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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少有人知道，慈禧太后喜欢照相。
慈禧出身于一个满洲中等官宦之家，18岁进宫，74岁去世，在宫中生活了将近60年。
有关慈禧太后家庭、个人生活用品以及相关人物的照片，能够较为生动地再现慈禧和慈禧时代的真实
生活。
慈禧照相，缘于美国公使康格夫人提出由美国女画家给她画像。
接触照相之后，年近70高龄的慈禧太后对照相充满热情和兴趣，留下了可观的照片。
慈禧太后的御用摄影师勋龄回忆说：忆逊清光绪年间，勋龄及两妹追随先母同侍宫闱，凡慈禧太后之
御照，莫不由仆一人所摄。
慈禧太后留在世间的照片，基本上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前后的，内容十分丰富。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宫中特立《宫中档簿·圣容账》，详细地记录慈禧太后的所有御照，一
一登记其形象、件数、场地。
据统计：慈禧的《圣容账》照片，共30种，786张。
这些慈禧太后的照片，大多数为放大照片，每幅放大份数不同，最多的是题为《梳头穿净面衣服拿团
扇圣容》的一幅，共洗印了103张。
其中部分照片还采用了水彩颜料着色，虽然历时已久，但色彩依旧十分明快。
尤其是人物面部，着色柔和均匀，立体感很强。
这些照片基本上都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照片通常高75厘米，宽60厘米，衬硬纸板，镶嵌在金漆
镜框里，镶在紫檀木匣中，外面包裹着宫廷明黄锦袱。
    慈禧太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多，在这里仅说两点，一是摄影，二是画像。
    慈禧痴迷照相    1.摄影术。
摄影术诞生于西方，是从16世纪以来画家写生的时候所使用的暗箱发展而来的。
1838年，法国物理学家达盖尔通过水银留下的印痕，发明了摄影术：用镀有碘化银的钢板，在暗箱中
曝光，以水银蒸气显影，再以食盐定影。
曝光大约20分钟，图像清晰，能够永久保存。
这个摄影法，通称为银版照相法。
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宣布放弃银版摄影术的专利，服务于大众。
于是，人们将这一天确定为人类摄影术的开端。
    2.摄影术进入中国。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大批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科学、技术随着入侵者的脚步进入古老
的中国，摄影术也开始在中国上层盛行，并迅速传播。
大清时期，最早接触摄影术的，是涉外官员。
据记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是清廷中最早接触摄影术的大臣之一，他将照片称为小照。
当时，法国海关总检察官埃及尔亲自为耆英照了相片，意大利、英国、美国官员向耆英索取照片，他
同意了，认为这是外交中的重要礼节。
他向道光皇帝进奏：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
皇帝同意。
1846年，湖南进士周寿昌游历广东，在日记中说：奇器多！
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自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周
，用镶嵌之，不令泄气。
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
镜不破，影可长留也⋯⋯1883年，周寿昌在原文下注解：今照相法，中国人皆能之，各省皆有。
    3.摄影术进入清官。
恭亲王是北京接触摄影术较早的王公大臣之一，他在19世纪60年代就爱好照相。
而第一个将摄影术带进宫廷的人，是光绪皇帝喜爱的珍妃。
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大婚，珍妃进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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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妃个性活泼可爱，初人宫时深得慈禧的欢心。
她爱好摄影，从此，摄影术进入大清宫廷。
光绪十八年(1892年)，留日学生任景丰在北京大栅栏开办“丰泰照相馆”，这是北京第一家照相馆。
    4.慈禧太后寻找御前女官。
1900年以后，外事活动开始频繁。
1902年初，慈禧从西安回到北京，调整了外交方向，与外国修好，开展积极外交活动，主动邀请、宴
请外交官及其夫人，所有请求觐见，几乎无不应允。
按照规定，慈禧会见外宾时，男宾、女宾分别接待。
男宾外务部可以接待，问题不大。
接待女宾，麻烦就来了，没有一个合适的翻译或者女官人选。
请过外国教会女士，汉语生硬，翻译不通。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名叫俊寿的翻译，只懂德语，待人、接物、礼仪诸方面，都不能让太后满意。
慈禧一直苦于身边没有一个懂外语、熟悉外交礼仪的御前女官。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派遣庆亲王奕勖长子、贝子载振为大清专使，出访英国，参加英王爱德
华七世加冕礼。
途经法国巴黎时，由驻法大使裕庚全程接待。
裕庚是满洲正白旗人，先后任驻日、驻法公使，长达8年，是三品外交官。
他娶法国人为妻，生女儿德龄、容龄，儿子勋龄、磬龄等。
载振发现，裕庚一家在外国生活多年，精通英、法等多国语言，熟悉外交礼仪。
回国以后，载振如实奏报。
    5.慈禧御用摄影师勋龄。
载振奏报，慈禧很高兴。
恰好裕庚4年任满，慈禧让他们在第二年春天举家回国。
裕庚回到北京，刚刚安顿好，懿旨就到了：宣裕庚夫妇及女儿进宫。
母女3人穿着西服，赶到颐和园乐寿堂，拜见慈禧太后。
德龄、容龄年轻、美丽，举止大方，见多识广，慈禧十分满意，当即吩咐将她们留在身边，充当御前
女官。
慈禧想到美国女画家卡尔即将进宫为自己画像，要是让她照着照片画就最好了。
慈禧问德龄姐妹：会不会照相？
她们的母亲说：她们俩人不会照相，奴才勋龄(二子)会照相。
慈禧问：勋龄、磬龄(四子)做什么事？
回答：两人都没有做事。
慈禧吩咐：勋龄在电灯处，磬龄在轮船处。
第二天，勋龄带着摄影器材进宫谢恩。
勋龄给慈禧照相，有两件趣事：一是按照规矩，给太后照相必须下跪，可是，跪着对光不方便，怎么
办？
慈禧特旨：免跪；二是按照宫规，在太后跟前不能戴眼镜，可是勋龄是大近视眼，不戴眼镜根本无法
照相，怎么办？
慈禧特旨：特许戴眼镜。
从此，勋龄成为慈禧的御用摄影师。
清宫留下的慈禧太后的旧照片不少，基本上都是勋龄专门为她照的。
    慈禧是个自恋的女人    慈禧是个自恋的女人，自我感觉良好。
1903年，美国女画家卡尔打算给慈禧太后画像，慈禧太后并不反对，还十分好奇；为了画像，她先让
身边女官德龄、容龄的二哥勋龄进宫，为她照相。
照相时，自恋的慈禧一直充满好奇，表现出了种种的奇特之处：    身为女皇，慈禧提出第一张照片必
须拍坐在轿子里上朝的场景。
    慈禧问：拍一张照片，用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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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摄影师勋龄回答说：几秒钟，一眨眼就行。
慈禧听后，十分惊异。
    慈禧问：如果拍照，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相片？
回答说：上午拍，傍晚能够看到。
慈禧极其兴奋，惊奇不已。
    慈禧看到照相器材，好奇地问：这真奇怪，这机器能把人的相貌照下来？
    慈禧让一个太监站在相机前，惊奇地问：为什么头在下面？
摄影师于是解释照相原理，说成像后就正过来了。
慈禧说：真巧得很！
    慈禧让德龄站到相机前，她从镜子里看。
然后，两人换位，慈禧在相机前挥挥手，问德龄看见什么了？
回答：挥手呢！
    得到满意答复后，慈禧走进轿子，让太监抬轿起驾，勋龄按下快门。
慈禧问：照了没有？
回答：照了。
慈禧吃惊地说：照了？
为什么不先关照一声？
我刚才的样子太板了！
下次照时，关照一声，我要照个和气些的。
    照完后，慈禧迫不及待地跟到暗室，看洗印照片。
底片冲好，慈禧在红光下过目，疑惑不解：不很清楚啊！
可以看出是我自已，可是，为什么我的脸和手都是黑的？
回答：印在纸上，黑点变成白点，相就出来了。
    第一张照片神奇地印出来了，慈禧异常兴奋，拿在手上，反复地看。
时间久了，照片全变黑了。
慈禧目瞪口呆，大声惊叫：怎么变黑了？
是不是不祥预兆？
回答：照片印出来后，要洗，否则，露光多了，就会消失，全变黑了。
慈禧长出一口气：真是有趣得很！
费这么多手脚！
    照片全部洗好了，交到慈禧手里，她非常惊奇，不禁大叫：多么奇怪啊，每样东西，完全和真的一
样！
她把照片拿回寝宫，坐在椅子上久久凝视，对着镜子仔细看。
然后，她吩咐：每张照片，洗印10张；照相机，留在宫里。
    关于慈禧太后照相，有宫词《慈禧照相》为证：    垂帘余暇参禅寂，妙相庄严人画图。
    一自善财成异宠，都将老佛当嵩呼！
    向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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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晚清最有权势的国家统治者，慈禧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杀伐决断，不可一世。
在世人眼中，她的性格和面目是单一而刻板的。
然而身为女人，她的情感生活和日常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呢？
本书通过“女皇寝宫”“宫廷精致生活”
“慈禧与四位皇帝”“慈禧与她的宠臣”“最后的日子”等几个方面，配以大量精美的图片，全方位
、多角度展示了女人慈禧和女皇慈禧的个性，一个立体而丰满、鲜活而温润的权势女人的形象展示在
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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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向斯，湖北麻城市人，毕业于武汉大学。
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图书馆副馆长。
一直潜心于中国宫廷历史、文化，尤其是宫廷内府版本和清宫人物诸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大陆、香港
、台湾地区和韩国出版相关著作多部。
接受海内外众多媒体采访、访谈，包括美国电视网华文台，韩国国家电视台(KBS)，日本电视台，中
国台湾东森、中天电视台等。

主要作品有：《乾隆养生录》、《女人慈禧》、《宫禁后妃生活》、《皇帝的佛缘》、《康熙相薄》
、《慈禧私密花园》、《中国宫廷善本》、《中国宫廷御览图书》、《故宫国宝秘籍流传宫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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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侍候在西太后身边长达8年之久的女官何荣儿，在谈到太后的每天起床前后的情况时说，要想
说清楚太后早晨起来都干些什么，就必须由头一天的晚上说起。
晚上大约8点的时候，西一长街敲响打更的梆子声。
这声音，储秀宫听得十分清楚。
这也是一个信号，就是没有差事的太监，此时之前必须离开后宫了——因为，每天晚上8点钟一过，
后宫的宫门都要按照程序上锁，钥匙统一交送敬事房。
宫门上锁之后，再想出入就不可能了。
晚上8点钟以前，值班的老太监将值夜太监带到皇极殿西配房，经过总管太监检查之后，分配好任务
，带班的太监带领着值夜人员，进入储秀宫。
体和殿的穿堂门上锁了，南北不能通行。
储秀宫进门之南门口，留两个太监值夜，体和殿北门一带，有两个太监巡逻。
储秀宫正宫和东西偏殿廊子底下，各有一名太监巡逻。
晚上9点，储秀宫内的宫女们开始当差，通常是5人。
9点整，正殿的大门要关上一扇(通常是东扇)。
给太后夜里当差，叫做值夜，宫里人称为上夜。
上夜的主要人员包括：正宫门外2人，守卫门户，夏天在竹帘子外，冬天在棉帘子里。
只要寝宫门一关，无论何人，没有太后的许可，不许入宫；寝宫更衣室门外1人，负责寝宫内明三间
一切事务；最东间的静室门外1人，负责静室内和南面一排窗子一带的一切事务；太后卧室内1人，是
最为重要的人物，称为太后侍寝，是太后最信得过的宠儿，也是整个太后寝宫内外的头儿，总管太后
寝宫一切事务。
侍寝非常辛苦，没有毯子，每夜只能靠墙坐在地上，离太后的寝床只二尺远近，面对着卧室门口，睡
觉不能太沉，要随时注意太后睡觉是否安稳？
睡眠是否香甜？
出气是否均匀？
夜里是不是口渴？
喝几次水？
起几次夜？
翻几次身？
咳嗽与否？
醒过几次？
几点醒的？
所有这些，都要一一记在心里，以务随时查问。
值夜人员有四忌：一是不许仰面朝天值班，不许大八字躺着；二是不许出粗气、出恶味，不许在正殿
、偏殿大小便；三是不许随意坐太后的炕、椅子等物；四是门口值夜人员，永远是2人，不许是1人。
太后起床每天早晨5至6点，西太后就起床了。
大约在“二次垂帘”之后，西太后经常是在4点左右就起床。
局势平稳以后，西太后真正地执掌着最高权力，从此，她过着优哉游哉的晚年生活。
女官何荣儿回忆说：大概每天到了寅时(3—5时)，太后的寝室就有动静了。
该当班的宫女，就要准备当差了，这时是宫女的大聚会。
太后屋里的灯一亮，就是打开遮灯的纱布罩，室内的两个宫女就开始恭敬地在卧室门口侍候着。
干粗活的宫女已经备好了一桶热水，送到寝宫门外。
第一道养颜美容敬献——银耳或者燕窝太后寝室里有亮光了，整个寝宫就开始悄无声息地动了起来。
寝宫的西南角上最先亮起一道红光，这是老太监在这里熬了一夜的银耳，此时拿开护罩，准备给太后
送上起床后的第一道养颜美容的敬献。
银耳又称为白木耳，是属于银耳科植物银耳的子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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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性味甘平，含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成分，特别是蛋白质和脂肪，是人体不可或缺的养颜美容品。
银耳能够补肾强体，固精调血，润肺止咳，补气补脑，强心美肤，尤其是能够滋阴养颜，养肤润肤，
对于女性的养颜美容，有着特殊的疗效。
如果女性年老体虚、咳嗽气喘、身热口渴，就应该多食银耳，会很快得到调理和滋补，能够提高造血
功能，增强免疫力，增进健康细胞的生长。
《本草再新》上说：银耳，能润肺滋阴。
宫里的人都知道，常吃银耳会容颜不老，永葆青春，它是保健、防病、养颜、美容和延年益寿的健康
食品。
慈禧太后起床以后，侍寝的宫女就爬在地上跪安或者磕头——平常的时候，亲侍们是天天见面，所以
，只请跪安。
只有在初一、十五之日，或者几天不见、太后欠安病愈之后，才行磕头礼。
侍寝宫女跪安之后，就故意声音清亮地道：老祖宗吉祥！
这是她们的信号，太后寝宫上下都知道太后起床了，一切都要按照规矩行事。
门口值夜的两名宫女才敢开始放行，让各行其事的宫女们有条不紊地忙碌自己的事。
寝宫半掩的宫门这时完全打开，宫门的戒严就算彻底解除。
值夜的宫女们，连同当天当值的宫女们，衣冠整齐地向太后寝室恭敬地行礼跪安，然后各自开始忙碌
自己的活儿。
太后寝室内的门帘撩起一半儿，就暗示着可以进人了。
太后起床后的第一道养颜美容敬献的银耳，就被恭敬地端进寝宫，送到太后的手中。
第二道养颜美容敬献——热水浸泡太后起床以后，得到侍寝宫女的暗示，司衾的宫女们鱼贯而入，悄
无声息地收拾床铺，叠好被子，然后送上一盆热水。
这一盆热水就是太后起床之后的第二道养颜美容敬献：侍水的宫女双手端着银盆，盆内放满了冒着腾
腾热气的热水。
侍女用热手巾先把西太后的手包起来，放在银盆的热水里浸泡，等水变温渐凉之时再换热水，再次浸
泡，就这样换水三次，把手背、手指的关节都泡随和了，看上去白里透红、细嫩柔软的，就达到了最
佳效果。
宫女们都很羡慕太后的那双手，倒不是羡慕这双手掌握着千万人的生杀大权，而是羡慕这双手异常细
腻，异常柔和，非常的饱满和异乎寻常的圆润，看上去就像一双妙龄少女之手！
宫女们也都知道，太后的这双手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在她们的精心呵护和保养下，才如此这般娇柔，
这归功于这一整套养颜美容妙法，每天早晨的这第二道敬献，就功不可没，这也是太后引为自得的保
健美容妙法之一。
第三道养颜美容敬献——热敷热水浸泡之后，太后心情舒畅，宫女们随之就送上第三道太后养颜美容
敬献的热敷。
这热敷美容保健妙法是太后自己发明的养颜秘方之一，也是她自己最为津津乐道的永葆青春之妙方。
这妙方，当时宫里的侍女们称为洗脸，确切地说，就是用热气腾脸，也就是现代人美容的所谓热敷。
用宫里特制的银盆，装满洒了香料的热水，再以细腻柔软的纯棉毛巾浸透热水之后，按照肌肤的纹理
，细心地敷，感觉就像是在细软的绸缎上滑动一样。
慈禧长年累月地做热敷，脸上基本上没有皱纹，而且总是能够保持得光鲜滑润，白晰美丽，富于光泽
。
梳头热敷过后，光彩夺目的太后就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
这时，侍寝的宫女走上前来，用手轻轻地拢拢太后的两鬓，然后开始在脸上敷一点粉，在两颊和手心
上涂一点胭脂。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粉和胭脂不是进贡的贡品，而是太后自己研制的，她只用自己的产品，也只适应
自己的化妆品，别的贡品，即使是上好的东西，她只是偶尔用用，平常很少问津。
接着，传梳头太监为太后梳头。
西太后一生很刚强，很有自尊，她从40岁时就开始头发脱落，变得稀疏，最后几乎秃了顶，只剩下两
鬓的一点头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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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她自始至终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一生都很注重自己的发型，所以，宫人们都知道，梳头成
为太后每天早晨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甚至比军国大事还要重要。
第四道养颜美容敬献——涂红敷粉太后梳头的同时，侍寝的宫女已经指挥司帐司衾两个宫女将太后床
上的一切完全整理齐整，收拾妥当。
两个宫女收拾完成之后，就悄悄地退出宫外。
太后的身边只有伺候梳头的宫女，手捧着精致的梳头匣子，恭敬地侍立着。
外间更衣室内负责太后服饰的宫女，已经按照节令、季节和当天的气温、活动等等情况，准备好了太
后的衣服鞋袜。
 梳完头之后，太后开始一天之中的第四道养颜美容敬献：涂红敷粉。
司容的宫女先要细心地为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太后自己制作的细粉，擦太后自制的胭脂。
女官何荣儿回忆说：梳完头以后，老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粉擦红。
六十多岁的老寡妇，一点也不歇心，我们都觉着有点过分。
当老太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照镜子时，侍寝的总要左夸右赞，哄老太后高兴。
这种佛见喜的活儿，永远是侍寝的人包干的，旁人挨不上边儿。
老太后站起来，必定要把两只脚比齐了，看看袜线正不正——绫子做的袜子，中间有条线，要对好鞋
口。
然后，太后方才轻盈盈地走出来。
这时，侍寝的宫女把寝室的窗帘一打，在廊子外头眼睛早就紧盯着窗帘的李莲英、崔玉贵、张福等，
像得到一声号令一样，在廊子的滴水底下，一齐跪在台阶上，用男不男、女不女的鸡嗓子，高声喊道
：老佛爷吉祥！
老太后春风满面，容光焕发，笑盈盈地接见他们，有时特别给他们脸，还走到中间正座上，接受他们
的朝见。
这都是侍寝的打窗帘给暗号的功劳，起床伊始，就来个碰头彩。
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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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又是一年岁末，《财富》杂志特约编辑郝晓辉先生独出心裁，约请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支运亭先生、
晚清史专家贾英华先生、慈禧太后内侄曾孙叶赫那拉·根正先生和我，就慈禧太后深宫生活往事进行
一次纵深访谈。
支院长说，他非常想和我再次会面，有许多宫廷往事要交流，要深谈。
支院长车票早就买好了，启程前一天，突然通知有重要会议，来不了，他感到非常遗憾。
其实，一切都是随缘，不在一朝一夕。
这次访谈的地点，选定在潘家园桥东的君馨阁古典家具清水园茶坊。
    君馨阁感觉很舒适，温馨典雅，古香古色，显示出主人温婉好客的性格。
剥落而沧桑的匾额，厚重而略带幽香的家具，各种古旧样式的陈设和各式各样行款的字画，都无不透
露出主人雅好古董、醉心文化的儒雅情怀。
门外苍劲厚实的匾额是古典家具行家王世骧的大手笔，门厅上悬挂的大匾则是书法大师启骧的杰作。
一楼楼梯口上，高悬着一方十分惹眼的四字旧匾：国学开先。
匾上有题款，匾左边题：乾隆十年仲冬月毂旦太学生姜浩立。
匾右边题：文林郎知(山东)临洋县事加三级纪录四次袁儒忠、儒学训导董天赐、典史赵大为。
    《散发淡淡清香的特色楼梯，极富于质感。
踏过康熙时期的金砖，顺楼梯拾级而上，浑厚苍凉的回音在闪射着淡淡幽光的硬木家具问萦回，掠过
紫气东来的浮雕云龙戏珠紫檀画柜，穿过万字不到头的红木罗汉床，在浮雕西番莲纹云头搭脑紫檀太
师椅上盘旋，仿佛把你带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草色烟光的繁华旧时代。
镂空的红木交椅极其精致，由三段攒成，上段为透雕螭龙纹开光椅靠，中段是麒麟、葫芦、山石、灵
芝纹椅身，下段是沉稳厚实的亮脚。
这把交椅选材精细，用料粗硕，铜件装饰，看上去十分坚固美观。
镂雕竹节纹的门洞内，立着一组紫檀雕花卉纹顶柜，由顶箱、立柜两部分构成，柜门对开，两门之间
有立栓，立柜门下有巨肚，立柜四脚直下，门页、门锁都是鎏金錾花饰件，黄铜套包脚。
最为精致之处是门面和下裙板上，满雕精刻的西番莲图案，寓意吉祥富贵，极富于立体感。
    我们随意地就坐在紫檀雕的太师椅上，椅子雕工精细，椅背浮雕着传统的吉祥图案：福庆有余。
椅旁的红木多宝格上，是各式名茶，有湖北的砖茶、通山茶、云雾茶，有四川的仙茶、观音茶、春茗
茶、青城芽茶。
这些名茶许多都是当年宫里的贡品。
贾先生点了仙茶，根正先生要了观音茶，我要了云雾茶。
精致的茶杯，放在束腰的紫檀圆桌上，格外晶莹。
圆桌是六腿三弯带拖泥，其浮雕的灵芝纹呼之欲出，栩栩如生，满室清香四溢，分明是略带栗子香味
的茶香，茶香之中又氤氲着袅袅升腾、如丝如缕的檀木清香。
    贾先生喝着茶，笑容可掬地说：早就想拜会根正先生和向先生，一直没有缘分。
今夕何夕？
真是太高兴了！
幸会幸会！
    这是根正先生第一次见到贾先生，他看上去有些紧张，脸上略带羞涩，不作回答。
    我端坐在太师椅上，慢慢喝一口茶，笑着说：贾先生太客气了！
先生的大作，拜读了，好文笔，好才情。
我一直不明白的是，贾先生怎么既当着全国管电的大局长，又深入研究宣统皇帝溥仪先生？
而且，和皇室怎么有那么深的因缘？
    贾先生风趣地说：是啊，我是电子行业的。
至于和皇室的因缘，有不少记者问过同样的问题。
其实，一切都是缘分。
溥仪先生去世后，他的夫人和我是邻居，后来赶上北京地震，我们全家帮助她，接触多了，就成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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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起写溥仪的后半生。
后来，来了一位记者，以约稿为名将所有手稿和资料“取走”。
由于突遭变故，一气之下，积十年之功，采访所有皇室及相关人员，录音就有几百盒，有的甚至采访
到了国外，这才续补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写出了《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根正先生一本正经，字正腔圆：有志者，事竟成！
    根正先生说话的表情，十分严肃，但他的脸上，依旧还是羞涩的样子。
相书上说，这样的男人，招女人喜欢，因为他们无论经历了多少事，总是那么内敛，羞涩的脸看上去
总是让人放心。
    贾英华笑了起来：什么有志者事竟成啊，瞎掰，不过混日子罢了！
我们哪能和向先生比，在宫里，得天独厚！
    我立即纠正说：贾先生是不是事业有成了，就拿我等开心？
不过，听说，你不仅电管得好，还能写一手好诗？
    根正先生一下来了精神，附和说：是啊，贾先生一看就是性情中人。
文人嘛，高兴了，就吟一首。
这样吧，你好品茶，就茶事来一首？
    贾先生张口就来：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冰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莫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突然，贾先生瞪圆了眼睛，吃惊地看着门口，小声说：章子怡来了！
    根正先生不知一时没听明白，还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章子怡是何人？
    贾先生大笑起来，看着来人说：章子怡，就是《卧虎藏龙》里的那疯女人，《十面埋伏》里的那个
瞎女人！
    根正先生认真地说：没看过。
    贾先生很高兴地说：《女人慈禧》，差点请她演慈禧太后！
    《根正先生一本正经：《女人慈禧》，拍电影了？
    《我们都笑了起来，郝晓辉说：看来根哥在宫里呆惯了，不食人间烟火。
    《根正先生很认真地说：向老师在宫里，我是在园里，在颐和园。
    《大家都笑，站了起来。
我不经意地看一眼门口，真的有点吃惊，心里说：真是很像啊。
    《这时，身穿侍女服装的服务生恭敬地迎候着，郝晓辉高兴地介绍说：这位就是君馨阁的主人刘爱
民。
    贾先生脱口而出：这么年轻啊！
章子怡改当阿庆嫂了？
    刘爱民看上去小巧玲珑，笑眯眯的样子，她笑着说：对不起啊，来晚了，今天真是幸会各位高人！
各位大师！
贾先生，京腔京韵，好一句从来佳茗似佳人！
就冲这一句，今天，我请大家喝酒！
    刘爱民边脱羊绒大衣，边笑着说：不过，既然贾先生吟诗了，还得恭听各位献诗！
    郝晓辉高兴地说道：自古以来，文人最醉心的是红袖添香、红颜品茶，其实，并不是醉在什么烛香
、茶香，而是红袖使烛和茶变得出奇的清香。
《诗经》上不是说：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
非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意思是说，闲雅的女子啊多么俊俏，送给我红色管的茎草。
红色管的茎草啊鲜亮，喜欢你的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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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自牧场的小草，实在美得出奇。
不是你本身美啊，是美人儿赠送的！
    根正先生品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苏东坡一生，会品茶，更会品佳人，只有他能吟出从来佳茗似
佳人！
好，借贾先生的诗，我就附和一首：    何物清尊对物华？
广文官合似僧家。
向人只合供谈笑，领客犹能办咄嗟。
    光动杯盘环碧水，香随珠履上园花。
公如不厌过从数，但煮东坡所种茶！
    刘爱民一边添茶，一边笑着说：宫里的茶，向来与平民不同。
宫里的人，一看就别出一格了。
向先生，可就慈禧品茶，来一首？
    我笑了起来：好，恭敬不如从命。
你这君馨阁，看来也不是寻常之地，你那红木多宝格里的许多茶叶，可都是当年进贡宫里的好茶。
慈禧太后嘛，对于养颜美容很讲究，对于品茶，也丝毫不苟且。
她用的品茗杯、碗，大多都是白玉质地的，玉工精心制作，玉碗、玉杯薄如蝉翼。
玉碗、玉杯的外面，内府工匠们还精心制作了黄金托。
这套杰作，工艺精致，制作严丝合缝，造型巧夺天工。
慈禧太后喝茶时，总是先将金银花少许，以玉筷放人茶内。
沸水入杯，清香馥郁，顿时感觉满室幽香，周身清彻。
那味道，就像这雅室，这香茶。
《清宫词》里就有这样的描述：    绿荫浓护好楼台，小坐宫嫔带笑陪。
采得上林花两宝，黄金茗碗玉为杯！
    刘爱民点着头，谦虚地笑道：宫里的东西，就是讲究。
咱这君馨阁嘛，再怎么好，也是小家子气，哪里比得了宫里！
不过，我天生敬仰文化人，喜欢结交你们这样的老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嘛！
    郝晓辉赞叹说：厉害啊，《诗经》张口就来。
    根正先生十分认真地问：为何取名君馨阁？
    贾英华先生幽默地回答：君子温馨之阁也！
    刘爱民笑着说：君馨阁，是做古典家具得名的，直接传承的是清官造办处的工艺，特别在刀工上，
极其讲究，花纹上大中套小，图案中讲究强弱虚实对比，有许多图案都是通过收藏的一些孤品精确取
样，让精通古家具的技术人员仔细地研究了相关的工艺流程，通过细心地摸索和体会而特别制作的，
都要求做到造型极美和工艺极致。
这些极品家具，要求多种工艺结合，精雕细刻，美妙绝伦。
热播的《大清药王》、《刘罗锅传奇》、《五月槐花香》、《铁齿铜牙纪晓岚》等许多影视剧场景，
都是由君馨阁提供的。
    刘爱民说：家具是一种文化，是很富于民族特色的一种文化，既可享受，又可珍藏，还可美化生活
，一举三得之乐事，何乐而不为？
我特别喜爱中国文化，感觉很深奥，自己再怎么努力，事业做得再大，也觉得自己渺小。
有许多有钱的朋友，不知道富了以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他们听我谈文化，谈国学，开始感觉我不务实，有点不务正业，北京话叫有点漂。
现在，他们也觉得，文化和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把文化融人事业之中，事业才会更有分量，更有味道
。
他们也在积极地做文化，经营文化，感觉都很好。
    刘爱民一边笑着，一边递来一本册子，是君馨阁的简介，红地烫金字，十分雅致。
打开第一页，赫然就是《诗经》一首：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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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嘤其呜矣，求其友声。
相彼鸟矣，犹求友声！
    译文：    伐木响丁丁啊，鸟儿欢乐叫。
它们出深谷啊，飞上了树梢。
    鸟儿为何叫啊？
只想寻知音。
仔细看那鸟啊，尚且寻知音！
    2    刘经理问道：向老师，听说，慈禧太后很喜爱《诗经》？
    我点头回答：是，慈禧太后一生都喜爱，也经常讲读《诗经》和《书经》。
在宫中，有一段时间，慈禧规定，每天午后，集中宫中所有的主位，也就是宫中嫔妃，以及宫女、内
侍，一起讲解《诗经》。
后来，这一活动扩大至经书、史书，并且，每10天考核一次，优胜者有奖。
在《诗经》中，慈禧太后特别喜欢这一首《日月》：日居月诸，照临下土。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处！
意思是说，日啊月啊，光辉灿烂，昼夜照耀着天下。
有那么一个人啊，竟然不想我！
慈禧太后曾愤愤地说，我要遇见这么一个家伙，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慈禧太后究竟是在哪里生的？
有可能生于山西长治吗？
    慈禧太后出生之地，有七八种说法。
最可靠的说法，目前史学界承认的，就是北京劈柴(辟才)胡同。
山西长治，有28件与宫廷有关的文物，可能有一个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的人生活在这里，但是，这些
不足以说明慈禧太后出生在那里。
    根正先生说：据我们家家谱记载，慈禧太后出生之地，是北京西四碑楼辟才胡同。
史料上说，惠征兄弟3人，实际上，家谱记载是4人，有1人出走了，好武，不知所终，荣禄就是他的干
儿子。
慈禧是家里的老大，有1个妹妹，3个弟弟，大弟照祥，小名佛革；二弟福祥，小名佛佑；三弟桂祥，
小名佛保。
慈禧绝对不会是山西长治人，如向先生所言，那里，可能是一位宫女，与慈禧太后有特殊关系。
    有人说，荣禄是慈禧太后的少年玩伴，后来又是她一生的情人，真有这事？
    慈禧太后比荣禄大8岁，他俩不可能是少年玩伴。
后来长大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一种特殊的感情。
在慈禧太后一生之中，每次遇到危险，都是荣禄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深厚的感情纠葛。
有一本史书记载说，有一次，荣禄在后宫调戏女人，被慈禧太后发现，一怒之下剥夺了他的所有职务
。
那段日子，荣禄天天请求饶恕，那是他一生中最为黑暗的岁月。
从那以后，荣禄对慈禧太后忠心耿耿，再无二心！
    慈禧真的很毒？
对家人也不好，六亲不认？
    慈禧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很理性的，家和国，分得很清楚。
她对家人从来不乱赏赐钱财，乱封官职，包庇犯罪。
她一直鼓励家人，自己成才，自己奋发。
她很孝顺，做事做人都很讲究。
她执政长达半个世纪，可是，只是按照旧例，给家人封了个承恩公，还是三等，封给自己祖父的。
由于祖父和父亲去世早，就由她大弟弟照祥袭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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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大弟弟也走了，最后由二弟福祥继承。
她的三弟一直没有官职，依靠二哥生活。
    根正先生有点激动，感叹地说：是啊，慈禧确实有些冤枉，她是在很认真地做女人。
至于她做女皇，做天下之主如何，那是历史学家要评判的。
都说慈禧不孝顺，为人狠毒。
其实错了，她是很孝顺的。
她进宫以后，家人有困难，她都尽力帮助，给一些粮食，给点钱，都不多。
她一直鼓励家人要认真做人，要奋斗，要自食其力。
所以，慈禧的家人没有一个做大官的。
她很孝顺，是个好女人。
光绪二年，她母亲70大寿，慈禧太后写了一个大寿字，题诗一首。
慈禧太后还回过一次家，是回家省亲，我们家里就有一张慈禧回家省亲的照片。
    慈禧手书寿字上题的什么诗？
    根正先生表情严肃，一字一顿地吟道：    世间爹妈情最真，泪血融人儿女身。
殚竭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
    郝晓辉感慨说：是啊，慈禧看来是个称职的女人。
    对了，什么是大拉翅？
与慈禧有关？
    大拉翅就是满洲的假头套。
发明这假头套的，就是慈禧太后，正因如此，在晚清时期，这种大拉翅十分风行。
这是一种头套式的假发，很美观，形状如扇面硬壳，约有一尺多高，其内用铁丝做骨架，按照不同的
头围大小做成一个圆箍，然后，用布裕褙做胎。
最外边包上质地细腻的青缎，或者青绒布，形成一个固定构架的大两把头。
戴的时候，直接戴在头上。
不用的时候摘下来，放在一边。
    根正先生说：大拉翅本称达拉翅，木胎，主要是用丝线装饰。
    贾英华插嘴说：三格格韫英曾说，她有一个翡翠的大拉翅，薄如蝉翼，是宫里的，是当年慈禧太后
赏赐的。
可惜，有一次被宣统皇帝不小心给踩破了，弄得她一生都不顺利。
    慈禧太后为什么会对八国联军宣战呢？
    慈禧太后一生弄权，不容许任何人对她的权力构成威胁，包括她的儿子，她会千方百计消除威胁。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来势汹汹，她知道大清打不过。
可是，洋人欺人太甚，她一直在犹豫。
大清绝对打不过洋人，为何她还要宣战？
史书上都说是她被蒙蔽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她听荣禄秘密奏报，说八国联军已经决定了，要联名
上书逼慈禧让位。
慈禧太后大怒，吼道，洋人也太张狂了，管到大清头上来了！
于是，就正式宣战！
    大清怎么那么快就亡了？
    如果慈禧太后让位给同治皇帝或者光绪皇帝，恐怕3年左右，大清就要灭亡。
    根正先生说：关于清亡，有一段秘史。
其实，许多事都是史书不会记载的，都很有趣。
有一次，面对败局，慈禧太后大发雷霆，吼道，大清是不会亡的！
如果亡，只能是老天要大清亡。
她看一眼明亮的五彩蜡烛，恨恨地说，除非灯头朝下，大清才会亡！
不久，果然灯头朝下了，电灯进了宫廷，大清就亡了！
    慈禧太后活了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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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寿吗？
    慈禧太后活了74岁，应该算是长寿。
不过，从她当时的身体状况看，她没有病，身体不错，只是感冒引起并发症，御医不敢下药，耽误了
。
    根正先生说：是，慈禧太后身体很好，按常理，应该能活100岁。
她晚年的时候，只是有点拉稀，御医不敢用药，太保守，没有调理好。
她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就走了。
    3    刘爱民感慨地说：北京，真的到处是黄金，到处是宝贝。
前几年，我买了一件古物，是金丝楠木棺材，在西绒线胡同买的。
据卖主说，当时6000大洋能买一个四合院，而他用6000大洋买了这口棺材。
我这次买花了20多万元。
我还想买两个红木小几，很精致。
很可惜，当时决定买了，对方又舍不得，不卖了。
    贾英华说：棺材，又是官，又是财，好东西。
这件金丝楠木棺材，恐怕是天下孤品了，20万，值啊，千万别让贼人惦记了。
东四十条那是王府，也只有皇室的王爷才有这气魄。
现在一个院子多少钱啊？
至少1000万！
至于柳荫街南官房，那是溥修的宅子，是根正叔叔的，是宫里的东西，应该是好宝贝。
    刘经理带我们参观了君馨阁镇阁之宝：紫檀九龙五连屏风。
刘经理说：这是一个故事，取名《菩提树下烂柯成仙图》。
除这之外，还有一件宝贝，就是紫檀如意，乾隆时期的。
    烂柯成仙的故事见于南朝梁·任防的《述异记》：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
而歌，质因听之。
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
俄顷，童子谓日：何不去？
质起视，斧柯尽烂。
既归，无复时人。
意思是：晋代时，有一个叫王质的人上山砍柴，来到山中，他看到有几位童子，有的在树下下棋，有
的在唱歌。
王质很好奇，就走到近前。
这时，一个童子过来，把一个东西送给王质，形状如枣核。
王收下，吞食了那东西。
奇怪的是，他不再觉得饥饿了。
过了一会儿，童子对他说：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王质起身，突然发现他的斧子木柄已经完全腐烂了。
他回到家乡，与他同时代的人都已经没有了。
这是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讲的是仙人生活。
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信安郡在今浙江衢州，故事中所说的石室山，因为这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已经被人们称为烂柯山了。
    这件紫檀精雕屏风，十分庄重雅致。
屏风上雕刻着九条龙，腾跃在云雾之间，栩栩如生。
五连屏风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特别是那树冠蔽日的一片片树叶，茂盛苍绿，筋脉毕现，叶子明暗分明，仿佛清风刚刚掠过之后的一
番景致。
不过，从树叶上看，这应该是槐树，不是菩提树，取名应是《槐下烂柯成仙图》。
那人物，那线条，刻得栩栩如生，特别是那仙风道骨的模样，仿佛让人一下子回到了那个时代，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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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自然之中，好一幅《烂柯成仙图》！
    宋代大词人晁补之写《水龙吟》，感叹此事：    水晶官绕千家，卞山倒影双溪里。
白蓱洲渚，诗成春晚，当年此地。
行遍瑶台，弄英携手，月婵娟际。
算多情小杜，风流未睹，空肠断，枝问子。
    一似君恩赐与，贺家湖，千峰凝翠。
黄梁未熟，红旌已远，南柯旧事。
常恐重来，夜阑相对，也疑非是。
向松陵回首，平芜尽处，在青山外。
    4    我从武汉大学毕业后，一直供职于故宫博物院。
20多年了，每天像上朝一样，出入于紫禁城中，游走在红墙碧瓦的宫殿楼阁之间。
看了许多的宫廷档案、历史史料和文人笔记，接触了大量的宫廷文物，熟悉皇帝后妃们生活的每一座
宫殿，以及发生在宫殿里悲欢离合的情感故事。
对于慈禧太后，档案、史料较多，文物、史迹更俯拾即是。
她是一个特殊的女人，更是一个十足的女皇。
这个特殊的女人和十足的女皇，生活在这九重深宫之中长达半个多世纪，执掌朝政长达48年之久，尤
其特别的是，她生活在后宫的每一个细节，以及作为一个女人在不同宫院之中发生的宫闱往事，都是
十分神秘而耐人寻味的。
可以说，慈禧太后的外朝生活，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政治权术史；而慈禧太后的后宫生活，则是一部五
彩缤纷的宫廷生活史。
    《慈禧私家相册》是一部有关慈禧太后宫廷生活的百科画卷，是20多年来熟读宫廷档案、文献的读
书心得，也是对慈禧太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后的收山之作。
档案力求真实，史料力求权威，表述力求准确，希望较为全面、真实地再现那段特殊时代的特殊宫廷
生活，也希望较为生动、独特地展现慈禧太后近60年间鲜为人知的宫廷生活全貌。
那是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那也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一段文明衰落史，慈禧太后正是那段屈辱
历史的主导者和见证人。
人们很想知道，在每次重大历史事件之中，作为这个时代的主人，作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
太后的真实心态和真实生活，以及与慈禧太后相关的所有大臣、侍卫、仆从、情人等他们的真实生活
。
但愿这部作品不负初衷，更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向斯    2008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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