遇、姚遂、沈

明臣八人同游荆溪所作，允文为合而刊之。

《荆溪唱和诗序》：“……余尝至?上，留旬日，惟

得诗三篇。……比上海顾舍人从义，字汝和，为溪上

之游，亦复旬日，所与唱和诗乃至百余篇”，“汝和方

诣京师，以书附子乔、邦宪，属余为序……余不敢以辞

不敏，遂为题其首，而名之曰荆溪唱和诗云”。［１］卷１０，７１７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１５６２年），五十岁
是年前后，王道行迁陕西布政司参政，俞允文作

《送王大参赴陕西三十韵》送之，归有光有《送阳曲

王公参政陕西序》送之。

《送王大参赴陕西三十韵》题注：“公太原阳曲

人，名道行，为郡守，时年二十有九。”序曰：“公初为

吴郡太守，德化弘，有渤海淮阳之理。迁湖广按察

副使，充常、镇二郡兵备，寻兼管苏淞开府。……?

年以功擢拜陕西布政司参政。”［１］卷７，６８６

又考《明史·翁大立传》（列传第一百十一），有

嘉靖三十八年苏州知府王道行督兵拒贼事，可知这

一年他在苏州知府任上。文中有“以按察司副使分

司江南，遂晋是官”之语，而前又有“未及三载考绩

之期”一语，则俞允文作《送王大参赴陕西三十韵》

为其送行之日大约为嘉靖四十一年左右。［１６］卷２２３

王道行（生卒年不详），字明辅，号龙池，阳曲（今属

山西）人。嘉靖二十九年（１５５０年）进士，历官苏州知
府、应天按察司副使、陕西参政、四川布政使。嘉靖“续

五子”之一。有《奕世增光录》《桂子园集》等。

嘉靖四十二年癸亥（１５６３年），五十一岁
春，王世贞出游，泊昆山，遣信邀俞允文。

《雨泊昆城，遣信要仲蔚》：“三载抱寒影，兹辰

聊出游。春风澹疏雨，渺渺独行舟。”［６］卷２７，４０１

徐中行罢汝宁知府，经过吴地。适逢王世贞因

父难里居，他们一同看望了俞允文。俞允文喜出望

外，即席赋诗《岁晏逢二子行（二子徐使君子与王副

使元美）》。王世贞作《答仲蔚岁暮逢二子行同徐汝

宁作》奉答。

《岁晏逢二子行》：“……中遭病困无所逢，幸逢

二子肝胆同。时来顾我喜欲死，壮心已落蓬蒿中。

……”［１］卷４，６４４

五月，俞允文同王世贞及彭年、周天球、黄姬水、

袁尊尼、王世懋、史臣纪等名士游玩，泛舟石湖。俞允

文作七言古诗《徐汝宁被播后经吴门，周公瑕、王元美

兄弟载酒邀泛石湖，分得客字》（以下简称《徐》）。

《徐》：“使君有才不可当，青萍出匣生寒芒。文

章未为当世用，化作绕指蛟龙藏。”“一朝遂为吴门

客，往往论心重金石。争欢置酒浮大舟，遥泛明湖入

空碧。”［１］卷４，６４５

王世懋作诗《徐使君子与解郡归，过吴门，同家

兄元美及诸名士出送之泛舟石湖，分韵作七言长歌

得豪字》（《王奉常集》诗部卷之三）、《徐子与使君

解郡归，过阗阖，孥舟访之，即席分韵得心字》（《王

奉常集》诗部卷之五）。袁尊尼作诗《长兴徐太守自

汝宁归，王元美诸君集胥江分韵赠之，得关字》（《袁

鲁望集》卷三）。袁尊尼，字鲁望，吴县人。嘉靖四

十四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历考功，仕至山东提

学副使。有《袁鲁望集》行世。徐中行作诗《归过吴

门，会元美、敬美、仲蔚、孔嘉、淳父、公瑕、鲁望、叔

载、幼于载酒舟中四首》（《天目先生集》卷四）。王

世贞作诗《徐子与自郡谪归，诸名士同泛石湖，分韵

得纸字》（《?州山人四部稿》卷十九）、《徐子与解

郡，过吴门，同淳父辈出视，分韵得弹字》（《?州山

人四部稿》卷二十七）。

王世贞筑“离?园”成，诸名士来园中游览，纷

纷题诗。俞允文题诗《王元美离?园》。

《王元美离?园》：“……绿竹带清川，标云秀
$

木。惠亩藻神雾，兰林泛鲜旭。……”［１］卷３，６１６

吴国伦《鐌?洞稿》卷五《离?园二首》、魏裳《云

山堂集》卷二《离?园》、彭年《隆池山樵诗集》卷上

《离?园》、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三《离?园为元美、

敬美作》、章美中《章玄峰先生诗集》卷四《王元美离

?园》、徐学谟《徐氏海集》诗集卷二《离?园诗赠

王元美兄弟》、张献翼《纨绮集》《王青州离?园》、沈

明臣《丰对楼诗选》《为王青州元美、进士敬美题离?

园》、皇甫禤《皇甫司勋集》卷八《题王元美离?园》。

魏裳（生卒年不详），字顺甫，明湖广蒲沂人。嘉

靖二十九年进士，以刑部郎出任济南知府，有惠政，晋

山西副使罢归。遂闭门著书，从学者颇多。工诗文，

王世贞称其为“后五子”之一。有《云山堂集》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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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年（１５０５—１５６６年），字孔嘉，号隆池山樵，长
洲人。明代诗文家、书法家。不喜习举子业。文章

工腴，尤长记传，诗综盛唐，其名亚于文徵明，时称长

者。有《林山录》《隆池山樵集》。

朱察卿（生年不详—１５７２年），字邦宪，号象冈，
太学生，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慷慨任

侠，与沈明臣、王?登友善。有《朱邦宪集》十五卷。

章美中（生年不详—１５６９年），字道华，常熟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除大理评事，擢江西按察司佥

事，迁广西参议、四川按察使。有《章玄峰先生诗

集》六卷。

徐学谟（１５２１—１５９３年），字叔明，一字太室，原
名学诗，字思重，明苏州嘉定（今上海市）人。嘉靖

进士，授兵部主事，改中书舍人。官至太子少保。有

《徐氏海集》四十卷。

张献翼（生年不详—１６０１年），初名鹏翼，字幼
于，号百花山人，后更名敉，长洲人。嘉靖中国子监

生。为人放诞不羁，言行诡异。有《文起堂集》十

卷、《纨绮集》十一卷等。

沈明臣（生卒年不详），字嘉则，鄞县人。嘉靖

诸生，屡试不第。有《丰对楼诗选》四十三卷。

皇甫禤（１４９８—１５８３年），字子循，号百泉子。
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嘉靖八年进士，累迁云南按

察佥事。“皇甫四杰”之一。有《皇甫司勋集》六

十卷。

汪道昆同戚继光共御倭寇，屡建奇功，升福建按

察司按察使。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１５６４年），五十二岁
正月，作诗《甲子正月元日作》。

《甲子正月元日作》序曰：“余年五十，忽又过

二，天运遄迈，不胜慨然。”［１］卷３，５９７

春，王世贞游西山，邀请俞允文同往。俞允文因

病不能去，作诗《贻王元美》问之，王世贞作诗《春日

为西山之游，仲蔚病不克偕，贻诗见问，率尔有答》

答之。

《贻王元美》：“……君家得意正留客，暖气偏从

东海蒸。谁忆袁生掩扉卧，白头败絮相陵竟。”

徐中行过吴门。当时徐中行自罢汝宁知府，有

不出之意，王世贞兄弟遗之百金，促其北行。徐将行

之时，俞允文作诗《长歌行送子与北上》送别。

《长歌行送子与北上》序中回忆徐中行感昔年

黄光癉知遇之恩，重修黄氏生祠，托王世贞作祠记、

俞允文书勒石之事。前有黄氏之知遇，俞认为“夫

子与之贤，必当为世所慕悦”，“复以谗沮，方当补

官”，对友人前程寄予希望。［１］卷４，６３１

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卷七甲子岁《承元美兄弟

出金装橐，贻书促余北上，赋此谢之》。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１５６５年），五十三岁
秋，拜访王世贞，将别之时，遇周天球来访，于是

欢饮作诗。

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三十七乙丑岁《仲

蔚过余，将别，而公瑕适至，欢饮有作》。

顾应祥卒。俞允文作诗《哭大司寇顾公》四首

悼之。

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江苏吴县人。王阳明

弟子、思想家、数学家。明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年）进
士，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授江西饶州推官。尤精于九
章勾股之学。有《传习录疑》《致良知说》《惜阴录》

等，著述颇丰。

归有光举礼部会试中进士，授长兴县知县。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１５６６年），五十四岁
二月十二日，归有光赴任长兴县令。俞允文作

《送归开甫赴长兴序》送之。

《送归开甫赴长兴序》：“熙甫……文敏而辨，其

述叙事理，治乱成败，若日星之照焯，白黑不相混也。

……出为长兴吏。”［１］卷１０，７０６

梁有誉卒。

明穆宗庄皇帝朱载篨隆庆元年丁卯（１５６７年），
五十五岁

正月，王世贞与王世懋赴京讼父冤。俞允文作

诗《送王元美、敬美赴阙上书》为他们送行。

《送王元美、敬美赴阙上书》：“十年怀？泪长

枯，兄弟伶俜滞海隅。”劝慰二人“正是圣明新雨露，

恩波应已浃玄垆”。［１］卷６，６７６

作五言律诗《隆庆改元，诏兑天下田租之半，寻

复停罢，而吏治益促，百姓觖望，时值説蒸，有感一

首》，感慨“新恩还易涸，古道竟难逢”［１］卷５，６５２。

六月，王世贞复起用。八月，王世贞、王世懋兄

弟在京为父辩冤，得诏复父原官。十月，李攀龙任浙

江按察副使。

隆庆二年戊辰（１５６８年 ），五十六岁
七月二十日，弟俞允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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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弟季通墓志》：“隆庆二年七月二十日病下

痢纯血死，享年五十有二。”俞允济妻早亡，子伯良

“孤苦孱弱，甫有室”，五个女儿“皆髫?斩适人”，

允文为弟抚孤，悲叹“生民之艰，殆极于此”。［１］卷１３，７３８

有七言古诗《妾薄命》。

《妾薄命》序曰：“隆庆二年春，有讹言诏采江南

女子充奉掖庭，一时民间闻之惶怖若狂……因绍古

词撰妾薄命一篇，以悯其生不逢时，而亦不敢专有所

刺也。”［１］卷４，６２７

王世懋除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俞允文有五言

律诗《送王仪部敬美》［１］卷５，６６７寄之。王世贞擢浙江

布政司左参政，分守湖州。五月初，李攀龙由浙江按

察司副使升为浙江布政司左参政。六月十八日，归

有光迁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十二月，李攀龙

升河南按察使。

隆庆三年己巳（１５６９年），五十七岁
正月，王世贞任浙江布政司左参政。二月二十

日，吴维岳病卒于家。王世懋升礼部仪制司署员外

郎事主事。三月二十日，归有光赴任顺德通判。临

别之际，俞允文作《送归开甫之信都》送之。

《送归开甫之信都》序曰：“开甫以经术理长兴，

属余写卓茂传，揭之厅壁。其治多准古道而不合于

今之人，故讪者森若。交战三年，稍得判马政于信

都，殆所谓荣骐骥而服盐车也。赋此言别，兼以申其

屈云。”［１］卷７，６８４

五月初十，归有光抵任。闰六月，俞允文有七言

古诗《大风歌》。

《大风歌》序曰：“隆庆三年闰六月，大风五日，

海水沸溢，海鉌之民被漂溺者殆以万计，作此

纪之。”［１］卷４，６２６

隆庆四年庚午（１５７０年），五十八岁
三月，为弟俞允济作《己弟季通墓志》。

《己弟季通墓志》：“伯良卜以隆庆三年十月十五

日奉季通之丧葬于夹潮塘……既葬之，三月，丘墓草

生，时日滋远，伯良将惧名字湮灭，凄怆兴怀，请余叙

其 行 事，刻 石 而 埋 诸 眆 侧，以 示 永 久，是

为志。”［１］卷１３，７３８

八月十九日，李攀龙心痛病发，二十日病逝。九

月，编成《昆山杂咏》二十八卷，并作《昆山杂咏序》。

《昆山杂咏序》：“……孟光禄师鲁好古，留意典

籍，又属余訮访词林，捃摭谣俗，由晋唐以来复得诗

歌数百篇，勒成二十八卷，仍因旧名”，“取之以观民

风、察王化、示惩劝、端教本”，“隆庆庚午秋九月河

间俞允文撰”。［５］卷首，２

徐中行升云南左参议。归有光升南京太仆寺寺

丞。王世贞拜山西按察使。

隆庆五年辛未（１５７１年），五十九岁
正月十三日，归有光病卒。二月，徐中行赴任入

滇。七月，为徐中行的诗集《青萝馆诗》作序。

《青萝馆诗序》：“……新都汪惟一师事子与，尝

缮缉子与所为诗，自初官以迄于今，删取若干首，勒

为六卷，名青萝馆诗梓之，而属余为序”，“隆庆辛未

秋七月吴郡俞允文撰”。［１７］卷首

收到徐中行来信，并寄来岳麓寺碑、峋嵝碑拓

片，惊喜不已，作五言律诗《喜得徐少参子与滇中

书》二首。

《喜得徐少参子与滇中书》其一：“万里书频到，

诸公 意 独 长。”其 二：“使 君 能 ? 寄，跋 涉 百

蛮来。”［１］卷５，６７２

汪道昆升都察院右副御史，巡抚湖广等处地方，

兼暂理军务。

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万历元年癸酉（１５７３年），
六十一岁

二月，王世贞除湖广按察使。六月初七，王世贞

启程赴任。黄姬水、卓明卿、陈文烛、俞允文、梁辰鱼

为作送行诗。俞允文作五言排律《送王观察元美之

武昌》。

《送王观察元美之武昌》：“果得超贤佐，堪投报

主身。”“逸气消凡格，虚怀见本真。”［１］卷７，６９０

黄姬水《黄淳父先生集》卷十三《送王元美廉宪

之楚》、卓明卿《卓光禄集》卷一《送王元美先生入

楚》、陈文烛《二酉园诗集》卷五《送王元美按察楚

中》、梁辰鱼《鹿城集》卷十《送王元美入楚》。

黄姬水（１５０９—１５７４年），字淳父，号延州山人，
长洲人。明代文学家、书法家。有《黄淳父先生集》

二十四卷。

卓明卿（１５３８—１５９７年），字澄甫，号月波，塘栖
镇人。初为国子生，后任光禄寺署正。与汪道昆、戚

继光等成立西湖秋社，后为南屏社主持者。有《卓

光禄集》三卷。

陈文烛（１５４２—１６０９年），字玉叔，号五岳山人，
沔阳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授大理寺评事，官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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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理寺卿。有《二酉园诗集》十二卷等。

梁辰鱼（１５２０—１５９４年），字伯龙，号少白，又号
仇池外史，昆山人。以例贡为太学生。有传奇《浣

纱记》、散曲集《江东白苎》二卷。

王世懋将赴京谒选。俞允文作《送王仪部敬美

赴上都》送之。徐中行升福建按察副使，王世贞、俞

允文作诗送之。

俞允文《送徐按察子与》四首，其一：“高宴日相

催，逢君万里来。”“独怜相送出，携手复徘徊。”其

二：“文章老更成，海内属词英。”“已蕴风云略，功名

且莫轻。”其四：“此日闽中去，休嗟行路频。”反复叮

咛，与友人不舍分离。［１］卷５，６６５

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卷二十九《送徐子舆

之闽宪》。

九月，王世贞升广西右布政使。十月，王世懋补

祠部员外郎，汪道昆升兵部左侍郎，王世贞除太仆

寺卿。

万历六年戊寅（１５７８年），六十六岁
八月，徐中行进江西左布政使。十月十三日，徐中

行卒于位。俞允文痛失挚友，作《天目徐公诔》悼之。

《天目徐公诔》：“春秋六十有二，万历六年冬十

月十三日，得暴疾，卒于位。”“然述近情而极缠绵凄

怆之词，非长戚幽居如允文者不能为也，辄为哭而诔

之，其词曰：……今之往也，涕泪相续。徒有百身，痛

不可赎。余既哀病，生日苦促。死有遗灵，见公亦

速。死偿无知，永隔冥邈。呜呼哀哉！”［１８］卷２１

十月，王世贞赴应天府尹任。十二月，王世懋进

江西按察副使，理驿传。

万历七年己卯（１５７９年），六十七岁
八月四日，卒于家中。

王世贞《俞仲蔚先生墓志铭》：“先生生以正德

壬申 六 月 十 七 日，卒 以 万 历 己 卯 八 月 初

四日。”［１］附录，８０４

八月十一日，王世贞为俞允文作墓志、像赞，并

作祭文悼之。

王世贞《?州山人续稿》卷一百五十三《祭俞仲

蔚文》，卷九十一《俞仲蔚先生墓志铭》，卷一百五十

《俞允文像赞》。

吴国伦作诗《悼仲蔚》。

《悼仲蔚》：“吴都故佳丽，灿若春华芳。冠盖纷

相索，文藻何惶惶。斯人抱冲寂，屏居娄水旁。抗意

游古初，舍毫厉秋霜。”“友人王与徐，偕之和清商。

我亦造其里，兴尽回舟航。良无握手欢，神交幸不

忘。悠悠三十载，书札遥相将。”“朝露本易，人生

亦何常。垂年失知音，安得不永伤。”［２］卷７，５６７

王世懋作诗哭之。

《王奉常集》诗部卷之六《哭俞征君仲蔚四首》：

其一：“闻君去独世，弹指忆风流。借客名常满，娱

生事必幽。箕裘唯四壁，笔冢独千秋。无复王猷兴，

凄其访戴舟。”其四：“去年今日事，憔悴哭徐卿。不

尽词人厄，远闻谢老成。交游付儿辈，涕泪毕吾生。

独有遗编在，悠悠异代名。”［１９］卷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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