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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帝王实行多妻制。
这决定了中华后妃是一支庞大的粉黛队伍，其确切人数，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天子之妻通称妃。
妃的古音读作“配”，即配偶的意思，嫡妻称正妃或元妃。
夏、商朝，天子称后、后帝，其妻仍通称妃。
西周时期，天子开始称王，“后”才成为王的嫡妻的专用名号，称王后。
嫡妻为何称“后”呢？
《白虎通义》说得明白：“天子之配谓之后。
后者，君也。
天子之配至尊，故谓后也。
”王的嫡妻地位“至尊”，等同于“君”，所以就用了天子原先的称谓——后。
秦始皇始称“皇帝”，从那以后，皇帝的嫡妻称皇后；皇帝的母亲、祖母，一般尊称皇太后、太皇太
后；皇帝的其他姬妾，总称妃嫔或嫔妃。
需要注意的是，王后、皇后不一定非是嫡妻不可。
王和皇帝出于各种原因，经常废黜原王后、皇后，另立新的王后、皇后。
这是王权、皇权至高无上的表现形式之一。
    中华后妃制度是奴隶制、封建制专制制度的产物，也是其组成部分，完备于西周。
《周礼》明确规定：“天子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
”就是说，天子法定应有一位后和另外一百二十位妻子。
秦始皇统一天下，尽收六国宫女充实后宫，“爵列八品”。
八品依次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
西汉初，后妃制度简约。
到了汉武帝时，“世增淫费”，仅建章宫美女就有八千人。
汉武帝后宫除皇后外，嫔妃爵级分为十四等，依次为婕好、烃娥、容华、充衣、昭仪、美人、良人、
七子、八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无涓(含共和、娱灵、保林、良使、夜者)。
东汉光武帝简化后宫，皇后以外置贵人，其他分为美人、宫人、采女三个等级。
东汉为皇帝多妻安插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后正位宫闱，体同天王。
夫人坐论妇理，九嫔掌教四德，世妇主知丧祭宾客，女御序王之宴寝。
”事实上，这样的分工是无稽之谈，后妃的功能只是供皇帝享乐而已。
东汉出现很多小皇帝，生母年轻，每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
策帷帘，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皇后纪》)，从而造成外戚或宦
官专权乱政的局面，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
    魏晋南北朝时期，后妃制度漫然无序。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皇帝为了满足私欲，无不仿照西周模式设置后妃。
如西晋武帝骄奢淫逸，攻灭吴国后，将吴末帝后妃统统掠为己有，后宫佳丽几近万人，于皇后之外，
置贵嫔、夫人、贵人为三夫人，置淑妃、淑媛、淑仪、修容、修华、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
，置美人、才人、中才人等为二十七世妇和八十一女御。
后宫美女如云，使他无所适从，只能乘坐羊车在宫中转悠，羊车停在某个寝宫门前，他就在那里临幸
嫔妃。
南朝宋、齐和北朝北齐皇帝荒淫无度，后宫生活污秽龌龊，不堪入目。
    隋文帝在独孤伽罗皇后死后，立即恢复了西周的后妃建制。
隋炀帝奸淫庶母，大力扩充后宫，除皇后外，置贵妃、淑妃、德妃为三夫人，置顺仪、顺容、顺华、
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为九嫔，置婕妤十二人、美人和才人十五人为二十七世妇，置
保林二十四人、御女二十四人、采女三十三人为女御。
另有承衣、刀人等，没有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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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巡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建立“迷官”，宫中美女超过万人，这是隋朝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
唐朝沿袭隋制，皇帝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
唐玄宗时后宫丽姝达三千人，杨贵妃“三千宠爱在一身”，风流浪漫，艳绝人寰。
唐朝皇帝有兄纳弟媳的，有儿纳父姬的，有父纳子妻的，有皇后母女毒杀皇帝的，丑事多多。
相比之下，宋朝后宫比较朴实，只是宋徽宗追求淫乐，嫔妃数以千计，后来均被金国掳掠，成了亡国
奴。
辽、金、元三朝，开国初始采用本族的习俗，称帝后普遍采用汉族的后妃制度。
其中金废帝完颜亮寡廉鲜耻，将喜爱的兄嫂弟媳、堂姐族妹、侄女外甥女都纳为嫔御，，纵欲宣淫，
犹如禽兽。
    明太祖建立明朝，说过一段极有见地的话：“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
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
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柳，恩宠或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
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
”鉴于此，他诏令设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六局，管理后宫事务，同时命人制定不准
后妃干预政事的条规，制作红牌，悬于宫中，以示警诫。
所以有明一朝，“宫壶肃清，论者谓其家法之善，超轶汉唐”(《明史·后妃传》)。
清朝奠都北京后基本上沿袭明制。
清世祖除皇后外，乾清宫设夫人一人，淑仪一人，婉侍六人，柔婉和芳婉各三十人；慈宁宫设贞容一
人，慎容二人，勤侍若干人。
清圣祖时，“典制大备，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
。
(《清史稿·后妃传》)清朝规定每三年举行一次选美，挑选八旗秀女进宫，充当后妃和宫女。
清朝中期以后，慈禧太后专权，后妃制度名存实亡。
    中华后妃制度，若从西周算起，经历了将近三千年。
如果说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是个大王朝，那么在巍峨、豪华的宫禁内则有一个女人成堆的“小王朝”
。
这个小王朝，以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形态为基础，以第一夫人王后或皇后为中心，群雌粥粥，等级森严
。
所有女人都从属于服务于一个男人，即至尊至贵的帝王。
她们分享、利用帝王的权力，性格和品行千差万别。
或美貌或丑陋，成善良或狠毒，或强势或柔弱，或贤明或平庸，或宽宏或狭隘，或清正或贪婪，或本
本分分或怀有野心，为了自身及亲生儿子的利益，彼此钩心斗角，争风吃醋，耍阴谋，施诡计，用亲
信，下毒手，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这是统治集团高层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的阶层，有人建有功勋，有人留有罪恶。
对这个群体和阶层进行研究、剖析，有助于深刻认识自夏朝至清朝“家天下”的专制制度。
    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后妃不许参政干政。
但是，由于后妃的尊崇地位及其与帝王的亲密关系，她们往往能以国母、爱妃、宠妃身份，登上政治
舞台，直接发号施令。
汉高祖皇后吕雉、唐高宗皇后武则天、清文宗宠妃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
这三个女人实际统治中国分别达十五年、三十五年、四十七年之久，武则天还当了皇帝——中国历史
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们属于后妃中的强者，执政期间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对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
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从总体上看，后妃命运的基调是痛苦和悲惨的。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帝王的奴隶和仆役，没有人生自、由和人性自由，一切唯帝王是听，自觉不自
觉地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帝王享乐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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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宠时，锦衣玉食，满门荣宠；一旦失宠，则被遗弃被废黜，甚至被赐死被杀戮。
她们的一生恨多于爱，苦多于甜，哀多于乐。
帝王无不喜新厌旧，不可能有专一的爱情与婚姻。
因此，后妃们的精神世界大多空虚、寂寞。
唐朝白居易写过一首《上阳白发人》诗，那位少女十六岁进宫，“脸似芙蓉胸似玉”，因受嫉妒，幽
禁于上阳宫，直至六十岁时，满头白发，“一生遂向空房宿”，“春往秋来不记年”，其悲苦其酸楚
可想而知。
自古红颜多薄命这一命题，含有宿命论色彩，固然是错误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恰也概括了古代宫廷很
多女人的不幸。
一部中华后妃史，从本质上说实是一部妇女的血泪史和屈辱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结束了包括后妃制度在内的专制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
，真正成为现实。
所有这些，今天看似乎不算问题，如果回溯历史，那就会知道：得来不易，弥足珍贵！
    中华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关于后妃的著作却少之又少。
一些正史虽然列有《皇后纪》或《后妃传》，但记述的文字非常简单，有的甚至宣扬“女人祸水”的
荒谬论调。
本书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中华后妃的生活。
全书有选择地叙写了约二百个后妃，具体到每个后妃身上，只写她的主要经历和突出事迹，绝非面面
俱到和事事皆录。
内容主要依据正史，同时参阅了有关野史、笔记和文艺作品，对于不合史实的传闻、轶事略加辨析，
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披阅后妃的故事，一睹她们的风采和气韵，一听她们的欢歌和悲歌，一读
用她们姿容和秉性、肉体和精神、血泪和生命谱写的红颜篇章。
温故知新，鉴古惜今，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懂得怎样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并勇于担当和奉献
，加倍努力，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张云风    2012年1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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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后妃是一支庞大的粉黛队伍，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的阶层。

如果说奴隶制、封建制国家是个大王朝，那么在巍峨、豪华的宫禁内则有一个女人成堆的“小王朝”
。
这个小王朝，以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形态为基础，以第一夫人王后或皇后为中心，群雌粥粥，等级森严
。
后妃中固然有少数强者，但命运的总体基调是痛苦和悲惨的。
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帝王的奴隶和仆役，没有人生自由和人性自由，一切唯帝王之命是从，自觉不
自觉地充当政治斗争的工具、帝王享乐的玩物和传宗接代的产婆，一生恨多于爱，苦多于甜，哀多于
乐。
一部后妃史，从本质上说实是一部妇女的血泪史和屈辱史。

《中华后妃故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选择地叙写了约两百个后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她们
的生活。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披阅后妃的故事，一睹她们的风采和气韵，一听她们的欢歌和悲歌，一读她
们用姿容和秉性、肉体和精神、血泪和生命谱写的红颜篇章；温故知新，鉴古惜今，在社会主义新的
历史时期，懂得怎样热爱生活，享受生活，并勇于担当和奉献，加倍努力，创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华后妃故事》也有助于深刻认识自夏朝至清朝“家天下”的专制制度。
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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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后妃——宫廷秘密，讳莫如深
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权势女狂人，专横老佛爷
叶赫那拉氏(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结束后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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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景帝刘启为太子的时候，曾纳祖母薄太后的家女薄氏为妃。
公元前157年，汉景帝即皇帝位，薄妃成为皇后。
可是薄皇后终生不育，无宠。
公元前151年，薄太后死，薄皇后失去靠山。
汉景帝当机立断，废了薄皇后，立了一位新皇后。
新皇后姓王名娡，实是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王娡，槐里(今陕西兴平)人。
父亲名王仲，母亲名臧儿。
她还有一个哥哥叫王信，一个妹妹叫王婮。
王娡十几岁时，嫁给金王孙为妻，并生了女儿叫金俗。
这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本来没有什么故事。
可是一个算命先生算命，这个家庭顿起波澜。
    臧儿是个不安分的女人。
一天，她请来算命先生给两个女儿算命，结果是“两女当大富贵”。
臧儿为人势利，一心指望女儿享受荣华富贵，所以使出泼妇手段，逼迫金王孙和王娡离婚。
金王孙疼爱妻子，不愿离婚。
怎奈臧儿胡搅蛮缠，大吵大闹，弄得两家人不得安宁。
金王孙受不了窝囊气，一甩手，说：“离就离，离了我再娶个黄花闺女！
”就这样，好端端的婚姻被拆散，王娡成了个离婚的女人。
    臧儿神通广大，寻情钻眼，将女儿王娡弄进皇宫，当了宫女。
她认为，只有在皇宫，她的女儿才能寻得富贵。
这时，丈夫王仲死了，她改嫁一个姓田的男人，又生了儿子田蚧和田胜。
    王娡进了皇宫，被分派在太子刘启宫中服役。
刘启年轻风流，一眼看中王娡丰满成熟，别有风韵，私加宠幸。
王娡生育能力很强，连生三女一儿。
生儿的前夕，王娡说：“臣妾做梦，梦见日入其怀。
”刘启高兴地说：“此贵兆也。
”所生的儿子取名刘彻。
王娡因此被封为夫人，果真富贵起来了。
    接着，刘启当了皇帝，是为汉景帝。
汉景帝另外宠爱一位栗姬，栗姬生儿刘荣。
当时，薄皇后无子，所以刘荣以皇长子身份，被立为太子。
栗姬以此为荣，很想依靠儿子，进一步登上皇后的宝座。
刘彻在兄弟排行中为老三，四岁时被封为胶东王。
    汉景帝嫡胞姐姐刘嫖，封馆陶长公主。
刘嫖嫁堂邑侯陈午，生有女儿陈阿娇。
刘嫖身为长公主，背后有窦太后的支持，位尊势显，说话极有分量。
她见刘荣被立为太子，有心将女儿陈阿娇嫁给刘荣为妃，那样陈阿娇日后就有可能当皇后。
她主动向栗姬提亲。
不想栗姬心高气傲，根本不把长公主放在眼里，一口拒绝。
刘嫖气得眼睛冒火，恨恨地说：“哼，不识抬举，看我怎样收拾你！
”    刘嫖转而笼络王娡王夫人，提出要将陈阿娇嫁给刘彻。
王夫人意识到长公主的身份和地位，满口答应。
这天，汉景帝举行家宴，重要人物全部到场。
刘嫖怀抱刘彻，说：“我把阿娇嫁给你做老婆，可好？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后妃故事>>

”刘彻尚不懂事，拍着小手说：“阿娇好，若得阿娇为妇，当做金屋藏之。
”这几句话，后来产生一个成语，叫做金屋藏娇。
    薄皇后被废后，汉景帝将立新的皇后。
按说，刘荣已是太子，母以子贵，栗姬最有资格成为新的皇后。
可是，栗姬得罪了长公主刘嫖，刘嫖怎会帮她说话？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所言所行对于汉景帝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
刘嫖鼓唇弄舌，竭力诋毁栗姬和刘荣，盛赞王夫人和刘彻，明确表态，绝不能立栗姬为皇后，要立，
只能立王夫人为皇后。
    这时，栗姬不识时务，一则急切地想当皇后，二则担心皇帝改立太子，所以几次在汉景帝跟前大哭
大闹，甚至出言不逊，寻死觅活。
这引起了汉景帝的极大反感。
    王夫人工于心计，表面上不动声色，听凭刘嫖替自己冲锋陷阵，暗地里唆使负责接待宾客的官员大
行，去试探汉景帝的态度。
大行上书，说：“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陛下已立刘荣为太子，据此，自当立栗姬为皇后。
”    汉景帝对栗姬已有成见，听了大行的话，更是火冒三丈，怒斥说：“这话要你来说吗？
”当即喝令将大行推出斩首。
    由于刘嫖的积极活动，也由于王夫人的巧妙安排，汉景帝最后决定，废刘荣为临江王。
栗姬眼看当皇后的梦想破灭，儿子又被废去太子名号，气恨交加，忧郁成疾，很快死去。
这样，王夫人就成为皇后，刘彻成为太子。
她的三个女儿皆封公主，妹妹王妁也被汉景帝纳为夫人。
到了汉武帝刘彻登基的时候，王皇后被尊为太后，她的哥哥王信封盖侯，同父异母弟弟田蚧封武安侯
，田胜封周阳侯，死去的臧儿也被追封为平原君。
她和前夫金王孙的女儿，被汉武帝认为大姐，封修成君，赏赐优厚。
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从这里得到了极好的印证。
P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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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巍峨、豪华的宫禁内有—个女人成堆的“小王朝”。
所有女人都从属于服务于一个男人，即至尊至贵的帝王。
她们分享、利用帝王的权力，性格和品行千差万别。
这是统治集团高层一个特殊的群体和特殊的阶层，有人建有功勋，有人留有罪恶。
对这个群体和阶层进行研究、剖析，了解后妃的生死歌哭，有助于深刻认识自夏朝至清朝“家天下”
的专制制度。
《中华后妃故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有选择地叙写了约两百个后妃，真实地客观地反映了她们
的生活。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足迹，披阅后妃的故事，一睹她们的风采和气韵，一听她们的欢歌和悲歌，一读她
们用姿容和秉性、肉体和精神、血泪和生命谱写的红颜篇章。
本书由张云风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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