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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溥仪的胞妹。
自从八十年代初，贾英华采访我之后，一直保持了多年交往。
一九九五年六月，他开始按提纲录下我一生的回忆，加以考证，撰写成书。
这是我们双方的共同愿望。
随着大哥、二哥①的先后去世，我成了末代王朝和(醇)王府衰落最年长的见证人。
    我的真实经历和这本书，如果使世人能够了解一段历史沧桑，就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
    特亲笔作序。
    九十一岁金欣如(爱新觉罗·韫龢)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号(印章)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末代皇妹韫龢>>

内容概要

《末代皇妹韫龢》由贾英华著，作者通过多年艰辛挖掘，真实披露了紫禁城内和醇亲王府一些世所罕
知的秘闻。
对于宫廷的衣食住行，乃至连醇亲王府如何在每个月中过节及过年，书中也一一作了生动描述。
读者不仅可以从中了解昔日末代皇族的日常生活及个中细节，更可在字里行间“捕捉”到溥仪和爱新
觉罗家族百年沧桑的一札“侧影”。
?
身为溥仪的二妹，她曾亲历末代皇帝出宫、潜离王府、寓居天津、尔后又追随乃兄远赴长春，洞悉伪
满傀儡政权诸多内幕。
作者经考证，逐一作了真实披露。

韫龢亦曾陪丈夫留学英国，居住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家中，详述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撰写
由来和始末。
伪满垮台后，她与丈夫携子女流浪于冰天雪地的东北，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皇妹”。
新中国成立前夕，她和家人经过一路坎坷乃乞讨，返京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

这部《末代皇妹韫龢》，不仅对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和贾英华所著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有所
佐证，更对了解溥仪真实的一生，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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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五十年代出生于北京。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晚清史研究学者。
多年来先后采访数百人，搜集末代皇帝及晚清宫廷人物史料数以千万字计。
先后著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末代皇弟溥杰传》(评为全球华人读物美国
地区十大畅销书)、《末代太监孙耀庭传》(出版英文版并节译15种外文)、《末代皇帝立嗣纪实》(评
为北京第二届图书节畅销书)、《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等。
以上图书出版后，畅销国内外，部分作品出版日文和港台版，并受到国内外数百家权威媒体评介。

他曾捉刀为末代皇帝溥仪题写墓志，为末代太监孙耀庭撰题碑文，书法作品曾入选《中国首届当代名
人名作展》、《当代名家书画展》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末代皇妹韫龢>>

书籍目录

序
序二
第壹章  两代帝王之家
  一醇亲王府秘辛
  二祖父奕觳和四位祖母
  三宣统“逊位”前出生的二格格
第贰章  父亲载沣和母亲瓜尔佳氏
  一载沣被慈禧强逼退婚
  二祖母对她几位父辈的评价
  三母亲瓜尔佳氏——荣禄的掌上明珠
第叁章  幼年生活
  一溥仪罕为人知的乳名
  二童年趣事
  三“精奇”德妈
  四一日三餐
第肆章  醇亲王府内
  一祖母的“陪伴儿”
  二风水宝地思谦堂
  三淘气的二格格
  四王府的迷人传说
第伍章  王府习俗
  一繁缛的旧规矩
  二一年到头过节
  三“任真堂”的刻板私塾
第陆章  进宫会亲
  一去见“皇上”哥哥
  二最爱吃“梨”犯了“忌”
  三“皇上”竟是一个小孩儿
第柒章  祖母讲述的亲历故事
  一祖母口中的慈禧
  二载沣提议释放汪精卫并会见孙中山
  三袁世凯托人说媒欲将女儿嫁溥仪
  四瓜尔佳氏力主溥杰与张勋之女联姻
第捌章  晚清后宫
  一珍妃之死是端康太妃的心病
  二“皇后”变“皇妃”
  三跟婉容学会吸烟
第玖章  王府内的繁琐礼仪
  一皇上的“称谓”
  二溥仪的真假生日
  三在终日玩耍中长大
第拾章  紫禁城“伴驾”溥仪
  一宫内禁吃牛肉
  二亲历母亲瓜尔佳氏自杀
  三回姥姥家——荣禄家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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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端康太妃屡邀醇亲王府后人进宫
第拾壹章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前后
  一端康太妃去世
  二溥仪被逐出宫
  三载沣躲至西什库教堂避难
第拾贰章  举家迁居天津
  一祖母病逝
  二英租界十三号路一六六号
  三正式上学
第拾叁章  津门琐事
  一敢拿溥仪的乳名开玩笑
  二陪婉容学京戏逛街购物
  三溥仪被球拍打破脑袋
第拾肆章  静园生活
  一杰二哥婚变
  二水果篮里的炸弹
  三溥仪派川岛芳子护送婉容赴东北
第拾伍章  伪满岁月
  一恶里巴心
  二过“整千秋”
  三伪满后、妃
第拾陆章  溥仪指婚
  一初识“额驸”
  二婉容亲为韫龢张罗婚事
  三溥仪请“蹲儿安”露怯
第拾柒章  赴英留学
  一《紫禁城的黄昏》在英才的摇篮边诞生
  二脾气古怪的庄士敦
  三庄士敦患膀胱癌病逝海岛
第拾捌章  英国归来
  一泡在盐仓里的“成龙”
  二溥仪再披“龙袍”
  三内廷秽闻
  四载沣无奈离“新京”
第拾玖章  赴日留学
  一溥仪寄来的怪信
  二“皇弟”的婚事内幕
  三“护军事件”的背后
第贰拾章  伪满末日
  一德妈病逝
  二“康德”的最后召见
  三婉容写给溥仪的最后一封信
第贰拾壹章  流浪临江
  一“皇妹”被搜身
  二“临生”
  三二嬷在“通化暴动”中去世
第贰拾贰章  东北飘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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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额驸”成了“灵仙儿”
  二改名“金欣如”
  三离开新滨
第贰拾叁章  初返京城
  一露玉轩栖身
  二变卖醇亲王府
  三父亲载沣病逝
第贰拾肆章  迈入新社会
  一学会过平民日子
  二毛主席托章  士钊打听三格格
  三重逢御医和宫女
第贰拾伍章  自食其力
  一创办托儿所
  二邂逅老太监李长安
  三怕被扣留不敢探监
第贰拾陆章  “皇帝”特赦以后
  一溥仪与英才掰腕子
  二陪溥仪观赏三妹演京戏
  三毛泽东和周恩来关怀溥仪兄弟
第贰拾柒章  二嫂归国和大哥新婚
  一“七夕”之盼
  二兄嫂团圆前后
  三大哥溥仪神速的新婚
第贰拾捌章  “文革”中的皇族
  一子女的普通生活道路
  二红卫兵抄家
  三溥仪丢失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第贰拾玖章  劫后皇族
  一鼓楼西大街
  二半个多世纪后重游故宫
  三见证历史
尾声
后记
附录  韫龢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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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无疑，有些可能是大人哄小孩儿的亲昵用语，诸如洗手，就说洗洗“老香香”，洗
脚则叫洗洗“老丫丫”。
自幼起，她就知道，如果要想让大人抱一下，就撒娇地冲着大人说： “请请、请请⋯⋯” 显然，这
就是“抱一抱”的意思。
保姆若想抱抱她，就说“我请请、请请”，说着，就将她抱起来。
自然，佣人只对醇亲王府的小孩儿这样说。
 虽然贵为王府格格，因王府房子较高，冬天虽然烧煤球炉子，屋里仍很冷，所以她幼年时每年冬天都
冻脚。
一次，德妈为她治脚冻疮。
把山里红烤熟后，掰开两半，拿来擦冻疮，她疼得龇牙咧嘴，居然蛮管用。
 她玩儿心忒重，直到十一二岁，仍然酷爱斗蛐蛐，时常捧着喂养的蛐蛐，带着三妹一起去跟溥杰的蛐
蛐斗个没完没了。
 她煞费时机，积攒了不少蛐蛐罐儿，里边放着大大小小数十只蛐蛐。
她去花园里逮到蛐蛐之后，先放入蛐蛐罐，再放进大鱼缸。
到最后，整个大鱼缸竟然码满了蛐蛐罐，每到夜间，蛐蛐叫唤得异常起劲。
 她的父亲载沣在正房听着总嫌闹得慌，时常被吵醒，硬逼着韫稣拿走了。
 养蝈蝈，也是她起的头儿，杰二哥和大格格、三格格由此受到影响，纷纷养起了蝈蝈。
这与养蛐蛐不同，她专门买来一个葫芦养蝈蝈，上边有一个雕花的盖儿，又保暖又透气。
没想到，招人喜爱的蝈蝈在里边居然可以越冬，一直活到新春来临。
 这虽给她带来不少乐趣。
可是，养蝈蝈声音毕竟太吵，父亲载沣听到总显得不高兴。
但因她姊妹几人都在养，所以他也没办法，只得皱皱眉头，不再吭声。
 除了养宠物，兄妹还时常坐在一起，比赛谁手中的雨花石色彩鲜艳、个头大。
彼此手里攥着各种彩色石子，经常一起比着玩儿。
那时，小市上有卖彩色雨花石的，形状大小各异。
看得出来，溥杰特别疼爱她和三格格，天天下午都来看望这姐俩儿。
杰二哥虽然只比她大四岁，她却不敢招惹他生气，多少心存敬畏之心。
 偶尔，她俩商量好哄抢溥杰手中的雨花石，二哥既不着急也不气恼，还抽暇教她俩绘国画，她俩只得
罢手。
在姊妹当中，三格格画得比她稍强一些，但不拔尖，却总是淘气，非但不很好学绘画，且总招大姐生
气。
大格格若生起气来，往往火冒三丈，追得三格格满院子乱跑乱叫。
 韫龢喜好广泛，从小起，就爱积攒香烟盒上的洋画，直到整整攒了一大匣。
德妈见她喜欢，还专门给她买来，为的是哄她高兴。
有时，她和大格格、三格格一起比赛谁的多、谁的好看。
溥杰却从不喜欢这些，只是偏爱念书、写字这类儒雅之事。
 虽然她怕虫子，王府里养蚕之后，她倒变得胆大起来。
最初，她养了十几条，觉得很好玩儿，时常掐下院里的桑叶喂它们。
她在小箱里铺上一个小方垫，过不多久，就被蚕丝缠满，感觉蛮有趣。
 她越发对养蚕产生兴趣，从不敢接触以致将“蚕宝宝”捏在手里玩儿。
继而，经过德妈指点，她将蚕丝做成墨盒里的丝绵垫儿，讨好地赠送父亲，居然意外得到了夸奖。
 闲暇之际，她和姊妹几个还学过风琴。
而琴师是溥杰认识的一个满族朋友，叫关良，不仅擅修风琴，也会演奏钢琴。
有时，他还去宫里为溥仪表演钢琴独奏，还当过几天“逊帝”的钢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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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雪飞风扫，欣迓春来早。
    《末代皇妹韫龢》杀青付梓，终于了却我一桩心事。
确切说，这是我撰写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人物的第七部书。
    这是一部“迟到”的书。
    二〇一一年阴历十月初四，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胞妹——爱新觉罗·韫龢，诞辰一百周年。
这年十月十日，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她是溥仪的二妹，自然是钟鸣鼎食的醇亲王府的“金枝玉叶”。
她自幼出入紫禁城，也是与同治皇帝的妃子敬懿太妃、庄和太妃、荣惠太妃以及光绪皇帝的妃子端康(
瑾妃)太妃暨逊帝溥仪和皇后婉容、淑妃文绣等人，在逊清宫廷一起生活过的“亲历之人”。
她真实的回忆，显系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由于溥仪的大妹韫瑛早夭，随着溥仪和溥杰及几个妹妹相继过世，她遂成了宫廷暨醇亲王府落幕最
年长的历史见证人。
    客观地看，她的妹妹和弟弟虽然也曾有过宫内和王府生活的经历，但毕竟年幼，远不如她洞悉内情
。
鉴于她与溥仪是一奶同胞(同父、同母)，在溥仪一生中，她是姊妹中与之关系最密切者——直至溥仪
逝世前，仍对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也许正为此，一些人形容她是颇具男人气概的干练女人。
一些书中，亦曾不准确地将她描写成替溥仪四处打探消息并在幕后屡出主意的“心腹”。
也有人说，她曾为溥仪在伪满洲国秘密张罗“皇妃”以抗衡日本人。
还有人传说，她在伪满垮台后，偶与流落东北的溥杰之妻嵯峨浩因资财发生龌龊，终至断绝关系。
甚至还有人说，她的儿子带红卫兵抄了爱新觉罗家族的家⋯⋯这些种种扑朔迷离的说法，为韫龢抹上
了一层神秘色彩。
    绝非虚言，如实记述她的一生，不仅可以从中窥视逊清宫廷和醇亲王府的生活细节，也可以获知溥
仪和爱新觉罗家族百年沧桑的一页侧影。
    她作为溥仪的二妹，曾亲历末代皇帝出宫、潜离王府、寓居天津，又追随其赴长春，洞悉伪满傀儡
政权诸多内幕。
在溥仪支持下，她曾陪丈夫留学英国，居住在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家里，深悉《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撰写始末。
伪满垮台之后，她与丈夫携子女飘泊于冰天雪地的东北，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皇妹”，饱尝世态炎
凉。
    新中国成立前夕，她一家历经坎坷返京，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这使特赦后的溥仪羡叹不
已。
她与爱新觉罗家族的人们，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时常挂在嘴边的是一句口头禅：我成了自食其力
的劳动者。
    她从尊贵无比的“皇妹”，成为新中国托儿所的普通保育员、所长，继而又走进窗纱厂当了一名普
通工人，直至退休。
然而，她和家人在“文革”中遭受冲击，却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一种坚忍达观的心态。
    毫不讳言，依据韫龢的原始回忆，且经考证所撰写的这部书，或可对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有所
弥补，也予笔者所续写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有所佐证。
换言之，这部书对了解溥仪真实的一生，或许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似应说明，即使这部书中个别史实，如“进宫会亲”以及周恩来总理接见爱新觉罗家族等内容，在
拙作《末代皇弟溥杰传》等书中亦有所涉及，但韫龢老人的追忆，自有其独特的角度、更细腻的忆述
及不同的说法。
这绝非简单重复的内容，兹存录备考，亦应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姑算作一则历史注角吧。
    以何体例动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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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考虑再三。
韫龢女士是我多年的忘年老友，从当初我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时，就得到过她的无私襄助。
经过数年努力，我陆续录下她回忆一生的专业影像以及近百小时录音。
如今，这些都成了珍贵的文物史料。
    毫不讳言，本书初稿是以韫龢老人自述的第一人称撰写的。
当她去世后，囿于此种写法的局限，且已无法再请其审阅书稿，我本着文责自负，遂改用第三人称撰
写此书。
其重要原因，即使此书更具客观性，还可引录或考据其他史料以佐证，也更禁得起历史推敲。
    转瞬间，算来，我与韫龢女士相识三十年矣。
与其交往之际，她忆及所历往事时，不知多少次感慨地对我说：    “那真是恍如隔世啊⋯⋯”    真实
再现历史，无疑是最具价值的。
依据独家史料，以朴实的文笔且不加虚构地撰写成书，使读者感受其真实的一生以及亲历的那一幕真
实历史，正如韫龢女士亲笔作序写到的，是韫龢老人和我的共同心愿。
    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寻访鼓楼西大街马路北边那座小院且与之初识时，她仍未褪去“文
革”刚结束的心头阴霾。
她虽值暮年，依然精神矍铄地和丈夫郑广元一起，与我每每畅谈至夜。
    当我在昏暗的街灯下，以疾驰的速度骑着自行车返归京城东南角——八王坟的路上，脑海浮现的总
是她谈及宫内和醇亲王府为人罕知的轶事，以及溥仪一生且不为外人所知的“秘辛”，乃至后半生中
，溥仪特赦后与她重逢的惊喜⋯⋯    然而，最使我感慨万端的是，她大起大落的坎坷人生。
在灯下，她倾情追溯的不仅是反差极大的蹉跎经历，从她饱经沧桑的神情中，透出的亦是人生彻悟的
真诚。
    她那淡淡忧郁而诚挚的眼神，至今仍时时晃动眼前⋯⋯    三十多年前，我正为撰写《末代皇帝的后
半生》而多方寻访历史知情人。
然而，采访三百多名身世各异的历史人物之后，我依然觉得她是一位有着不平凡经历的独特人物、颇
值得留下记载的“末代”皇族。
她的“末代皇妹”身份，她从至尊至贵到一贫如洗的跌宕人生，无疑会给后人留下无言的启迪。
    人生无百年。
这是实话。
人生百年有几人？
她在世上活了九十一年。
她所经历的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一世纪初——恰值中国发生最伟大变革的百年
巨变。
她独特的个人经历，显然从某一特定角度，折射了中国百年沧桑。
    纵观世界，上一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历史演变，首推“辛亥革命”——“宣统皇帝”逊位，终结了数
千年封建帝制。
这在人类史上，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如今，末代皇帝溥仪不仅成为上一世纪独特的历史人文符号，也是引起全世界历史学者广泛关注的热
门人物。
解析他的一生，对于研究百年来历史进程，无疑颇具不同寻常的历史价值。
    韫龢是末代皇帝的胞妹，又是他一生中最亲近信赖的人物。
她对溥仪了解之深、之透，鲜有比肩者。
她的脑海里，存载着许多历史细节和历史未解之谜。
    甚至可以说，她所知道的某些历史真相，至今仍没有对外透露，而注定成了历史的遗憾。
    前后想来，只能说是缘分。
“末代”的缘分，使韫龢成了我书中的主角，也使我有幸成为这部书的捉刀者。
想来，或许冥冥之中，有一只“上苍”之手在缜密安排，也未可知。
不然，这些“末代人物”何以一一成为我身旁的忘年之交，又进而一个个成了我书中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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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忆及九十年代初，由于许久未看望韫龢，我第一次找到她迁居的新家。
哪知，敲了半天门，竟没人开门，我遂找到楼底的居委会。
于是，街道负责人让开电梯的姑娘，给韫龢老人传递一个口信儿，说有一位贾先生要去她家看望。
因保姆有口音转述不清，韫龢没听懂又亲去询问，才弄清楚。
她言出诚恳，如果贾先生来最好提前打个招呼，否则猛不丁没准备。
    只为不留下过多遗憾，我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断断续续用了数年，与她倾心访谈同时用录音机客观
录制了她近百小时的历史追忆以及历史辨舛。
谈话之际，她有时拖着病体，勉强挣扎着从病榻爬起，噙含泪水，追忆起跌宕起伏的人生之旅。
    为撰写此书，她抱病按照我拟写的提纲做了断断续续回忆，使我感动莫名。
为答谢她，我以小时付酬，作为对她并不富裕生活的一点儿补贴。
她病逝前两年，考虑到她病中生活艰难，我又拿去一些报偿，聊表对老人的一点儿情意。
    其间，她以年近九旬高龄，阅读了不少有关文史书籍，详细指正哪些记载是不对的，哪些细节不确
，以至纠正某些故宫历史照片说明中的张冠李戴。
因她毕竟是那段历史中人物，她的“亲历”，尤具文史价值。
回忆往事时，韫龢不止一次对我说：    “有时，我在夜里想起往事就爬起床，用小纸片记上几句，不
然就忘了。
”    自然，她也频历思想斗争乃至亲友的不同歧见。
在我长达数年的劝说下，她终于同意对其回忆录音、录像。
她有了“历史知情者说”的勇气。
    在回忆过程中，她亦有思想反复，有时反倒失去了和盘托出的自信。
或许缘因我那几部“末代皇帝系列丛书”，如《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在国内外引起轰动乃
至引发争议，她产生了些许顾虑。
我的真实想法是，不怕有争议，只怕没依据——在考证之后秉笔写史，为历史留下哪怕一点儿相对真
实的史料，也绝不妄加想象或虚构。
而这并不被所有人，准确地说未被个别人理解。
为圣者讳，为亲者讳，仍成了历史研究的桎梏而仅非俗人之见。
    坦言之，客观披露历史真相，又不超越民法隐私权的界定，这成了对我“戴着镣铐跳舞”的高难度
技巧的考验。
    囿于各方面局限，对于一时难以全部披露的历史内幕，我力求客观。
目前，我即使有勇气也不宜披露某些历史人物的全部隐情，因一些当事人家属不同意发表，只好假以
时日，暂付阙如。
    在她生命的最后日子里，经过我不止一次劝导，韫龢老人忽然对书法有了兴趣，数次打电话催促我
拿去书法习作——“我想学学⋯⋯”说到做到，她居然连续多日练起书法，还让我前去观摩，直到她
因颤抖而拿不动毛笔为止。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在二〇〇〇年——正值世纪之交，老人愈发对这部书的出版感到急迫，隔不了
几天就会打来电话询问此书的写作进度。
还数次催促我前去，让我取走她找出的历史照片以及她与家人的合影。
    一次，适值她的二女儿——著名版画家郑爽返京，经当面询问老母亲慨然同意，不仅将她家中保存
的旧照片，甚至连墙上镜框里的历史旧照也悉数摘下，交我复制后“完璧归赵”。
这是本书珍贵照片的来源之一，亦足以说明，老人对此书出版的殷殷期望。
    在彼此数不清的电话交谈中，韫龢老人对我有过无数次答疑解惑。
直至她躺卧病榻，仍然惦念着这部尚未问世的书稿。
这使我感到一种压力，当然也是动力。
我虽力争当韫龢在世时出版这部凝结了老人心血的文史著作——这始终是她和我的共同宿愿。
    然而，因《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引发的名誉权官司，使“末代皇妹”这部书稿搁浅。
虽然，这场缠身数年的官司以我胜诉而告结束，却终因老人病逝而没能如愿见到此书问世，遂留下深
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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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始终使我感到内疚和不安。
    如今，我藉此书以告慰韫龢老人在天之灵。
在此，亦诚挚地感谢她一家人对我的鼎力支持，尤其是她的二女儿郑爽和独子郑大力及外孙丁强，逐
字审阅并修改书稿，订正了不少讹误，郑爽女士还亲笔为此书作序。
没有他们的鼎力襄助，此书无法完成，面世更无从谈起。
感谢韫龢女士生前留下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为此书写作提供了宝贵资料和线索。
同时亦感谢多年好友——故宫博物院林京先生一如既往，为此书翻拍了部分历史照片。
    二〇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翌年亦是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一百周年。
谨以此书暨“末代皇帝系列”丛书，作为中国百年历史沧桑巨变的缩影，侧记于世。
    是为后记。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九日，初稿于农业大学    二〇〇三年六月第二稿    二〇〇八年六月第三稿    二〇〇
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第七稿    二〇一〇年九月九日夜十二点五分，第十稿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七日二十
点七分，第十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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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贾英华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与智慧，以口述、档案、谱乘、踏访资料为所长，凝聚成“末代皇族纪实
系列”九书，成为清史、民国史、民族史、北京史和满学、故宫学、历史学、谱牒学史苑中的新葩。
    ——阎崇年    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晚清史亦如此。
    贾英华基于寻访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物、珍藏数百小时录音录像定就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颇具历史
价值。
主人公皆他深知熟识之人，实乃奇缘。
    实述皇族演革内幕，堪映辛亥百年风云。
    ——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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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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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贾英华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与智慧，以口述、档案、谱乘、踏访资料为所长。
凝聚成“末代皇族纪实系列“九书，成为清史、民国史、民族史、北京史和满学、故宫学、历史学、
谱牒学史苑中的新葩。
 ——阎崇年 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晚清史亦如此。
贾英华基于寻访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物，珍藏数百小时录音录像写就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颇具历史价
值。
主人公皆他深知熟识之人，实乃奇缘。
实述皇族演革内幕，堪映辛亥百年风云。
 ——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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