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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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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一章　稚子即位

一

《清宣统政纪实录》卷首郑重记载：“光绪三十四年戊申冬

十月癸丑朔。癸酉酉刻，德宗景皇帝崩，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

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入

承大统为嗣皇帝。又钦奉懿旨，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

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十二月初五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

子，即承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

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

兼承大行皇帝之祧。”这年为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

二十一日，光绪皇帝病逝，十一月九日，不满三岁的溥仪，在太

和殿登基，承祧他的两位伯父光绪帝和光绪之前的同治帝，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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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皇帝。

溥仪当皇帝不仅因为他是醇亲王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

说，沾他外祖父荣禄的光也很重要。

荣禄（１８４３—１９０３年），苏完瓜尔佳氏，字仲华，一生忠于

慈禧，为她立过“奇功”。他出生于满洲贵族之家，头脑灵活而

有才气，是清朝末年一位长于钻营的官僚。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任主事，后升工部员外郎，又调户部银库员外郎，因贪污几

乎被杀，“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摆脱了这次厄运”。第二次鸦片

战争期间，咸丰帝出逃热河，恭亲王奕訢奉旨设巡防处，荣禄

“总其事”。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捐输军饷”，即花钱买官，得候

补道员官衔。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醇亲王奕譞建皇家军队神

机营，荣禄被调去当差，任翼长兼专操大臣。曾率兵镇压奉天

人民起义和直隶捻军张宗禹部。大学士文样疏荐称其“忠节

之后，爱惜声名，若畀以文职，亦可胜任”。累迁副都统、总兵，

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咸丰帝死后，宫中

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复杂，荣禄看风使舵，投机取巧，既投靠慈

禧一派，又不忘左右逢源，故仕途通畅。同治帝死，荣禄以内

务府大臣，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同被顾命。奉两宫懿旨迎光

绪帝于醇邸，入承大统，而又“独吁请嗣皇帝生有圣子即承继

大行皇帝为嗣子，时两宫为之感痛，允如所请”。因光绪帝即

位，初年，其父醇亲王奕譞得势，荣禄极力取悦之，曾献“先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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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遗阵图”，得奕譞赏识。补步军统领，擢工部尚书。光绪六

年（１８８０年），因纳贿被告发，降二级调用，不准抵消。但十一

年（１８８５年）“以报效枪支，奉懿旨开复降二级调用处分”。两

年后，授都统，又充领侍卫内大臣。十七年（１８９１年），任西安

将军。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恭亲王出办军务。慈禧六十寿辰

时，荣禄入京祝寿，钻营到恭亲王身边，被授步军统领，会办军

务。次年，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任兵部

尚书。翌年，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巴结慈禧的亲信太监

李莲英，关系非同一般；又因妻子常被召入宫中陪伴慈禧，故

了解宫中许多帝后不和内幕，也熟知慈禧好恶心态。积极为

慈禧献计谋，慈禧多有依赖，遂成为后党摇鹅毛扇子的人物。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与翁同和商议改革方案；慈禧与荣禄谋

废光绪帝、由太后“垂帘听政”计策。荣禄阴险地主张：“欲废

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

举而擒之。”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任文渊阁大学士。

荣禄给慈禧立的大“功劳”，正是历史的大罪恶。那是光

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

诏书，宣布变法。慈禧按照同荣禄等预谋的计策，令光绪帝连

下三道谕旨，将支持变法的帝党翁同和开缺回籍；二品以上大

臣授新职须到皇太后前谢恩；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三

军。荣禄假惺惺地与翁同和挥泪握别，说：“您怎么把皇帝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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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罪了？”接着，以文渊阁大学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以

首辅之位，谋用六部九卿联名上书的办法，废光绪帝，由慈禧

听政，但未得到响应。又谋慈禧与光绪帝到天津阅兵时举行

政变，废掉光绪帝。维新派得知这一阴谋后，打算通过袁世凯

在阅兵时救光绪帝并杀掉荣禄，结果被袁世凯出卖。荣禄于

八月初五夜在天津得到袁世凯密报，专车北上进京，在丰台下

车径往颐和园，报告慈禧，并帮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镇压了

维新派，慈禧再度临朝“训政”，荣禄入任军机大臣，受命管兵

部，节制北洋海陆各军。廷旨屯重兵于近畿，以资“镇慑”，这

项重任又非荣禄莫属，“于是始设武卫五军，而以公总中军兼

节制各军”。“军国事一倚公为襄理”，身兼将相，权倾举朝，一

人之下，万人之上。慈禧议废光绪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亻隽为

同治帝嗣，因恐洋人干涉，荣禄建议改称“大阿哥”。

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他以熟练的

两面派手法，赢得新的奖赏。当时，清廷内部有主“剿”、主

“抚”之争。慈禧决定利用义和团时，惩处了主“剿”的官员；八

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逃往西安，为了向洋人表示，让义和团

打洋人的不是她，又抓替罪羊，惩处主抚的官员，端王载漪被

革职削爵发配新疆，“大阿哥”也废了。荣禄本是主“剿”的，但

看着慈禧的颜色行事，见廷议决定“抚”，他便同声附和，由主

“剿”到主“抚”；暗中仍努力于“剿”的活动，向慈禧揭发端王伪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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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各国要慈禧归政照会，慈禧于是怒责端王，对荣禄更加信

任。奉命率武卫中军围攻使馆时，指挥甘军董福祥部“向空发

枪，使宫中闻之可矣”，并以瓜果馈赠使团，以示慰问。八国联

军进北京，慈禧出逃，命李鸿章、奕劻负责议和，荣禄授计掌握

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归政给光绪，一

切条件都可答应。这样，慈禧主“抚”时，他是拥护者，主“剿”

时，他又是先知者和有功者，与洋人议和时，他是慈禧尊严与

权力、地位的忠实维护者，至于民族的利益可置之不顾，因为

那与他的高升没有关系。果然，事后奉慈禧懿旨：现在时局渐

定，回京有期。“荣禄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复能随时赞襄，匡

扶大局”。“着赏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太保衔”。

总之，荣禄得慈禧的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

细，常待一言决焉”。

但慈禧的年岁毕竟大于光绪帝很多。戊戌政变得罪了光

绪帝，终是荣禄的一块心病。他找李莲英商量，求李莲英在慈

禧前进言，把女儿配光绪帝为妃。李莲英向慈禧提及此事，

“老佛爷他顾而不答”；又出主意让荣禄在慈禧诞辰时，把女儿

带进宫朝贺，以便相机进言。荣禄如期“盛妆饰女入宫”。此

女“齿牙伶俐，朝贺陈对之间，颇娴礼制，孝钦大为称许”，从

此，常被召入宫，慈禧认为养女。李莲英又提起荣禄请太后为

女指婚事，慈禧想指给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李莲英提醒她：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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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年龄太小了，接着说：荣禄功劳很大，“而皇上常露不慊之

意”，要设法“保全勋臣”。他认为给光绪帝的兄弟、醇亲王之

子载沣指婚为好。慈禧说：“吾已知若之意，可告荣禄，由吾指

配载沣，以敦两家之睦谊。”为此事荣禄先后贿李莲英数十万。

由于这笔交易成功，荣禄的女儿成了载沣———第二代醇亲王

的嫡福晋。

正因为溥仪是慈禧的忠臣荣禄的外孙子，慈禧格外高看

他一眼。据说，光绪帝生命垂危，慈禧力主立溥仪为嗣帝时，

曾对人言：“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

长子，立为嗣君，以慰荣禄一生忠诚之报。”此话可以作为一种

分析问题的参考。

慈禧信任荣禄，考虑对他一生忠诚图报时，对醇亲王家已

深怀戒备。有位为慈禧择定万年吉地的内务府大臣对慈禧

说，妙高峰醇贤亲王园陵上有一棵大白果树（银杏树），罩在墓

上，“按地理非帝陵不能当”。“白”字和“王”字合起来是“皇”

字。这是出皇帝的陵地，应当早日把树伐掉。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慈禧派人把树锯掉，光绪帝闻之，曾前往陵园，遥

望树已被砍倒，在舆中失声痛哭。慈禧不愿意醇王府中出皇

帝，又担心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心想废掉光绪帝，又不能

不考虑诸多方面的牵制，亦疑亦惧。戊戌政变，把光绪帝囚在

瀛台，名存实废，不能干净利落地废，主要怕洋人有异议。慈
—６—

清逊帝溥仪（上）



禧注意到了“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在她与光绪

之间的矛盾斗争中，洋人显得倾向光绪帝。为克林德公使在

华被杀之事，德国指定要皇帝的兄弟代表皇帝去德国道歉，而

且载沣那次去德国，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更“加深

了她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

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了

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亲王府撮合成为亲家”。就这样，载沣

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在德国赔礼回来，在开封迎上回

京的銮驾，奏复在德国的情况，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

了“指婚”的懿旨。

至于“指婚”当时的用意，是否就是为了荣禄的女儿和第

二代酵亲王载沣生的长子做皇位继承人，即使是，也是后话，

是设想，最现实的是通过这桩婚事，给醇王府掺进“砂子”，在

醇亲王的枕边安上耳目和手臂，起监视作用、支配作用。醇亲

王的确是顺从于慈禧的，对哥哥所受的苦尽管心里同情，却毫

无不满的表示。到溥仪当选为皇嗣的时候，慈禧已经对醇亲

王府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和疑虑，可以放心了。这时，荣禄已入

土，立溥仪为嗣皇帝，一举数得，其中也包括慈禧对荣禄这位

老“忠臣”的报答与怀念。但最最主要的，还是慈禧的统治权，

首先必须有利于巩固慈禧的统治权。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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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溥仪有一个富贵而温暖的家。

他的祖父奕譞，醇亲王，是道光皇帝的第七个儿子。奕譞

的次子、溥仪的伯父载?继同治帝入宫嗣位为光绪帝，优诏赐

醇亲王以世袭罔替待遇。清朝惯例，一般世袭爵位是降一等

承袭，如：亲王之子袭郡王。“世袭罔替”者需有特殊功劳，为

数很少。除了参加开国战争的以外，由皇子分封出来，以“功”

特封世袭罔替爵位的只有：乾隆三十九年封“恰贤亲王”（康熙

的第十三子允祥）、同治十一年封恭忠亲王（道光第六子奕

訢）、光绪元年封醇贤亲王（道光第七子奕譞）、光绪三十四年

封庆亲王（乾隆第十二子之孙奕劻）世袭罔替。满洲贵族在清

王朝统治中国期间，是全国各阶级、各民族中为数不多的显

贵，而醇亲王府又是这群显贵中为数更少的显贵。

溥仪有四位祖母，第一位祖母是奕譞的嫡福晋、慈禧的妹

妹叶赫那拉氏。她一共生了五个孩子：长女六岁夭折；长子死

时不满两周岁；次子载?即光绪帝；三子只活一天半；四子不

到五岁又死了。据说因为这位母亲恐怕孩子消化不良，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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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吃饱，孩子们患营养不良症而死。第二位祖母是奕譞的

侧福晋颜札氏，系慈禧所赐，去世很早，生一女，夭逝。第三位

祖母是奕譞的第二侧福晋刘佳氏，是溥仪的亲祖母。她共生

四个孩子：女儿两岁夭折；儿子，载沣，是溥仪的父亲；载洵，是

溥仪的六叔；载涛，是溥仪的七叔。第四位祖母是奕譞的第三

侧福晋李佳氏，生一女，奉命嫁给世袭一等忠勇公松椿为妻，

二十八岁死。

溥仪有两位母亲：生母苏完瓜尔佳氏，名幼兰，是载沣的

嫡福晋，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年）八月结婚。庶母邓佳氏，是

载沣的侧福晋，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结婚。两位母亲生溥仪兄

弟姐妹十一人：溥仪为长兄，瓜尔佳氏生；二弟溥杰，光绪三十

三年（１９０７年）生，与溥仪同母；三弟溥淇，庶母民国四年

（１９１５年）生，三岁殇；四弟溥任，民国七年（１９１８年）庶母生；

长妹韫娱与溥仪同母，宣统元年（１９０９年）生，十八岁死；二妹

韫和（金欣如），同母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生，三妹韫颖（金蕊

秀），同母民国二年（１９１３年）生；四妹韫娴，庶母民国三年

（１９１４年）生；五妹韫馨（金蕊洁），庶母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生；

六妹韫娱，庶母民国八年（１９１９年）生；七妹韫欢（金志坚），庶

母民国十年（１９２１）生。

溥仪的父亲载沣不但政治上随和，愿意图清静，而且生活

上也求安闲，家务由他的母亲、溥仪的祖母刘佳氏主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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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门读书。他性情平和，对子女、佣人都不严。当然，子女、佣

人也不怕他。有一次天已昏黑，太监还不上窗户，经他责问，

太监竟敢回答：“因为今天奶奶（载沣福晋）不在家。”他没有特

别嗜好，不吸烟，不喝白酒，更不吸鸦片。他的生活呆板而单

调，一切“照老例”办，如：春节吃干菜馅煮饺，立春吃春饼，是

必须的；到什么时候吃黄花鱼、榆钱和野菜、饭包、火锅，也一

成不变。喝茶，春夏秋冬有别，夏喝碧螺春，春秋用香片，冬天

饮红茶。穿衣更是老套子。理发，在剪掉辫子后，按季节变发

式，“立夏依例推平头”，不管这天多么凉，“立秋依例留分头”，

不管那天多么热。但对于新知识、新事物又蛮有兴趣，如：对

天文学，不但读不少书，还在夜晚给子女们指认星座，有日食、

月食出现，他把玻璃片熏黑领着子女观看，并记到日记里。其

他如：买汽车，安电灯、电话，穿西服及剪辫子等，都是王公大

臣中最早的。对于孩子的家庭生活来说，这样的父亲不是最

理想的，但还是不错的。

溥仪的母亲瓜尔佳氏，却是另外一种人。她从小受宠，高

傲任性；很会享受，花起钱来连富有的王爷载沣都头痛。溥仪

在《我的前半生》中说：“父亲的收入，不算田庄；亲王双俸和什

么养廉银每年是五万两，到民国时代的小朝廷还是每年照付。

每次俸银到手不久，就被母亲花个精光……花得我祖母对着

账房送来的账条叹气流泪。”由于瓜尔佳氏对人严厉，佣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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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都怕她。

但父母的性格是刚是柔，都不会给溥仪带来什么不幸。

他是醇亲王的长子，嫡出，依例，理所当然是醇亲王的继承人，

因此，地位非同一般，而且，他从降生到三岁离开醇亲王府，一

直在祖母的抚育下。因为醇亲王府的惯例，头生的孩子过了

满月就离开母亲归祖母抚育，第二个孩子由母亲抚育，第三个

仍归祖母，第四个仍归母亲……其余依此类推。因此，溥仪生

下来归祖母刘佳氏抚养。这位祖母对自己的儿孙感情十分深

厚，溥仪在她温暖的怀抱中长到三岁，每分钟都是甜美的。这

大概是溥仪前半生家庭生活中最最值得玩味的了。他说：“祖

母是非常疼爱我的。听乳母说过，祖母每夜都要起来一两次，

过来看看我，她来的时候连鞋都不穿，怕木底鞋的响声惊动了

我。这样看我长到三岁。”

让一个不满三岁的儿童离开自己的家，独自到一个陌生

的地方去，这种痛苦是溥仪本人和醇亲王府都难以承受的。

醇王府中，载沣最早得知慈禧要溥仪进宫当皇帝的消息。

他在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

庆王到京，午刻同诣即携溥仪鸾殿面承召见，钦

奉懿旨：醇亲王载沣着授为摄政王，钦此。又面承懿

旨：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着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

读书，钦此。叩辞至再，未邀俞允，即命携之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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