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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继《两个女人一个清朝》第三部《盛世曙光与孝庄太后》出版不久，作家郭厚英女士清史系列小说第
四部《晚清政局与慈禧太后》也即将面世。
承蒙作者与该书编辑杜康先生再度诚邀，我又写了一篇文字，权作小序。
    或许读者会问，我何以接二连三为这套书写序？
说起来，也算是缘分。
我与郭厚英本不认识：一个在南国，一个在北方，相距数千里，又非同业，且茫茫人海中，缘何能联
系？
这缘于在厚英的第二部《大清开国与孝庄太后》出版前，杜康找到了我，向我求序。
前序已交代，我本一介书生，专业在清史，原不通文艺，此前从未涉足此道。
但曾受朋友之托，给描写清平南王尚可喜的历史小说《家国春秋》作序，仅此一次。
当杜康先生要我给一位素不相识的作家的小说写序，我实不敢应允。
顺便补充一句，就连杜康先生我也不认识。
结果，我还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使我无法拒绝。
我只好表示，看看小说后再定吧！
我的意思是，如果小说可取，不妨一试；倘若戏说，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的！
    我粗粗地读了一遍，感觉甚好，以为一部描写清史的小说，能忠实于历史，创作态度严肃认真，这
在今天，实在是难得！
于是，我不再迟疑，很快，就把序写了出来，这就是第一篇序的由来(也就是《两个女人  一个清朝》
第二部序)。
    接着，我又应邀为厚英的第三部书写了序。
到这时，我还不认识作者本人呢！
经杜康介绍，我与作者通过两三次电话，算是神交吧！
可知我写序是对书不对人。
    终于，我与作者见面了。
时在今夏，作者携家人来北京游玩，由杜康安排，彼此才认识。
只见厚英其人，已到中年，不事修饰，一身素朴打扮，不掩斯文高雅；言语不温不火，却不失热情；
性情内敛，亦不失真诚。
这大概就是我初见之印象吧！
    相识一席谈，始知厚英大学读的是理科，而今所从事的职业也与文学完全无关，却坚持文学创作，
又是在她十分陌生的清史领域辛勤耕耘，竟写出清史系列小说。
我为之惊讶不已。
这也不足为奇，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文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又有几人能成为真
正的作家？
那些“星光”闪耀的文艺界的明星们，也并非都毕业于艺术院校。
赵本山的表演艺术才华，就连那些出身名牌艺术院校的人也为之汗颜！
差别就在于，执著追求，奋斗不已，必有成功之日！
    听厚英讲述自己的艰难创作，我不禁肃然起敬。
不为功利而作，不为追求时尚而写，在已出版的三部小说中，既无取悦读者的媚俗，亦无哗众取宠而
作秀。
三部小说已见证了作者的人格、人品、人气之正。
可谓文如其人。
当我见到作者，听其言即识得人如其文。
    怀着敬意，我已没有初次作序的疑惑，很乐意再次表达我阅读第四部小说的一点感受。
厚英的第四部小说，已写到晚清，是本系列小说的“重头戏”之一。
前文写过孝庄，从这部小说开始写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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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照清史学界的定位，本书以嘉(庆)道(光)中衰为开端，拉开故事的序幕，从鸦片战争转入正题
，直至慈禧战胜肃顺集团，标志这个女人已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开始了以她为主宰的“慈禧时代”
。
    学术界所界定的晚清，指道光二十年(1840年)为开端，至宣统三年(1911年)共71年，又称为近代史。
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空前巨变的时代。
学术界一直给予关注，有关的研究成果之多，可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研究晚清史，实有三难：一难，资料浩瀚，又很散，搜集殊非易事；二难，晚清史头绪纷繁，错综复
杂，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有理不清、理还乱之惑；三难，在断是非，难下结论，过去60年来，诸多
人物如慈禧的评价，几度变换，迄今还是说法不一。
还有近代史多受历次政治运动之影响，有关晚清史的历史定位已成固定模式，其基本评价包括重大历
史事件与人物也已成定见，势难改变。
如何突破传统观点与定见，谈何容易！
事实正是如此，尽管近代史即晚清史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却难见真正的创新。
也确有个别颠覆性之作，不过是“离经叛道”，距真理甚远！
    学术研究如此之难，而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恐怕尤难。
要说容易，也不难。
如像一些人信口胡说、胡写、胡编，不受史学规则的约束，不论哪个时代的历史都可以搞得声色俱茂
！
大不同者，厚英决不采取这种态度，如同严肃对待生活，对历史亦负有责任感。
小说创作，首在素材，这就是数也数不尽的史料，从山积的档案、官书、史籍、方志，名人传记等史
料中选取出来，厘清历史真相。
“胡说派”们无须史料，也就不去下功夫为史料而辛苦。
可以想见厚英为搜集史料、吃透史料，已付出巨大的劳动。
因为有扎实而丰富的史料即素材为据，晚清史一幕一幕的动人故事，便在厚英的笔下展现出来，如此
清晰，如此准确，真令人信服！
凡涉及地点，无不与史书与今日之称相吻合；凡时间、公历、农历互用，互为印证，把年月日写得明
明白白；举凡人物，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各不相同。
作者之高明处，把握分寸，恰到好处。
这是最难做的事之一。
厚英对历史确有大悟性，多少也有些灵气，能深刻理解历史，准确剖析人物，给出恰当的描写。
慈禧这个女人，恐怕谁也说不准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厚英与常人不同，“认定为其情可悯、其人
可伤的，忽啦啦大厦坍塌之清王朝的一位送葬人”。
如说洪秀全，“兼豪杰、盗贼之性情于一身”。
都是对历史人物的恰当定性。
再如“都是那‘嘉道守成’惹的祸”“半梦半醒时分，发生了鸦片战争”，其下给出小标题“寂静的
晚清帝国”“欲战欲和，主战的林则徐、主和的琦善都倒霉了”“一个肃顺跌下去，两个太后上青天
”，如此等等。
这些标题，鲜明、生动、准确，是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深刻理解，勾画出一种历史感的真实
。
    不仅如此，书中写到至关重要处，不时地引进现代史学大家如孟森、范文澜、李剑农等学者的论断
，与作者所描写的故事相呼应，起到印证的徘用，即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历史。
但作者并非一味跟着学者跑，却有自己独特的见识。
如，慈禧的出生地及籍贯，众说纷纭，作者统计有六处说法。
她不苟同，不盲从，坚持个人的科学判断，明确地指为叶赫的后裔。
如厚英言：“传说俱为浮云，还原一个本色的慈禧。
”    可以说，书中所写的重大历史事件与重要人物，无不言之有据，一句话，就是真实可信。
几与学术研究不差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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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各走一径，却是殊途而同归。
厚英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创作的真实做到完美的统一。
本书及前三部虽属历史小说，适可当信史来读。
    学术界研究历史人物或事件，多“抓大弃小”，抓住大事，或者说以大事为主，是没有疑问的，问
题就出在忽略甚至放弃那些表面看无关紧要的枝节末叶的小事，缺少血肉，历史就变得无生气，枯燥
无味。
正如写经济史，只见数字统计，分不清大小事，却很少见人的活动。
    与此相反，创作清史影视剧，却丢弃大事，亦不论时代特征，只抓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任意虚构
胡编，无中生有，制造无数个荒诞的故事。
把一个严肃的主题变成一场戏说的闹剧！
    显然，这两种倾向都不可取。
厚英则将两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大中有小，以小见大。
在这部书中，大的时代背景、社会生活环境以及大的事件等，形成一条主线，同时有关人物的心态、
情志、一个事件的具体情节乃至细枝末节，虽属小事，亦不予遗漏，与大事相得益彰。
这就是大中有小之意。
从小事，哪怕一举手一投足，即可展现人物内心世界，显示其本质。
叙述一个大事件，如不将诸事具体化，也难见历史真相。
此即“以小见大”之意。
随便举几例：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有关“大沽口保卫战”“八里桥惨败”，叙事之详，为一般史著
所不及，尤其是清军无论胜与败，都打得十分惨烈，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读此不禁令人感泣！
一些论著，却按清朝腐败的模式评述这些战役，实则抹杀了民族抗战的民族精神！
    咸丰帝也是个短命的皇帝，缘于酒色过度，大伤体质。
本书描写有关他的生活状况、心态、欲望等具体细节，细细描绘，至为详尽，给人印象深刻。
一般史著多属大而化之，即使细节也不细，难见其生活的真貌。
    慈禧与肃顺的矛盾由来已久，并非始于肃顺为顾命大臣之时。
书中指出其矛盾及矛盾激化，直至将其处死，来龙去脉，描述得一清二楚。
就连肃顺受刑时的细节也披露无遗。
    书中处处有故事，处处见细节，不胜枚举。
    概括本书不虚、不妄、不俗，构成鲜明特色。
描述历史真实不空泛，皆有史可据，是谓不虚。
实事求是，按公而断，忌妄断是非，去偏见，除臆想，是谓不妄；不迎合低级趣味，不猎奇，格调高
雅，品质优良，是谓不俗。
厚英之书有此三大特色，也就与社会上那些庸劣、俗不可赖的文艺作品严格区分开来。
    最后，说到语言文字，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那么，究竟特在何处？
首先是字浅而意深。
在书中，找不出一个古怪字，更找不到一个晦涩难懂的词。
其字皆为常见常用，最为平常不过了，文字虽浅显，却表述出更深的意境。
这里仅以书中目录为例，随便举例，以证我言之不谬。
    如描写慈禧的第三章，章内小标题为：“惠征家的女子，个个骄傲得像漂亮的小母鸡，慈禧是其中
最骄傲的”。
再如描写洪秀全的第六章，章内小标题为“放下书本，立地悟教的洪秀全”“到广西去，壮大‘拜上
帝会”’“秀才也疯狂，洪秀全竟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这些文字谁都看得懂，文字的确通俗易懂，不事华丽，不雕琢奇特，却表现出内在的意境之美！
    其次，字里行间流淌着作家的丰富情感。
不用政治性语言，也不用怪诞的词语，不随便下结论，不故作惊人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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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否就没有是非？
或者说不辨美丑？
恰恰相反，就是在这平常的话语中倾注了作家的情感，表达了她的审美意识与历史观！
作者写道：“道光时，大量农民陷入破产的潦倒境地，愤怒不祥之气，忧郁地堆积于大清的阴霾的天
空。
”在这些通常可见的文字中，我们会读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所表达一种忧郁而无奈的情感。
    这就是厚英已有的独特的文字风格，用一句话概括：素朴的文字，深远的意境，饱满的情感，尽显
史学之美！
    用文学写历史，小说实为一种重要载体，或者说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究竟怎样写，写到什么程度为最佳，古人早有实践，今人也不断推出这类作品，更有影视现人现声。
可以说，迄今影视作品极少有成功之作，绝大多数胡诌胡扯。
以文字论，厚英所作的这部清史系列小说，确属自创一体，与已故台湾作家高阳之作相近但又不同，
比之二月河之类的清史小说又大相径庭。
就是说，厚英笔下的清史更真实更精确，风格独特，尤具启发性，令人耐读。
它的魅力不是靠文字的“特技”，而是再现真实的历史，用历史自身之美，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来激
动作者的心。
    当然，也有点想法，厚英可以更放开些，不必过于拘泥于历史，厚英可以不断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
，再实践，必将其创作推向更高、更美、更好！
    如讨论如何创作历史小说，要说的话就太多了。
已经拉拉扯扯地说了不少，就此打住。
    是为序。
    2012年9月10日夜    于神州数码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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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本册起，《两个女人一个清朝》系列将另开新篇，开讲晚清大变局中的政治女强人慈禧太后。
乾隆帝的治世过去，接下来，就是政治上致虚守寂的“嘉道守成”时期。
嘉庆帝进行过一次“咸与维新”的改良尝试，结果却是虎头蛇尾的。
道光朝承乾嘉两朝流末，政治上陈陈相因，淆乱粗糙之象却已层层暴露。
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本为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
但怯懦短视的道光帝所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却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它使得外国殖民资本势力
开始渗入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
咸丰帝上来之后，虽然摆出了一种攘臂奋争的姿势，却已无力阻止倾荡颠危局势的发生。
第二次鸦片战争，奕詝再战英法联军，结果却还得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
落第秀才洪秀全在南方的趁虚而起，竟然把太平天国的这把野火，烧进了南京城。
正是在残阳如血的一种历史背景之下，有一位叫叶赫那拉氏的满族女子，却在繁文缛节的迷雾深宫中
静静地成长起来。
实际上，叶赫那拉氏一生的好运气，应该是从为咸丰帝生了独子小载淳伊始的。
“辛酉之变”既冷血又华丽。
晚清由此走上了一条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政治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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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厚英女，浸润文字二十余年，文字散见于国内诸多报纸杂志，为天涯“煮酒论史”热度写手，
尤长于历史类、女性类细腻文字的描写。
著有民国历史《尘埃里开出的花》《那一世的风情》《王牌潜伏：大上海的黑白人生》《夜上海往事
》等作品。

刘燕君 男，历史专栏作家，民间清史、民国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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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都是那“嘉道守成”惹的祸
1.慈禧降生，与和珅的一段转世报恩传说有关
2.嘉庆朝虎头蛇尾的“咸与维新”
3.一样悲欢逐逝波的道光帝
4.让道光帝郁闷的时评：治家有余，治国不足
第二章 半梦半醒时分，发生了鸦片战争
1.寂静的晚清帝国
2.英国人从海上运来了大量鸦片
3.鸦片围城，林则徐策划了禁烟反击战
4.欲战欲和，主战的林则徐、主和的琦善都倒霉了
5.签订《中英南京条约》，耆英开了一个恶劣先例
第三章 叶赫那拉氏这一家子
1.她来自于一个“根正苗红”的公务员世家
2.父亲惠徵的官场沉浮之路
3.惠徵家的女子，个个骄傲得像漂亮的小母鸡，慈禧是其中最骄傲的
4.传说俱为浮云，还原一个本色的慈禧
第四章 咸丰朝的三个“小诸葛”
1.四阿哥奕詝的寂寞
2.奕詝、奕?强强相争，杜受田说：心灵美那才是真正的美
3.杜受田积劳病殁，恭亲王因忌废黜
4.肃顺应该对于咸丰朝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第五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奕詝又挨打了
1.广州城跌宕再起的反英运动
2.发誓为咸丰帝争光的叶名琛，最终囚死于印度加尔各答
3.英法联军把战火从南方蔓延到了天津城下
4.大沽口保卫战，咸丰朝最后的荣光
5.和战都没法阻滞英法联军向北京城挺进的步子
6.八里桥惨败，点燃了圆明园的冲天大火
第六章 洪秀全“拜上帝会”的激情反叛之路
1.放下书本，立地悟教的洪秀全
2.到广西去，壮大“拜上帝会”
3.秀才也疯狂，洪秀全竟然真刀真枪地干起来了
4.太平天国的这把野火，烧进了南京城
5.兼豪杰、盗贼之性情于一身的洪秀全
第七章 从兰儿到懿贵妃，向着理想的高度飞去
1.慈禧入宫，正值咸丰帝扩充后宫，来得早还得来得巧
2.一生的好运气，伊始于为咸丰帝生了一个好儿子
3.慈禧的成才之路
第八章 一个肃顺跌下去，两个太后上青天
1.奕?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办成了一个准军机处
2.咸丰帝的临终安排
3.肃顺与后宫二把手慈禧的恩怨纠结
4.慈禧与奕?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辛酉之变，既冷血又华丽
6.确立了两宫皇太后“垂帘”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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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肃顺这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事实上是不动声色地把两宫皇太后手中的权力统统收走
了。
两宫皇太后此后不过沦为保管公章的一种小小办事员而已。
肃顺一上来，就摆出这笑里藏刀的夺权阵势，这是明目张胆地欺负两宫皇太后和小皇上这三个孤儿寡
母啊。
 但是，肃顺这一次却绝对低估了两宫皇太后的政治智商系数。
 一般的人可能都认为：叶赫那拉氏后来之所以能登上权力的顶峰，有赖于她为咸丰帝生了个儿子。
这个观点固然有其合理的部分。
但是，我们知道，搞政治如果仅仅只是睡在“母以子贵”的太平符上睡大觉，那是不足以巩固亡夫已
经赋予的权力的。
前面我们讲过，叶赫那拉氏粗通文墨，咸丰帝生前，叶赫那拉氏跟着咸丰帝批复公文，已具备一定的
行政能力。
最关键的是叶赫那拉氏具有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政治敏锐度，她常常可以在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时，敏
感地察觉到了风起自于何方。
肃顺那种雕虫小技根本骗不了西太后。
实际上，慈安太后虽然大字识不了几个，她的为人，并不像她所表现出来的那般懦弱。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东太后、西太后这一对政治中的女子，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组成了黄金
政治拍档。
有人用“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来概括东太后一生的行事做人，这是适宜的。
 两宫皇太后决定奋起还击。
 反击是必须的。
皇权的象征，本来就体现在谕旨的“拟定，内览，改定，钤印”四部曲之上。
失去了这些，咸丰帝生前所确定的“垂帘辅政，盖兼有之”政治制度于两宫皇太后而言便成为一句空
话。
 两宫皇太后冷脸驳回了肃顺等人的奏章。
西太后果断地提出：关于谕旨，两宫皇太后广泛地享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以及否决权
，这是咸丰帝生前赋予她们的神圣权力。
 于是，肃顺等八大臣耍大牌，集体撂挑子。
第二天睡到太阳晒屁股，八大臣无一人上朝开工。
慈禧却一点也不惊慌。
她径自把肃顺拟定的那道奏章，批了出来，让热河的勋戚重臣们展开自由的讨论，是非曲直请满朝的
文武大臣来评评这个理儿。
当时，朝廷的舆论，并没有完全倒向八大臣，越往后面批评八大臣的声音越嘹亮。
甚至有人提议，肃顺如果一味地意气用事，不妨发动北京的留守大臣也来讨论这个问题。
双方僵持了四天，最后，肃顺终于有点吃不住劲了。
于是，双方各后退一步，就人事任免与政务操作流程两大块达成了政治妥协： 首先，是朝廷的政务处
理。
以后但凡往下面发文件、作指示，可先由赞襄政务王大臣拿出初步的处理意见再经两宫皇太后审阅后
，方在宗卷的起始与结尾两处，一上一下地盖上东太后的“御赏”印章、西太后的“同道堂”印章，
方可产生法律效应。
 其次，往地方上委派总督、巡抚这个级别的大佬，也可由肃顺等八人先拟订一个初步名单，但是，两
宫皇太后享有最终决定权。
至于地方上学政以下的二、三流行政官员的发放，为了防止顾命八大臣夹带私人，西太后就想到了过
去大明朝使用过的抓阄法子。
将有资格升迁的官员名单做成签子，放在一个大箱子中，摇晃均匀后，让小皇帝载淳随机抓阄儿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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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办法，小皇帝载淳喜欢。
每次抓阄儿的箱子抱上来之后，小载淳一双黑津津的大眼睛，便会兴奋得闪闪发光。
例如，七月二十四日，朝廷决定选拔一批省学政大员以及崇文门的正副监督，便首次启用了这种创新
之法。
当时，军机处糊制了七八十支名签，当众放入那只糊好的抓阄儿箱之中。
两宫皇太后坐两旁，小皇帝坐在中间，两宫皇太后颔首示意开始，小载淳便将一只胖乎乎的小手，兴
致勃勃地伸进了箱子掣签。
此后，小载淳长大后，特别喜欢玩那种掷色子赌大赌小的赌博游戏，有人估计，这就是载淳幼年经常
在朝堂之上抓阄儿所培养出来的业余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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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读高阳的小说与读厚英的小说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同样的感觉，要而言之，两作家严格按照清史与相
关人物的本来面貌去描写，故“写出来”的故事及“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著名清史专家李治亭    红颜岂能都是“祸水”，性别不能锁定优劣
。
三百年清史波澜壮阔，两个女人横空出世，孝庄、孝钦各领风骚，一头一尾时代迥然。
多少兴亡事，尽在演绎中，千秋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原图书馆馆长杨东梁    以真实的记述与
艺术的描绘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清前、后期两个女人的人生故事，书写有清一代的历史兴亡，是史学
走出书斋，接近平民大众的有益尝试。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王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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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个女人,一个清朝4:晚清变局与慈禧太后》历史题材最具突破性作品，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
国内权威清史专家李治亭、杨东梁、王俊义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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