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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盲人作家笔下的别样历史康熙皇帝说：读史书，能够清楚地了解一个人是否贤明或者愚蠢；遇见什么
事情，也容易知道其中的利弊得失。
康熙皇帝认为，读书，特别是读史书，可以知人世，明事理。
对于读书人来说，没有什么很高的要求，做到喜欢书、想看书就行，当然，最好是要心静，要眼亮。
相比之下，写书之人，要求就高了，起码要心明眼亮，学识渊博。
孟子说：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
小人，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就是说，只有自己清楚了，才能让别人明白。
同样，对于读书，只有自己书读懂了，读通了，才能很好地告诉他人书中别样的世界。
前不久，突然收到一封信，是盲人作家张骥良先生写来的，他希望我给他的新作写几句话。
可以说，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盲人，特别是盲人作家。
看了他的材料，看了照片上他在近乎失明状态下写作的艰难样子，真的十分感动。
不久，张先生登门造访，由一位年轻的女士搀扶着来到我的办公室。
我没有想到，一个盲人能够那么认真地读书，读很多书，更没有想到，一个近乎失明状态下的盲人能
够写文章，能够写书，而且能够写出有价值的文章和有价值的书。
看来，一个人是否明白人生，不一定要眼明。
同样，一个人是否心明眼亮，不一定在于你是否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而是在于你是否有一颗明亮的心
。
因为，只有心明亮了，才能够照亮历史，也能够照亮人生。
从张先生的文字之中，能够感觉他的毅力和执著。
他的毅力和勤奋感动了上苍，天道酬勤。
他的智慧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他身边的众生。
他以他特殊的身体状态去撰写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人群，用清晰的文笔展现一个盲人作家笔下别样的
历史，告诉人们那个特殊时代特殊人群的真实生活。
他采访了大量的皇室成员，几百盘的录音带记载了他的艰辛，也记录了历史亲历者的人生足迹。
也许，他笔下的末代皇帝和皇室人群与《我的前半生》一书有所不同，答案就在作家心血之作的书里
。
我期待着他的作品早日问世，也期待着看到一个全新的、更加真实的末代皇帝和末代皇帝的皇宫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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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末年宫廷生活的写真，皇后皇妃悲剧婚姻的必然结局，皇妃的秘密出走和后来掀起的轩然大波，
祥贵人暴死之谜，跑堂的女儿突然“一步登天”，在苏联被俘期间的拙劣表演，抚顺战犯管理所里的
脱胎换骨，成为公民后一波三折的婚姻生活，都在这本书里汇聚。
本书将告诉您一个真实可信的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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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骥良，男，一九五四年出生，盲人作家。
 
    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诗歌、散文，九十年代初期转入纪实文学创作。
至今已在《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中华儿女》、《知音》等全国二百余家报刊上发表文学
、新闻、纪实类作品四百余万字。
一九九三年选编并出版了中国当代残疾人作家诗文集《地平线的呼唤》。
本书是他的第一个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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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回  初进王府  王焦氏泪别幼女  醇王府里  小溥仪抓周卜运第二回  太后弄权  三岁娃娃当天子  载沣
害怕  殁前光绪亦担忧第三回  溥仪继位  有人狂喜有人忧  慈禧召见  挥手打掉太后赏第四回  登基盛典  
天子哭闹太和殿  监国摄政  放袁放虎归深山第五回  监国摄政  公子哥无心国政  隆裕皇后  为权力结党
营私第六回  三载退位  溥仪成历史过客  八十三天  袁世凯闹剧收场第七回  制止恶剧  太监免受伤之苦  
明义乳母  举例说君民平等第八回  爬上龙背  国舅令太监出汗  锯下门槛  溥仪为弟弟背锅第九回  辫子
革命  皇上带头成垂范  眼镜风波  庄氏斗法获全胜第十回  儿戏投稿  蒙了编辑蒙老师  选择伴读  乐了载
涛乐载沣第十一回  帝王之家  争权不惜动干戈  小朝廷内  日暮依旧撑门面第十二回  积怨加深  溥仪让
端康震怒  风波平息  瓜氏服鸦片自尽第十三回  龙椅未热  短命天子成笑谈  辫帅复辟  灰飞烟灭转瞬间
第十四回  庄氏进宫  有人高兴有人怕  新风吹来  打开窗户心更野第十五回  兄弟联手  筹经费文物流失  
公使泄秘  留洋梦成为泡影第十六回  为选皇后  三位太妃分两派  选后结果  一下选中两位妻第十七回  
荣公府内  习礼时婉容罢演  满腹委屈  流泪中溥仪来电第十八回  大喜之日  婉容上轿泪如雨  民国初年  
大婚盛典动京城第十九回  外宾进宫  西餐摆上大婚宴  皇后照片  国外媒体首次登第二十回  洞房之夜  
溥仪逃回养心殿  娇美新娘  花烛被弃难养心第二十一回  洋师进宫  西风吹进紫禁城  太监出卖  美梦再
度成泡影第二十二回  清查家底  引来建福宫大火  遣散太监  导致新闻界盛赞第二十三回  整顿内府  溥
仪欲扩大战果  提拔郑氏  郑氏则一筹莫展第二十四回  广做善事  力图媒体多宣传  被逼出宫  溥仪回到
醇王府第二十五回  离开皇宫  无可奈何花落去  日本当局  蓄谋拉拢藏祸心第二十六回  回到王府  整日
里提心吊胆  逃进使馆  迈出了罪恶一步第二十七回  公使干涉  民国逼载沣放人  使馆过节  京城里舆论
哗然第二十八回  对子无奈  载沣洞察日野心  不能自拔  溥仪赴津人圈套第二十九回  美梦破碎  奉系大
山轰然倒  血腥照片  溥杰震惊感困惑第三十回  妓院卧底  大帅命丧间谍手  乔装改扮  少帅平安回奉天
第三十一回  屡屡被骗  溥寓公散财无数  投讲武堂  杰二弟大连被捉第三十二回  张氏吴氏  各路军阀靠
不住  二弟内弟  赴日留学结伴行第三十三回  东陵盗宝  蒋介石不闻不问  张园内外  溥寓公没有自由第
三十四回  购物竞赛  婉容文绣闹不和  赏赐名伶  寓公讷谏平风波第三十五回  遗书撕碎  文绣要抗争到
底  玉芬出招  借散心逃出静园第三十六回  后妃关系  溥仪润麒说法异  敢于离婚  文绣举动惊天地第三
十七回  哥俩赴日  远山猛雄设圈套  奔赴东北  溥仪情愿入深渊第三十八回  甜言蜜语  土肥将溥仪灌晕  
心惊肉跳  日方在静园布弹第三十九回  狼狈不堪  后备箱里出静园  险些丧命  贼船途中遇危险第四十回 
假借出殡  女扮男装出津门  无能执政  让川岛大失所望第四十一回  笼中执政  新京城里添摆设  傀儡政
权  满洲共和东洋造第四十二回  执政上台  三千万同胞受苦  日军淫威  一万个危险存在第四十三回  国
联来京  婉容出逃成泡影  傀儡赴日  诗里行间媚骨生第四十四回  消减护军  溥仪敢怒不敢言  政治婚姻  
阴谋促成美姻缘第四十五回  初到新京  怀疑弟媳是间谍  女儿出世  帝位继承泡了汤第四十六回  草人警
卫  康德才能睡踏实  赴日迎神  日军强令换祖宗第四十七回  狼前是羊  生怕被豺狼吞下  羊前是狼  露出
了凶残本相第四十八回  润麒揭秘  还婉容本来面目  贵人谭氏  死亡至今仍是谜第四十九回  跑堂女儿  
一夜之间成贵人  溥杰夫人  九死一生归故里第五十回  初到赤塔  溥仪想加入俄共  伯力密谋  献宝前大
家私匿第五十一回  自我交代  兄弟俩各有想法  加入俄共  溥仪兄匪夷所思第五十二回  引渡溥仪  苏联
不理国民党  江边接头  士兵示警乱放枪第五十三回  梦中团聚  溥杰想鱼目混珠  战犯囚徒  溥仪摆皇上
架子第五十四回  国丈佣人  为皇上女婿效劳  异国囚徒  立太子狱中闹剧第五十五回  偶遇故知  溥杰途
中生感慨  拙劣表演  溥仪怕死瞎胡闹第五十六回  沈阳下车  一场虚惊本无事  高岗接见  再度受惊皆有
因第五十七回  石破天惊  战犯要当志愿军  热泪盈眶  将军归来话战争第五十八回  略施小计  让溥仪主
动交代  遭遇难堪  所领导帮他解困第五十九回  家书万金  总理批慧生来信  抚顺探亲  主席嘱载涛前往
第六十回  挽救婚姻  合住再叙夫妻情  长女殉情  噩耗传来溥杰惊第六十一回  爱妻含泪  愤然之作传四
海  替兄代笔  奇书惊动党中央第六十二回  兄弟合作  写戏演戏赞改造  元帅探望  深切感动兄弟心第六
十三回  先放皇帝  弟感到大惑不解  回到北京  兄体会亲情无价第六十四回  两度接见  总理话语如春风  
一朝醒悟  溥仪交待众口赞第六十五回  成为新人  昔日旧俗一刀断  植物园里  建立新型手足情第六十六
回  喜上加喜  超龄民兵去观礼  尽职尽责  普通公民献爱心第六十七回  重新开始  旧仇宽容旧恩报  现身
说法  热情赞颂新国家第六十八回  领袖关怀  溥杰夫妇重团聚  润麒感激  总理帮助换工作第六十九回  
二女去留  周恩来一锤定音  三遇难事  好总理指点迷津第七十回  拼命工作  为国为民多干事  主席体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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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稿费补皇上第七十一回  抢救婚姻  良苦用心终无果  选择伴侣  不选贵族选平民第七十二回  组成家
庭  溥仪开始从头学  生活美满  不能生子成遗憾第七十三回  为求真实  请来皇侄专揭底  寻找素材  太监
惊呼世道变第七十四回  皇帝总统  末代人历史会面  罪人求恕  真伟人不计前嫌第七十五回  文革伊始  
兄弟俩大义灭亲  廖申被揪  悲剧前深感困惑第七十六回  长春来信  风暴里提心吊胆  “贵人”来访  病
榻上同情对方第七十七回  国庆观礼  重病中心花怒放  接待外调  负责任东奔西走第七十八回  总理关怀 
让溥仪倍感温暖  生命垂危  仍想着为国出力第七十九回  一如既往  周总理关怀备至  十余载后  追悼会
盖棺定论  和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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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和读者朋友说几句心里话现实中竟然有这么巧合的事，在这本小册子打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六月六
日，我的忘年交、九十五岁高龄的婉容胞弟郭布罗·润麒老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了。
我住的正好是朝阳医院宿舍，当下班回来的医护人员告诉我老人刚刚在朝阳医院去世的噩耗时，我的
泪水再也止不住了。
索性放下笔，任泪水痛痛快快地流淌。
今年三月至四月，我曾每天到郭老家中(我们是楼挨楼的街坊)，给他念了这部书稿的前半部分。
老人基本上同意书稿中的内容。
书中有几处郭老认为与历史事实有些出入的内容，我听取了老人的意见，去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增删。
郭老说，等我把这部书稿写完，给他通读一遍后，他口述请别人代笔，为我的这本小册子写序。
故人已乘鹤西去，为我写序的心愿也不能实现了。
八十年代初期，我通过沈醉先生认识了爱新觉罗·溥杰先生。
溥老又介绍我认识了同住北京的郭布罗·润麒、李淑贤、毓品、毓蟾、李国雄老人。
于是我开始了和皇族成员之间的交往。
有了与皇亲国戚的交往，便有了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
我在把书稿送交出版社之前，抓紧最后的时间写下这篇称之为后记的文字。
因为我还有一些想法，想借机会和广大读者探讨、交流，说说心里话。
对于那些从《中国档案报》、《纵横》、《炎黄春秋》等报刊上读过我大量专访文章，希望与我探讨
、交流的热心读者，也做个统一的答复。
因为读者来信很多，我逐一回函答复也的确困难。
借这本小册子出版之机，借这篇匆匆写下的后记统一作答吧！
七十年代中期，我在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陈祖芬老师的指导之下，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文学创作。
起初主要是写些纯文学的诗歌和散文。
在纪实文学热的影响与诱惑之下，我也想试着写点儿纪实文学作品。
经沈醉先生举荐，我认识了溥杰，进而认识了其他皇族成员。
于是便开始陆陆续续地写作皇族成员人物专访，陆陆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宫廷生活方面的纪实类文章。
护国寺溥杰老人家的那个院落，我是再熟悉不过了。
在我没见到溥老之前，我曾猜想这位九千岁肯定挺严肃。
沈老说：“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吧！
那可是个难得的好老头儿，像那么脾气好的老头儿，还真不多见。
”我和溥老接触后，才感到沈老的话千真万确。
与溥老相识后，我还真的没少麻烦他老人家。
连请他帮我看稿、改稿这样的事，我都没少麻烦老人。
他的宫廷生活经历十分丰富，订正了我文章里的许多硬伤。
他的老伴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日本老人，我称呼她为伯母。
我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每次去，老人总拿出日本糖果来招待我，这让我很是过意不去。
因为我视力不好，每次起身告辞时，两位老人中，总有一位把我送到院门外。
溥老还热情地给我介绍了住在北京的爱新觉罗家族中其他的重要成员。
如今我的这本小册子能得以出版，溥老功不可没。
可惜溥老夫妇均已乘鹤西去十余载，不能看到我的拙作了。
不少朋友听到我写这样一本书，都为我捏着一把汗。
他们说得不无道理，越写那些时代久远的历史人物越安全，相反时代越近的则越不安全。
因为那些时代久远的历史人物与事件，连他们的后代都无从考证了，甚至连他们的后代都找不到了，
自然也就没有了维护名誉权的可能，也不会因维护名誉权而闹得烽烟四起、引起官司。
而爱新觉罗氏家族、叶赫那拉氏家族、郭布罗氏家族、他他拉氏家族的后裔可是一抓一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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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稍有不慎，或是有意无意得罪了人家，人家找你打官司怎么办？
这些问题你都想过吗？
”朋友的一片好意，我自然是心领了。
关于末代皇族的官司，我八十年代就有所接触。
当时李淑贤阿姨就曾为维护丈夫溥仪的合法权益打过官司。
我和李淑贤阿姨也算是老熟人了，知道她是一位和蔼、慈祥的老人，并不像外面人说得那样，谁写溥
仪她告谁。
我曾在她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及时地采访了她。
有些事实她需要澄清，有些误会她希望尽快消除，有些想法她希望让新闻界、让广大读者知道，我通
过人物专访，通过人物访谈录这种新闻形式，把她想要表达的一切，都清楚、明白地表达了出来。
话还得扯回到郭老身上来，他也曾对我的文章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大部分内容都是与史实有关的问题
。
我们之间的目标是一致的，目的都是为尊重历史。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认识了溥杰、李淑贤、郭布罗老等几位末代皇族成员以后，我发表的大部分有关晚
清宫廷生活的文章都经溥老、郭老审阅过，两位老人对我的拙文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从八十年代写皇族人物、事件至今，二十余载没有惹上官司。
有人认为我幸运，有人认为我嘴甜、圆滑、八面玲珑。
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惹上官司，并没有什么秘诀，唯一的办法是，无论写人物专访，口述实录，还
是写文学作品，尊重史实必须放在第一位。
这次我写作这部历史题材的传记体长篇纪实文学，真有不少朋友提醒我，应注意不期而至的官司。
我心里早就有了底，只要我尊重历史事实，不戏说，不想象，官司是不会找到我头上来的。
有人也曾提醒我，写溥仪的书已经出的不少了，不到一百种也差不多。
你还能写出什么新东西来吗？
朋友提醒得一点儿没错儿。
从一九六四年《我的前半生》出版以后，溥杰、毓苗、毓蟾、毓螗都出版了他们各自的著述；载涛、
载润、溥佳、宪均等爱新觉罗家族成员，郑广元、万嘉熙等皇亲国戚；李国雄、周金奎等随侍也写了
文章，李国雄还单独口述出版了回忆录。
据不完全统计，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的《文史资料》中涉及末代皇族的文字，就多达四十
余万字。
出版了《晚清宫廷生活见闻》和《溥仪离开紫禁城以后》两本在市场上颇为走俏的畅销书。
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拿起笔来，开始了不自量力且严肃认真的创作。
因为我坚信自己坚持二十余年的采访，坚信自己的辛苦不会白费。
为了验证自己写下的文字能不能在读者中引起反响，或者说反响强烈不强烈，我把书中有关皇帝溥仪
和国舅润麒的一些章节单摘出来，以《末代国舅回忆往昔岁月》为题，在《中国档案报》副刊《档案
大观》上进行了连载。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连载后反响非常强烈。
不但国内读者反响强烈，同时也得到了国外媒体的高度重视。
《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
《联合报》、《南华早报》等媒体先后对我进行了采访，有的记者还对我提供的那些历经百年的历史
照片很感兴趣，但大多数记者对这部长篇连载竟然出自一位盲人作者之手感到吃惊。
他们在中文网站上下载了各媒体对我报道的相关内容，并立即对我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的独特经历
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竞有十余家海外媒体对我进行了采访。
台湾东森电视台还拍了我采访与写作的专题片。
有了这次海内外的强烈反响，我的底气更足了。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力图避开《我的前半生》里所涉及的那些内容，而着力挖掘那些新内容、新故事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溥仪-终结一个时代的人>>

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笔者所下的力气，是一般健全人无法想象的。
清朝末年留下的资料浩如烟海，由于历史年代至今只是百年，因此所遗余的资料是历朝历代无法比拟
的。
资料少不好办，资料太多了也不好办。
运用材料的取舍成了问题。
取什么，舍什么，都要慎重考虑。
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好几位亲历者叙述事件的起因、过程都有所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史实的本来面目，就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和判断了
。
这种分析、判断、取舍的过程，需要在掌握大量史实的基础上，才能分析得更加准确、全面。
写作的整个过程，也是不断学习，不断分析，不断提高的过程。
尽管写作的过程很艰难，但苦中有乐，乐在其巾。
从七十年代至今，已经三十余载过去了，这期间我当过工人，下过岗，失过业，当过编辑、记者、自
由撰稿人，也给文化公司老板打过工。
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
我也采访过那些德高望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些身经百战的将军、元帅们，那些光彩照人的文体明
星，那些闻名遐迩的社会贤达，那些卖血的、卖假发票的，生活在都市边缘的拾荒者、乞丐群落，那
些流动的超生游击队和由此而派生的人贩子。
为了采访和写作出有深度、有社会影响的报道，我历尽了千辛万苦，虽然写出了一些颇有影响的作品
。
但距离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距离我对自己的要求，仍然差得太远。
我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很想在有生之年写出点儿能留得住的东西。
这本书是我种出的第一块实验田。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我这个视力仅有0.01的农夫，一定会继续地精耕细作下去。
我属马，干的又是耕田的活计，写到此，正好想起了已故著名诗人臧克家《老马》中的名句“总得让
大车装个够”。
我渴望丰收，当然不会忘了“汗滴禾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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