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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有三大拐点，也可以说是三度转身，这正是他的传奇之处。
作为清朝宣统皇帝的登极，是其一生中第一个拐点，第一度转身，由此走上人君的宝座；而“九一八
”事变的发生，则促成溥仪走上叛国之途，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个二拐点，第二度转身，很沉重，因为
它与东北沦陷紧密相连，与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紧密相连；1959年的特赦，溥仪由战犯变成公民
，成功实现了改造，这即是他经历的第三个拐点，第三度转身。
三大拐点，三度转身，铸就了溥仪一生的传奇。
    辛亥革命后，溥仪固然已经退位，却并没有完全离开中国政治的舞台。
他利用其历史的影响力，并企图利用中国旧军阀势力，甚至还想利用对中国怀有各种政治企图的帝国
主义国家势力，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以恢复在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权，结果反而被日本法西斯
军国主义所利用，而成为他们侵略中国的帮凶，出卖了我国东北的大好河山，沦为抗日战争的革命对
象，沦为人民公敌，这正是溥仪第二度转身之后所面对的沉重现实。
随着中国人民最终赢得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溥仪作为民族罪人，又经历了伪满垮台后的逃亡、被俘
、囚苏和引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10年，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国家里又经历一场改造，最终
成为合格的新中国公民。
    迄今还没有一部专述“九一八”事变影响溥仪一生的著作，笔者因此想做一件事，就是要展示、评
说“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密切关联的事件、人物和历史情节。
    1931年9月18日，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天，对溥仪来说，则是他最有罪恶感的一天
！
在侵略者的炮声中，他想到的不是危机中的祖国和苦难中的人民，而是“借助外力，复辟大清”这八
个宇。
由此掉进了日本军国主义头目精心设置的政治陷井，开始了长达14年“叛国皇帝”的屈辱人生。
以后无论在东京法庭上，还是在抚顺改造中和特赦以后，溥仪对这段屈辱生活的痛苦回忆和无限追悔
，都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笔者从相关历史档案及专业研究的论述中，从不同的角度、各异的层面，着意对“九一八”事变与
溥仪紧密关联的那段历史，予以准确表述，尽可能鲜活地还原历史原貌。
    笔者还希望能与万千读者共同体会溥仪在其一生经历的每个阶段，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年
、在被俘囚苏期间的东京法庭上、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岁月和特赦后作为普通公民的快乐生活中
，对历史上同一重大事件——“九一八”事变所发出的并不相同的表述，这也恰恰表现了他在人生道
路上的深刻变化。
    翻开这部《“皇帝”的背叛》，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一个真实的溥仪，看到伪满政权建立的真
相，而这也正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章、一节或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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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九一八”事变，从国内来说，是抗日战争的肇端；
　　从国际上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对溥仪本人而言，是人生的一大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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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庆祥，著名溥仪研究专家。
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理事。
先后出版《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溥仪的后半生》《溥仪交往录》《溥仪日记》《末代皇后和皇妃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等数十部著作，有英、德、日、韩等多种译本。
作为历史顾问，参与了国内外近百部专题片以及《火龙》《末代皇后》《非常公民》等影视作品的创
制，还策划了北京颐和园、故宫端门和天津静园等多处溥仪生平展览项目。
多次承担国家各级课题并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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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九一八”事变与溥仪
　一、罪恶与选择
　　历史之辩、国内外争夺与溥仪的选择
　　溥仪从旅顺到长春从“劝进”到屈就“执政”
　　手签卖国密约假面国联调查
　二、可怜的“皇后”
　　婉容受骗出关
　　婉容在旅顺
　　伪满初年悲情的婉容
　　笼中伪后
　　痛苦最深的女人
　　婉容不应该被遗忘
　三、文绣来过长春吗？

　四、“御弟”溥杰的人生历程
　　溥杰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康德御弟”溥杰的人生历程
　　溥杰与长春的新篇章
　五、两位“帝师”不叛主
　　“帝师”陈宝琛一往旅顺两赴长春——忠于民族不叛主
　　庄士敦、“康德皇帝”和《龙归故里》
　六、难为了两“总理”
　　溥仪的“总理大臣”郑孝胥遭贬真相
　　溥仪的另一位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他的儿子张绍纪
　七、溥仪身边的日本人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10年长春生活
　　“黑夜皇帝”的凄惶落幕
　八、被改变的溥仪和汪精卫
溥仪当年谈“九一八
　　溥仪手稿：今天是辛未年元旦吉辰（1931年2月17日）
　　溥仪给金秉藩、郭继英的手谕（1931年3月18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6月24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7月3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9月20日）
　　溥仪专就“东行”与否发布“谕旨”（1931年10月4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7日）
　　溥仪就时局发表谈话（1931年10月10日）
　　溥仪给日本陆相南次郎的黄绢信（1931年10月11日）
　　溥仪致头山满的黄绢信信底（1931年10月11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25日）
　　溥杰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31日）
　　润麒致溥仪的信（1931年10月31日）
　　溥仪回忆1931年11月2日在天津静园与土肥原贤二会谈情况
　　溥仪离开天津静园的临别留言（1931年11月13日）
　　溥仪的“密谕”（1932年1月17日从旅顺传回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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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判理由十二条（1932年2月19日）
　　溥仪回忆1932年2月末在旅顺与板垣会谈情况
　　溥仪在旅顺发出“第一次答书”（1932年3月3日郑孝胥代读）
　　溥仪在汤岗子发出“第二次答书”（1932年3月7日郑孝胥代读）
　　溥仪前往长春的声明（1932年3月8日）
　　溥仪发表《执政宣言》（1932年3月9日）
　　溥仪发表《执政就任词》（1932年3月9日）
　　溥仪发表《执政答词》（1932年3月9日）
　　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交换文（1932年3月10日）
　　溥仪会见联合国调查团长李顿的谈话（1932年5月3日）
　　溥仪签可密约（1932年8月18日）
　　溥仪批准《日满议定书》（1932年9月15日）
　　溥仪在签订《日满议定书》的酒会上致词（1932年9月15日）
　　溥仪密谕胡嗣瑗（1932年9月20日）
　　日本内阁对“九一八”事变的追认（1932年9月22日）
　　溥仪为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颁布“教书”（1932年10月8日）
　　溥仪与“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谈语（1933年11月6日）
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
　　迷茫的飞行去作证还是去受审？

　　第一次出庭：溥仪出关之谜
　　第二次出庭：“猴戏”主角的自白
　　第三次出庭：不钻律师们设下的圈套
　　第四次出庭：物证与舌战
　　第五次出庭：布莱克尼少校的杀手锏
　　第六次出庭：溥仪受人唆使了吗？

　　第七次出庭：驳倒了清濑一郎
　　第八次出庭：又击败了马泰斯
　　退庭之后历史并没有完结
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谈“九一八
　　一、溥仪笔供：详细履历和罪恶事实（1954年6月1日）
　　二、爱新觉罗?溥仪补充笔供：我的“认罪书补充”（1954年6月21日）
　　三、我完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药笼中物”了
　　（一）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的所谓寓公生活
　　（二）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勾结
　　（三）和军阀、政客的微妙关系
　　（四）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眉来眼去
　　（五）“遗老”的包围
　　（六）东陵的挖掘事件
　　（七）我的反动思想愈发抬头
　　（八）“九一八”事变和“天津事件
　　（九）接二连三的所谓“恐怖事件
　　（十）土肥原贤二和我的互相勾结利用
　　（十一）汽车厢底的“奇货”
溥仪在特赦后谈“九一八
　　从我的经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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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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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为什么日寇天津领事馆和司令官常常请我吃饭，殷勤招待，联络私人感情，这一一都
是企图利用我的明证。
并且日军高田丰树司令官以及后来的桑岛主计总领事先后都公开表示过，中国还是帝制好，而且有意
地对我作民族挑拨的毒计。
我由于封建的思想教育，一贯以恢复满清为自己唯一目的。
于是听郑孝胥的建议派家庭日语教习远山猛雄上日本，把我的信交给陆相南次郎，要求他帮助恢复帝
制。
这就是我要利用日本来为我恢复满清统治。
日寇素来有利用我的心，我又这样自动要求他的帮助，这岂不是正合日寇的心理吗？
日寇的“大陆政策”是它一贯的帝国主义侵略企图。
它要鲸吞中国是不可能，它便用蚕食办法，用“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办法。
日寇占据东北，因而土肥原贤二到天津要求我上东北。
如果把日寇的过去对我的种种历史一个个分析，可明白它要利用我，早在北京就开始了。
另一方面，土肥原的要求我上东北，现在我认识这就是我给南次郎写信要求恢复满清帝制，当时他虽
然没有回答，可是当日寇占据东北后，土肥原要求我上东北，日寇利用我当它的走狗，正是南次郎对
我的无言的实际的回答。
到了伪满汉奸政权成立以后，我的罪恶更是数不尽的。
我为什么执行日寇的话，我是想维持自己的地位。
我是不顾人民的死活，我是不顾祖国中国的如何，不惜叛变祖国，签订卖国密约和议定书。
断送了东北人民的一切利益，支援日寇，使日寇占据东北为合法化。
这只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汉奸生命和地位。
为什么日寇不利用别人当伪执政、伪皇帝，当了伪皇帝还能14年始终不动摇，这说明是我当汉奸合日
寇的口味。
日寇说一，我决不做二。
虽然我心里对日寇不满，这个不满不是为了别的，乃是没有实行满清的所谓“复辟”，不满足我的个
人封建统治阶级的欲望。
所以自从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给南次郎战犯写信，以及土肥原贤二战犯要求我上东北起，直到为日寇
利用，做了它的忠实走狗，使东北成为14年的殖民地。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我的根本“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所造成的。
难道说我是被动么？
我的封建统治阶级利己主义正是我的主动罪恶。
这个主动罪恶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主动罪恶相勾结，所以日寇的罪恶是“半斤”，我的罪恶也是“
八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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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第一部分《“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和第三部分《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系由笔者
依据溥仪先生遗稿和第一手亲历资料撰写；第二部分《溥仪在当年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选编；第四部分《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中
央档案馆国家处的档案选编；第五部分(《溥仪在特赦后谈“九一八”》，系由笔者依据溥仪为纪念“
九一八”事变30周年而在((人民日报》(1961年9月18日)发表的文章编入。
全书导语和按语亦由笔者撰写。
全书配图工作由张素娥女士完成。
笔者撰著期间还参阅了若干专著。
谨此向档案馆、图书馆和历史学界所有同行和朋友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特别要向曾给我提供过第一手亲历资料的溥杰、润麒、韫和、李淑贤、李玉琴、李国雄、毓螗、毓苗
等老辈人士，致以万分的谢意！
    王庆祥    2002年8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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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八"》：首部专述“九一八”事变与溥仪密切关系的史书、三十余件绝密
档案首次公开揭示溥仪叛国内幕、国内外之争与溥仪之选择、从“劝进”到“执政”、两位“帝师”
不叛主、去作证还是去受审——溥仪在东京法庭上谈“九一八”、罪恶深重——溥仪战犯管理所再谈
“九一八”、“满洲国”真相——溥仪特赦后三谈“九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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