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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白居易生平大事記 

 

公元 君主紀元 年紀 官職 事蹟 

772 唐代宗 

大曆七年 

1  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今河

南省新鄭縣)的東郭宅，始生六七

月，能默識「之」、「無」二字 

773 大曆八年 2  祖父白鍠歿於長安，年六十八 

774 大曆九年 3   

775 大曆十年 4   

776 大曆十一年 5  開始學作詩，弟行簡生 

777 大曆十二年 6  祖母薛氏卒於新鄭縣私第，年七十 

778 大曆十三年 7  猶居滎陽(鄭州) 

779 大曆十四年 8   

780 唐德宗 

建中元年 

9  識聲韻，父季庚自宋州司戶參軍改

授彭城令，母陳氏封為穎川縣君 

781 建中二年 10  解讀書，父季庚因功擢升徐州別駕 

782 建中三年 11  去滎陽，從父季庚徐州別駕任所，

寄家符離  

783 建中四年 12  時兩河用兵，避亂於越中 

784 興元元年 13  避亂越中，弟幼美(金剛奴)生 

785 貞元元年 14  避亂越中，父季庚加檢校大理少

卿，仍充任徐州別駕 

786 貞元二年 15  避亂越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

書，能屬文 

787 貞元三年 16  至長安，攜詩謁見顧況 

788 貞元四年 17  旅居蘇杭二郡 

789 貞元五年 18  旅居蘇杭二郡 

790 貞元六年 19   

791 貞元七年 20  在徐州符離縣，與劉五、張徹兄

弟、賈餗兄弟等交遊，苦學力文，

以至於口舌成瘡，齒髮衰白 

792 貞元八年 21  弟幼美夭，權窆於符離縣南原 

793 貞元九年 22  去符離，隨侍父親於襄州別駕任所  

794 貞元十年 23  父卒於襄陽官舍，年六十六，權窆

於襄陽東津縣南原 

795 貞元十一年 24  在徐州符離縣守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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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6 貞元十二年 25  在徐州符離縣守喪 

797 貞元十三年 26  父喪服滿，仍居符離 

798 貞元十四年 27  兄幼文赴任饒州浮梁縣主簿，舉家

遷至洛陽，居易先到溧水看望叔父

白季康，後至浮梁探視兄幼文 

799 貞元十五年 28  春自浮梁負米回到洛陽省親，秋應

鄉試於宣州，為宣歙觀察使崔衍所

貢，往長安應進士試，在宣州與楊

虞卿相識 

800 貞元十六年 29  正月在長安，二月十四日在禮部侍

郎高郢主試下，以第四人及第，十

七人中最年少；後歸洛陽，暮春南

遊，至浮梁，九月至符離，外祖母

陳氏卒 

801 貞元十七年 30  春在符離，七月至宣州，秋歸洛陽 

802 貞元十八年 31  在長安，冬應吏部試書判拔萃科，

與元稹結交 

803 貞元十九年 32 秘書省校書郎 春與元稹、崔玄亮等人同以書判拔

萃科登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秋冬

南遊許昌 

804 貞元二十年 33 秘書省校書郎 在長安，春遊洛陽徐州；東歸迎

母，是年始移家下邽 

805 唐順宗 

永貞元年 

34 秘書省校書郎 在長安，寓居永崇里華陽觀，與元

稹、李紳交遊，贈答詩漸多 

806 憲宗 

元和元年 

35 周至尉 罷校書郎，四月應才識兼茂明於體

用科，與元稹等同登第，以對策語

直，入第四等，授周至尉，識陳鴻、

王質夫，十二月與遊仙遊寺，作〈長

恨歌〉 

807 元和二年 36 周至尉，兼任集

賢校理、翰林學

士 

秋自周至尉調充京兆府進士試

官，試畢，為集賢校理，五日召入

翰林，授翰林學士，與崔群定交；

弟行簡登進士第 

808 元和三年 37 左拾遺，翰林學

士 

四月，拜授左拾遺，屢次奏狀請求

革除弊政，得罪李吉甫；八月，與

楊氏結婚 

809 元和四年 38 左拾遺，翰林學

士 

與李紳、元稹等人共同提倡新樂府

運動，作《新樂府》五十首，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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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事；長女金鑾子生 

810 元和五年 39 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 

五月改官京兆府戶曹參軍，作《秦

中吟》十首，諷諭時弊 

811 元和六年 40 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 

母陳氏卒，辭翰林學士，為丁母憂

而退居下邽；女金鑾子夭，年 3 歲 

812 元和七年 41  居下邽守喪 

813 元和八年 42  居下邽守喪，作《效陶潛體詩十六

首》；行簡子龜兒生 

814 元和九年 43  居下邽，春得眼病；冬，服滿返京

除太子左贊善大夫，張籍來訪 

815 元和十年 44 太子左贊善大

夫 

在長安，居昭國里，六月宰相武元

衡為盜所殺，居易上疏請急捕賊，

遭王涯等人誣陷其母因看花墜井

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甚

傷名教，不宜置彼周行，貶為江州

司馬；十二月自編詩集十五卷 

816 元和十一年 45 江州司馬 夏兄幼文攜弟姪自徐州來潯陽；秋

作〈琵琶行〉，始遊廬山，訪陶潛

故宅；次女阿羅生 

817 元和十二年 46 江州司馬 廬山草堂建成，時元稹貶通州司

馬，作〈與元微之書〉；閏五月兄

幼文卒 

818 元和十三年 47 江州司馬 寓居廬山草堂，識郭虛丹，燒煉丹

藥；春行簡自梓州至，十二月二十

日授忠州刺史 

819 元和十四年 48 忠州刺史 春赴任忠州，行簡隨行，三月與元

稹在途中相會，二十八日到任 

820 元和十五年 49 忠州刺史/尚書

司門員外郎 

夏自忠州召還，除尚書司門員外

郎，十二月充重考訂科目官，改授

主客郎中、知制誥 

821 唐穆宗 

長慶元年 

50 尚書主客郎

中、知制誥 

四月充重考試進士官，夏與元宗簡

同制加朝散大夫，始著緋；又轉上

柱國，夫人楊氏封為弘農縣君；十

月轉中書舍人，十一月充制策考

官；弟行簡授左拾遺 

822 長慶二年 51 杭州刺史 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與牛

僧孺不和，自請外放，七月除杭州

刺史，十月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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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長慶三年 52 杭州刺史 夏至天竺寺避暑，秋初病，與周元

範、蕭悅等人遊靈隱寺、西湖，十

月，元稹路次杭州，留三日而別，

從此二人以竹筒貯詩唱和往來，旬

不間斷 

824 長慶四年 53 杭州刺史 修錢塘湖堤，重新疏浚六井；五月

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至洛

陽，冬元稹為編《白氏長慶集》五

十卷，並作序；弟行簡為司門員外

郎 

825 唐敬宗 

寶曆元年 

54 蘇州刺史 三月除蘇州刺史，五月到任，開闢

武丘寺路；與元稹、崔玄亮、周元

範、殷堯藩等人酬唱；冬遊太湖 

826 寶曆二年 55 蘇州刺史 二月因墜馬傷足損腰，臥三旬，又

得眼病，告假百日，冬初辭官歸

洛；弟行簡卒，年五十一 

827 唐文宗 

太和元年 

56 秘書監 春返洛陽，三月除秘書監，賜金

紫，四月到長安，復居新昌里第，

十月於麟德殿論三教教義，受文宗

稱賞；與劉禹錫交遊 

828 太和二年 57 刑部侍郎 春自洛陽返長安，二月除刑部侍

郎，封晉陽縣男，十二月得眼病，

告假百日；自編《後集》五卷、作

《因繼集》卷之二序，又編《白郎

中集》二十卷 

829 太和三年 58 太子賓客分司

東都 

三月編《劉白唱和集》上下卷，作

集序；假滿，罷刑部侍郎，以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冬生子阿崔，元稹

亦生子道保，共喜作詩 

830 太和四年 59 太子賓客分司 屢遊龍門，冬眼病復作，十二月除

河南尹 

831 太和五年 60 河南尹 子阿崔夭，年三歲；七月元稹卒於

武昌 

832 太和六年 61 河南尹 修香山寺，八月寺成；與舒元輿等

人交遊；編《劉白吳洛寄和集》一

卷，合以前二卷共為三卷 

833 太和七年 62 河南尹 四月因頭風病，請假五旬，辭河南

尹，再授賓客分司，歸履道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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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 太和八年 63 太子賓客分司 與裴度往來，七月編輯在洛陽所作

之詩，並作序 

835 太和九年 64 太子賓客分司 夏將所著詩文編為六十卷，付廬山

東林寺收藏，有〈白氏文集記〉；

九月授同州刺史，辭病不就；十月

除太子少傅分司，進封馮翊縣開國

侯；十一月甘露事變，居易幸免於

難；冬，女阿羅嫁談弘暮 

836 開成元年 65 太子少傅分司 在洛陽，春遊少寺山，閏五月自編

《白氏文集》六十五卷，藏於東都

聖善寺；六月避暑於香山寺；劉禹

錫歸洛陽，編《劉白唱和集》第四

卷《汝洛集》，居易作集序 

837 開成二年 66 太子少傅分司 在洛陽，三月與劉禹錫、裴度、李

仍叔等十五人修禊於洛；十一月外

孫女引珠生 

838 開成三年 67 太子少傅分司 在洛陽，自號醉吟先生，作〈醉吟

先生傳〉  

839 開成四年 68 太子少傅分司 以《白氏文集》六十七卷，藏於蘇

州南禪院；十月得風痺，左足不能

支，乃放妓賣馬 

840 開成五年 69 太子少傅分司 春，風疾稍瘳，自稱香山居士，放

歸歌妓樊素；自編《洛中集》十卷，

藏於香山寺；外孫談閣童生，有詩

贈劉禹錫；冬以病告假百日 

841 唐武宗 

會昌元年 

70  春與劉禹錫屢會飲；百日假滿，停

少傅官職 

842 會昌二年 71 刑部尚書致仕 在洛陽，以刑部尚書致仕，給半

俸；七月劉禹錫卒；婿歿，女阿羅

攜子談閣童自太原歸洛；自編《後

集》二十卷，藏於廬山東林寺，至

此《白氏文集》七十卷成 

843 會昌三年 72 刑部尚書致仕 在洛陽，以刑部尚書致仕 

844 會昌四年 73 刑部尚書致仕 在洛陽，春屢出遊，施捨家財，開

龍門八節灘、九硝石，以利行船 

845 會昌五年 74 刑部尚書致仕 在洛陽，三月於履道里宅合成七老

會；五月《白氏文集》七十五卷編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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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 會昌六年 75 刑部尚書致仕 在洛陽，春尚作詩，八月卒於履道

里宅，贈尚書右僕射，諡「文」；

十一月葬龍門山如滿師塔之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