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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
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
以及她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长达18年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
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
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
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
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
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
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这些都是后话。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
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
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一直想见见我。
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
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
。
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
研究溥仪的，你们二人若能合作，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
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
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
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
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
她打小工、借路费，六赴抚顺探监。
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
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的回忆录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
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
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
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
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三年。
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
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
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厢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
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
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
溥仪囚居前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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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
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
大事细节⋯⋯    李国雄的回忆录于两年后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
以相互印证，《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
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
三本回忆录均成书于他们生前，并分别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
如今三人都已相继故去，但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现在，这三本回忆录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支持，将作为书系。
以全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令我倍感欣慰。
为便于读者了解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分别增加了附录内容，多为忆者的亲笔书信和短文。
我由衷地希望新版回忆录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
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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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最后的皇妃(上下插图增补本)》简介：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妻”相处，伴随“伪
满”垮台与“皇后”婉容共度八个月逃亡生活，继而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
孤寂落寞。
她曾经大富大贵，风光无限，也曾经穷愁潦倒，走投无路；曾经呼奴唤婢，颐指气使，也曾经寄人篱
下，以泪洗面。
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打小工，借路费；后为生活所迫，不得不选择离婚，却又在“文革”中
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李玉琴、王庆祥所著的《最后的皇妃(上下插图增补本)》讲述末代“
皇妃”的一生可谓大起大落，离奇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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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曾祖到父辈 我的曾祖本是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李家庄农民，世世代代种地为生
。
也不知同治还是光绪年间，大灾大难从天而降，切断了曾祖一家的活路。
曾祖挑副担子领着年幼的爷爷，“闯关东”逃荒来到东北。
 当时，宽城子一带尽是大荒甸子，地广人稀，地主老财广招佃户，曾祖遂搭起窝棚，租赁土地，在东
十里堡韩家沟子屯落脚。
 曾祖的汗水一滴滴渗进肥沃的土地，可是给一家人换来的，却是有上顿没下顿的穷苦日子。
 就在这片茫茫的荒原上，曾祖和祖父分别走完了他们自己的人生途程。
爷爷临终只有一句遗言：闭不上眼啊！
他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扔下了奶奶、三个姑姑和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我的父亲。
在那个年月，缺少男劳动力的家庭没法过日子，肯定要挨饿呀！
 提起父亲悲惨的童年，直到今天还觉得心里难过，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连条遮盖的裤子也穿不上，
就为了几斗米的工钱给地主老财放猪去了。
 父亲长到十三四岁，祖母托人求隋，好歹把他送进城里的一家私人饭馆当学徒。
祖母心想：进了饭馆总不至于再挨饿吧！
 一个放猪的孩子进城当学徒，呆头呆脑的，开始可能让人看了不顺眼。
但我父亲老实厚道，又听话、又肯干，还能吃苦，一来二去的，掌柜的倒也喜欢，父亲这才在饭馆站
住脚。
 转眼又过去好几年，父亲每天和顾客打交道，练就一副好脾气禀性，不管出什么事儿，他不生气、不
发火，总是面带自然微笑。
加之父亲的相貌挺好：一米七四的身材在当年是大高个儿了，又长得浓眉朗目、鼻直口不阔、嘴角向
上翘着。
祖母晚年这才有了依托，在她眼里，老儿子到底“出息”了，一家人的希望全放在父亲身上。
 父亲成年后便由祖母做主，娶了一位贫苦农民的女儿当媳妇。
我母亲很贤惠，过门后与祖母、姑姑以及叔伯大爷等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相处得很和睦。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作为父亲和母亲的第六个孩子已经长到六七岁了，父亲才把母亲和自己的孩子接
到城里分居单过。
 父亲心地善良，在那个世道里却受人欺负。
记得有一年，饭馆的财东看我父亲老实厚道，性隋又开朗，笑模笑样的，干了多年跑堂，总算信得过
了，便给他放了-个身份--掌柜的，为了体面，财东还给父亲买了一件长毛麦穗皮袄。
不料父亲刚穿在身上，就有人拿了不值钱的紫羔皮袄来向他兑换，父亲明明知道这是欺侮老实人，故
意占他便宜，却宁可吃亏，也不好意思拒绝。
这样的人哪会管好饭馆？
结果不久便亏空折本，饭馆关了门。
 父亲认命了，深知自己生来就是“吃劳金”的命，永远不用想发迹。
父亲本名李万财，可他是发不了财的，倒是人缘不错，得个绰号“李老好”，时间-长人们就把父亲的
本名忘了。
 为了全家人的衣食温饱，父亲又到一家新饭馆“吃劳金”，还像过去一样紧张、辛苦。
当年的饭馆可不讲什么八小时工作制，以红条条幌子为标志，早晨太阳未出就挂了出来，晚上常常闹
到小半夜才摘幌。
那时候巴士很少，又早早就收车，父亲坐不上。
人拉包车自然不是我们坐的，自行车更买不起，所以到了下班时间父亲也难得回家，和其他回不了家
的劳金一起睡在饭馆里。
 晚上完了活，劳金们没有别的营生，便凑起手来斗纸牌。
虽然大伙都不富裕，但斗起牌来总要论个输赢，小来小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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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我记事就知道，父亲在牌局上总是扮演输钱角色。
因为只搞小牌局，输钱不多，可每日顾客赏的几文“小柜”绝不会剩下。
 当时我家七八口人，孩子都小，只有大哥刚到学徒年龄，算带出一张嘴去，这一家老小全指望父亲挣
钱养活，几文小柜钱对我家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母亲对父亲斗纸牌的嗜好不满意。
但老两口平日感情好，并不因此而打架拌嘴，总是等孩子睡下，才以理服人式地批评父亲几句。
父亲知道自己理亏，就不言声了。
有时父亲说：“等我把输的钱赢回来，再也不玩了。
”母亲深知这是句空话，就劝他：“像你这种实心眼儿人，根本不用指望赢，还是干脆打住，洗手不
干为好。
” 母亲确实很了解父亲，其实斗牌的年头不少哪会把把都输？
有一回父亲就赢了，可是他一看输家着急一个劲儿摔牌就受不了，明明该“吃”的牌也不敢吃，故意
让输家再“捞”回几把去，闹个不输不赢--平杵，但下把还要轮到他输。
平时“牌友”们家里有了难处，往往冲他张口借钱，因为好说话，而且能在牌桌上消账。
欠个块儿八毛的，把纸牌一摔，赢上两把就抵了。
原来父亲借给人家钱时就已打算着要把它输掉了。
 知足，是母亲一个天生的长处。
她尽管反对父亲斗纸牌，但一想到父亲还能控制自己，并没有走到把老婆、孩子、家庭生活都输光的
那步田地，也觉得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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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玉琴女士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亲身经历过宫妃生活的女性。
她的一生波折大，坎坷多，大起大落，富有传奇色彩。
    李玉琴的少年时代是在贫穷中度过的。
偶然的机遇使她平步青云，踏入富丽堂皇的宫殿。
当她懂得了呼风唤雨、对奴婢颐指气使并学会了惩罚她们以后，却惊雷爆响，历史又把她从金碧辉煌
的殿堂一下子摔到荒凉的山沟里。
其后，她寄身于皇族之家，屈辱地打发寂寞的守节时光。
越过凄苦而漫长的十年，终于盼得夫妻重圆，却只能在牢笼中挥泪聚首！
无形的政治压力很快就迫使她离开久别重逢的丈夫，这给她平添了一个不幸女人的离婚经历！
她终于重新建立了普通的家庭，获得了做一个妻子和母亲的可贵权利。
然而，她毕竟无法超越浩劫中扭曲的年代。
当晚年降临的时候，才赢得了安定、团聚和幸福。
    李玉琴从宫廷贵人到政协委员的经历，是一部难得的教材，会给我们带来多层次的启示和关于人生
的丰富的思考。
    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李玉琴在自述里细腻地抒写了她和皇帝丈夫“神仙眷属”般的夫妻生
活，并把自己在宫闱之中亲身体验到的凄冷、孤寂和凶残，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
她的自述不仅能使读者获得关于后宫的感性认识，还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特殊角度，从这个角度观察伪
满小朝廷中的溥仪，可以真真切切地看到其他场合不可能有的大量现象，它们反映了傀儡皇帝政治上
的难堪和生活上的苦闷，并告诉人们，无论地位多高的人，一旦背离祖国，他的处境将是可怜的，他
的下场将是可悲的。
    宫妃生活结束以后，被溥仪抛弃在山沟里的“福贵人”，又流落到皇族中间，并在这个阶层里为溥
仪守节多年，空耗妙龄青春，遍尝人间辛酸苦辣。
读者从她声泪俱下的叙述里，可以了解皇家内部的重重黑幕。
曾经不可一世、纸醉金迷的王爷府邸，竟然充满了愚昧和腐朽！
礼仪的虚伪、道德的沦丧、种种人间丑恶，都是寻常百姓不堪想象的。
读者能够看到封建制度的可耻，也能够看到丑陋的社会现象终于被新社会的革命洪流所荡涤。
    李玉琴与溥仪的离婚也是戏剧性的。
“自述”告诉我们，是历史推着他们来到必须分手的一步。
然而，拉开告别的幕布，却仍然是两情依依，难舍难离。
没有喋喋不休的争吵，没有讨价还价的财产分割，彼此的痛苦并不来自对方，不可自抑、不可言喻。
几年之后，他们终于又成了文史资料战线上的同志和战友。
    在新生活的道路上，李玉琴为取得工作岗位而长期奔波，恋爱、再婚，当上母亲，执著地追求一个
普通女人应有的幸福。
读者从“自述”里能够看到，她为此还必须与“皇娘”的阴影顽强拼搏，最终导致“文革”期间“皇
娘造反”的一幕。
李玉琴与溥仪因“政略婚姻”而结为夫妇，又因扭曲的政治而绝情反目，这是一段已经逝去的完整、
真实而深刻的感情纠葛的历史。
    李玉琴又亲眼看到了溥仪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变化，这无疑赋予了她在溥仪改造问题上特殊的发言
权。
客观记述她在这一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显然是有价值的。
    李玉琴在1961年曾经写过一篇有关宫中生活的回忆文章，二十年后又写了一篇《坎坷三十年》，限
于当年的政治气候及其他条件，还有种种清规戒律，不可能畅所欲言。
其后又有人借题发挥，添枝加叶，附会渲染，以致虚谬流传，真伪莫辨，不成信史。
与此同时，李玉琴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都希望她能利用自己丰富的经历，写出系统、完整的回忆录来
，提供史料，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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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琴也逐渐感到这样一本书有它存在的价值，遂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工作。
    1986年初，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沙中典、文史办公室主任林宜等领导同志，出于抢
救文史资料的工作需要和对一位政协委员的关心，又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条件，建议由我执笔，协助李
玉琴完成长篇自述的撰写工作。
蒙李玉琴女士信任，我高兴地承担了这项任务。
    为了保证史实准确无误，我利用多年从事溥仪生平研究的条件，核对了李玉琴提供的全部口头、书
面及图片资料。
考虑到“自述”的性质，对于涉及同一事件而有不同说法的情况，以自述者的意见为准，这一点应该
加以声明。
执笔过程中，我每撰写一章即把书稿送交李玉琴过目，并及时改正那些她以为离开了事实的部分或细
节。
这一切都是为了“真实”二字，文史资料若背离这两个字，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价值。
    毋庸讳言，在以往的写作实践中，我和李玉琴女士也曾有过分歧，对于某些资料的使用，她提出过
自己的意见。
既然李玉琴健在，撰写她的经历是应该尊重她的。
当我们面对共同的事业而携手合作的时候，以往的分歧并没有构成障碍。
    现在，本书作为我和李玉琴一次愉快合作的成果已经问世了，我的欣慰是读者们可以理解的。
    王庆祥    1987年3月25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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