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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仿佛，从出生就为打造“传奇”而来。
    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
三岁登基，一生三次称“帝”，历经晚清、民国、北洋军阀、伪满洲国、抑留苏联，尔后归国改造。
屡经坎坷，历劫而不死，在新中国“回归”为普通公民。
这无不娓娓叙述着一个“空前绝后”而又令人惊叹的历史奇迹。
    皇帝、汉奸、战犯、公民——他的每一个生命片断，无不对应着晚清以来百年历史中那些更替迭进
的关键性时间节点。
    (一)    这是一部力求与众不同的溥仪传记。
    溥仪因何被慈禧太后立“嗣”？
又为什么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突然相继去世的“历史谜团”之中，登基成了“宣统皇帝”’？
    继而，出宫之后的大太监、总管李莲英又为何死于非命，仅留下一具无尸之头？
这，难道是一起“连环谋杀案”？
    您知道溥仪人所罕知的“乳名”吗？
他是如何从康熙粉彩大果盘里被抱上皇帝宝座的？
    晚清大内是否秘储着一个与溥仪同月同日出生的“替僧”？
    隆裕太后在“三哭”中颁布“宣统逊位诏书”与此后袁世凯称帝，其间有着什么历史隐秘？
    谁是“张勋复辟”幕后策划的主谋？
日本军人是否暗中参与并出资“赞助”这次复辟？
    溥仪生母自杀之谜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溥仪有否出宫去悼念亡母？
    “宣统”大婚背后的故事——袁世凯和张作霖也曾托人做媒欲将女儿嫁给溥仪。
    一夜之间，“皇后”为何遭贬变成了“皇妃”？
溥仪因何在“婚庆”上钦点《霸王别姬》这出戏？
    溥仪亲眼目睹公牛被群狗追咬“出宫”，是否老太妃所预言的“被逐出宫”的先兆？
    秘密潜离天津前，溥仪宅邸张园曾莫名其妙接到两颗炸弹等三个突发事件，为什么都是侍卫祁继忠
前来报告的？
溥仪是否怀疑此人系日本人的“卧底”？
本书将悉数披露溥仪的原始回忆。
    潜往东北前一天，溥仪精心布置“尿盆计”。
为何“皇帝”被软禁汤岗子“对翠阁”整整七天？
最终提出并确定溥仪为伪满“执政”的究竟是谁？
    溥仪《绝密会见录》半个世纪之后在日本面世，使伪满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绝密，逐渐拆封⋯⋯    
就任“执政”前，溥仪是否与日本人签订过卖国求荣的秘密协议，而在《我的前半生》中用什么样的
谎言来“瞒天过海”？
    溥仪为什么宽恕“皇后”的通奸者？
婉容生下的婴儿是否被活活扔进了锅炉？
种种说法，哪一种更为可信？
    “祥贵人”——谭玉龄猝死。
谜底为何？
    伪满垮台之后，溥仪在沈阳飞机场被苏军俘获。
鲜为人知的是，押送途中，溥仪差点被苏军士兵“干掉”。
    在苏联“抑留”五年，溥仪曾三次上书斯大林，申请永远留居苏联。
国民党提出对溥仪绳之以法；溥仪却迫切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
    “康德皇帝”做梦也没想到，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儿子，竟然是共产党深藏于伪满的“卧底”。
    溥仪压根儿不知被引渡归国竟然是毛泽东主席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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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先释放二弟溥杰，但次序被颠倒——溥仪被第一批特赦，决策人也是毛泽东。
    根据李淑贤家对门居住的公安人员陈静波所签字的采访记录，本书“还原”了溥仪与李淑贤原始婚
恋的真实状况。
    一份全国政协的报告，非常明确地记载着：一九五五年，李淑贤前夫刘连升被查明是反革命分子，
遂被政府镇压。
但北京一位马先生近年对作者声称，刘连升并未被枪毙，而和他本人及北京知青在北大荒一起生活过
多年。
被镇压的刘连升如何死而复活了呢？
    李淑贤与溥仪结婚前，是否一度与隐瞒身份的日本军医同居？
溥仪与李淑贤新婚之后，究竟过着怎样的夫妻生活？
    《我的前半生》的真正作者是谁？
本书将披露神秘执笔人李文达的生平和传奇。
    溥仪病逝——患肾癌被吓死。
个别书籍和影视描写溥仪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显系凭空虚构。
    不少人好奇，末代皇帝溥仪的墓志铭，为何由我捉刀题写？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于末代皇帝——溥仪非常人生的种种未解之谜，我将以大量的第一手珍罕史料，揭示历史真相。
    (二)    简言之，这部关于溥仪的新书——《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俨然一阙“干枝梅”。
既不着意渲染，更无掺加不必要的水分，而是侧重于第一手真实史料中人物和事件的深度挖掘。
    说句不揣冒昧的话，关于溥仪的书，近年问世不少，若细细探究，“第一手”新史料少之又少，多
数内容都是抄来转去，尤其事涉溥仪后半生的史实，大多源自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及《末代皇
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等书，鲜有例外。
    皆因我开始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时，是在七十年代中期。
围绕溥仪这一人物，我曾先后采访了晚清以来三百多名与溥仪直接接触的亲历之人。
如今，这些历史见证者，堪称硕果仅存。
    其中，使人备感欣慰的是，笔者有幸作为“文革”之后，第一个整理溥仪遗物之人，亦同时作为第
一个记录整理溥仪遗孀——李淑贤回忆溥仪后半生经历之人，不经意间亲手留下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
。
我亲笔写就的这一百多页手稿上面，有李淑贤逐页审阅并亲自修改的笔迹。
似应说明，这是李淑贤一生中唯一以较长时间与他人面对面地口述合作，较全面地回忆溥仪后半生的
珍贵史料。
    应阐明的是，我当年并非单纯记录者，而是事先将原始的溥仪日记拿回家中，仔细研读(至今珍藏在
长春伪满博物馆的原始溥仪日记上，仍有我亲笔题写的日记、文稿编号和提要以及部分注解)之后，写
下题目和线索供李淑贤回忆和思考。
    有一些重要内容，譬如毛泽东接见溥仪，我曾先后采访二三十人，然后再与李淑贤核实后整理成文
字。
至今，这份原始整理稿上仍留有不少形状各异的标记，即可证明此说并非虚构。
    尽管此后“合作”发生了令人难以理解的曲折变化，我亲笔撰写的关于溥仪后半生的回忆录手稿，
亦被他人“取走”使用，但其至今仍被收藏于长春伪满博物馆内，足证此份手稿弥足珍贵。
    自然，引证客观史料，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探讨研究传主的人生，无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靠“死史料”，即借鉴档案史料以及有关日记和书籍；
二是“活史料”，即采访相关历史知情人士，获得口述史料，或证实或补充“死史料”。
这两种途径，均需下一番苦工夫，最终达到探究传主复杂经历和真实的心路历程的目的。
    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溥仪一生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而数十年间，我一直在力求深入挖掘溥仪的非常人生之旅——那些人所不知或人所罕知的历史细节，
尤其是故事背后的故事。
    围绕溥仪的人生经历，我先后采访了晚清以来的三百多个人物，从毛泽东、周恩来的秘书，到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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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司机、厨师、杂役，及至溥仪的最后一个妻子李淑贤、皇妃李玉琴、皇叔遗孀、帝师之子、皇族中
的近亲。
    其间，溥仪的胞弟——溥杰和溥任以及溥仪在世的几位胞妹，几位近侄，都成了我的忘年好友。
他们为我的溥仪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史料。
    岁月流逝，这些历史见证人，大多皆已作古。
    对于散佚于各处档案中的史料，我也曾竭力追踪寻觅，以搜集第一手史料为要。
国家档案馆、明清历史档案馆以及各政府部门档案，包括一些明确密级且未解密的历史密档，以及流
落于各地的个人档案，这些都为解密溥仪的非常人生，提供了翔实而珍贵的历史资料。
    然而，即使是官方档案，囿于历史局限，亦不排除存在“非真实”成分。
譬如，国家保存的李淑贤的历史档案，其中包括李淑贤所填写的一些履历——经我辨认并查实，有些
自述的文字材料确属李淑贤让他人代笔的，现存档案中也确杂有不实内容。
    至今，我仍深切感受到，在历史人物研究中，除搜寻确凿的独家史料须下气力之外，即使经过坎坷
而洞悉历史真相，欲披露历史真相之际，不仅需要勇气，也需要适当的历史条件和环境。
这是我近年才悟到的。
否则，同样会遇到种种不可预见的麻烦。
    (三)    我历来崇尚独家史料，尤其是第一手真实史料。
这是最难得的。
在当今，个人垄断档案史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通过采访挖掘独家口述史料，尽管难度极大，却是极
有可能的。
我自身的体验亦如此。
    我的这部新书，史料主要来源于四部分。
    一是我采访的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的口述史料，内中不少有被访人签字或题字为证。
我采集的晚清以来人物的数百小时珍贵录音和数十小时珍贵录像、数以千万字的档案和采访，以及我
数十年来搜集的数千张晚清以来人物的历史照片(内中不乏孤版照片)。
另外，包括我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期，作为第一个整理溥仪遗孀李淑贤回忆的原始手稿。
    二是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及各地挖掘的旧档案史料中的新线索和新资料，其中不少是未曾披露的史
料。
    三是前苏联解密档案以及日本新发现的档案史料，以及相关参考资料。
    四是我多年来收藏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各种原始版本。
当然，其中内容亦须经过艰辛考证，辨别良莠，去伪存真①。
    须说明的是，我的忘年挚友——末代太监孙耀庭老先生在世时，为我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包
括录音和录像。
而且，他还为我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历史线索。
    孙耀庭老先生晚年最推崇晚清著名太监信修明先生，皆因信修明先生具有一定文化素养，又酷爱文
史，从而留下了一部《老太监的回忆》手稿。
其中多为信修明的亲历亲闻，对于研究溥仪的晚清宫廷生活，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信修明先生在留下的文史遗著中，曾慨然自叙：“在宫中二十余年，上至主子，下至太监，我对于
上下级的人们，同事当差，要直笔记事。
出奇的无有，偏僻决绝的不敢下笔。
千百年之后，做一铁石般的信史。
”    其实，信修明先生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心同此声。
“铁石般的信史”，尽管难度极大，但无疑是我的追求。
    鉴此，我的书力求不重复众所周知的溥仪所亲历事件，若无新的史料或观点，我宁可弃之，也绝不
简单“拷贝”。
当然，引用或采录我原有的著述，以证实我的固有观点，自然不在此列。
    溥仪一生经历复杂，对于有的史实众说纷纭。
我的观点是，对于凡有争议的史实，均要找到第一手史料佐证——不怕有争议，就怕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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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绝不轻易动笔。
    颇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妻子杨崇敏采用第一手史料，数年几易其稿，撰写了“溥仪生平大事记”作
为本书的《附录》。
这其实是一个浩瀚的工程，需去伪存真，剔除误写。
我俩商定，即使对于存有争议之处，绝不绕道而过，而力求寻找第一手史料写就。
这应算是本书的一个重要收获。
    譬如，溥仪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确切时间，始终众说不一。
此次引用我保存的第一手的溥仪的亲笔书信，写入溥仪生平，填补了这一空白。
至于溥仪的生母究竟在哪一年去世，不少书中亦记载不一，连溥仪在《我的前半生》初稿中也写错了
。
这次，经反复核实，亦客观地写入书中。
    溥仪病逝的确切时间，由于新华社记者没到场，他写的报道只是估摸了一个大致时间。
此次依照溥仪三妹之子宗光提供的时间，准确地写入。
因宗光是溥仪辞世之际唯一在场的爱新觉罗家族成员。
    实事求是地说，本书关于溥仪后半生的内容，部分参考了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和《末代皇帝
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并挖掘了新的史料。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于一些仍存有争议的史实问题，作了部分客观说明和注释。
    需说明的是，《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出版后，曾轰动海内外，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广泛关
注。
个别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污蔑攻击此书“编史造假”，经过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正义得到伸张，
污蔑者被判决败诉，赔礼道歉并赔偿笔者十万元。
这足以证明法律的支持以及《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一书的真实性。
    此次《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一书的出版，诚望得到方家指正，尤其是欢迎曾与溥仪接触之人对任
何历史细节批评指谬，以求此书成为信史。
    溥仪的人生，是一部浓缩的历史。
溥仪的离世，终结了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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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与众不同的溥仪传记。
本书作者贾英华与溥仪遗孀李淑贤交往数十年，曾受李淑贤和溥杰之托为溥仪题写墓志铭，是第一个
整理溥仪遗物和日记的人，并亲笔记录整理李淑贤关于溥仪后半生的回忆。
与《我的前半生》众所周知的内容不同，《末代皇族纪实系列：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从溥仪出生及
三岁进宫开始，一直到病逝，以大量独家史料，客观披露了溥仪生前身后许多未解之谜——内容扑朔
迷离，情节跌宕起伏，深度“演绎”着作品的独特性。

书中配以很多珍贵的历史照片。
此外，作者收藏的有关溥仪的文物，也在书中首次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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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英华，溥仪研究学者。
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主席。
多年来采访数百人。
搜集末代皇帝、末代太监及晚清人物史料数千万字。
其中一些晚清珍贵照片和史料为国内外罕见：并制作晚清以来人物录音数百小时及珍贵文献纪录片。
代表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末代皇弟溥杰传》《末代太监孙耀庭传》《末代皇帝立嗣纪实》《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等，受到国内外数百家权威媒体关注评介。
曾为末代皇帝溥仪题写墓志，为末代太监孙耀庭撰题碑文。
书法作品入选《中国首届名人名作展》《当代名家书画展》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

书籍目录

第一卷
  壹  溥仪为什么被慈禧立嗣？

  贰  慈禧的终局之棋：立嗣溥仪
  叁  隆裕皇太后“三哭”与袁世凯称帝
  肆  张勋复辟
  伍  小朝廷的“逊帝”
  陆  “皇帝”在宫中的神秘生活
  柒  溥仪生母两次自杀之谜
  捌  为什么“后”“妃”颠倒了个儿？

  玖  “逊帝”大婚以后
第二卷
  拾  被逐出宫
  拾壹  潜往天津
  拾贰  三十年后才破解的水果筐炸弹之谜
第三卷
  拾叁  潜离天津
  拾肆  出任伪满傀儡“执政”
  拾伍  解密日本人的《绝密会见录》
  拾陆  伪满洲国无形的刀光剑影
  拾柒  末代皇后婉容的“秽闻”命运
  拾捌  谭玉龄之死及无福的“福贵人”
第四卷
  拾玖  溥仪被俘是巧合还是交易？

  贰拾  溥仪向斯大林写信要求留居苏联
  贰拾壹  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假证
第五卷
  贰拾贰  抚顺战犯管理所
  贰拾叁  溥仪身边的共产党“卧底”
  贰拾肆  颠倒了次序的特赦
  贰拾伍  闪电式恋爱
  贰拾陆  溥仪至死不知的“身世”之谜
  贰拾柒  溥仪最后一次婚姻未公开的秘闻
  贰拾捌  尴尬的夫妻生活
  贰拾玖  溥仪的“隐私”
  叁拾  末代皇帝与一位普通农民的友谊
第六卷
  叁拾壹  溥仪《我的前半生》作者到底是谁
  叁拾贰  溥仪病逝——患肾癌被吓死
  叁拾叁  我为溥仪捉刀题写墓志
后记
附录  溥仪生平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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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若说起溥仪，不能不首先提到慈禧太后。
因为溥仪是被慈禧立为皇帝的。
换句话说，没有慈禧，溥仪不可能成为“宣统皇帝”。
 为什么？
究其根本，溥仪只不过是慈禧太后的大戏落幕之际的棋局中，所布的最后一颗棋子——也就是第四颗
棋子。
 慈禧的三方面压力和她的四招棋。
 晚清末年，朝廷从上到下腐败透顶。
到了光绪朝，更是面临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
这种情形可以用八个字形容：“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实际执政的慈禧太后，面临着国内外三方面的主要压力。
 第一是来自外国侵略者的威胁。
譬如立“皇储”一事，凡外国人不同意的，都不会成功。
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为此，她曾出面宴请外国公使。
没想到，那时的老外挺“牛”，竟来了个集体罢宴，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
外国人对中国朝政的干涉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是宫廷内外矛盾重重。
以光绪皇帝为首的维新派，对慈禧太后形成致命威胁，胎死腹中的“戊戌变法”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
子。
事实上，慈禧想废掉光绪的念头一直未曾打消过，只是外国人不答应，她便也没敢“冒海外之大不韪
”而轻举妄动。
更让慈禧心惊肉跳的是，此时国内革命风暴可谓异军突起，民众要求“立宪”的呼声此起彼伏，连带
引发一系列铁路、矿山运动，全国上下已渐成燎原之势。
 第三是袁世凯为首的军界实权派勾结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勖（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磷之孙），时刻危及已
经腐败透顶且摇摇欲坠的晚清政权。
 众所周知，庆亲王奕劻主持对外“议和”，签订《辛丑条约》，为慈禧解了一时危难。
由此，在光绪十九年入主军机，当礼王告退后，他便一跃而成为领衔军机，其子载振出任商部尚书。
 此时，全国的军事和经济运转，相当一部分掌握在奕勖父子手里。
他既号称“八国后台”，又和袁世凯暗中勾结，妄图以此左右慈禧太后。
还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
见到恭亲王奕新之女荣寿固伦公主，以及慈禧的内侄德垣的寡妻——垣大奶奶，始终陪伴慈禧身边，
奕劻便让寡妇女儿四格格，成天也跟随在慈禧身边，甚至睡在宫内。
 荣禄见此情景，便也让太太整天陪伴在慈禧身边，终日不离左右，这两人显然都成了宫内的“卧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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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起此书的撰写，纯属偶然。
    二〇〇八年初，故宫博物院向斯先生与慈禧胞弟桂祥的曾孙——那根正先生，邀我小聚。
席间，偶然谈起一家电视台的朋友对于晚清题材颇感兴趣。
春节过后，这家电视台总监与向斯先生前来看望，提及拟拍摄末代皇帝溥仪和慈禧太后的纪录专题片
，盛邀我加盟。
    我欣然同意。
遂于春节过后，应邀去见电视台台长和一些朋友，详谈并交流了专题片的构想。
其间，他们谈到我的“末代皇帝系列”作品，史料珍贵且内容庞杂，拍摄纪录片亦可能不免囿于局限
，遂建议我和向斯创新一种形式，即“话说晚清”二人谈，由我和向斯先生分别讲述溥仪和慈禧的真
实一生。
以别于“讲坛”的单一模式。
    考虑到一年的周期安排，这家电视台打算以每星期推出一辑的速度，遂催我和向斯各拿出二十六辑
成稿。
于是，我利用两三个月业余时间，梳理了溥仪一生比较有意思的内容，利用手中的史料以及我多年采
访晚清以来三百多入的采访记录，对其生平未解之谜，作了一些梳理，遂形成了此书初稿。
    原本多年来，我收集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各种未定稿原始版本，对内中异同曾作过逐一比照，
同时结合大量第一手口述史料，对其一生某些情节的真伪，作了详细探究。
基于此，总算可以藉此机会，对于喜爱溥仪研究的广大读者有一个大致交代和小结。
    毫不讳言，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至今仍然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
譬如他的前半生也并非《我的前半生》一书描述的那么简单。
在溥仪的后半生中，也存在一些尚待探讨之处。
然而，尽管探究“圣”过异常之难，我仍愿意一试。
    似应说明，在我拙作的主人公之中，除了溥仪和载涛，我与这叔侄俩的遗孀——李淑贤、王乃文，
皆为相识许久的忘年之交，此外，我所写的传主都是自己熟悉的多年老友，譬如末代皇弟溥杰、末代
太监孙耀庭、末代皇帝之嗣毓嵒、末代国舅润麒、末代皇姑韫铄等人。
多年以来，我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时常交接往来，随意聊天。
其实，早在我年轻时彼此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挚友。
    对于这些忘年之交的人生历史，我耳熟能详，对于他们的脾气禀性、性格爱好，我了如指掌。
至于书中叙述到他们晚年生活的轶事，不少是我亲身所经历的，并耳闻目睹着这些历史人物的喜怒哀
乐“真相”。
因此，我称此是在“记录”身边忘年挚友所发生的真实故事，亦并非夸张。
    凡此，这决然不同于一般作家的“隔山打虎”。
    客观地说，在我已正式问世的五部“末代皇帝系列”中，值得稍感欣慰的，则是留下了第一手史料
，但也不无“遗憾”。
这就是说，出版之前，囿于各种原因，以上各书都不得不删去一些“必须”删去的史实。
这在彼时，纯属无奈。
    譬如，《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依恃的是第一手史料。
我在与溥仪遗孀多年交往之中，掌握了众多真实的细节，十年间采访数百人后才成定稿。
最初成书时，达六十多万字，出版时仅剩不到四十万字，删去的并非都是敷衍文字，考虑到与《我的
前半生》一书内容的匹配，只得如此。
    在溥仪的后半生中，“聚焦”其婚姻之中的“性福问题”——其实，这是夫妻关系有别于他人最重
要的方面。
溥仪一生之不幸，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此外，一些敏感人物，如溥仪与当时被打成右派的香港记者潘际垌的交往，以及当时无法提及的一些
“另类”人物，基本被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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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际才是溥仪在后半生当中，颇感困惑的人和事。
也可以从中窥视溥仪复杂而隐晦的情感世界，读起来格外“耐嚼”。
但这只能容当适时再“补充”一二了。
    在《末代皇弟溥杰传》中，撰写的是我的忘年至交溥杰先生。
在当年多次询访当事人之后，方始动笔。
这部书一如既往本着“隐恶扬善”，避讳了他在伪满洲国与青楼女子金姑娘交往等一些旧事，以免引
起不必要的麻烦。
此外，综合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对于表现其性格冲突的典型事例，如所谓“义女纠纷”等，整整一章
均删去。
    在《末代太监孙耀庭传》中，由于刻画的是相交多年的挚友，自然更不能也没必要虚构——因为，
史实远比想象精彩得多。
按照事先约定，对于老人在世时所不愿意提及的人和事，均予回避。
对于太监的宫内外生活，如太监与宫女的“对食”、“菜户”关系，过细的畸形性描写，虽属客观史
实，且已成文，亦整段整段地删掉了。
    在此书中，对于溥仪前半生“性倒错”的行为，因事涉他人，个别人尚健在，亦只好暂付阙如。
老太监孙耀庭在世时，我与老人曾达成君子协议，一些不宜公开披露的史料，待他百年之后，再适时
公之于世，以为后人留下可靠的“信史”。
这在他亲笔写下的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书中绝无随意穿凿或凭空杜撰之处。
    原与耀庭老人商议，当他在世时，出版一部内容较“全”的海外繁体版，几经“磨合”之后，却是
率先出版了《末代皇弟溥杰传》和《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庆幸的是，前一部书获全球华人美
国地区十大畅销书排名第六，后者被海外出版界誉为“近代史上最为严谨的纯纪实作品”)，只得暂先
放弃这部被海外书商最看重的繁体字版——《末代太监》。
    《末代皇帝立嗣纪实》一书，主人公是我交往多年的毓嵒先生，夫妻俩跟我异常熟悉，此书内容更
是别有历史意味。
鉴于以此书传主毓嵒先生为第一人称所“述”，遴选入书内容，更须谨慎。
    成书之前，毓嵒先生有话在先，对于先祖最好“美誉”，不宜提及应“避讳”之事。
书中对他的前妻及姐姐菊英的事，尽量少提及。
当然，牵涉他偕李玉琴去找溥仪复婚之事亦少提为妙。
至于溥仪性人格方面问题，绝口不涉及。
    鉴于种种原因，此书成稿时仅剩二十余万字。
只好按照约定，待今后以第三人称撰写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再行衍文。
    再说《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一书，基于采访三百多人的史料和第一手可靠的珍稀档案而成
。
本为“解密”之举，讵料出书前，海内外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在引起中外读者广泛关注的同时，也
惹来不少麻烦，只得忍痛“割去”数万字颇有文史价值的内容。
    此书最下工夫的几节——譬如，依据第一手史料梳理溥仪性畸形来龙去脉的整章内容，全部删除。
另外，关乎皇后婉容性方面的一些内容，如自津赴东北船中发生的秽事等细节，经征求其胞弟润麒先
生的意见，也只好一笔带过，待将来再行探讨披露。
    囿于历史局限，也有些事涉爱新觉罗家族对于溥仪微妙关系的内容，鉴于关联到复杂的人际关系，
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届解密期限，因此，只能半遮半掩地含糊其辞。
即使内容不够连贯，也只能留待将来再续。
    至于此书对于溥仪与几个妻子在性关系方面的细节，由于无法深入展开叙述，只好概述一二，权当
提供一些线索与世人。
    《末代国舅润麒》中，由于传主是我无话不谈的老友，书内史料前后删节，更历经反复斟酌。
原因不在于真实性——因为这方面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主要是由于牵涉在世之人的隐私，使原本泾渭
分明的史实，反而变得模糊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只能尊重润麒先生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意见，暂先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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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能说不是遗憾，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亦即此书成稿后，搁置四五年的重要原因。
譬如，此书整整删去一章，题目是“溥仪的兔子本”。
一看标题便知，事涉多人，且不知还将波及几多后人亲属。
其他内容，譬如“梅孟之恋”背后的故事，因皇后婉容之母仲馨与孟小冬属同性挚友，考虑到对于后
人的影响，书中略去，更属无奈。
以上凡存歧见内容，如不作“艺术性”处理，则此书无法出版。
    《末代皇妹韫稣》一书，基本史料来源于我的忘年之交——韫铄女士，为此，我曾先后录制近百小
时的录音回忆，耗费心力十几年。
此书前后人称，亦几经变化。
开始是以第一人称撰写，书未写完，老人不幸病逝。
我无法“强加于人”，思之再三，只得改为第三人称。
    但此举无疑加大难度，凡是没有旁证的，均以删掉为宜。
几种说法并存的，也不能唯以某一种为准，只能在书中或“注”中，加以说明。
    譬如，婉容生下的女儿，是活着还是死去后才被溥仪扔进锅炉？
我在老人生前，亦曾与之数次探讨，但她坚持一种说法，我只能让其亲笔写下回忆，以为凭证。
这倒不是怕自身担责，而是对历史负责，持审慎态度，以使书稿内容更为严谨。
    《末代皇叔载涛》撰写难度更大。
因史料记载较少，知情人多已不在人世。
当时仅剩下载涛的最后一位遗孀——王乃文女士，隐居于京城。
我经多年采访，亦录制了数十小时录音和录像资料。
    此书事涉京城百姓关于“涛贝勒”的种种传说，凡属没有依据的，全部删去。
至于四位妻子彼此关系以及家中诸矛盾，大多均予“回避”。
    对于以上几部书，未及针对相关内容一一细酌核对，只是择其印象深刻者，枚举一二。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对于本人著书的真实性，世间自有定评，以上各书无不具数百小时录音及大量采访记录暨签名为证
，无需再赘笔墨。
颇值得一提，且最难得的是，大多书籍都得到了传主或当事人亲笔作序，自然昭示了“末代皇帝系列
”与“末代皇族系列”史实的可靠性。
    譬如，溥杰亲笔为《末代皇帝的后半生》撰序并题写书名；润麒亲笔挥毫，为《末代皇弟溥杰传》
撰文作序；孙耀庭审阅书稿后，以九十多岁高龄亲笔为《末代太监孙耀庭传》，撰写了“自序”；《
末代皇帝立嗣纪实》一书，则是毓嵒先生亲自撰文并挥毫作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历史学
家张联芳先生为《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作序；润麒先生亲自挥毫为《末代国舅润麒》一书作
自序；载涛遗孀王乃文为《末代皇叔载涛》作序并钤印；韫铄女士不仅生前为《末代皇妹韫铄》亲笔
作序，其女郑爽女士也为此书题序。
    以上这些不可再得的亲笔之“序”，毫无疑问，印证了“末代皇帝系列”与“末代皇族系列”作品
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其文史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作序者，多已辞世，但珍罕的史证却留之于世，成为百年来这段历史的一页重要注脚。
    藉此机会，谨向读者和世人作一诚恳汇报，以说明敝人著书主观上所持的慎重态度。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本人向来崇尚独家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云亦云，尤其是文坛上的彼此抄袭之风，更期冀于改
进为荷。
    题材雷同，并不奇怪。
可怕的是，不同书名而内容大同小异的溥仪书作充斥书摊，让读者一时真假难辨。
    一则史料，熬炒咕嘟炖，各书多纳于其中，并不究根溯源。
本人就有这种体会，经辛勤采访所得的独家史料，大多被各种溥仪的书，照抄不误，甚至影视中亦有
不少此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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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并非不可以，但倘若著书都像这样抄来转去，连出处也不标明，姑且不说是抄袭如何，至少是不
尊重他人劳动成果。
    再譬如，恰与我在同一出版社出版的溥仪书中，照抄拙作《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中如何治疗溥仪阳
痿的过程及药方，一字不差，却只字不提及来源何处，倒使我无可奈何。
    我主张写史写实，言必有据，绝不虚构。
如是小说，运用夸张、虚构以“彰显”其卓越的想象力，亦无可非议。
但有些书并不说明是纪实还是“杜撰”的小说，显然留给学界及后人的“贻害”便可想而知。
    当前，“功利”二字成了浮躁的社会竞相追逐的目标。
诚然，此亦无可厚非，逐利也可能成为社会进化的动力之一。
然而，如果丝毫不顾及法制及伦理，单纯逐利倘成为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的主流，其社会危害性可想
而知。
    譬如，影视创作和拍摄当中，对于他人作品的掠夺，不能不提高到保护知识产权免遭侵权的高度来
认识。
否则，以牺牲著作权益换取影视的虚假繁荣，便将成为法律“其奈我何”的怪现象。
迄今，不止一部“末代皇帝”及“末代”作品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原封不动地抄袭剽窃我的原作，且
抄得心安理得。
在此，本人郑重声明，必要时，将不得不诉诸法律。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仅不反对将我的“末代皇帝系列”“末代皇族系列”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
且持积极态度。
但须经正当的著作权转让程序。
    聊句题外话，至今，一些朋友不理解我倾一生业余精力奉献“不务正业”的晚清研究和写作。
我唯以“缘分”和“喜好”四字答之。
临搁笔之际，不知怎么，蓦然莫名其妙地冒出对于“富贵”二字的一种理解——    何为富贵？
不屈于利，堪称“富”有。
不屈于名，可谓高“贵”⋯⋯    固然，有人穷其一生谋求物质上的富贵，本也无可厚非。
余寡欲于此，唯素喜文史，亦无妨“独善其身”——对于“富贵”二字，各有各的理解。
赘言就此打住。
    衷心感谢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著名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鼎力支持。
亦感谢多年老友——故宫博物院林京先生、向斯先生暨慈禧曾侄孙那根正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此
次又帮助翻拍了部分照片，提供了历史线索。
在此一并致谢。
    众所周知，二〇一一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翌年二月亦即末代皇帝——溥仪“逊位”一百
周年。
这标志着中国封建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对于全人类来说，无疑具有空前绝后的重大历史意义。
    值此，笔者更想告诉诸位读者，这部书的出版，欲期待世人通过阅读，“看到”一个真溥仪、一个
活生生的“不掺假”的溥仪，而不是那个被主观丑化或美化了的末代皇帝。
    鉴往知来。
谨以此书暨“末代皇族系列”丛书，作为中国百年以来历史沧桑巨变的“缩影”。
    兹为后记。
    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六日，晚，四稿    改定于北京月坛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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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贾英华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与智慧，以口述、档案、谱乘、踏访资料为所长，凝聚成“末代皇族系列
”九书，成为清史、民国史、民族史、北京史和满学、故宫学、历史学、谱牒学史苑中的新葩。
    ——阁崇年    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晚清史亦如此。
贾英华基于寻访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物、珍藏数百小时录音录像写就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颇具历史价
值。
主人公皆他深知熟识之人，实乃奇缘。
实述皇族演革内幕，堪映辛亥百年风云。
    ——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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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末代皇帝的非常人生》：贾英华所著的本岀从溥仪出生及三岁进宫——“登基”开始，一直到病逝
，客观披露了溥仪生前身后许多未解之谜——如抽丝剥茧般层层展开，诸多扑朔迷离与起伏跌宕的情
节从不同视点出发，深度“演绎”着一个非常皇帝的非常一生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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