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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五。
戊戌变法将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推向极端，凭借袁世凯的“临机一动”，后党跃上了权利的颠峰。
朝廷意欲借义和团运动灭洋，却未能抵挡敌人的节节进逼，慈禧命人将珍妃透入井后挟皇帝仓皇出逃
，国家的命运到了最艰难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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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阳（1926-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
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身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毕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62年发表第一部历史小说《李娃》，一鸣惊人。
《慈禧全传》、《红顶商人》、《胡雪岩》、《红楼梦断》系列等使他成为当代知名度最高的历史小
说家之一。
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
高阳的历史小说注重历史氛围的营造，又擅长编故事、注重墨色五彩，旨在传神，写人物时抓住特征
，寥寥数语，境界全出。
一生著作凡九十余部，约10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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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秦稚芬一夜不曾睡。
虽然城门一开，便另外派人到锡拉胡同，打听得张荫桓安然无事；但午夜时分，王五来访，谈到他在
东兴楼所听来的，关于张荫桓得罪了慈禧太后和李莲英的故事，大为担忧，就辗转反侧，通宵不能安
枕了。
　　天色微明，便已起身。
时候太早，还不便去看张荫桓；就去了，张荫桓上朝未归，亦见不得面。
一直捱到钟打七点，到底耐不住了，关照套车进城。
　　到得锡拉胡同，张荫桓亦是刚从西苑值班朝贺了慈禧太后回府。
一见秦稚芬，很诧异地问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
”　　秦稚芬老实答说：“听了些新鲜话，很不放心，特来看看。
”　　“大概没事了！
你不必替我担心。
我还没有吃早饭，正好陪我。
回头咱们一面吃，一面谈。
我也听听，是什么新鲜话。
”　　于是秦稚芬夹杂在丫头之间，服侍张荫桓换了衣服，正要坐上餐桌，听差神色张皇地报：“步
军统领衙门有人来了！
”　　秦稚芬一听色变，而张荫桓却很沉着，按着他的手说了句：“别怕！
不会有事。
”　　及至便衣出见，崇礼派来的一名翼尉，很客气地说：“请张大人到敝处接旨！
”　　听说接旨，张荫桓知道大事不妙。
只是不愿让家人受惊，所以平静地答说：“好！
等我吃完饭就走。
”　　回到餐桌上，神色如常；只是秦稚芬却不敢再说那些徒乱人意的故事了。
张荫桓当然也不会有太多的话，静静地吃完，换上公服，预备到步军统领衙门去接旨。
   　　须臾饭罢，张荫桓不进内室，就在小客厅中换了公服。
一如平时上衙门那样，从容走出大厅。
那翼尉是老公事，看他这副神态，知道他掉以轻心，自觉有进一忠言的必要。
　　“大人，”他说，“如果大人有话交代夫人，不要紧，卑职还可以等。
”　　张荫桓一颗心往下沉！
这是暗示他应与妻子诀别。
有那样严重吗？
刹那间想起自己在洋务上替朝廷解决了许多的难题，以及慈禧太后屡次的温语褒奖，谁知一翻了脸是
如此严酷寡情！
他平日负才使气惯了的，此时习性难改，傲然答道：“不必！
”　　说着，首先出门上车。
翼尉紧接在后，与从人一起上马，前后夹护，一直到了步军统领衙门，将他带入一间空屋子，那翼尉
道声：“请坐！
”随即走了。
　　张荫桓原以为崇礼马上就会来宣旨，谁知直坐到午时，始终不曾有人来理他。
听差当然是被隔离了，只能问看管的番役，却又不得要领。
守到黄昏，饿得头昏眼花，而且不知道这晚上睡在哪里，忍无可忍之下，大发脾气。
于是有个小官出面，准张家的听差送来饮食被褥。
只是主仆不准交谈，所以张荫桓对这山雨欲来、狂飚已作的朝局，毫无所知。
　　早寡而已进入中年的大公主，是惟一在慈禧太后面前能有座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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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很少享受这一项殊恩，尤其是当皇帝、皇后、以及诸王福晋——她的伯母或婶母人觐时，更
不会坐下。
惟有在这种母女相依，不拘礼数的时候，她才会端张小凳子坐在慈禧太后身边，闲话家常。
当然，偶尔也参与大计。
　　这天慈禧太后召集近亲王公会议，以及宣旨命“溥”字辈的幼童入宫，大公主已略有所闻。
所以在奉命进见时，她先已打听了一下，如果是怀塔布的母亲，或者荣禄的妻子入宫，多半是找牌搭
子。
听说单只召她一个人，而且由外殿一回内宫就来传唤，不由得便想到，可能是要谈废立之事。
　　一想到此，大公主的心就揪紧了！
多少年来，皇帝心目中认为可资倚恃的只有两个人，一个“翁师傅”，一个“大姊”。
谁知变起不测，皇帝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每次听人说起，被幽在瀛台的皇帝，衣食竟亦不周，总要关起门来饮泣一场。
然而她无法私下接济，也不敢向慈禧太后进言。
因为她深知太监的阴险忮刻，倘或因此而受慈禧太后的责罚，必然迁怒于皇帝，不知道会想出来一些
什么恶毒的花样去折磨皇帝。
　　自秋且冬，多少个失眠的漫漫长夜，她在盘算皇帝的将来。
起初，一想到废立，就会着急，恨不得即时能将载漪之流找来，痛斥一顿。
慢慢地不免怀疑，皇帝被废，真个是件不堪忍受的事？
反过来又想，照现在这样子，皇帝又有什么生趣？
往远处去看，又有什么希望？
　　这些令人困惑的念头，日复一日地盘旋在心头，始终得不到解答。
而终于有一天大彻大悟了！
那是在法国公使荐医为皇帝诊视以后，据说：法国医生随带的翻译向人透露，皇帝的食物中有硝粉，
久而久之，中毒而死亦不为人知。
这样看来，废立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保得住皇帝的一条命。
！
　　巨祸果然发生了！
裕禄接得高娄有变的禀帖，派出一名统领杨福同，带队到涞水“相机办理”。
其时祝芾已经心力交瘁地在高娄以好言诱获拳民六个人，由王占魁带回定兴。
讲明白，这只是敷衍公事，一定会从轻发落。
同时留下四十名马队，驻守高娄，作为警戒。
　　第二天，杨福同的队伍开到，祝芾少不得又要陪他下乡。
行到一个叫做百部村的地方，突然来了几百义和拳，包围官军。
杨福同飞调高娄的马队支援，内外夹击，打死了几十个义和拳，方得解围。
　　见此光景，祝芾不敢再往前走，单独回城。
杨福同会同援军到高娄；还未进村，又遭遇数十义和拳猛扑。
马队放了一排枪，拳众退守一座大空院，作法不灵，被杨福同挥兵攻入，生擒九人，斩杀二十多，很
显了一点威风。
　　谁知保定府属的义和拳，就在这十天功夫中，蜂拥而起，已成燎原之势。
来自涞水以北涿州的大股义和拳，在山道设伏。
杨福同众寡不敌，被困在山沟中，身边仅有两名马弁，当然遇害。
身受五十余伤，面目两肢全毁，死得很惨。
　　裕禄得报，大惊失色，找来藩臬两司会商。
廷杰主剿，廷雍主抚，相持不下。
裕禄是主抚的，但又怕言官说话，朝廷责备。
就在这彷徨不决之际，来了一道上谕：直隶藩司廷杰内调，以臬司廷雍兼署藩司。
　　这一下还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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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禄惟有跟着廷雍的路子走！
他下定决心了，朝廷既然有重用义和拳之意，自己就得走在前面。
何况民气昂扬，都相信义和拳能够“扶清灭洋”；相信人春久旱，瘟疫流行，而“只要扫平洋人，自
然下雨消灾”，自己又何可与潮流相悖？
　　因此，总督衙门有两个官儿，立即受到重用。
一个是专负与各军营联络之责的武巡捕徐其登，一个是候补道谭文焕。
徐其登本来就是白莲教余孽，亦就等于义和拳埋伏在裕禄身边的内应；而谭文焕之极力为义和拳说好
话，到处宣扬义和拳如何神勇，却另有缘故。
　　原来候补道品类不齐，才具不一，真所谓“神仙、老虎、狗”，是摇尾乞怜的狗，威风凛凛的老
虎，或者逍遥自在的神仙，全看各人会不会做官。
不会做的，辕门听鼓，日日伺候贵人的颜色，所得的只是白眼；会做的，哪怕资格是捐班，敌不过“
正途”，补不上实缺，但可钻营“差使”，而有些差使如制造局总办之类，油水之足并不下于海关道
、盐运使等等肥缺。
而且实缺道员只能占一个缺，差使却可兼几个，所以有些红候补道，声势显赫，起居豪奢，着实令人
艳羡。
　　谭文焕就是深晓个中三味的，只是时运不济，谋干差使，几次功败垂成，到紧要关头上，总是为
大有力者所夺去。
这时默察时局，朝中讲洋务的大为失势，而义和拳人多势众，打出去的旗号又很漂亮，很可以有一番
作为。
他生得晚，每每自叹，未能赶上洪杨之乱。
否则，从军功上讨个出身，早就是方面大员了。
如今有义和拳“扶清灭洋”这个大好良机，岂可轻轻放过？
　　原来荣禄虽得慈禧太后的宠信，在京里却是相当孤立的。
有些人是不愿他往上爬，怕他一冒上来，相形见绌，就会失势；有些人是觉得他平时过于跋扈，应该
加以裁抑；还有些对慈禧太后固然严惮，而对皇帝却也存着一片深藏未露的拳拳忠爱之忱，看荣禄惟
知有母，不知有子，内心愤慨，当然也不会替他说好话。
因此，荣禄得找个人替他开路，才能内召大用。
　　杨崇伊的第二个折子，便是替荣禄开路，建议“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来京”。
来京干什么呢？
不能明言让荣禄人军机，即使能说，荣禄也不愿意他说，因为大学士在军机上行走是真宰相，耻于为
从五品的监察御史所荐。
　　因此，杨崇伊找了个藉口，说康有为在逃、梁启超亦未拿获，康广仁、谭嗣同虽被捕而未处决，
深恐康党勾结洋人，以兵舰巨炮相威胁，应该即日宣召北洋大臣荣禄进京，保护皇太后及皇帝。
　　如果说荣禄如甲午以前的李鸿章，掌握了精锐所萃的北洋兵权，那么载漪就像当年的醇王，保有
指挥禁军的全权。
他的“武胜新队”改了名字，叫做“虎神营”——猛虎扑羊，而羊洋同音，等于挂起了“扶清灭洋的
幌子。
　　荣禄的部队也换了番号，总名“武胜军”。
仿照明朝都督府的制度，设前后左右五军：前军聂士成、后军董福祥、左军宋庆——“霆军”鲍超手
下的大将；右军袁世凯。
另外召募一万人为中军，由荣禄亲自兼领。
　　既为军机，又握兵权，荣禄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的第一权臣。
然而慈禧太后并不感受到威胁，她自有驾驭荣禄的手段，更有荣禄绝不会不忠的自信。
　　尽管如此，荣禄仍有烦恼，因为妒忌他的人太多。
而以刚毅为尤甚。
他自觉谋国的才具、济危的功劳，都在荣禄之上，而偏偏官位、权力与所受的宠信，处处屈居人下。
因此，常常针对着荣禄的一切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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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是极深沉的人，心里不免生气，而表面上总是犯而不校。
不过，日子久了，也有无法容忍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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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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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一。
一个女人的政治生涯，始于其作为皇帝的丈夫的死。
寂寞宫闱里，已经失宠的女人，内心的苦楚是永远不能被他人所理解的。
清咸丰十一年，清文宗死于热河行宫。
幼帝即位，其生母兰儿被称为“圣母皇太后”。
面对着权利的诱惑，丧夫之痛的失落感，兰儿心里滋生出的是世人不可想象的人生路途，她将自己逼
上了一条从政之路。
一个女人的王朝从此建立起来了⋯⋯　　晚清历史全景式画卷、系列史诗巨著《慈禧全传》之五。
戊戌变法将帝党和后党的矛盾推向极端，凭借袁世凯的“临机一动”，后党跃上了权利的颠峰。
朝廷意欲借义和团运动灭洋，却未能抵挡敌人的节节进逼，慈禧命人将珍妃投入井后挟皇帝仓皇出逃
，国家的命运到了最艰难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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