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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女人和一个时代的背影（代前言）　　赫德兰在《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慈禧太后》中称：“慈
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
她不仅在上上世纪后半叶统治了大清帝国，她的统治推迟了大清帝国的灭亡，她还把中国政治家们所
能想到的某些改革措施也付诸实践了。
和满族的其他妇女相比，她可谓鹤立鸡群，出类拔萃。
和其他民族的妇女相比，她同样毫不逊色。
就性格的坚强和能力而言，她和任何人相比都不差。
我们不由自主地钦佩这个女人，她小时候在家里帮母亲干杂活，后来被选入宫做了贵人。
她是一个皇帝的生母、一个皇帝的妻子。
她立了一个皇帝，她还废了一个皇帝，她统治中国将近半个世纪——-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个妇女没
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　　外国人对中国的历史不太了解，所以他们说出来的话略为显得夸张。
不过，有一点他说对了，那就是100多年前的清朝，的确是个妇女没有任何权力的国度。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显得那样的突出与另类，她不仅让当时的男人们感到狼狈不堪，也让后来的
男人们感到义愤填膺甚至恼羞成怒。
　　不可否认，慈禧太后不是什么政治家，她的政绩也不怎么光彩照人，用现在的话来说，那简直就
是祸国殃民，遗患无穷。
但是，历史选择了慈禧太后，而且对于她个人来说，她成功了，因为她以一个女人的智力与才能，在
近半个世纪的统治里保住了这个不断下坠的王朝没有在她手里江山断送；但对整个国家发展而言，慈
禧太后毋庸置疑的失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一定做得比她更好，因为历史证明，后来的很多
人做得比她更坏。
　　从“老佛爷”到“一代妖后”，剧烈冲突的历史观总会让人感到无所适从，而“脸谱化”的历史
认知更是让真相远离。
问题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说白了，慈禧太后只是以一个女人的身份在管理这个国家，而之所
以要这个女人出面，主要因为是这个国家总是皇帝太小或者根本就不成器，这对于一个积习千年的皇
权社会里说，这是何等的糟糕与背运，又是何等的艰巨与难堪。
　　历史将慈禧太后推上了前台，在深刻而无奈的现实面前，她别无选择。
　　慈禧的上台，正是大清国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英法联军洗劫北京、太平军占据半壁江山、捻军
等起义军不断起事，帝国几无宁日。
国事是如此的焦头烂额，估计这也折了咸丰皇帝的寿，结果咸丰一死，便剩下孤儿寡母——-咸丰的子
嗣不旺，31岁的他只有载淳这一个儿子，由此皇位继承人毫无争议，慈禧太后也顺理成章的成为皇太
后。
“母以子贵”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而这也决定了整个清末的历史走向。
　　按清朝的祖制，女人是不能干政的，更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这一说。
咸丰自然考虑到这点，于是他在临死之前安排了八个辅政大臣，但是他怕这些大臣日后篡权，最终又
决定将自己的两个印章赐给皇后和小皇帝，以后所有的谕旨都需要在正文的前后盖上印章，否则便是
无效。
小皇帝当时只有6岁，当然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责任，于是他的那个印章自然由慈禧太后来掌管，
这就形成了两宫太后和八大臣共同执政的权力运作模式。
　　这种平行的权力模式，看似平衡了双方势力，但双方的合作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八大臣认为两宫
太后不过是深宫中的女流之辈，头发长、见识短，按祖制亦不当干政，因此打算将她们看成盖章的机
器，并不想让这两个女人插手具体的政务；而慈禧对此极不满意，她认为自己和慈安太后既有钤印之
责，便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八大臣不过是辅政而已。
　　在迅雷不及掩耳间，慈禧与恭亲王奕?联手发动的政变便取到成功。
对于八大臣的无能，很多人表示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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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问题很简单，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在政变中一举功成，关键还是她有小皇帝撑腰，即所谓的“皇权
”。
在专制社会里，皇权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威，八大臣能力再强也无法与之对抗，最后只能乖乖的束手就
擒，否则便是叛臣逆贼，天下人得而诛之。
在当时的社会里，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小皇帝是最大的王牌，慈禧也由此成为清廷最后的负责人。
皇权思想之残酷，虽独夫民贼亦不可或缺，也无法挑战。
　　但是，初抓权柄的慈禧太后毕竟学识有限，她小的时候家境并不好，在当时“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社会里，既无机会也无可能接受到非常好的教育。
但机会是要靠人去争取的，慈禧进宫后，蒙上天眷顾生养了一个儿子（也是咸丰唯一的儿子），这才
受到了咸丰的重视。
而咸丰因身体多病而懈怠于朝政，这又给了慈禧接触朝政的机会。
在代丈夫批阅奏章的学习中，慈禧的权力欲望也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比慈禧年长2岁的恭亲王奕?，在当时的皇族中被公认为是最有能力的，但限于名分所定，在咸丰
生前他不能和哥哥去争，咸丰死后他又不能和侄子去争，这注定了奕?只能做个贤王，为死去的皇兄和
活着的皇嫂及侄皇帝效劳一生。
对于这点，慈禧心知肚明，她也算是识人善用，给了奕?成就生平抱负的机会。
但是，奕?太有能力，慈禧也是时时刻刻加以提防，以防止这个皇叔威胁到自己儿子的地位。
　　学识与能力姑且不说，但慈禧的驭人权术确实是有一套。
在平定太平军和其他乱事后，慈禧将该收回的军权坚决收回，该放权的时候又绝对信任，中央与地方
的关系处理得很好；而在内乱后的重建中，慈禧与奕?乃至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督抚的配合
默契，由此出现一段难得的“同光中兴”也不是完全偶然。
实事求是的说，此时的慈禧的确非常虚心，她在处理政务之余也在不断加强学习，从写一道百余字的
谕旨出现十几处错别字到对朝政的处置游刃有余、从容应对，这说明慈禧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是非同寻
常的。
　　在执政的最开始，慈禧可能只是想给儿子同治看好江山，届时将权力移交给长大的皇帝，自己则
可以安然退养——-这从她每次撤帘归政前总是热心于修建园林工程可以看出——-这种心态，历史学
家唐德刚称之为“姨太太”心理。
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并没有做大事的抱负，她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将来的小皇帝作一过渡——-晚清
之所以不能和日本明治维新或者德皇、沙皇等相比，原因还在于慈禧这种“女人当政”的心态——-她
不是皇帝，也没有进取心，最多只能守成。
　　但很不幸的是，慈禧太后手里的两个小皇帝都不合格。
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因此慈禧太后在同治年间的执政态度明显积极，她尽心尽责的想给儿子
开创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同治这孩子一点都不争气，他天生不爱读书而喜好玩乐，到了十六七岁本应
该亲政的年纪了还“读折不成句”；等到十八岁的同治好不容易亲政了，可惜又命浅福薄，一年多点
就得天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子女。
　　丧子之余，慈禧太后可谓是万念俱灰。
这种心态是中国人都可以体会得到。
慈禧太后之前打拼了十几年，图个啥呢？
不就是为了给儿子留个好江山？
但这一切，随着同治的死亡而烟消云散。
正如当时人说的，有同治在，慈禧太后还有点想头；同治不在了，如今连想头都没有了。
　　慈禧曾说，我几次垂帘，不知内情的人，有的认为是我贪图权势，实际情况是形势迫使我不得不
这样做。
这话虽说是慈禧的自我辩解，但也有几分道理。
同治死后，皇帝继承人便成了大问题，最终慈禧选中自己妹妹的儿子载湉做皇帝。
从名分上来说，这个安排在当时是不合适的，但却又没有更好的安排。
由此，慈禧也只能二度垂帘，再次培养一个小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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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禧这次垂帘的责任心与同治时期可就差之甚远了——-光绪毕竟不是亲生骨肉。
由此，慈禧太后也由一个积极的执政者变成了一个单纯的王朝看护者，在这种心态下，同治年间的朝
气和生机也明显日渐枯萎，日益走向保守和颓唐。
　　等到第二个小皇帝长到十八岁亲政，慈禧也由首次垂帘的那个二十七岁少妇变成一个快六十岁的
老太婆了，但这次的皇帝也不是合格人选。
光绪虽然从小好学，但性格存在严重的缺陷，这也是因为他从小远离自己的亲生父母、长于深宫之中
所造成的。
在慈禧太后的威势之下，光绪从小就严重缺乏自信而在成年后又离奇的发展出超常的逆反心理，而这
一切在慈禧太后的眼中又是一种极不成熟的表现，由此也导致了她对光绪的不信任。
　　甲午年的战争对光绪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因为他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积极主战，但战争的
结果却是清军惨败，小皇帝饱受屈辱，由此也演变成戊戌变法的强大动力。
对于随后的变法，历史的真相和通常的记叙大不相同的是，慈禧太后并没有去刻意的反对，而是给予
默认与支持，毕竟光绪已经亲政，而且变法对清王朝有利，她也不好干涉太多。
　　可惜的是，光绪的急躁心理又遇上几个行为乖张、不知深浅的变法派，领头的康有为毫无手腕又
为人骄傲自大，几乎就是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书呆子。
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变法的诏令虽然如雪片般的发下，但因为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和可操作性，几乎
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是一纸空文。
皇帝没得经验，变法派更是一群书生，在他们的胡闹下，最后弄得朝政都无法正常运行，那些被革斥
的官员跑到慈禧那里去哭诉，慈禧也不免动了怒气了，将四品以上大员的任免权收回以稳定朝政。
眼看情况不妙，这些变法书生们在接到光绪的衣带诏后，居然想出了一个“围园”之谋，这下慈禧太
后就要大发雌威了——-这种谋逆的行为不仅危及到慈禧的生命安全，而且危及到整个清廷的生存，正
如慈禧斥骂光绪：“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尚有汝乎？
”　　戊戌六君子被杀了，光绪也被软禁了，慈禧太后再次出来听政——-这一次帘也不用垂了，反正
都七老八十了，让大臣们看见也无所谓，只可怜光绪坐在旁边如同泥塑木雕，非经慈禧太后示意，往
往是不发一言。
　　作为清王朝的难言之隐，那就是光绪的身体存在着严重缺陷——-他生不出儿子。
咸丰死的时候只有一个儿子同治，同治死的时候一个儿子都没有，如今光绪结婚十几年都没有一子一
女，看来生育能力的确是有问题。
天亡大清，这也是历史的定数，清朝的最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在已经成年的情况下都没
有子嗣，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宫荒”——-宫中几十年没有小孩的哭声，这对慈禧来说，可
能是最大的噩梦。
　　眼看光绪的确是生不出儿子，慈禧太后也只能另想办法，早做打算，不然到时又立个小皇帝，届
时连垂帘听政的人都没有。
于是，慈禧选了端王载漪的儿子溥儁来当大阿哥，这下可就惹下了天大的麻烦，最终引发庚子国变，
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等人也被迫逃到了西安，一时间几乎是“国将不国”，若不是慈禧太后
这几十年的威信还在，大清朝早就东南互保、西北独立了。
　　庚子西狩的惨痛经历，也让慈禧太后彻底认识到她当政几十年的巨大失败。
难能可贵的是，此时垂垂老矣的慈禧太后却突然下定决心要搞新政，终于让这个濒临死亡的王朝重新
焕发了生机。
清末新政决不是当年的戊戌变法可以比拟，各项措施行之有效，废科举、练新军、改官制、颁新法，
等等，成绩卓然，有目共睹，远较康有为那些毛毛糙糙的变法派来得稳健可行。
更令人吃惊的是，慈禧太后顺应民情，在1905年后甚至还搞起了立宪，这在中国的上千年的专制历史
上绝对是石破天惊，令人难以想象。
如果要说宪政的话，真正的源头却是在慈禧这里。
在慈禧太后执政的最后七八年中，中国才开始真正向现代社会转型。
　　可惜的是，岁月从不为人而停留，正当清末立宪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行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却
一前一后的离开人世，留下一个三岁的小皇帝和木讷寡言的摄政王载沣来主持局面——-这又是一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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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但无可奈何的安排，在皇权专制社会里，名分大过天。
二十来岁的载沣当然不能和慈禧太后几十年的威信相比，哗啦啦不到三年，大清王朝便轰然倒塌——-
反正慈禧太后是看不到了。
　　“精于治术而昧于世界大势”，这是目前学者们给慈禧太后最公允的评价。
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执政中，慈禧太后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这是她个人的成功；但是，慈禧太后毕竟
是个女人，她以女人的方式统治了这个古老帝国，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慈禧近半个
世纪的当政既是名分所定、顺其自然，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总体而言，慈禧太后失败了，她没有把中国带入近代化的门槛，这是她的个人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
莫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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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半个世纪里，慈禧太后以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的身份管理着这个古老的帝国。
从同治到光绪，从保守治国到主持新政，慈禧漫长的一生，对应了中国近代最富戏剧性的时代动荡。
站在新旧交替的转折点上，慈禧别无选择，光绪皇帝的人生悲剧、戊戌变法的最终失败、袁世凯的狼
子野心，折射出紫禁城内钩心斗角的皇室内幕，讲述了一个帝国的覆灭、一个时代的风云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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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慈禧大闹议政王　　诛杀安德海，太后头上敢动土　　一个失败的母亲，一个不争气的皇上　　
同治新婚亲政，为何郁闷无边　　重修圆明园，各打各的主意　　叔侄闹翻天，顽劣皇帝胡搞一气　
　亲生儿一命归天，慈禧又到伤心处　　皇位继承成了大难题　　御史尸谏，挑战太后的绝对权威　
　　　第三章 翻云覆雨，尽在掌握　　儿皇帝的成长，好一段心酸路　　慈安太后深宫暴卒，又是一
桩千古疑案　　清流为我所用，玩弄股掌之间　　甲申政潮，奕新被赶出军机处　　战和不定，中法
战争勉强打个平手　　老班子VS新班子，一蟹不如一蟹　　瞒天过海，北洋舰队与颐和园齐步前进　
　退居幕后，大事还是太后说了算　　　　第四章 盛即是衰，转折年代　　六十大寿，看来是无福消
受　　奇耻大辱，甲午战争饱受创伤　　变法引发危机，书生想搞政变　　软禁皇帝，岂不是轻而易
举　　乙亥建储，惹出天大的麻烦，　　义和团进京，局势全面失控　　对外宣战纯属百年误传　　
围攻使馆，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　　八国联军来了，慈禧太后跑了　　庚子西狩大吃苦头，方知黎民
困苦　　　　第五章 岁月沧桑，新政迷惘　　国将不国，老太后也来搞新政　　废科举波澜不惊，新
教育放之海内　　机构大调整，模样大翻新　　袁世凯练军有方，可人品不知咋样　　众望所归，五
大臣出洋考察宪政　　立宪一本万利，老太后有所动心　　廷前相争，预备立宪先行上马　　责任内
阁背后的蹊跷和较量　　丁未政潮是权力之争，权力平衡乃不二法宝　　预备立宪路线图，看起来很
美　　光绪含恨而终，太后紧随其后，冥冥中似有天意　　难思量，又到临终授位时　　风光大葬难
掩落寞沧桑　　小皇帝三岁登基，大清国三年而亡　　　　附录　　慈禧太后大事年表　　奏对五则
　　主要人物介绍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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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危急时刻，初握权柄　　选秀改变命运，小女子走进深官　　1835年也就是道光十五年的
十月初十，这一天正值深秋，虽秋高气爽且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
这一天，在京城一个普通旗人的家里，一个毫不起眼的女婴呱呱坠地。
她的出生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但是在20多年后，她却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她便是后来的
慈禧太后。
　　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日后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她的出生在历史文献上竟然没有
留下任何正式的记载，就连《清史稿》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记录说：“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
宁池太广道惠徵女”，除此之外，并无“红光遍地、异香满屋”之类例行的异兆加以奉承。
　　历史往往就是这样荒诞，这段不该有的空白，在给历史学家们添了许多麻烦的同时，也让文人骚
客们有了无尽的想象空间。
对于慈禧入宫前的事迹，在正史付之阙如的时候，反倒是诸多的野史稗乘作了极为生动有趣的描述。
　　譬如《清光绪帝外传》中说，慈禧的父亲曾任湖南副将，死于任上，极为穷困。
慈禧与妹妹扶柩归丧，船过清江浦的时候，正好另一位副将也去世了，丧舟正好停在慈禧的船边。
清江县令吴棠派人给那位副将送丧礼300两，但差人却不慎将银子送到了慈禧的船上。
差人复命的时候，吴棠发现弄错了，便让人去要回那300两银子。
　　这时，吴棠身边的一位幕僚说：“丧礼送出去了，再要回来恐怕不太好。
何况，据说这船上的女子是前去京城参加选秀的满洲闺秀，万一她被皇上选中，以后大富大贵，说不
定对大人今后的仕途会大有帮助。
”吴县令心想也是，这日后的机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犯不着为了300两银子惹下麻烦，于是
便将此事放下。
　　慈禧和妹妹两人当时正穷困潦倒，无意之中得了300两银子，自然是高兴得不得了，后来这吴县令
也就得到了慈禧太后的眷顾，由此飞黄腾达，最后做到督抚大员，自然不在话下。
　　这段记载，固然生动且引用率很高，但并非是历史事实。
事实上，慈禧的父亲惠徵乃满洲镶蓝旗人，他并没有去湖南做过官，说他死在湖南任上显系杜撰。
惠微生于嘉庆十年（1805年），监生出身，他在吏部做了十几年的笔帖式（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是
个默默无闻的一般公务员。
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已经45岁的惠徵在当年的京察中被列为一等、军机处记名，这才获得
了道府的任职资格并于当年外放山西归绥道。
咸丰二年（1852年），惠徵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但太平军在次年三月打到了安徽境内，惠徵因携带
饷银和印信逃避战乱而被朝廷开除公职，在羞愤之下，当年便病死于镇江。
　　从惠徵的履历表来看，慈禧出生的时候，其父惠徵正在京城任职，因此慈禧出生在京城应该没有
疑问。
最近倒是有人称慈禧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说她是汉人之女，后来被潞安府知府买为丫头，并由
此被收养为养女并参加选秀进入皇宫。
持此说的人还举出慈禧喜欢吃长治县的黄小米、萝卜菜，爱唱山西民歌，甚至慈禧给的书信残片、王
氏家谱上的记载、慈禧生母墓等做佐证，这显然是胡乱攀亲的无稽之谈。
　　最能证明慈禧出生地的，是慈禧的妹妹在咸丰五年（1855年）参加选秀的记录。
这份档案现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中，其中有一份用大红纸写成的“排单”
（当时选秀女的名单），当时慈禧妹妹是这样记载的：“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
女，年十五岁，辛丑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纳（那）拉氏；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闲散景瑞之
孙女；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　　由于清朝京师八旗都居住在皇城，劈柴胡同和当时镶蓝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所在地阜城门内嘉寺
胡同相距不远，而慈禧一家正属于镶蓝旗，住在这一带当无疑问。
如此看来，上述档案文件所记录的“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便应该是慈禧的出生地，而慈禧其实就是一
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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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清代规定，后宫女子都要从旗人女子中挑选，其中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八旗（含满洲八旗、
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中选秀女，通常是隔3年进行一次；另一种是从内务府三旗（清朝起家时由皇
帝自领的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也称“上三旗”）中的普通旗人家挑选秀女，每年进行一次。
内务府三旗的选秀主要是为宫中挑选宫女，如按当时规定，皇太后配有宫女12名，皇后l0名，皇贵妃
和贵妃可配8名，妃和嫔6名，贵人4名，常在3名，答应有2名。
这些在宫中服役的宫女，除了个别被皇帝看中而升为妃嫔的外，其他大都服役到25岁后放出宫外，自
行婚嫁。
　　八旗的选秀则要严格得多，因为它主要是为皇帝、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物色婚姻的对象，并
非是所有旗人家庭的女子均可参加。
按嘉庆年后的规定，参选的家庭分为在京和外任官员及文武职的区别，具体情况如下：在京为官的文
职须七品以上、武职须六品以上；外任官员文职须五品以上、武职须三品以上。
也就是说，当时能参选的均为有相当品级的官员家庭女子，而且必须在13岁到l7岁之间，且身无残疾
、未曾裹足，方可备选。
清廷之所以对选秀作出如此严格的规定，一来是为了保证满洲贵族血统的纯正与高贵，二来也是因为
清宫中嫔妃（包括宫女）较前朝大大减少，“三千佳丽”的现象在清朝已不复见。
　　据记载，在应选之日，参加选秀的秀女们由神武门进至顺贞门外等候，然后由太监按名册顺序引
入，通常是五人一排进行初选，初选中的随后还要再度进行复选。
那些在复选中被选中的秀女，优秀的留在皇宫成为后妃的候选人，而其余的便赐予皇室王公或宗室之
家。
　　由此看来，慈禧和妹妹都曾在选秀中通过复选，不过慈禧更胜一筹。
在咸丰元年（1851年）的选秀中，17岁的慈禧脱颖而出，得以留在皇宫并被封为兰贵人；慈禧的妹妹
则在下一次选秀中未能选入皇宫，而是在后来成为了咸丰的七弟奕赧（后来的醇亲王）的福晋，她生
下一个儿子名载湉，也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这是后话，先按下不提。
　　说起慈禧的第一个封号“兰贵人”，很多小说笔记误以为“兰儿”是她的乳名，实则不然。
据慈禧家的后人称，慈禧的乳名实际上叫“杏儿姑”，“姑”是满人对未成年女子的通常称呼，而“
杏儿”的名字则是因为当时家中庭院种有几棵白杏树，由此，慈禧的爷爷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杏贞”
，小名“杏儿”，取义“忠贞’，之意。
至于咸丰皇帝初封杏贞姑娘为兰贵人，大概是因为咸丰最喜欢玉兰花，因此给她这样一个封号。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是慈禧改变命运甚至是主导晚清历史的第一步。
由此，17岁的杏贞姑娘便搬进了皇宫，成为咸丰皇帝的兰贵人。
皇宫一入深似海，这位从小就过惯了养尊处优生活的官宦小姐，又该如何开始她的新生活呢？
　　母以子贵是女人的至尊法宝　　按照清朝的后妃制度，后宫的位号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
、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通常是设皇后一人、皇贵妃一人、贵妃两人、妃四人、嫔六人
，这五个级别是主位，而嫔以下的贵人、常在和答应都不是主位且不设人数限制，地位也远不如有正
式封号的妃嫔。
贵人、常在和答应这三个等级的庶妃不但没有专门的奉内管领，甚至连抚养自己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慈禧入宫后所封的“兰贵人”，当时只位于第六等，显然是后宫中毫不起眼的小角色。
客观地说，慈禧没有高贵的血统，她不过来自下五旗的镶蓝旗：她也没有显赫的家境，她的父亲不过
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官员，并不为人所知。
或许，慈禧的“贵人”身份正好符合了她的出身，但这也意味着进宫后的慈禧必须要接受现实，要想
登上皇后的宝座基本就是希望渺茫。
　　当时与慈禧一起进宫的，还有其他嫔妃如贞嫔、云嫔和丽贵人等。
贞嫔和云嫔都是咸丰在藩时（尚未登基前）的侍妾，两人可谓是占尽先机。
特别是贞嫔钮钻禄氏（也就是后来的慈安太后），咸丰帝登基后便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贵妃，连升两级
；不久，钮钴禄氏更是直接被立为皇后（前皇后已死），成为中宫之首。
　　相比而言，慈禧则要逊色很多，她花了两年时间才由贵人晋升为懿嫔，可见初入宫的慈禧并不是
那么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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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慈禧争强好胜的天性，她对此当然不会满意。
不过，慈禧还有机会，因为当时的妃子们（特别是皇后），都未曾为咸丰生得子嗣，这对于爱新觉罗
皇族乃至整个清廷来说可是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谁要是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先手，那将在未来的后宫
竞争中占尽优势。
　　在雍正朝之后，清朝皇帝选定皇位继承人虽然不限于嫡长子，但嫡子（皇后所生）和长子（年纪
最大的儿子）终究能够占据地位和年龄的优势，也能得到皇帝更多的关注。
慈禧知道自己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皇后钮钴禄氏，所以她希望能够抢在皇后和所有的妃子前头为咸丰生
下子嗣，这样就能迅速提升她的地位了。
　　但生育皇子这事，光着急是没有用的。
咸丰20岁即位，当了四五年皇帝仍旧没有子女，这在清朝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为这个事情，咸丰自己也很是烦恼，总以为自己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
好在咸丰五年（1855年）的时候，他最宠爱的丽贵人怀孕生产，但让他很不高兴的是，丽贵人生下的
却是个女儿（大公主），于是咸丰本来答应的赏赐物品全部减半发给。
　　咸丰很着急，但慈禧比他更急，因为慈禧当时的身体也不太好，特别是在妇科方面。
据记载，年轻时的慈禧每遇经期，似乎都有月经不调、痛经等毛病，往往导致“腰腹胀痛，胸满呃逆
”的症状。
在入宫两年后，这个病症似乎没有得到完全的好转。
好在慈禧后来升为懿嫔，地位得到提高，各方面的待遇也有所改善。
在太医的帮助下，慈禧得到了精心的调理，身体这才完全转好。
　　或许是天意，或者是自己的努力，慈禧终于获得了这份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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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以女性管理者的定位来勾画慈禧太后不平凡的一生，出人意料却又新见迭出。
作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晚清通俗史的写作，力主平民史观，深谙良史之道，此书不失为上乘之作。
　　——纪连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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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女人当国》主要围绕千古大变局中，一个女人如何与古老的帝国博弈？
戊戌变法的失败应归罪于谁？
预备立宪能否亡羊补牢？
　　走近晚清帝国风云人物 还原一段远离真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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