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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
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皇帝，光复后被前苏联抓获，成为异国囚徒，后被中国共产
党改造为新中国的公民。
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
通过研究溥仪生平及所处的历史时代，可以帮助人们认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封建社会、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东北殖民地社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从回顾历史中展示中国人民在阶
级和民族抗争中表现出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
通过研究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转变过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兼容并蓄的
统战方针的积极作用。
通过研究溥仪傀儡王朝的血腥统治，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反
人民、反人类的反动本质。
通过研究溥仪投靠日本的可悲结局，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人民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主宰者，任何依
赖外国势力的集团和个人都是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前途，没有好下场的。
只有依靠人民、代表人民的政党和政治家才是先进的政治力量。
近些年来，对于溥仪生平的研究不断深入，新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人员不断增加，利用溥仪研究成果
开发创作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影响逐步扩大，形成了波及国内外的溥仪研究热。
但是，溥仪研究还处于分散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可观的规模，缺少统筹性和权威性。
成立一个研究组织，树立一个学科旗帜，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交流学术、切磋观点的平台，是溥仪问题
研究的客观要求。
长春市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是地缘优势。
溥仪一生虽因其政治生涯变化先后辗转于北京、天津、长春、抚顺、前苏联等多处居住，但未超出东
北亚范围。
长春位于东北亚地理位置几何中心，便于学者沟通联系。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溥仪充当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时宫廷遗址就坐落在长春。
伪满皇宫博物院作为研究、收藏和展示溥仪相关文物、资料的专门机构，更具权威性。
他们举办的《从皇帝到公民》展览，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反响，并获得了全国博物馆第六届十大精品
陈列奖。
其次，具有资源优势。
经过多年研究，已经出版了大批研究成果。
长春市政协文史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组织学者进行溥仪最后资料遗产的整理。
特别注重知情人亲历、亲见、亲闻“三亲”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以《长春文史资料》为载体，
从1982年第三期开始连载李玉琴女士的《坎坷三十年》。
1984年2月以“专辑”形式在全国率先出版了溥仪遗孀李淑贤的回忆录《溥仪与我》，记录了溥仪先生
身为公民后的政治活动、业务工作和家庭生活等经历，第一次向全世界传播了溥仪后半生的真实形象
。
此后又出版了《末代皇后和皇妃》一书，公开发行上百万册，全国各大媒体竞相登载。
并拍摄成电影《火龙》、《末代皇后》，在国内外放映，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1985年以后，《长春文史资料》又陆续刊发了《溥仪在东京法庭》、《伪帝宫内幕》、《淑妃传》、
《伴驾生涯》等著作。
后来在海峡两岸影响较大的《溥仪的后半生》和《中国最后一个“皇妃”李玉琴自述》等著作，也是
市政协委员与文史委合力完成的。
这些都成为电影《末代皇帝》（获九项奥斯卡奖）、28集电视剧《末代皇帝》的创作源泉。
伪满皇宫博物院编辑出版了《从皇帝到公民（画册）》、《伪满宫廷秘录》、《中国人眼中的溥仪》
、《溥仪传略》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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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利用溥仪相关资源开发旅游纪念品，在研究成果转化和输出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
第三，具有人才优势。
长春市拥有一批关于溥仪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
长春市政协常委、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庆祥出版了多部关于溥仪和伪宫廷的著作。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伪满史的专家中，对溥仪生平有研究的不乏其人。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沦陷史研究会的历史学者，除了自身掌握资料外，还联系一些日本和
俄国学者，更加壮大了溥仪研究的队伍。
这三个优势是其他省市无法相比的，这是长春市的一笔知识财富和无形资产。
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的平台，既是溥仪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溥仪研究学术团体的
职责所在。
基于上述考虑，长春溥仪研究会决定筹办召开这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有关溥仪研究的专题国际学术讨论会，就国内外而言，尚属首次。
通过此次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溥仪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扩大溥仪研究的
成果，并致力于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比如对长春的文化遗产保护、长春的旅游资源开发等工作，
肯定会有新的启发和推动。
总结交流溥仪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但可以帮助我们领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东北亚文明史、中
国近代史、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而且还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加强和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与沟
通，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维护和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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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溥仪，一个身份特殊、历经磨难的历史人物，具有与中国动荡的近现代史紧密联结的传奇生涯，惨淡
的皇帝梦和畸形的人生使他经历了太多的惊心动魄、世事沉沦。
皇帝、逊帝、汉奸、傀儡、战犯、囚徒、公民，这些都在他的身上奇妙地融为一体。
本书是长春溥仪研究会的众多学者以馆藏、采访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从不同角度解读溥仪一生的系
列化史学成果，具有真实、权威、可读性强等特点。
    一个没落王朝的背影，一个大变动年代的牺牲品，一个在命运漩涡里挣扎、在人生峰谷中颠簸的人
，一本由众多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细致解读的书！
 本书是长春溥仪研究会的众多学者以馆藏、采访等第一手资料为依据，从不同角度解读溥仪一生的系
列化史学成果，具有真实、权威、可读性强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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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研究溥仪，牢记历史溥仪研究之我见 中国末代皇帝受到国际共同关注逊帝生活  摄政王载沣的性
格  “小宣统”和他的八位“母亲”  宣统皇帝的玩具   宣统逊位，享受优待  逊清史影  “遗老”秘函  
从毓庆宫到养心殿  洋风掠过溥仪的身心寓公身份  孙中山和溥仪  从张园到静园傀儡皇帝  人生扭曲在
震撼历史的炮声中  溥仪与罗振玉  旅顺肃王府里的黄粱梦  双重政治体制下的傀儡政权  溥仪、“满洲
国”与“满洲人”  无耻的“历史文书”   充满殖民色彩的《日满议定书》附件  对“党”有恐惧心理
的溥仪   伪满协和会的名誉总裁  溥仪与淞泸抗战  两“皇”的一封特殊电报  溥仪和裕仁  溥仪“巡幸”
 “御前进讲”  溥仪三次日本之行  陈曾寿与奉天陵庙  溥仪与天照大神  溥仪与神道教  伪满宫廷鲜为人
知的内情  汪精卫与溥仪  滑向深渊的复辟梦  《宫廷汇报》留痕  三度逃亡  溥仪宫廷御膳  溥仪及其后
妃服饰  溥仪的“御用马”  溥仪的西洋化生活  婉容的悲剧人生  溥仪手中散佚的国宝  伪满宫廷留下溥
仪的足迹异国囚徒  一路逃亡有见证  俄国人眼中的溥仪  溥仪在前苏联  溥仪在“莫洛科夫卡”疗养院  
皇帝最后的避难所  移交前后改造生涯  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从皇帝到公民的真实记录  溥仪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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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溥仪生平各个时期政治身份定性取得共识溥仪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是三岁于1908年登基的清朝宣统
皇帝。
1912年2月12日(旧历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隆裕太后宣读了退位诏书，成为逊帝。
1917年张勋又率兵扶持溥仪复辟，当了12天皇帝，又以“退位诏书”成为逊帝。
直到他跑到天津，仍然按皇帝标准艰难度日，也可勉强称为逊帝，其实质是谁也不承认的伪皇帝。
任伪满洲国皇帝，沦为汉奸。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威逼利诱下。
从天津到东北，由一心复辟清廷，逐渐卖身投靠日本，成为日本侵华的“政治道具”。
他是从企图勾结日本复辟清朝而陷入日本关东军圈套，为了保命求生当了汉奸的。
1945年8月，溥仪在吉林省通化大栗子沟第三次宣读退位诏书，打算逃往日本，却被苏军俘获。
从此他以战犯身份在苏联被关押5年，在中国抚顺被关押l0年。
1959年被特赦后，成为中国公民，至l967年去世，当正常中国公民8年。
纵观溥仪一生，从皇帝变为逊帝、又变为汉奸、战犯囚徒，最后成为公民。
他一生扮演了多个重要角色。
我们在研究溥仪的时候，涉及哪段历史，就要揭示其时的角色性质，不能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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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漂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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