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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新觉罗·溥仪撰写《我的前半生》的起始时间，据他自己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着手准备，用了
一年多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初稿，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即原抚顺战犯管理所
）油印成册。
    1960年1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下，群众出版社把油印本印成灰色封面的铅印本（俗
称“灰皮本”）。
之后，群众出版社又与溥仪磋商，确定了重新搜集材料、重新构思、梳爬剔抉、提炼成文的思路。
于是有了1962年6月“另起炉灶”的一稿本，约50万字。
一稿本成稿后，作者征求并吸取有关部门和专家的意见，作了一些修改，并补充了“五十三年大事记
”等有关内容材料，于1962年10月印出二稿本。
全国政协、中宣部、统战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及当时历史界、文学界许多专
家学者、著名人士，如于桑、王宗一、中伯纯、刘大年、刘复之、老舍、吕振羽、张治中、李侃、邵
循正、吴晗、何斡之、杨东莼、金城、郭沫若、侯外庐、阎宝航、凌云、翁独健、梅汝墩、傅作义、
廖沫沙、廖承志、翦伯赞、黎澍（按姓氏笔画排序）等，审阅书稿后，对二稿本给予评价或提出许多
中肯的修改意见。
作者根据这些意见，对书稿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尤其是对后半部分进行了较多剪裁或变动，最终形成
了1964年3月正式出版的《我的前半生》（以下简称“定本”）。
    2004年3月，群众出版社在整理《我的前半生》档案材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稿本和二稿本。
为了将《我的前半生》完整地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对所有版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论证，决定编辑
出版《我的前半生（全本）》（以下简称“全本”）。
    这次出版的“全本”，恢复了许多“定本”没有的内容。
主要包括：一、二稿本原有的序言“中国人的骄傲”，第六章“伪满十四年”第一节“同时上演的另
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第七章“在苏联的五年”第四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十
章“一切都在变”第四节“离婚”；“定本”中被简略或删削的某些叙述，如关于日本驻天津特务机
关“三野公馆”的描写，李鸿章记录清末一场大水灾情况的奏折，溥仪的打油诗以及占卜的卦辞，张
宗昌生活简吏，婉容亲生婴儿被扔进锅炉烧化，等等。
    与1964年出版的《我的前半生》相比，这次出版的“全本”，多出十五六万字，内容更完整，史实
更丰富，文学性更强，并订正了“定本”引文的少量失误，基本上保留了二稿本的原貌。
同时，增加了二稿本所没有的编者脚注（以“编者注”字样与未加此字样的作者原注相区别）。
编者脚注主要作了四个方面的揭示：一、标出书稿未被删改的地方；二、指出书稿中的一些史实差误
；三、对书稿中的某些内容加以说明；四、个别脚注反映1979年“定本”重印之后某些专家的修改意
见。
    在编辑“全本”的过程中，围绕本书的定名及相关问题，我们请教了王旭峰、邓伟志、白烨、刘世
德、汪朝光、李洪岩、李炳银、何西来、高兴国、陶飞亚、董乃斌、彭卫、雷达、蓝英年（按姓氏笔
画排序）等专家学者，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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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群众出版社自1964年3月出版《我的前半生》后，2007年1月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全本）》，补充
了1964年出版时删掉的16万字；2011年1月出版了《我的前半生（灰皮本）》，这是溥仪最早在抚顺战
犯管理所所写的反省笔记；2013年1月出版了《我的前半生（批校本）》，收录了溥仪在清样上批校的
亲笔墨迹；2013年1月同时出版了《我的前半生（图录）》，作为其他几个版本的辅助性读物。
至此，《我的前半生》的所有版本集结到齐，几个版本反映了这部旷世名著的完整成书过程，对照阅
读会使读者对溥仪有更全面、真实的了解。
为便于读者收藏，将五个版本统一装帧设计成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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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的前半生（全本）》目录： 出版说明 中国人的骄傲 第一章我的家世（1859～1908） 一、醇贤亲
王的一生 二、外祖父荣禄 三、慈禧太后的决定 四、摄政王监国 五、亲王之家 第二章我的童年（1908
～1917） 一、登极与退位 二、帝王生活 三、母子之间 四、毓庆宫读书 五、太监 六、我的乳母 第三章
北京的“小朝廷”（1917～1924） 一、袁世凯时代 二、丁巳复辟 三、北洋元老 四、不绝的希望 五、
庄士敦 六、结婚 七、内部冲突 八、遣散太监 九、整顿内务府 十、紫禁城的末日 十一、在“北府”里
十二、三岔口上的抉择 十三、由“使馆区”到“租界地” 第四章天津的“行在”（1924～1930） 一、
罗振玉的努力 二、我和奉系将领之间 三、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四、东陵事件 五、领事馆、司令部
、黑龙会 六、郑孝胥的理想 七、“行在”生活 第五章到东北去（1931～1932） 一、不静的“静园” 
二、日本人意见分歧 三、会见土肥原 四、白河偷渡 五、在封锁中 六、我的所见与所思 七、会见板垣 
第六章伪满十四年（1932～1945） 一、同时上演的另一台戏——摘录一个参与者的记述 二、登场 三、
“元首”的“尊严” 四、李顿调查团 五、第三次做“皇帝” 六、吉冈安直 七、我的恐惧 八、四大“
诏书”及其他 九、在羊的面前是狼 十、“后”与“妃”的命运 十一、大崩溃 第七章在苏联的五年
（1945～1950） 一、疑惧和幻想 二、放不下来的架子 三、我不认罪 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第八章由
抗拒到认罪（1950～1954） 一、回到了祖国 二、第一次写自传 三、乾隆的田黄石印 四、黑色的皮箱 
五、交代一段历史真相 六、检举与认罪 七、震动 八、原形毕露 第九章认罪以后（1955～1956） 一、
观测“气象” 二、劳动滋味 三、生活检讨会 四、血泪控诉 五、平顶山的方素荣 六、台山堡一家农民 
七、第三次崩溃 第十章一切都在变（1956） 一、最初的答案 二、会见亲属 三、日本战犯 四、离婚 第
十一章 “世界上的光辉”（1957～1959） 一、在我心里失掉过的 二、解放了的人 三、美与丑、善与
恶 四、“监狱” 五、“所方” 六、命运是可以掌握的 第十二章特赦（1959） 一、中共中央的建议 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三、告别 五十三年大事记 附录一 1.关于光绪“病重”的两封信 2.“进膳单
” 3.四执库更换穿戴表 4.张勋复辟奏折 5.金梁的奏折 6.《顺天时报》上的新闻 7.“清室内务府”致民
国内务部函  8.“清室内务府”致各国公使函 9.溥伟致罗振玉函 10.罗振玉祭王国维文 11.关于去日本的
函电 12.康有为致庄士敦函 13.康有为致吴佩孚函 14.吴佩孚复康有为函 15.徐勤报告“中华帝国宪政党
”情况 16.徐良致庄士敦函 17.“中俄讨赤军事协定”全文 18.谢米诺夫求助函 19.“俄皇秘密代表”的
一封信 20.胡嗣瑗的辩论辞 21.致军阀胡毓坤、毕庶澄等人的“手谕” 22.刘凤池信件选录 附录二 玲姑
娘：“福贵人”——她自己写的回忆录摘要 新的一章 附录三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纪念“九·一八”事变三十周年 ⋯⋯ 《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灰皮本）》 《我的前半生（
图录）》 《我的前半生（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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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
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开会寻找对策。
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打进了城里。
这倒成全了他们，事后更容易地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最情不自禁的是陈宝琛师傅。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
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刚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在我生日的前后，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
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
劳乃宣认为，这是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
朱益藩把那封信带进给了我，我顺手放在长春宫的卧室帐子里的桌上，被敬懿太妃无意发现，看做是
件了不起的宝贝，特意给我送来一个带锁的匣子，嘱我好好保存，可见这封信引起了太妃多大的希望
。
可是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
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
结果太妃们也深信陈师傅的话，说他是稳重老练，不可多得。
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失去了常态。
 本来张勋决定最初的议政大臣名单中还有个世续，世续无论如何不肯干，声明自己只做太保，不做其
他攀龙附凤的妄想。
其实，世续这时看出了张勋的势派不稳，凭着四十年的宦海经验，这位老军机大臣心中犯了犹疑，不
敢贸然从事。
陈师傅原先要和世续一致行动，看世续不就职，他也递了奏折“恳请天恩收回成命”，经我一挽留，
也就和他教导我的一样，说了一句“既然如此，也就勉为其难吧”，劲头十足地干起来了。
 “独孤臣与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后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
他拈着白胡子团儿，老花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着操心和虑患之后“达”到的兴奋。
 这一天让我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我第一次发现他在拒绝亲贵干政上表现出的与王公
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
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地要见黎元洪劝黎退位（梁黎是儿女亲家），不料遭到拒绝，回来愤然告诉了
陈宝琛和朱益藩。
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去进毓庆宫
，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赐他自尽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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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前半生(套装共5册)》按时间顺序叙述，先从家世开始介绍，然后对童年、在位、逃难、改造等
这几个人生大片段按顺序介绍。
《我的前半生(套装共5册)》语言通俗，故事情节强，适合对末代皇帝的生活感兴趣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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