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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之一，标题虽曰 “简”，但谱主张九一的生平风貌已然可见。孙秋克教授对徐朔方先生笺校的 《汤显

祖全集》，作了十四则补笺考订，可补其失笺或笺而未尽之处。茶志高博士考证论述左文彖和 《肖鹤余

音》，对云南书目之空白及彝族文学研究之所缺，亦是有益的补充。

张九一年谱简编

史小军，姜　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张九一，明后七子派羽翼之一，明中后期河南才俊作家，善诗文，好古文辞。然而，作为较有影

响力的明中后期文学家，学界对张九一的生平研究较为薄弱。因此，本谱以明刻本 《绿波楼集》十卷、

清刻本 《绿波楼文集》五卷和 《绿波楼诗集》十四卷为主要参考文献，并参考其他著作和史料整理了张

九一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以呈现其生平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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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九一 （１５３３—１５９８年），字助甫，号周田，
新蔡 （今属河南）人。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３３年）
进士，李维桢描写其外貌曰：“身长七尺，轩轩如

朝霞举，濯濯如春月柳，目烂烂如岩下电，饮可五

斗而醉二三，傀俄如玉山将崩。”［１］５０８器宇轩昂。性

好施，晚年家居无厚藏，邑大饥，尽捐廨粟食之。

宏览博物，善章草书，好古文辞，与王世贞、宗

臣、李先芳、李维桢等人相交游，结社谈艺。王世

贞曾曰：“吾党有三甫”，盖余曰德 （字德甫），张

佳胤 （字肖甫）与张九一 （字助甫）为 “三甫”

也。不久，魏裳 （字顺甫）入社，人又称 “四

甫”。后来，王世贞作后五子诗，将南昌余曰德、

蒲圻魏裳、歙郡汪道昆、铜梁张佳莹、新蔡张九一

列为 “后五子”，以作为复古派的继任与发扬者。

张九一虽为文人，亦工吏事，为官期间，卓有

政绩：令黄梅县，穷治奸滑；擢吏部郎，进贤举



能；为按察使，平反冤案；分守边关，严守边塞。

归田后，家无厚藏，惟藏书数万卷，常拥书朗诵，

于诗律益细。卒之前一岁，亲自校对其诗文集，名

之曰 《绿波楼集》，诗、文各五卷。时论者或评其

诗体大思精，华整简劲，或谓其诗高华雄爽，振宕

不羁，与七子齐盟，风气雷同之时自称拔俗。王世

贞谓其诗奇秀超诣。清代，吕民服重刻其诗集并以

夹批的方式评点之。

目前，学界对张九一其人其作尚缺乏专门研

究，仅对其交游和诗歌创作稍有触及。本谱以明刻

本 《绿波楼集》十卷、清刻本 《绿波楼文集》五

卷和 《绿波楼诗集》十四卷为主要参考文献，并

参考其他著作和史料，对张九一的生平编年如下：

明世宗肃皇帝朱厚趈嘉靖十二年癸巳 （１５３３
年），一岁

六月二十九日，生于河南新蔡县。

《绿波楼集》卷三 《癸未生日示弟乾甫：六月

廿九日》（七律）。

出生时，母亲有异梦，认为是祥瑞之兆。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张公王恭人墓志铭》：“先生之生也，安人感异梦，以

为祥……先生生嘉靖癸巳某月某日。”［１］５０４－５０８

是年，元配王恭人四岁。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恭人生嘉靖庚寅

某月某日。”［１］５０８

是年，父亲张苹二十一岁。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考鹿野府君行

状》：“府君讳苹，字汝清，别号鹿野。……府君

以癸酉生，嘉靖甲午府君二十二年矣。”［２］２５４－２５５

按：嘉靖甲午年 （１５３４年）父亲张苹二十二
岁，则父亲生于正德八年癸酉 （１５１３年），因此，
嘉靖十二年癸巳 （１５３３年），父亲张苹二十一岁。

是年，母亲戴安人二十四岁。

王世贞 《?州四部稿》卷九十 《封吏部员外

郎鹿野张公暨配戴安人合葬墓志铭》： “安人长于

公三岁。”

嘉靖十三年甲午 （１５３４年），二岁

是年，父张苹以 《易经》举诸生。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考鹿野府君行

状》：“嘉靖甲午，府君二十二年矣，竟以易为

诸生。”［２］２５５

嘉靖十九年庚子 （１５４０年），八岁

为博士，攻读古文辞，博雅宏丽。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颖悟绝伦，应奉五行

俱下，祢衡一览辄记殆兼之矣，八岁为博士，业已

为古文辞，博雅雄丽，老师宿儒不通晓也。”［１］５０４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 （１５４６年），十四岁

补邑诸生。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十四补邑诸生。”［１］５０４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 （１５５３年），二十一岁

中进士，名列三甲九十三名。同年中，较为有

名的有徐师曾、张四维等。嘉靖癸丑科考，录取人

数在有明一朝较盛，共约４０３人。

徐师曾，二甲七十七名。

张四维 （１５２６—１５８５年），字子维，号凤磐，

明山西蒲州风陵乡人 （今属山西芮城）。出生于盐

商世家。嘉靖三十二年 （１５５３年）中进士，名列

二甲八十六名，因其文章、书法兼优，入翰林院为

庶吉士，读中秘藏书。万历十年 （１５８２年），张居

正死，张四维代为首辅。万历十三年 （１５８５年），

病殁于家。著有 《条麓堂集》三十四卷、《条麓堂

续集》二十四卷，辑 《明公书判清明集》十卷，

补宋林希逸 《三子口义》十五卷。

除黄梅知县，有佳绩。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县舟车绾彀南荆

跋扈东陵巨猾盘踞市井中，有司莫敢问，先生廉得

其主名，禽治之，即穷里民以事入谒，悉知其家人

生口，作业发奸，摘伏如神，邑大惊，相戒，毋敢

犯令事至首尾，衡决不移，时而毕庭虚无人，闭户读

书赋诗，有四方之客相与游览，邑外佳山水，蜡屐胡

床，觞咏竟日，人以为潘河阳路，浚仪之俦也。”［１］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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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１５５６年），二十四岁

黄梅知县任满，以治擢吏部郎。是时，诸曹郎

徐中行、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吴维岳结社谈

艺，先生心好之，游艺其间。

吴维岳、宗臣等人各有诗记其交游酬赠活动，

如吴维岳 《天目山斋岁编》卷十八 《冬夜子相、

助甫过集，各赋明月曲，得门、堤、山、裳四

字》、《子相席上迟助甫》等诗。

吴维岳 （１５１４—１５６９年），字峻伯，号霁寰，
浙江孝丰人。嘉靖十七年 （１５３８年）进士。仕至
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兼贵州巡抚。明后七子派领袖王

世贞将其列为嘉靖 “广五子”之一，有 《天目山

斋岁编》二十四卷行世。

宗臣 （１５２５—１５６０年），字子相，号方城，扬
州人。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年）进士，初授官刑
部主事，累官至福建提学副使。明 “后七子”之

一，有 《宗子相集》十五卷行世。

按：吴维岳的 《天目山斋岁编》编次体例为

每卷之下注明写作年代，如卷十八的诗歌均作于丙

辰岁，卷十九的诗歌均作于丁巳岁等，因此可知张

九一与吴维岳、宗臣等人以上的诗歌交游活动发生

在嘉靖三十五年 （１５５６年）。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 （１５５７年），二十五岁

日夕与吴维岳、宗臣等人交游，并以诗歌相

酬唱。

吴维岳、宗臣有诗记之，如吴维岳 《天目山

斋岁编》卷十九 《开岁二日子相助甫过集，各赋

洽字》、 《人日值雪偕助甫集子相第，得寒、霞、

龙、西四字》、《同子相、助甫席上赋得春月曲》，

宗臣 《宗子相集》卷十一 《人日大雪，峻伯助甫

来过，赋得榆、愁、门、阳四字》、 《明月曲同峻

伯助甫席上赋得深字》等。

嘉靖三十八年己未 （１５５９年），二十七岁

吏部郎考满，天子加恩。

在京师，与王元美缔交。

《绿波楼集》卷三 《哭司寇王元美》诗三诗间

自注：“己未岁，余与元美缔交燕中。”［２］１３６

按：王世贞，字元美，太仓人，自号凤洲，又

号?州山人。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 （１５４７年）
进士。初授刑部主事，累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卒赠

太子少保。世贞好为古诗文，为官京师时，入王宗

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

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

名日益盛，后在文坛执牛耳二十余年，是 “后七

子派”的领袖之一。王世贞所与游者，大抵见其

集中，各为标目，如 “前五子”“广五子”“末五

子”“四十子”等。张九一名列 “后五子”中。此

外，王世贞还将余曰德 （字德甫）；魏裳 （字顺

甫），与张九一 （字助甫）合称为 “三甫”。

此前，张九一与王世贞二人已有书信往来，时

王世贞任职青州，张九一任职京师。嘉靖三十八年

（１５５９年），王世贞奔京师赴父难，二人始得晤面。
是年，王世贞父亲以滦河战事失利，权相严嵩及党

羽构之，下狱论死。王世贞闻讯后，急奔京师赴父

难。王世贞门生故吏惧祸，作鸟兽散。是时，张九

一任职京师，不畏受连，与王世贞过从甚密，甚至

陪同王世贞前往监狱探望其父。二人莫逆于心。

王世贞 《?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 《艺苑卮言

七》：“余自遭家难，时橐餤之暇，杜门块处。独新

蔡张助甫为验封郎，旬一再至，余固却之，张笑曰：

‘足下乃以一吏部荣我乎？’余归，张亦竟左迁以

去。自是吾党有三甫，肖甫之雄爽流畅，助甫之奇

秀超诣，德甫之精严稳称，皆吾所不及也。”［３］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比入都，则诸子去

国，独子相同舍，相得甚欢无厌，而先生所最服慕

者惟王先生，子相因以书通先生于王先生所，两人

莫逆于心，不必抚尘而游矣。会王先生父司马公失

分宜相欢，构下诏狱，王先生弃官来视橐餤。分宜

父子故憾王先生与诸郎，杯酒间多讥刺语，使人蹑

寻踪迹，门徒故吏皆恐，鸟兽散。先生以从王先生

游，日夕招寻，时而歌，时而泣，而更羸服存司马

犴陛中。王先生辞： ‘无乃为君累乎？’先生艴然

曰：‘士为知己者死，死且不避，官于何有？’”［１］５０４

嘉靖四十年辛酉 （１５６１年），二十九岁

春天，为友人高岱诗集作序，是为 《西曹集

序》。

２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４月



高岱 《西曹诗集》前录 《西曹集序》：“明奉

议大夫吏部郎中汝南张九一撰。……嘉靖辛酉春二

月望日。”［４］５０２４

按：高岱，字伯宗，号鹿坡居士，湖北京山

人。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年）进士，累官至刑部
郎中。著有 《西曹诗集》九卷。高岱在京师任职

时，与李先芳等人结刑部诗社，后延揽王世贞等人

入社，诗名先于王世贞、李攀龙，诗歌有复古倾

向。当后七子声名鹊起时，高岱遭贬官而离开京

师，因此，未入后七子之列。

张九一与高岱的结识缘于李先芳的引见，是

时，张九一、高岱和李先芳均在京城任职。张九一

在 《西曹集序》中记述其与高岱的相识相知曰：

“张子为省郎，每休沐就濮阳李生谈，濮阳善郢高

生，遂以高生见，见辄欢甚。张子故
#

诞，不省使

酒大言。久之，濮阳亦稍稍避，乃时从高生

饮。”［４］５０２４张九一性格任诞，高岱性耿介，二人均

善饮，志趣相投，关系愈加密切。高岱在诗歌

《闲居柬张助甫》中称赞张九一的能文善饮，诗

曰：“中州有高士，绝代擅风流。醉欲超三界，闲

能赋四愁。”［４］５０５５

张九一、李先芳和高岱，三人之间有多首唱和

赠答之诗篇，如三人共赋 《火树银花合》等诗歌。

后来，高岱因忤慢严嵩而遭贬景王府右长史，张九

一曾作 《送伯宗高比部为景府右史，时王初之国》

（二首）相送。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 （１５６２年），三十岁

夏，吴国伦归里，张九一与徐中行出汝南城三

十里送之。

吴国伦、徐中行和张九一均有诗记之。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五 《子与、明卿汝阳城

南言别，雷雨骤至，酤饮田家，酣赋二绝》；徐中行

《天目先生集》卷三 《送明卿出汝南城三十里，风

雨骤至，夜饮村店同赋》；吴国伦 《鐌?洞稿》卷

三十一 《子与、助甫送予城南三十里，舆马不前，

酤酒田家，酣而达曙，各赋两绝，作眺笑云》。

吴国伦 （１５２４—１５９３年），字明卿，号川楼
子、惟楚山人、南岳山人等，湖北省阳新县人。嘉

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
擢兵科给事中，明 “后七子派”重要成员之一。

有 《鐌?洞稿》五十四卷、《鐌?洞稿续编》二十

七卷行世。

徐中行 （１５１７—１５７８年），字子与，号龙湾，
天目山人，浙江长兴人。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年）
进士，初授刑部主事，累官至江西布政使，明 “后

七子”之一。有 《天目先生集》二十一卷行世。

按：吴国伦 《鐌?洞稿》卷三十六 《明吴仲

子牧良墓志铭》： “庚申二月九日，……越数日，

予北上谒选人，遂以其夏补归德司理，理归德又?

二年，不调，业已奏记，自罢归里中。……时壬戌

之夏也。”［５］可知吴国伦归里，张九一、徐中行送

之当在是年夏季。

嘉靖四十二乃癸亥 （１５６３年），三十一岁

作诗歌 《癸亥生日示见甫弟》（七言律）。

嘉靖四十三年甲子 （１５６４年），三十二岁

迁湖广佥事。此间，尝往来巫山西陵间，得诗

多，评者谓如少陵之有夔州也。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考鹿野府君行

状》：“甲子，九一为湖广佥事。”［２］２５７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１５６５年），三十三岁

作诗歌 《乙丑元日雪示见甫弟》（七律），《乙

丑人日》（五律）。

明穆宗庄皇帝朱载篨隆庆元年丁卯 （１５６７
年），三十五岁

元日，作诗歌 《丁卯元日夜行鱼山道中值雪》

（五排）。

治楚岳阳。

《绿波楼集》卷六 《朱秉器诗集叙》：“隆庆丁

卯，余治楚岳阳。”［２］２２７

隆庆二年戊辰 （１５６８年），三十六岁

自楚罢归，家居，色养双亲，于邑北十里河干

筑绿波楼，积书万卷，讽诵其中，母弟九二、九三

皆善属文，兄弟间自相师友。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考鹿野府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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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戊辰，九一再隶籍，自楚罢归。”［２］２５７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稍迁右参议而被

勘者与前不任勘者复为蜚语中先生，当调先生，心

独喜吾重违家大人之命随牒远方，今且有辞归而侍

膝下，色养三公，安足易乎，卜筑邑北十里河干为

绿波楼，积书万卷，讽诵其中，而母弟见甫乾甫皆

善属文，兄弟间自相师友，每文成奏之埙諶之和盈

耳，而棠棣之萼不快，目封公，安人乐之匕箸日

益加。”［１］５０５

按：张九二，幕府，王世贞将其列为 “四十

子”之一。张九三，邑诸生。

隆庆四年庚午 （１５７０年），三十八岁

七月二十一日，父卒，母悲痛甚，遂绝食而卒。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考鹿野府君行

状》：“庚午春，二月，府君病肺，至六月，病且

因革，……七月朔，府君呼九一曰……至二十一

日，遂卒。”［２］２５７－２５８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七 《先妣戴太安人行

状》：“府君以七月终，安人蓬跣号泣，至毁形颜。

于是，府君葬有期矣，安人益悲痛不自禁。不肖兄

弟饮泪顿首劝慰，安人曰：‘吾岂不念若属哉，妇

人能从一君子偕老，吾将从若父于地下。’语罢呜

咽，遂绝食五日而卒。”［２］２５９

双亲卒后，跋涉千里，请王世贞为亡父母作墓

志铭，归家后屏居，所接见者惟中表兄弟曹亨。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二人卒，先生哀

而毁，跋涉霜雪，下娄江，丐王先生为志，归则屏

居。非其人不可得见，中朝故旧勋驾不答，而邑人

司空曹公于先生为中表兄，每过先生扬磛千古及国

典朝章四方利病九边要害，历历如指掌，司空解

颐，是才什伯，我非丘壑中物也。”［１］５０５

按：曹亨，字伯贞，新蔡人，都御史曹凤孙，

嘉靖乙未进士，初授刑部主事，后官至兵部尚书。

亨素谙法家言，在军事上卓有政绩。

隆庆六年壬申 （１５７２年），四十岁

夏，为友人欧大任诗集作序，是为 《游梁集

序》。

欧大任 《欧虞部集·游梁集》：“往余丞广平，

南海欧大任先生则自长安遗书来。其言数千，其旨

数十，终而私之曰：‘愿结交’。……隆庆壬酉夏汝

南张九一撰。”［６］２８６

按：欧大任 （１５１６—１５９５年），字桢伯，号仑
山，广东顺德人。因曾任南京工部虞衡郎中、国子

助教，故又称 “欧虞部”“欧广文”。中进士前，他

和梁有誉、黎民表等人共同修复南园，使岭南诗坛

再次复振。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年）以岁贡生资
格入都赴试，取得廷试第一，初授官江都训导，累

官至工部虞衡司郎中。一生著述颇丰，有 《欧虞

部集》十五种七十九卷行世。

张九一与欧大任书信相识始于嘉靖四十二年，

是年，欧大任入京朝考，名列第一。《欧虞部集·

文集》卷二十一 《寄张助甫书》曾记载二人的相

识曰：“仆识足下名久矣，……是岁二月，仆负笈

至都，从惟敬知足下近在广平也。……约卿七月按

广平诸郡还，出足下十诗相示，……”［６］７９６二人真

正晤面在隆庆五年，张九一在 《游梁集序》中曾

记述曰：“往余丞广平，南海欧大任先生则自长安

遗书来，其言数千，其旨数十，终而私之曰：‘愿

结交。’余不识欧先生作何状，方坐罪播迁，即素

所厚善者，稍稍弃去，欧先生乃于长安豪举中能走

千里之使，遗余书，余不识欧先生而知其非庸人

也。又八年，余自楚罢归，欧先生为学官弋阳，淹

留淮楚间，莫能厚遇也，则从余蓬室，欢甚。

……”［６］２８６其后，欧大任又任光州 （今河南横川）

学正，期间，二人诗歌唱和良多。

冬，持亡父母行状，跋涉霜雪至娄江，请王世

贞为其亡父母作墓志铭。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封公、安人乐之，

匕箸日益加，久之，二人卒，先生哀而毁，跋涉霜

雪，下娄江，丐王先生为志。归则屏居，非其人不

可得见。”［１］５０５

按：周颖 《王世贞年谱长编》考证王世贞诗

歌 《助甫远驾见访，遂成四章，情见乎辞》《张助

甫至日见访作》等诗歌均作于嘉靖壬申年，张九

一亦有诗歌 《将赴姑苏访王元美》《至日娄江访元

美、敬美》等诗相和，加之李维桢墓志铭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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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一 “下娄江，丐王元美为志。”因此，可推知

张九一于是年冬到娄江请王世贞为其亡父母作墓

志铭。

明神宗显皇帝朱翊钧万历元年癸酉 （１５７３
年），四十一岁

是年，与王世贞同游苏州虎丘。

王世贞 《?州四部稿》卷四十四 《助甫携见

甫过郧镇留饮喜赠》： “握手踯躅惜鬓丝，且先呼

酒后论诗。文章李益难终贱，兄弟岑参并好奇。佩

玉响来元自蔡，颔珠投罢即称随 （君自蔡来投我

诗，随余属国也）。青油幕下堪移日，玄武峰头合

践期 （君约太和后至）。折节客惊麋子地，跳梁人

忆虎丘时。年光并得偏吾老，春色从公到汝迟

（癸酉饯君虎丘）。但是词人阳九过，无妨物态暮

三疑。欲酬荃蕙须防化，莫谴东风道上吹。”［７］

根据诗间自注： “癸酉饯君虎丘”，知张九一

与王世贞于是年同游虎丘。

万历三年乙亥 （１５７５年），四十三岁

年初，作诗歌 《乙亥元日试笔示见甫乾甫》

（七律）。

立春日，作诗歌 《乙亥立春日》（七绝）。

冬，入河西，途经郧城，会元美于郧城。

《绿波楼集》卷三 《哭司寇王元美》其四诗间

自注：“乙亥冬，余入河西，会元美于郧。饯余城

南楼，遂为永诀，伤哉！”［２］１３６

是年，起家，赴陕西左参任，分守凉州。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六 《赠盛凤谷拜南京

前军都督序》：“余以乙亥岁起家武威。”［２］２０１

另参见 《绿波楼集》卷四 《赴武威》、《留别

陈思俞兼答送赴凉州之作》。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二人卒，先生哀

而毁，跋涉霜雪，下娄江，丐王先生为志。归则屏

居，非其人不可得见。……凡十年，起家仍故官，

分守凉州。”［１］５０５

万历四年丙子 （１５７６年），四十四岁

作诗歌 《丙子元日寓安定作》（七律）。

万历七年己卯 （１５７９年），四十七岁

移张掖。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六 《送次溪李参知迁

山东按察序》： “盖岁在摄提格，余去武威……明

年，余移张掖。”［２］２０２

按：“岁在摄提格”为万历六年戊寅年，故 “明

年，余移张掖”发生在万历七年 （１５７９年）己
卯年。

万历八年庚辰 （１５８０年），四十八岁

治三辅。

张九一 《绿波楼文集》卷一 《送次溪李参知

迁山东按察序》：“盖岁在摄提格，余去武威……

明年，余移张掖……又明年，余再移参藩治

三辅。”［２］２０２

万历十一年癸未 （１５８３年），五十一岁

正月，由陕西按察司按察使升山西右布政使；

闰二月，由山西右布政使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巡抚宁夏。

张九一 《绿波楼集》卷九 《到镇谢恩书》：

“天恩事臣，先任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入关，于万历

十一年正月内推升本省右布政使赴任，间本年闰二

月十五日准吏部咨该，本部等衙门会题奉圣旨，张

九一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地方，
$

理

军务。”［２］３１３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一三四： “万历十一

年闰二月……升山西右布政使张九一为右佥都御

史，巡抚宁夏。”［８］２４９３

六月，作诗歌 《癸未生日示弟乾甫：六月廿

九日》（七律）。

除夕，作诗歌 《朔方癸未除夕同弟乾甫儿震

辈守岁兼忆家》（五律）。

万历十二年甲申 （１５８４年），五十二岁

元日，作诗歌 《甲申元日城南楼送李元戎籧

之中卫市马值雪》（七律）；

除夕，作诗歌 《甲申除夕》（五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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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三年乙酉 （１５８５年），五十三岁

元日，作诗歌 《已酉元日朔方使院试笔家弟

乾甫同赋》（七律）。

夏，为友人朱秉器诗集作序，是为 《朱秉器

诗集叙》。

按朱秉器，字孟震，江西新淦人，生卒年不

详。善属文，以春秋领嘉靖戊午乡荐。戊辰进士，

授南刑曹主事，后出守重庆，擢潼关兵备副使，癸

未迁四川按察使，兼理四川左辖，戊子入为顺天

尹，乙丑奉命巡抚雁门、山西、三关。辛卯上书告

仕，于癸巳在家中去世。所著有 《游宦余谈》《河

上楮谈》《朱秉器集》。

张九一与朱秉器为挚友，曾两次为朱秉器的诗文

集作序，一为 《朱秉器诗集序》，一为 《朱秉器全集

序》。此外，张九一还曾为朱秉器的继室黄宜人写作

墓表，即 《朱大夫继室黄宜人墓表》。现 《美国哈佛

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善本别集丛刊》所收录的

明万历刻本 《朱秉器集十四卷》题为：“明朱孟震撰，

吴国伦、张九一等辑。”卷首有张九一 《朱秉器诗集

叙》，落款为：“万历乙酉夏汝南友人张九一撰”，叙

中追忆二人的交游和情谊曰：“明年，余之晋，数与

秉器游明辅先生园，授简谈艺不啻在秦。……余交德

甫最早，而亦最早失去，交用晦于德甫，无论失去，

即鲜一日之雅，惟秉器最后而最深。”［９］

万历十四年丙戌 （１５８６年），五十四岁

遭弹劾，调外任。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一七一： “万历十四

年二月，……南京科道纠拾……巡抚宁夏右佥都御

史张九一均属冒滥，……调外任。”［８］３１１１

《绿波楼集》卷三 《丁亥元日》：“去岁兹辰悲

朔漠，岂期今岁得归田。仍余白发三千丈，已是投

荒十二年。李广不侯从老矣，翟公罗雀正萧然。惟

应料理床头?，一日须教一岁眠。”［２］１２６

从写作的时间 “丁亥元日”及诗句 “去岁兹

辰悲朔漠，岂期今岁得归田”，可证张九一于万历

丙戌年列调籍之事。

万历十五年丁亥 （１５８７年），五十五岁

作诗歌 《丁亥元日》（七律）。

万历十六年戊子 （１５８８年），五十六岁

长子张体震领乡荐。

《明朝分省人物考》：“子体震领万历戊子乡

荐，能以文学世其家。”［１０］

万历十七年己丑 （１５８９年），五十七岁

元日，作诗歌 《己丑元日试笔示乾甫是时见

甫丞魏震儿计偕》（七律）。

十二月，遭弹劾，回籍听用。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二一八 “万历十七年

十二月……工科给事中林材言，大臣有缺必公同会

通，奈何相沿日久，浸失初制，会推所举不过出吏

部之素定者，唯唯具题，如京营缺尚书而会推郑雒

矣，贵州缺巡抚而会推张九一矣，……九一岂生于

空桑乎？苫块之中酗饮达旦，歌舞通宵，至若求严

世蕃之结欢，望张居正之鉴识，此等人，何以坐镇

于一方也。愿将雒、九一亟赐罢黜，仍申饬该部。

凡所推用必公必正，勿容奸而恶直，则进退无偏，

议论自息矣，章下吏部。”［１７］４０７８后同卷吏部处理意

见为 “吏部尚书杨巍覆林材疏，……言张九一先

调外任，已而部覆边功，抚科疏荐，起补前官，今

科臣指摘犹曩时议论，臣巍未符人望，乞归田里。

旨令九一回籍听用而巍留。”［８］４０８３

除夕，作诗歌 《己丑除夕乾甫同震儿诸子侄

守岁时余将之贵阳乾甫之长安》（五律）。

万历十九年辛卯 （１５９１年），五十九岁

作诗歌 《辛卯除夕乾甫适自金陵至》（五律）；

《辛卯元日书怀兼寄姚叙卿》（七律）。

万历二十年壬辰 （１５９２年），六十岁

作诗歌 《壬辰元日试笔》（七律）。

万历二十四年丙申 （１５９６年），六十四岁

作诗歌 《丙申闰八月十五夜同俨之汝用见甫

乾甫儿震共赋》（七律）。

万历二十五年丁酉 （１５９７年），六十五岁

亲自编订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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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归田后诗律益细，

别为南塘稿，卒之前一岁，下帷距跃双校忘寝食，

恭人窃窥之讽曰，持此安归，先生为之一粲，吾千

古在焉，非乃所知今都名之绿波楼集复有朔方奏议

六卷。”［１］５０８

作诗歌 《丁酉生日卧病》（七律）。

万历二十六年戊戌 （１５９８年），六十六岁

卒，年六十六岁。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先生生嘉靖癸巳

某月某日卒万历戊戌某月某日年六十有六。”［１］５０８

卒后，乡里祀之学宫，万历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
年），皇帝遣河南布政使司右参议黄炜撰御制祭

文，告祭其英魂。

《新蔡县志》：“卒家后巡按上言九一文行勋劳

宜有恤典，礼部允，覆奏得旨遣藩臣谕祭乡里，请

祀之学宫。”［１１］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 “上言先生文行勋

劳宜有旌恤，大宗伯大司马以为允，覆奏得旨，遣

藩臣谕祭学官，弟子复祀先生于乡。”［１］５０８

元配王恭人于张九一卒后，独自支撑门户，抚

育幼子艮，后卒于万历甲辰，年七十有五。

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二 《都察院右佥

都御史张公王恭人墓志铭》：“先生没，抚少子艮而

啼：‘天乎！何失父之早也！’……诸姬无子者悉遣

嫁，盖不任忧悒，病滋深矣，而不欲诸儿依依膝下。

伯上春官，季入南太学，独仲侍疾，疾革，探箧中

故衣分诸子妇，稍完善者饷诸姑伯姊作念，戚党以

岁侵，贷数百金，勿收责，焚其券。恭人生嘉靖庚

寅某月某日，卒万历甲辰某月某日，年七十

有五。”［１］５０８－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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