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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忘年挚友贾英华这部《溥杰传》出版前，邀我序，我欣然命笔。
确切地说，我与贾英华是在他当年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采访时相识的，他那时还是一个毛头小
伙，距此已近二十年。
如今，我俩已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为他所著这部传记作序，我是责无旁贷的。
在世者中，除了溥杰的亲属以外，我是接触溥杰年代最久，最为了解其人者，可以说，我是溥杰的诤
友。
我是婉容之弟，又是溥仪和溥杰三妹夫，对溥杰自然知之甚详。
我生于一九一二年，溥杰长我五岁。
从我见他第一面开始，我俩在人生的旅途跋涉，近八十年之久。
忆幼时，我俩一起在北府淘气，在皇宫中与溥仪一起玩耍。
青年时期，我俩一起赴日留学，企图为溥仪复辟清朝，1945年8月傀儡政权垮台后，我们一起被拘苏联
，一同在抚顺改造，我以免于起诉，溥杰以特赦相继回到北京自食其力。
他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我成了全国政协委员。
互相密切来往直至他辞世。
在人生的风雨中，我俩有过患难，也有过矛盾；有过相同的错误；也有过不同的岐解；不知多少开怀
畅饮中，吐尽胸中喜怒哀乐，半个世纪的相交相知，使我对溥杰有着较深的理解。
以我对溥杰的认识而观，这部《溥杰传》不仅真实，而且史料极丰富，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人物传记。
据我知，英华从酝酿下笔到出版，经历了近十年才定稿，颇多采访和考证，是下了一番真正的苦功夫
的。
 鉴此，我以近九十老叟和溥杰八十年老友的身份作此书序。
　　郭布罗·润麒　　一九九九年九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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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参商契阔，星移斗转。
　  茫茫尘世，或许谁也难以料想，一声啼哭，爱新觉罗&#8226;溥仪悄然在两代醇亲王的“潜龙邸”
降生，成了承继清朝二百七十多年大统的“宣统皇帝”。
古老中华的几千年“帝制”，亦终结于此身，在中国封建历史上涂抹了独具浓重“挽歌”味道的一页
。
　  偏偏溥仪以三岁稚童的身份在金銮宝座“登基”的前夕，他的胞弟也在什刹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默然出世。
这位引人注目的“皇弟”，名字竟是慈禧太后亲赐——爱新觉罗&#8226;溥杰。
　  从此，“末代皇帝”与“皇弟”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一对“难兄难弟”——在风云变幻的潮流
中，忽而，皇帝从紫禁城的“九龙天子”宝座上一个跟头跌下来，猛然间，又重登“龙椅”，俯受“
复辟”群臣的叩首。
“皇弟”则随兄长的命运跌荡，追“皇权”而始终⋯⋯　  忘乎所以之中，“皇弟”跟随“逊帝”下
关东佐“康德”，赴东洋媚日倭，旋即囚居苏俄数载⋯⋯到头来落得个锒铛入狱，在冰凉的铁窗中熬
过了十几个春秋。
一梦南柯之后，自以为难逃活命，没想到又双双在共和国成了普通平民⋯⋯可谓奇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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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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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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风云变幻中，显赫的醇亲王府竟然相继冒出了两个“皇上”，令世人瞠目结舌。
两代醇亲王，一朝摄政——若非慈禧“垂帘”，晚清王朝简直成了醇亲王府的家天下。
近亲繁殖，离亡不远——这已为历史佐证。
 “皇弟”降生，慈禧太后赐名仅一字——杰。
 从幼时起，母亲就告诫溥杰拒铜臭、远庖厨。
及至弱冠，他竟不晓钱为何物。
他背地里抽烟，被吸烟成瘾的母亲逮住，反而受到了鼓励，直到被府里人称之“母子烟鬼”。
 皇上哥哥“逊位”，他竟咬牙切齿，在画报上发狠地抠下了孙中山的双眼。
 一 帝王世家 倏然，一道闪电划破苍穹，滚滚惊雷，震撼着大地。
暴雨，无情地击打着京都，洒落在紫禁城的明黄琉璃瓦上。
狂风，不停地发疯似的猛刮着，像脱缰的野马，又似发怒的天神狠狠地挥鞭抽打着茫茫天际⋯⋯ 威姿
凛然，瞪目舞爪，雄踞于醇亲王府左右的那一对雌雄石狮，虎视眈眈地注目着过往行人。
府门森严，令人生畏。
通常，朱漆大门紧闭，门口摆放着“排挡木”。
清朝末年，一般路人行此，只能匆匆而过，不敢在这里稍许停留。
 雨过天晴。
远远眺去，两扇朱漆大门的六十四颗门钉，衬托出了摄政王府非同寻常的气派。
这个赫赫有名的王府，若不是命运之神的捉弄，也许它早就牢牢地占定了碧波荡漾的中南海。
满京城，尽人皆知，当年溥仪 “登基”后，载沣遂动议将摄政王府迁至中南海畔。
谁想，王府刚刚修葺落成，正在粉饰那两扇朱红大门时，油漆未干，“宣统”便宣告“逊位” 了。
 挟雷霆万钧，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的狂飙，冲垮了醇亲王府辈辈皇上的美梦。
无奈，摄政王载沣一家人仍蛰居“潜龙邸”。
 这座威严的府第坐北朝南，依势建筑在什刹后海北岸，呆板地凝视着那些轻波荡舟的长袍马褂的各色
游客。
 阵阵微风，吹皱平静的水面，泛起一道道涟漪。
 浅粉色的荷花，绽开在什刹海宽阔的水面，惟有微微发黄的梗梢和残荷，昭示着初秋即将降临。
 宛如暮秋的西风残柳，大清国到了道光皇帝那一辈，眼看已是日薄西山。
若追溯起溥杰祖上的身世，似乎从晚清的日益衰落谈起才更清楚些。
 时代的暴风骤雨，无时无刻不在摇撼冲击着晚清王朝这座朽木大厦。
 到了“道光”，它仿佛成了一个腐蚀的空壳，再也禁不起任何力量的打击。
溥杰的祖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世的。
 虽然，他生于末世，还不能算时乖命蹇。
他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咸丰年间，赫然以宫中皇七子的身份，分封在京城太平湖畔的新府。
此后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同治三年被恩赐加封郡王，同治十一年，晋封醇亲王。
 光绪十六年，他安然去世，赐谥号为“醇贤亲王”。
这，就是被京城人们称之为老醇亲王的奕譞。
 历数下来，道光皇帝名下，总共有九子封王，而“世袭罔替”亲王爵位的只有六子恭亲王奕訢和七子
奕譞。
在晚清风云多变的政局中，他被夹在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尖锐对立之间，能够与你死我活的两派都
保持较为平和的关系，又能够独善其身者，只有奕譞——这么惟一的一个“不倒翁”。
 这与慈禧倒并非毫无关系。
奕譞的福晋叶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亲胞妹，也是慈禧用以笼络他的一招妙棋。
而他与叶赫那拉氏平安相处，关系颇好。
慈禧太后弄权，既把亲妹妹嫁给老醇亲王，又让其子光绪进宫当上了皇帝。
这样一种双重的“驾驭”，使西太后的地位愈加巩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末代皇弟溥杰传>>

而她以光绪年幼为由，“垂帘听政”，执掌了实权。
醇亲王府与她关系之微妙，自然不言而喻。
 确切而言，道光之后醇亲王府推出的光绪皇帝，也无例外地是一个“ 牺牲品”。
说到底，如果没有慈禧太后自然也就没有光绪称帝。
光绪是醇亲王奕譞的次子，其生母就是嫡福晋叶赫那拉氏。
同治皇帝膝下无子，据说去世前曾经口授旨意，立载澍贝勒为帝。
慈禧得知，大发雷霆。
待同治皇帝死后，她执意将其妹之子——年仅四岁的载湉（即光绪），立为皇帝。
 据说，载湉入宫前尚在睡梦之中呢。
 于是乎，光绪在睡梦中当上了皇帝。
虽然当时号称东西两宫“垂帘听政”，但大权皆由西太后一人独揽专断。
光绪死后，被谥为“德宗‘景’ 皇帝”。
这个“景”字，最能说明光绪不过是个应“景”的摆设而已。
 应该说，溥杰的祖父是在平衡各种关系中保全己身的。
当慈禧把妹妹嫁给奕譞之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他，又在宫中的秀女中找出了一名颜札氏的年轻姑娘赐
给奕譞为侧福晋——两年之后因病而亡。
其问，奕譞与这两位福晋极为和睦，没有引起丝毫风波。
 虽然奕譞在“辛酉政变”之中拿下肃顺，为慈禧“亲政”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依然善以待人。
这算是奕譞终生的处世哲学。
为了避祸，他时时对外抱着守拙的谦逊态度，以示其安守本分和对慈禧的忠诚不贰。
 显然，这些都成了老醇亲王的保护伞。
 溥杰的祖父虽处处谨慎从事，但也并非没有招妒，连慈禧太后也暗中提防着他。
光绪初年，慈禧找个借口将恭亲王赶出了军机处，自此她无可依靠，遇事时常与他商量。
一些忌妒他的大臣便趁机诬告排挤他。
老醇亲王看到这种情形，遂急流勇退，毅然上奏告退政坛。
 当光绪继位之后，奕譞又上奏本，执意不再参政，还表示欲辞神机营等重权之位。
他甚至密呈一本奏折，给自己留好了退路，自然慈禧对他就更放了心。
 见微知著。
光绪十二年，光绪下旨，溥杰的祖父、祖母有资格使用杏黄色的轿子。
奕譞惟恐因此惹祸，又惶恐地上折推辞，光绪仍然执意不允。
可是，奕譞夫妇却始终没有使用过一次。
这个举动，据说受到了慈禧太后的褒扬，认为醇亲王的的确确没有什么野心。
足见，在政治上他并不是全无主见，在充满血腥的宫廷斗争中，他能够洁身自好而得以善终，也确非
易事。
 风雨飘摇的晚清末年，溥杰的父亲——爱新觉罗·载沣，理所当然地承袭了醇亲王的头衔。
这一年，他刚刚八岁。
载沣是老醇亲王的第五子，字静云，是老醇亲王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她本是醇亲王府的一名汉族
侍女，被老醇亲王收房后，在原有“刘”姓之下加了一个“佳”字，就意味着“加”入了满旗。
她，就是溥杰的亲祖母。
载沣出生于光绪九年（公元 1883年），两岁时，正赶上慈禧太后五十整寿，被封为辅国公，七岁时封
为镇国公。
光绪三十四年时，政局动荡，需由嫡亲掌权，于是他恰逢其时出任了军机大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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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母同胞，性格各异，携佯在历史风云中同浮同落，一起尽享荣光耀眼的峰巅，一起经历时代变
迁的磨难。
虽不如末代皇帝般万人瞩目，却同样传奇罕见。
真实的笔墨，浩繁的史实，旁证历史，洞察人性，再现了一代皇族后裔在光环背后的平凡与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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