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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笔写自序，顿觉人世沧桑，不禁产生一种百感交集之慨。
　　若从血缘上讲，我是清朝道光皇帝第五子和硕惇勤亲王奕谅的曾孙。
溥仪的祖父与我的曾祖是同胞兄弟，我的祖父曾袭多罗贝勒，父亲被赏赐为头品顶戴，任乾清门行走
。
　　当清朝被推翻后，我的家庭失去了种种特权，走向没落。
父亲过世后，我被溥仪选中当了他在伪满洲国帝宫内廷的亲信学员，开始了终日随御的生涯。
　　在这期间，我曾受到溥仪的指婚，当过溥仪的奏事官代理。
在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每晚为他消毒注射器，目睹了溥仪第三个妻子去世的全过程等等，直
至伪满朝廷覆灭。
总之，我亲历了许多溥仪在伪满洲国帝宫内廷不被外人所知晓的事件。
　　当伪满洲国垮台时，我成了溥仪挑选中的八个心腹之一，随他逃跑被俘，到了苏联。
这里需提到的是，溥仪在苏联曾将我郑重立嗣，我于是成了秘储的皇子，更加为其尽忠尽孝，念念不
忘复辟大清朝的.祖业。
这在如今虽成了笑话，可当时我却是死心塌地的。
连写信给斯大林要求留居苏联，我也是溥仪的忠实追随者。
当然我也是他在当时各种表现和心态的最知情者。
　　后来我与溥仪一起被送回祖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思想转变的重要的艰苦一关，这样我先
后跟随了溥仪二十年之久。
　　溥仪在特赦后，与我继续保持了密切的交往，直到他去世。
当然，我们之间已经是平等公民之间的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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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末代皇帝溥仪被俘，在苏联期间却郑重立嗣，本书主人公作为秘储皇子，溥仪的侄子，溥仪的心腹之
从伪满开始，追随溥仪十年，洞悉末代皇帝心态，熟知末代皇帝行止，亲历历史更迭。
本书作为《末代皇帝的后半生》的姊妹篇，史料真实翔实史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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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英华，五十年代出生于北京。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晚清史研究学者。
多年来先后采访数百人，搜集末代皇帝及晚清宫廷人物史料数以千万字计。
先后著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末代皇弟溥杰传》（评为全球华人读物
美国地区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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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悖亲王府　　一 家世　　每逢如火的霞光，在天边消逝，落日黄昏骤然降临之际，我总
不由自主地暇思驰骋。
　　⋯⋯夕阳在西山峰巅褪去的一刹那，多像晚清“武昌首义”那夜半稍纵即逝的烛光？
谁能料到，一丁点儿烛火，竟成燎原之势，遍烧华夏大地。
继之而起的汹涌洪涛，浪挟泥沙，卷天盖地，冲刷着千古历史的污浊，呼啸向前⋯⋯　　历史，在毫
不犹豫地迈进。
　　惊雷诧电的时代风雨中，自然，爱新觉罗皇族饱经沉浮。
我作为其中的一员——如若譬作无足轻重的一滴水的话，就历经史海一页的世纪风云而言，或可映出
大海的一侧涛影？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虽辞世多年，而他的那部《我的前半生》却以其独特的魅力，
风靡海内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读者。
在那部书中，他生动地描述了自己传奇般的经历。
同时，也如实地叙说了曾将小瑞“立嗣”之事。
　　那个“小瑞”，就是我——爱新觉罗·毓嵒。
　　末代皇帝，一生有无“嗣子”？
“龙种”有否传世？
⋯⋯不少世人关切。
　　多年来，出于各种原由，不少人询问过我关于爱新觉罗·溥仪“立嗣”那件史实以及前后的情景
。
其实，若说起此事暨我与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关系，或许得从家世溯源上才能讲得更清楚
些。
　　众所周知，我与溥仪同是满族人，也都姓爱新觉罗氏，算是皇姓里的至亲近支罢。
我的名字叫毓嵒，字严瑞。
倘若按照至亲里面关于“溥、毓、恒、启”的辈分排列，我的父亲叫溥侑，无疑与溥仪是同辈之人。
自然，这样我没出生就比溥仪小了一辈。
　　我的曾祖父叫奕谅，是清宣宗皇帝亦即道光皇帝的第五子，于道光二十六年袭悖亲王，后晋为悖
勤亲王。
而爱新觉罗·溥仪的祖父，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也就是被称为醇贤亲王的奕譞。
照此说来，我的曾祖父奕誴即是溥仪的祖父奕譞的亲兄长——五哥。
　　尽管同出一支，但两家的命运却大相径庭。
　　由于溥仪的叔父光绪被其姨母慈禧太后接进宫内当了皇帝，他家由此便“吉星高照”——至少当
时大家都那么说罢。
尔后，直到溥仪做了“宣统皇帝”，其父载沣又当上了“摄政王监国”。
　　也就是说，溥仪家族的两代中竟然出了两个皇帝、一个摄政王。
　　我家的命运——则不然。
　　首先，我应当将自己的家世介绍清楚。
我的祖父名叫载濂，是我的曾祖奕谅的长子。
他虽然在光绪二十五年承袭了贝勒并恩准加郡王衔，光绪二十年补授阅兵大臣，督饬守城事宜，但后
来在光绪二十六年仍因获罪革爵，受到了“闭门思过”的处分。
　　再看我的父亲，命运更是不济。
他名叫溥侑，虽然因祖上的原因，先后被赏“头品顶戴”、“乾清门行走”等衔，可是临到后来，也
只落得当了一个小职员的差事，赖以勉强养家糊口。
　　显然，溥仪与我家的关系不能说不近，但两家命运的反差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若论起根本的关系，从“道光”之后，溥仪家出了两个皇帝，我家则始终是他家的“臣仆”。
直到我降生后，乃至我长大叩见了溥仪，更是由我承继了充当溥仪贴身“奴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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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玩笑话，设若算到他逝世为止，那么可以说，我几乎“随御伴驾”了三十年之久。
　　如果按照北京人通常的叫法，将溥仪的出生地——摄政王府称作“北府”的话，那么，我的出生
地——悖王府是被老北京人叫作“五爷府”的。
　　据说，悖王府最早被称作“恒亲王府”。
因清仁宗即嘉庆皇帝之子绵疆，卒后无子，嗣子奕奎也未迁进此府第，所以绵恺被封为悖郡王之后，
在十三岁时才“开府”——也就是正式确认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府第。
绵恺虽然是清仁宗即嘉庆皇帝的第三子，但因他以“宣宗”的第五子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奕谅为嗣，所
以这里始终被称为“五爷府”。
我就出生在这所府第里。
　　确切地说，我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生于北京朝阳门内的王府夹道六号一障王府后花园的
后厢房中，时辰就是“辛亥革命”的那个“亥”时。
此后，有人戏谑而言：没想到“亥”这个“八字”，竟然在若干年后，让我做了被推翻者——“宣统
皇帝”的“嗣子”。
当然，这是纯粹作为闲谈的笑料了。
　　后来才知，当我出生时，“五爷府”的家境早已经渐趋衰败。
　　二　衰落的王府　　从前在北京城内赫赫有名的“五爷府”，到了我的父亲——溥侑这一辈，算
是彻底地衰落了。
　　大凡老北京人，谁都知道“五爷府”的旧府址，就在朝阳门内——吉兆胡同里紧靠东边不远的地
方。
　　那时，虽说悖王府还在，可我们家已经从府内迁到了王府的后花园里居住。
　　即使如此，在旧北京，我们家所居住的院落之宽绰，仍然是数得着的。
　　众所周知的悖王府花园，南连王府两层楼的神殿后墙，北墙隔着街正对着段祺瑞的府第——老北
京人俗称为“老段府”。
　　甭看我家住的地方叫作王府花园，其实这所住宅有大大小小的五个院落，分别叫作外院、前院、
后院、北院、东小院。
　　迈进府门后，便可见，幽雅的外院专门设置的那间门房，南侧一拉溜儿，盖有七间平房。
迎门处，正中间显眼地设置了一个典雅的木影壁，左右各栽有两棵槐树，实在称得上古朴大方。
　　就在那座院落的东北角，生长着一棵非常大的槐树，堪称古树参天，槐荫垂绕。
幼时，我们总爱在那儿的树阴下玩游戏。
　　此院西侧，是一顺儿五间宽大的厢房，惟有中问的那一问房并不住人，而是进入前院的过厅。
　　再来看前院。
这是那所花园庭院中占地最大的院落。
北半部完全是大方形砖铺地，看上去异常整洁。
院子的南半部，则种植着各式各样的树木。
譬如，杏树、柿子树、梨树等等，待到收获季节时，硕果累累，垂挂枝头，煞是别有一番风景。
　　除此外，院落里还别出心裁地栽种着许多木本花草，如木槿、利丹、芍药、玉僭、萱草⋯⋯数不
胜数。
　　除了大雪降临的深冬季节，这里仿佛总盛开着鲜花，若开起花来，府内府外都闻得着扑鼻的花香
。
如果，将这里形容为一座真正的“百花园”，倒是一点儿也不过头的。
　　王府前院的北正房，总共是五问，前后都有宽大的走廊，也就是老北京人所谓的“前出廊子、后
出厦”，这在当时是极为讲究的了。
更可以证明其不同一般的是，北房前面还有三大间“抱厦”，这也是一般房子所没有的。
　　而且更讲究的是，一排北房都建筑在高于地面约一米五以上的高台上。
就连五问东房和九问西厢房，也无不建在比地面高出至少半米以上的高台上边。
无论多大的雨水、冰雹，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也无奈其何的。
　　院内的南房，是七大间平台房，地面的基础高度与北房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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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府设计的总体看，虽然东、西、南、北房，四周的高度并不绝对相等，但都有走廊相连接，
异常方便。
每逢雨雪季节，邀人观景，自然饶有独到的情趣。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西厢房北侧不远处的走廊边上，建有一个不太大的凉亭，可以由人们在此
随意小憩。
春秋之际，这里是个亲朋、友人聚会的极绝妙场所。
据说，早年这儿经常传出京戏和胡琴的声音。
王府衰落后，当然也就没有这一“景”了。
　　就在北房的东侧，还摆置着一个汉白玉石桌，夏秋之季，也是人们在此闲谈的好去处。
　　我与幼小时的同伴们，喜欢常常来此玩耍。
这些小伙伴儿，最喜爱的是春秋季节，因为这个时令气候不冷不热，我们总是愿意围着这个石桌，来
回乱跑乱跳，玩得忒开心。
　　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好像只有这儿，才稍稍有一些朝气似的。
其他，无论是高大的院墙，还是墙壁宽厚的房屋，都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就仿佛雷雨即将来临前
的天空，阴云密布，使人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压抑”。
　　再往后走，也就是西厢房后边，以及左右两侧就是王府的后院了。
那里，正对着西厢房有三间不显眼的后厢房，那个地方也栽种着杏树、木槿、枣树、槐树、柿子树、
花椒⋯⋯靠着院子的北侧，则栽种了更多的枣树。
府里的人们，看到王府的衰败情景，总爱指着枣树，开玩笑地说：“也不知道是谁，让府里头栽种这
些枣树，可算是有远见哟！
如果遭了难，或者再遇着个绝种、绝收的年景儿，没准这么多枣树能糊了咱们这些人的口，倒也真说
不定呢！
⋯⋯”　　这些话，虽说是玩笑，却也道出了王府内的人们那并非乐观的心境。
　　顺着院落朝里走，就是北院。
这里建有三间西房，走廊也少不了与前院走廊相连接。
那儿也栽种了许多蓉花树、槐树等等。
如果与其他的院落相比较而言，这里的院落，则显得格外小巧雅致。
　　向东绕拐过去，就是东小院。
小院的北侧，是七间花洞子，两间住人，两间堆放木料等一些杂物。
另外的两间房，大部分时间空置着，另外还有一间房是厕所。
　　在南侧，一段不高不矮的砖墙把这里与外院相隔开了。
否则，这个院可以一直通到王府的大门口。
　　至今，我记忆犹新的是，花洞后面有两棵榆树，西侧有桑树、樱桃，幼时我时常来这儿玩耍，其
实大多是樱桃熟了的时节，我和小伙伴们可以摘尝一些樱桃啊。
花洞前边有两棵洋槐树，两架葡萄以及许多枣树。
但是，这个院子因为不大常有人来，所以显得多少有些荒芜。
实际，这与王府的衰败状况倒是挺相符的。
　　似乎，花园内一年四季丰富多彩的变化，对于我印象并不深刻。
倒是打记事起，我就对旧日的王府花园有了一种凄凉的感觉。
　　正如我亲眼所见的情景，我们这个王府的家境，一天不如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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