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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記載歷史人物言行、事蹟的年譜，是研究歷史人物以及其他歷史問題的重要資料，很值得重視。
由於明人年譜篇幅大、總量多、真實性強，尤其值得重視和利用。

本書收錄明代名人年譜101種，譜主94人，即汪克寬(1304-1372)、舒頔(1305-1377)、陶安(1312-1368)、
戴良(1317-1374)、方國珍(1319-1374)、黃溫德(1352-1391)、史仲彬(1366-1427)、蔡溥(1372-1444)、龔
詧(1382-1469)、陳循(1386-1462)、杜瓊(1397-1474)、劉定之(1410-1469)、章綸(1413-1483)、段
堅(1419-1484) 、姚綬(1422-1495) 、黃瑜(1426-1497) 、秦紘(1426-1505)、章懋(1437-1522) 、李東
陽(1447-1516)、顧左(1448-1521)、陳雍(1451-1543) 、邵寳(1460-1527)、黃幾(1465-1513) 、桂
華(1476-1522)、王守仁(1472-1529)、陳琛(1477-1545) 、毛伯溫(1482-1545) 、張文麟(1482-1548)、齊之
鸞(1483-1534) 、黃佐(1490-1566)、斡達善(1494-1544)、吳子孝(1496-1563) 、郭奇美(1496-1573)、程文
德(1497-1559)、唐樞(1497-1575)、吳鵬(1500-1569) 、錢薇(1502-1554) 、吳悌(1502-1568)、王
棟(1503-1580)、譚大初(1504-1580)、楊博(1509-1574)、嚴訥(1511-1584) 、殷邁(1512-？
)、陳士元(1516-1597)、林兆恩(1517-1598)、色勒(1521-1637) 、來知德(1525-1604)、王祖嫡(1531-1592)
、顧養謙(1537-1604)、于孔兼(1538-1615) 、何出圖(1539-1616)、陳第(1541-1617)、郭子章(1543-1618)、
德清(1546-1623)、法克產(1547-1578)、莊起元(1559-1633)、莊廷臣(1559-1643)、蘇三音(1562-1594)、孫
承宗(1563-1638)、安希範(1564-1621)、圓悟(1566-1642)、畢自嚴(1569-1638) 、畢懋康(1571-1644) 、鹿
善繼(1575-1646)、王思任(1575-1646)、范鳳翼(1575-1655)、劉文澄(1576-1611) 、黃公輔(1576-1657) 、
巴彥攝津(1577-1638)、劉宗周(1578-1645)、艾南英(1583-1646)、方震儒(1585-1645)、呂維祺(1587-1641)
、華允誠(1588-1648)、葉紹袁(1589-1648) 、侯峒曾(1591-1645)、李應升(1593-1626)、吳麟征(1593-1644)
、鄭鄤(1594-1639)、陳純德(1594-1645)、吳應箕(1594-1645)、金聲(1598-1645)、拜音岱(1599-1644)、吳
甘來(1599-1644)、盧象升(1600-1646)、左懋第(1601-1649)、申佳胤(1602-1644)、葛麟(1602-1645)、黃淳
耀(1605-1645)、錢肅樂(1607-1648)、姜采(1608-1673)、金鉉(1610-1643)、蔡道憲(1615-1643)、李用
楫(1617-1652)、莫爾歡(1621-1644)。

此前本社出版的《明代名人年谱》《宋明理学家年谱》《宋明理学家年谱续编》中收录的人物年谱，
本书不再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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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论明人年谱的价值和利用（代序）
南炳文
記載歷史人物事蹟、言論的年譜，是研究歷史人物以及其他歷史問題的重要資料，很值得重視，而明
人年譜尤其值得重視和利用。

明人的年譜價值甚大，主要原因有三個方面：
其一，多半篇幅龐大。
將明人年譜篇幅與《明史》的相關傳記相比，可以充分顯示這一狀況。
茲舉數例。
項德楨編《太師楊襄毅公(博)年譜》殘本(筆者按：全本為十卷，僅存二卷)約七萬二千字，而《明史
》之楊博傳約二千三百字，前者約為後者的三十一倍；胡博文編《畢司徒東郊先生(懋康)年譜》約四
萬字，而《明史》之畢懋康傳約五百六十字，前者約為後者的七十一倍；齊祖名編《蓉川公(齊之鸞) 
年譜》約二千一百字，而《明史》之齊之鸞傳約九百字，前者約為後者二倍多；吳國英編《環谷先生(
汪克寬)年譜》約三千字，而《明史》之汪克寬傳約二百三十字，前者約為後者的十三倍。
明人年譜篇幅大，包含的內容自然就多，價值自然會大。

其二，總量多。
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是筆者所見著錄年譜最多的一部目錄書。
據該書統計，先秦人物的年譜為五百三十二部(譜主八十六人)，秦漢人物的年譜為一百四十四部(譜主
五十二人)，三國兩晉南北朝人物的年譜為二百四十七部(譜主八十二人)，隋唐人物的年譜為三百八十
九部(譜主一百二十二人)，五代十國人物的年譜為四十八部(譜主三十六人)，宋代人物的年譜為六百
五十六部(譜主二百九十三人)，遼金元人物的年譜為一百三十一部(譜主九十六人) ，明代人物的年譜
為七百九十三部(譜主五百一十六人)。
而據清代人物年譜專家來新夏先生的統計，清代人物的年譜有八百餘種。
由上面的統計來看，明人年譜是辛亥革命前各個時期人物年譜數量較多者，僅次於清代，而且與之相
差不多。
年譜的總量多，無疑包含的史料數量必然要大。

其三，真實性較強。
明人年譜的作者多是譜主本身，或者是譜主的門生親朋，所記為其親歷、親見或親聞，多真切詳實。
有的雖不是譜主的門生親朋，但曾廣泛收集譜主的資料，作過專門研究，所記亦多可靠。
翻看明人年譜，可以發現許多僅見於其中而為他書所不載的珍貴史料。
如張文麟在明武宗正德五年處死權閹劉瑾時，奉命協助陝西司主事胡遠監斬，他在自撰年譜《端巖公
年譜》中記其事說：
數日後早朝畢，奉旨：“劉瑾淩遲三日，剉尸，梟首，仍畫影圖形，榜示天下。
劉二漢(劉瑾之侄——筆者注)一體處斬。
”是日，予同年陝西司主事胡遠該監斬，錯愕，告于尚書劉先生(刑部尚書劉——筆者注)，曰：“我
如何當得”劉回言：“我叫本科(指張文麟——筆者注)帮你。
”予因應之。
過官寓早飯，即呼本吏隨邀該司掌印正郎至西角頭，劉瑾已開刀矣。
淩遲刀數，例該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
頭一日，例該先剮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膛左右起。
初動刀則有血流寸許，再動刀則無血矣。
人言犯人受驚，血俱入小腹小腿肚，剮畢開膛則血皆從此出。
想應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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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晚，押瑾順天府宛平縣寄監。
釋縛數刻，瑾尚食粥兩碗。
反賊乃如此!次日則押至東角頭。
先日瑾就刑，頗言內事，以麻核桃塞口，數十刀氣絕。
時方日升在彼，與同監斬御史具本奏，奉聖旨：“劉瑾淩遲數足，剉尸，免梟首。
”受害之家爭取其肉以祭死者。
剉尸，當胸一大斧，胸去數丈。
逆賊之報亦慘矣。
(張文麟：《端巖公年譜》第四冊，第P468~470葉)
在這段記事中，張文麟不僅詳細記述了權閹劉瑾處死時被淩遲、剉尸的實況，而且對其時淩遲的刀數
規定，也記載得清清楚楚。
這些都是其他史書和文獻資料所沒有的。
這段記事之所以能夠將這些詳細、明白地記錄下來，顯然是得益於這段記事所在年譜的譜主兼作者張
文麟系劉瑾被處死一事的親歷者。
這段記事的內容血淋淋慘不忍睹，但從反映明代刑罰制度實況來說，又是寶貴的史料。

明人年譜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而如何使用卻須講究，否則事倍功半。
筆者認為利用明人年譜查找資料的方法，基本上有四種。

其一，若查找某人的資料，則直接查閱其人的年譜。
這是不言自明之事，不用贅述。

其二，為查閱某人的資料而查閱其他相關人物的年譜。
這種方法在其人沒有年譜之時，尤其值得利用。
年譜雖是專記一人之事蹟言論，但與譜主事蹟言論相關的人物，也往往被寫進年譜中來，以使譜主言
行的背景得以交待清楚。
這為研究者利用相關人物年譜查閱某人資料提供了方便。
如《明史》載：
朱賡獨相，朝事益弛。
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
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宦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
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宇內。
輔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寧。
如徒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則陛下何賴焉？
”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政。
帝亦不省。
(萬曆三十五年) 五月朔，大雨雹。
若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
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
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
(《明史》卷二三○《汪若霖傳》)
從上引《明史》的這段記載看，朱賡對汪若霖的意見不能說不予採納，而汪若霖卻對朱賡抓住不放，
攻訐不已。
這是為什麼？
《明史》當中並無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解釋。
《明神宗實錄》對萬曆朝事蹟記載甚詳，其對汪若霖的上述言論亦有記載(《明神宗實錄》卷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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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三、四三六)，但對汪若霖抓住朱賡不放、攻訐不已的原因也無具體的、有針對性的說明。
應從何處查閱資料以尋找原因？
其辦法之一當是利用明人年譜。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汪若霖其人的年譜，但與其相關的人物朱賡卻是有年譜的。
筆者嘗試對朱賡的年譜進行了查閱，果然有所收穫。
朱賡的年譜名《荼史》，是譜主所自撰，其萬曆三十五年五月初八日記事稱：
五月初八日，上命吏部會同九卿科道推堪任閣臣者來簡用。
先是，余以枚卜請者章二十餘上，上已動念矣，忽一日於余疏中批出，有“恭默，正思枚卜得人”之
旨。
科臣汪若霖囂於眾曰：“審爾，則不復會推，命從中出矣。
上安曉‘恭默’二字，必執政有所欲用之人，故出此旨。
”遂因雨雹建言：“雹乃陰盛之徵，大臣權專政則有此應。
”語甚刺余。
余又上疏請必會推，始協公論，乃有是命。
初，若霖為其座主楊荆巖經營半年，嘗介羅兵部來請，次日又自來。
余應之曰：“荆巖乃我門生，才望自宜推用，可保其必推。
但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
諸侯薦，則聖心生疑，反為荆巖累。
吾不敢也。
”渠唯唯而去。
蓋渠謀求於內外之間，已有機械，只虞會推不及耳。
(朱賡：《荼史》，《明代名人年譜》第七冊第397頁)
由《荼史》的這段記述看，汪若霖之所以對朱賡抓住不放、攻訐不已，乃是由於汪若霖請求朱賡推薦
其師楊荆巖入閣任大學士而遭到了朱賡的拒絶。
誠然，朱賡作為被攻訐的一方，在其自撰年譜中所記述的其被攻訐的原因，只能看作一面之詞，不能
貿然判為確實，但總是提出了一種說法，為後人分析提供了一條思路，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

其三，當查找某一類事物的資料時，可以試查曾任職司這一類事物的官職的人物之年譜。
如楊博在明世宗在位的後期、明穆宗時期至明神宗即位初，長期擔任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的職務(《明
史》卷二一二、二一四)，其年譜今存有項德楨編《太師楊襄毅公年譜》(殘本，卷三、卷九)，許多與
兵部尚書、吏部尚書職掌有關的事物，可在這個年譜中查到其若干資料。
比如萬曆《明會典》中記載：
凡錦衣衛官⋯⋯嘉靖二十九年題准，錦衣衛除皇親帶俸原不管事、達官營操不全係管理軍政等官難以
考選外，其餘若指揮在所管事，並千戶以下等官，不拘見任、閑住，俱聽本衛堂上掌印正官從公開注
賢否履歷，先期送部，臨期會同議擬，與騰驤四衛一併嚴加考選，果有廉能可用，仍舊管事，如行止
不堪，一體帶俸革任。
(萬曆《明會典》卷一一九《兵部二》)
這段記載說明，錦衣衛之“指揮在所管事，並千戶以下等官”，在嘉靖二十九年後考選時要由錦衣衛
的掌印正官與兵部官員共同進行，即“會同議擬”。
但錦衣衛掌印正官與兵部官員在“會同議擬”時由誰為主？
在什麼地點進行？
這裏皆未說明。
而讀楊博的年譜，卻可找到部分說明。
該年譜嘉靖三十九年記事稱：
十二月壬辰，考選軍政。

前乙卯(嘉靖三十四年) 考選，公言：“錦衣衛例應赴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名人年谱续编>>

”陸武惠(掌錦衣衛事之陸炳——筆者注) 唯唯。
會公丁艱，仍疏免。
至是，公執如初，武惠不得已，率屬赴部。
而中門不開，詣懇徐文貞，文貞使人言公，令開中門。
而儀門之中門仍閉，武惠不得已，從東角門入。
是時，公與侍郎閔公煦、李襄敏公遂皆迎至堂，揖畢，公中坐。
武惠以聶貞襄在本兵，自考選過部，且由中入，既至堂復占首席，今公直據首坐，而虛次以待，衷殊
不平。
及舉筆，公有問，武惠初讓，不發一言，公遂不復與議，去留一自決，為汰數十人。
武惠忿沮。
(項德楨：《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三，第七冊第150～152頁)
這段記載說明，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考選錦衣衛官員時，為主者為時任兵部尚書的楊博，進行的地點
在兵部。
楊博的年譜之所以能部分回答上述兩個問題，完全是由於嘉靖三十九年時，楊博擔任兵部尚書的職務
，而考選錦衣衛的有關官員，正是兵部尚書的職掌之一。
又如《明史》關於太僕寺寺丞的記載：
寺丞，初置四人。
正統中又增八人，共十二人，以一人領京衛，一人領順德、廣平二府，一人領開封、衛輝、彰德三府
，九人分領順天、保定、真定、河間、永平、大名、濟南、兗州、東昌九府孳牧、寄牧各馬匹。
弘治六年革四人。
正德九年複增一人，專領寄牧之事。
嘉靖八年又革三人，共六人分領，三年更代，而以寄牧者令府州縣兼理。
隆慶三年又革三人，止設三人，以一人提督庫藏兼協理京邊，二人分理東西二路各馬政。
(《明史》卷七四《職官三》)
這段記載只記載了太僕寺寺丞的員數及分工，而其任職資格、升遷前程等並未涉及。
但如果查閱楊博的年譜，即可得知若干有關情況。
該年譜隆慶三年閏六月記事稱：
丙午，覆太僕寺卿顧存仁崇體統疏。
太僕丞多用廕胄，顧公請選科目才望之優者，詔部議。
公言：“太僕丞在《諸司職掌》原係京堂官，例不考覈，與尚寶、光祿丞同，本自尊嚴。
惟用非其人，致壞舊體。
此後務於主事、推官、知縣內選補，照尚寶、光祿例，內擢少卿，外擢司道，本寺遇缺少卿，令其分
攝，出巡則府佐以下俱行屬禮，違者聽呈兵部參處。
”從之。
(項德楨：《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卷九第七冊第272～273頁)
這段記載反映了隆慶三年閏六月前後太僕寺丞任職資格及升遷前程的變化。
楊博的年譜之所以能反映這些具體情況，不言而喻乃是因為隆慶三年之時，楊博身居吏部尚書之職，
而太僕寺丞的任職資格及升遷規定，正屬吏部尚書的職權。

其四，探究明代某一時期影響重大、事關多人的歷史事件，可採用同時閱讀此時期相關人物的多部年
譜的方法。
明人年譜數量多，這使明代某一時期可有許多人物都編有年譜，從而為後人揭示歷史真相提供了有效
的途徑。
如明代後期朝臣士大夫門戶之爭非常激烈，倘欲查找其相關歷史事實，即可同時閱讀顧憲成、高攀龍
、葉向高、魏大中、左光斗等多人的年譜。
這些年譜不僅數量多從而資料豐富，而且由於各譜作者見聞不一、觀點也有差異，因而所提供的資料
還可互相補充質證，便於分析出事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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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明人年譜中關於明代後期朝臣士大夫門戶之爭的資料極其繁多，為省篇幅，茲不轉引。

在利用明人年譜時，除了講究方法外，還應注意如下幾點，否則將影響搜集資料的範圍，甚至被誤導
，有礙於詳細準確地掌握歷史真相。

其一，明人年譜的譜名，與其他時代的年譜一樣，多帶有“年譜”二字，但也有不少不用“年譜”二
字者。
如殷邁的年譜(譜主自撰)稱《幻跡自警》，譜中作者自稱“以生平幻跡，次第直書”，其譜名中的“
幻跡”二字，實指譜主的言行。
耿定向的年譜(譜主自撰) 稱《觀生紀》，作者自撰《觀生紀序》稱：“觀生，觀我生平之履也。
”朱賡的年譜(譜主自撰) 稱《荼史》，他在全譜結尾處對該譜命名的原因解釋說：“荼史者，余病中
自叙行述，略鳴苦心，命曰‘荼史’。
”姚舜牧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自叙歷年》。
葉向高的年譜(譜主自撰)稱《蘧編》。
金世俊的年譜(譜主自撰)稱《寧我錄》。
這些年譜僅看名稱，很難將之與年譜聯繫起來，但卻是地地道道的年譜，並且多半價值甚高。
因此，在利用明人年譜時，一定要對此類年譜特加留心，以免漏掉，造成遺憾。

其二，前文提及，明人年譜中很大一部分是譜主或譜主的門生親朋所撰，因而其所記多為親歷、親聞
或親見，有真切詳實的優點，對之應充分注意加以利用；但由於作者與譜主有特殊的利害關係，這類
年譜中間或出現美化譜主、掩蓋譜主不光彩方面的現象。

其三，當一個人物編有多部年譜時，要儘量將各部年譜互相對讀，這樣常能收到互相補充校正之效。
如王守仁有多部年譜，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著錄有三十多部，楊殿珣編《中國歷代年
譜總錄》著錄有二十多部。
筆者曾將兩部年譜，即錢德洪編、羅洪先考訂《陽明先生年譜》及李贄編《陽明先生年譜》，作過對
讀，就發現兩譜有許多可以互相補充校正之處。

其四，對晚出的、甚至是今人所作有份量的年譜不可輕視。
一般而言，產生時代越早，文獻的價值越高，但對此不可絕對化。
晚出的、甚至今人所作的年譜，倘作者下過大功夫，該年譜很有份量，其價值不應低估。
後人往往比前人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這使肯下大力氣的人有可能作出超越前人造詣的優秀年譜。
如明末的大科學家徐光啟，自清朝以來多人為之修譜，而筆者所見到的今人梁家勉編著《徐光啟年譜
》最為晚出，但其所收集的資料最為豐富，譜文及附注所涉及或引及的文獻約二百八十多種，包括譜
主本人著述、與譜主有關的人物的有關著述、同時人或後人對譜主的記載、直接或間接與譜主生平活
動有關的歷史記錄、涉及或引及或影響及譜主學術思想的某些專門書等。
梁還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嚴格鑒別，相當真實、全面、系統地反映了譜主的生平，包括其人、其事、其
學以至其時代、其影響、其相關人物等方面的史實。
由此看來，倘利用徐光啟的年譜研究徐光啟其人和其他有關史事，這部最為晚出的梁著年譜是不可不
讀的。
又如明末思想家呂坤，原來沒有年譜，今人鄭涵參考近七十種古今著述，首創《呂坤年譜》。
他以近十二萬字的篇幅，對譜主的言行著述、論學交遊、居官行政等，詳加叙述；與譜主有關的朝野
大事、典章制度、歷史人物等，亦多有論列；凡譜主言論之有關朝章政典、國計民生足以反映譜主學
術思想、政治觀點者，均摘要轉錄，其尤其重要者，則雖長篇鉅制，亦全文收載。
這樣一部年譜，雖系今人所撰，但顯然具有相當高的史學價值，是不可多得的參考資料。

欲利用明人年譜，不可缺少著錄介紹明人年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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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惜，明人年譜未能像清人年譜得到來新夏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這一專著專門著錄介紹
那樣幸運，迄今為止，尚無專門著錄介紹明人年譜的專著問世。
不過，在若干著錄介紹歷代年譜的工具書中，明人年譜也得到了相當系統、全面的著錄介紹。
筆者所見到的這類工具書中，楊殿珣編《中國歷代年譜總錄》和謝巍編撰《中國歷代人物年譜考錄》
是著錄介紹明代年譜最詳細的兩部，後者尤其如此。
它們雖然難免偶有小誤，如謝書稱張信民編《曹月川先生年譜》“考月川生於洪武十年”，而查閱該
譜可知，實為記作“洪武九年丙辰春正月十三日午時生”。
但瑕不掩瑜，這些工具書的著錄介紹大多準確可靠，它們為利用明人年譜者指示門徑，大有裨益。
一九九七年又出版了黃秀文主編的《中國年譜辭典》，該辭典共收年譜四千一百一十五部，涉及譜主
二千四百三十一人，其中明人年譜三百八十五部，涉及譜主二百六十八人，對每部年譜的撰者、版本
、收藏單位、譜文特色，以及譜主的生平，皆有扼要介紹。
一九九九年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又出版了《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其中收載有明人年
譜二百七十五部。
為方便學者個人研閱，自二○○三年起，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又從中陸續輯錄出版了《明代名人年譜》
、《宋明理學家年譜》及《宋明理學家年譜續編》，現又整理出版《明代名人年譜續編》，收錄明代
人物年譜一百零一種(譜主九十四人)，在一定程度上為利用明人年譜者克服或緩解了有關年譜散存而
不便查閱的困難。
而目前比較充分地利用明人年譜的客觀條件已初步具備，筆者願與廣大同行共同開展利用明人年譜的
工作，以充分發揮其史料寶庫的作用，實現其史學價值。

二○一二年十月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名人年谱续编>>

书籍目录

明代名人年譜續編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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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桂古山先生年譜 明 桂萼編 清乾隆間刻本（241—272页）
30、陳紫峰先生年譜 明 陳敦履、陳敦豫編 清乾隆二十二年刻本（273）
31、吉水毛襄懋先生年譜 明 毛棟編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369）
32、端岩公年譜 明 張文麟編 民國九年影印本（429）
33、蓉川公年譜 明 齊祖名編 清光緒二十三年刻本（481）
34、文裕公年譜 清 黄佛頤編 清光緒二十九年刻本（507）
35、烏拉哈噠貝勒斡達善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545）
36、龍峰先生年譜 清 徐堂編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551）
第五册：（37—40）
37、王父雲塘先生年譜 明 郭子章編 明萬曆間刻本（1）
38、松谿程先生年譜 明 姜寳編 清咸豐間刻本（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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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唐一庵先生年譜 明 李樂編，清 王表正重編、許正綬三編 清咸豐六年重刻本（157）
40、吳太宰公年譜 明 吳惟貞編 明萬曆間刻本（289）
第六册：（41—44）
41、太常公年譜 清 錢泰吉編 清光緒三十年刻本（1）
42、吳疎山先生年譜 清 吳尚志、吳梅編 清刻本（199）
43、王一庵先生年譜紀略 袁承業輯 民國元年鉛印本（445）
44、譚次川自訂年譜 明 譚大初編 明萬曆間刻本（451）
第七册：（45—47）
45、太師楊襄毅公年譜（十卷存卷三、卷九） 明 項德楨編 明刻本（1）
47、嚴文靖公年譜 清 嚴炳、嚴燮編，嚴士美重訂 清光緒九年木活字本（421）
第八册：（48—54）
48、幻跡自警 明 殷邁編 民國間烏絲欄抄本（1）
49、陳士元先生年譜 胡鳴盛編 民國十八年鉛印本（31）
50、三一教主夏午尼林子本行實錄 明 盧文輝存稿、清 陳衷瑜編 民國二十八年鉛印本（63）
51、哈達色勒貝勒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219）
52、太史來瞿唐先生年譜 明 古之賢等編 清道光十一年刻本（225）
53、王師竹先生年譜 劉海涵編 民國間刻本（361）
54、顧襄敏公年譜 清 楊廷撰編 清道光間刻本（451）
第九册：（55—63 ）
55、景素公自叙年譜 明 于孔兼編 清抄本（1）
56、何伯子自注年譜 明 何出圖編 清乾隆十八年刻本（33）
57、一齋公年譜 清 陳斗初編 清道光二十九年刻本（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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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憨山老人年譜自叙實錄（卷首至卷上） 明 釋德清編，清 釋福善記錄、釋福征述疏 清順治間刻本
（289）
60、哈噠貝勒法克產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433）
61、鶴坡公年譜 明 莊起元編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439)
62、先考通議大夫全楚大方伯年譜略 清 莊鼎鉉編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本（455）
63、哈噠貝勒順克夷巴克什蘇三音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473）
第十册：（64—66）
64、高陽太傅孫文正公年譜 明 孫銓編、清 孫奇逢訂正 清乾隆六年刻本 （1）
65、安我素先生年譜 清 安紹杰編 清乾隆五十九年刻本（393）
66、天童密雲禪師年譜 清 釋道忞編 清順治十七年刻本（449）
第十一册：（67—69）
67、淄川畢少保公年譜（卷上、卷下） 清 畢囗囗編 清初抄本（1）
68、畢司徒東郊先生年譜 明 胡博文編 清初抄本（75）
69、鹿忠節公年譜 明 陳鋐編 清道光間刻本（235）
第十二册：（70—75）
70、王季重先生自叙年譜 明 王思任編，清 王鼎起、王霞起訂 清初刻本 （1）
71、真隱先生年譜 明 張有譽編，清 劉之勃注 民國三十三年抄本（159）
72、劉職方公年譜 清 劉穎編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233）
73、春溥先生年譜 清 黄駒編 民國間影印本（251）
74、達爾漢貝勒巴彥攝津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301）
75、劉子年譜（卷四十上、下） 清 劉汋編、董瑒輯 清道光四至十五年刻本（311）
第十三册：（76—78）
76、天傭子年譜 清 張符驤編、艾舟補編 清康熙間刻本（1）
77、方孩未年譜 明 方震儒編 清同治七年刻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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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呂明德先生年譜（卷首至卷二） 清 施化遠等編 清康熙二年刻本（47）
第十四册：（79—82）
79、奉直大夫吏部員外郎豫如府君年譜 清 華衷黃述略、張夏參訂、華王澄補編 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
（1）
80、葉天寥自撰年譜 明 葉紹袁編 民國間刻本（179）
81、侯忠節公年譜 清 侯玄瀞編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393）
82、補輯李忠毅公年譜 繆荃孫編 民國間南陵徐氏刻本（525）
第十五册：（83—90）
83、先忠節公年譜略 清 吳蕃昌編 清初刻本（1）
84、天山自叙年譜 明 鄭鄤編 清宣統二年刻本（219）
85、陳忠潔公年譜 清 陳才偉編 清嘉慶二十四年刻本（269）
86、吳先生年譜?貴池高田吳氏世表 劉世珩編 清光緒民國間刻本（297）
87、金正希先生年譜 清 劉洪烈注 清光緒二十三年木活字本（319）
88、金正希先生年譜 清 程錫類編 民國十七年刻本（381）
89、金正希先生年譜 清 李宗煝編 清末抄本（443）
90、貝子銜按班章京牛錄額鎮拜音岱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513）
第十六册：（91—102）
91、莊介吳公葦菴先生年譜 清 漆嘉祉編 清咸豐七年刻本（1）
92、明大司馬盧公年譜 清 盧安節編 清光緒元年重刻本（75）
93、蘿石先生年譜 清 左輝春編 民國間朱絲欄抄本（139）
94、申端愍公年譜 清 申涵光等編 清光緒五年刻本（157）
95、葛中翰年譜 清 葛暾、葛暐編 清光緒十六年刻本（179）
96、陶菴先生年譜 清 陳樹德編、宋道南重訂 清光緒五年刻本（229）
97、錢忠介公年譜 馮貞群編 民國間四明張氏刻本（251）
98、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 明 姜埰編，清 姜安節續編、姜實節訂 清光緒十五年刻本（297）
99、金忠潔年譜 清 金鏡編、金鑨訂 清光緒五年刻本（341）
100、蔡忠烈公年譜 清 鄒漢勛編、黄本驥重訂 清光緒七年刻本（379）
101、武舟公年譜 清 李慶來編 清道光間刻本（533）
102、頭等侍衛莫爾歡年譜 清 穆精額編 清道光間朱格稿本（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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