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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龄公主回忆录》是裕德龄在美国后用英文撰写的，记录了从六岁记事起，至自己回国后，到北京
在清宫内的两年多陪侍生活。
《德龄公主回忆录》详述了1903年至1904年清廷宫禁内苑的生活实情，近距离描写了当时中国的最高
女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

在她的笔下，慈禧是一个美丽、随和、有气度的女人；光绪是温和、略带忧虑的英俊男子，第一次向
外人展示了深宫内帷的细节。
在当时以德龄公主署名出版后，在《申报》等媒体上刊载，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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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德龄(1886～1944)，1886年出生于武昌，后在荆州、沙市度过了童年时代。

1895年，其父裕庚被清廷任命为出使日本的特命全权大臣，德龄全家人随父亲到日本东京赴任，在那
里度过了三年时光，裕庚在日任满返国后，又前在巴黎出任驻法使臣，德龄又随父亲到法国。
1903年春，17岁的德龄随父同到北京，后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成为紫禁城八女官之一。
1905年3月，裕庚因病到上海就医，电召德龄姐妹赴沪。
同年12月，裕庚去世，德龄从此离开皇宫。

后来，德龄结识了美国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两人于1907年5月21日在上海结婚。
1915年，德龄随怀特赴美，开始用英文创作，署名“德龄公主”，成为当时美国的著名作家之一德龄
用英文写作的第一部回忆录《清宫二年记》就引起了西方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注。
这本书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详述了1903一1904年清廷宫禁内苑的生活实情，其中以大量的篇幅，
描写了当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饮食起居、服饰装扮、言行举止和习性品格，书中的许多资
料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之后，德龄先后用英文写了回忆录体作品《清末政局回忆录》、《御苑兰馨记》以及纪实文学作品《
瀛台泣血记》、《御香缥缈录》等，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发动海外华人、华侨一同抗日，在保卫中国同盟举
办的“中国之夜”和“一碗饭”运动中，德龄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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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换上旗装
四十七、太后与康格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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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天是移植荷花的季节，只要天气不错，太后就会兴致勃勃地观看太监们移植荷花。
移植荷花必须在早春，太监们先把荷花的老茎全部挖掉，铺上新泥，再种上新的球茎，荷花一般都生
在浅水里，但太监们也要去深水区挖一些老茎，那时候水就及腰了。
每每此时，太后都会在她钟爱的玉带桥上一坐数小时，一边观看太监们的劳作，一边对新种的荷花指
指点点。
荷花移植大概要三四天，所有的宫妃都要一直陪着太后，陪同的时候顺便做些手工活。
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袁世凯又进宫见太后商议日俄战争的事，他对太后说，战争已经如火如荼，他
担心会因此而殃及池鱼。
袁世凯的话让太后大吃一惊，其时，一个御史正向太后进言，说给日本提供物资支援，但太后又担心
这样一来又会出什么差错，考虑再三后还是放弃了。
我每天都要为太后翻译日俄战争的新闻稿，一天早上，我顺手翻译了一条康有为（1898年百日维新的
领导人）从巴达维亚赴新加坡的消息。
出乎我的意料，这条消息让太后大为震惊，太后对我说康有为是一个逆贼，皇上轻信了他才发起了祸
国殃民的维新运动，甚至还大力宣扬基督教义，而此前他是个很传统的皇帝。
太后接着说，“有一次，康有为竟然让皇帝下令把我软禁在颐和园直至新政施行，在军机大臣荣禄和
直隶总督袁世凯的相助之下，我识穿了他的阴谋，立刻就此事去紫禁城问责他，向我认错后，皇上请
求我垂帘听政。
”（百日维新失败后，光绪下了一道诏书，请太后听政，此事发生于1898年。
）太后即刻下旨追捕康有为及其同僚，但一直都没有他的消息，在我给太后翻译这条新闻前，太后一
直都只知道他跑了，但并不知其具体去向。
太后很迫切地想知道康有为身在何处，又做了些什么，她对西方各国对康有为的袒护很是愤慨，很不
理解为何这些国家不能协助她抓回逆贼。
太后要求，只要和康有为有关的消息，我就要翻译给她听，但我决定再也不提这事，太后也就慢慢淡
忘了康有为。
有一次，我们去了西苑，那里有一片荒地，太后说，那原本不是荒地，而是一座大殿，庚子年烧毁了
，不过那并不是八国联军烧的。
太后说之前的大殿不好看，现在不慎烧毁了倒也可以重建，现在的大殿平时是够用了，但只要外国公
使来拜年就不够用了。
工部按太后的旨意先画了草图。
宫里的建筑一般都是中式的，但这次的大殿却糅合了一些西式元素在内，后来设计模型也出来了，模
型做得很精致，连窗户、大梁和一些建筑雕花都做出来了。
太后当然不会满意，她先修改了一些房屋的大小，又对窗户的设置提了些意见。
重新做过的模型受到了大家的称赞，太后也觉得满意，于是就给这大殿选名字，斟酌良久后敲定“海
棠殿”。
“海棠殿”就这样开工了，太后也一直都在关注工程的进展。
按设计图纸，大殿内除了宝座仍是满洲传统，其他所有装饰都是西式的。
我们从法国带回了家具目录，太后仔细翻阅后选定了路易十五式，所有的家具都是皇家专用的黄色，
包括地毯、窗帘。
选定家具后，母亲请求太后同意我们把这些家具作为礼物送给她，太后首肯后，我们通知巴黎发货。
大殿落成时，家具也送到了，我们把家具都摆放起来。
新殿启用前，太后前来观望，指出了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说这次的新尝试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西式家具在庄重方面比不上中式的，但大殿已经完工，纵有千万个不是也无法弥补了。
夏季的闲暇时间比较多，每天我都有一个小时帮皇上学英文。
虽然他的发音不是很标准，但他极聪明，几乎过目不忘，进步可以说是一日千里，不久，学校教材中
的英文小短文对他来说就很简单了，他甚至还能把这些文章都默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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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的一手英文手写体也很优雅，还特别擅长古英语和美术体。
皇上的学习让太后很羡慕，于是她也来上了两次课，后来因为没有耐心也就放弃了，自然就不可能学
会，后来，这事她自己也不提了。
因为要教皇上学英文，我便有了和他聊天的很多机会。
一天，他和我提起了此前我答应的劝说太后新政之事，还说并未有何效果，我说我进宫后已经做了一
些事，比如新近完工的大殿。
皇上说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又说如果有机会，希望我可以帮他做一些事。
说这些事的时候，皇上总是举棋不定，他又问起了我的父亲，我说要是父亲的病一直这样不好，那我
们还是要回去的。
皇上说他希望我们留在宫里，但他知道不让我们回去也不合情理，我们在国外生活了很多年，宫里的
生活自然留不住我们，他也不会阻止我们离去。
我们就一直这样生活着，太后恩准我们可以每月回去探望父亲两次，直到有一天，一个宫女告诉我，
太后在为我寻觅夫婿。
对这些事我向来并不介意，但有一天，太后亲自对我说，她为我选了一个王爷，还说一切都已准备好
，就等我出嫁了。
我对太后说，父亲身体康复前我不会考虑出嫁之事，所以还请太后日后再考虑我的终身大事。
我的话让太后很生气，她大声斥责我，我自然不能辩解，唯一能做的就是忘记这一切。
第二天回去后，我对父亲说了这一切，父亲很反对我出嫁，他让我回宫后去见李莲英，把我现在的状
况告诉他，并请他劝说太后回心转意。
回宫后，我去拜访了李莲英，最初他并不愿意帮我劝说太后，但我哀求了他很久，说我只想像现在这
样，一直待在宫里伺候太后，所以他最终还是答应了我。
后来就再也没人提过我的出嫁之事，我想，李莲英应该和太后沟通过了。
整个夏天都平淡如水。
时间飞逝，转眼已是八月，春天的嫩笋已经长成了伟岸的竹子。
这些竹子用来做太后茶园里的桌椅，很多宫妃都要帮着整理，而我们要做的便是在竹子上刻上字画，
太后也加入到我们的工作中。
在秋天的好些傍晚，太后会给我们讲一些中国历史和历代诗词，还会过10天考我们一次，回答出色者
有奖励。
年轻的太监们也随我们一起听，但他们常常答非所问，引来一片笑声，太后高兴的时候也会笑一笑，
不高兴的时候便去责罚他们。
似乎受罚是这些太监的家常便饭。
接着就是太后的70大寿，皇上说要好好庆贺一番，但太后没有同意，说战乱期间不做寿。
那年的大寿庆典上，太后自然又是一番封官加俸，特别要说的是，太后赏赐了我和妹妹郡主头衔，这
种赏赐本来只有宫里的人才有，一般由皇帝给那些不是宫里的人封赏头衔。
大寿庆典本来在紫禁城举行，但太后又不喜欢那里，于是，大寿的前3天，也就是十月初十才下旨回
紫禁城，这样就给我们平添了很多事务，我们要布置颐和园和紫禁城两处地方，一时忙得人仰马翻。
初十前又是一场大雪，这给我们的忙乱又增加了一些麻烦，唯一高兴的就是太后了，她喜欢雪天出行
，还希望拍一些照片，我哥哥就进宫为她拍了一些不错的相片。
初七，我们全体移师紫禁城，太后的大寿庆典开始了。
整个紫禁城都富丽堂皇，庭院里也搭建了玻璃棚顶蔽雪，歌舞升平。
初十那日的庆典与往年差不多，其他的仪式也都如此，大寿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西苑。
回到西苑后，我们便接到了父亲病重的消息，他先向太后奏了病状，太后派太监去探视。
太监回来汇报实情后，太后便恩准父亲去上海治疗，她又准许我母亲一同前往，但不同意我和妹妹一
同跟去。
我说父亲的病已经到了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的地步了，陪同父亲前往上海是我们的责任，太后最初极
力阻止，但在我们的再三坚持下，她让步了：“我也知道，你们应该跟从父亲一起去上海，但你们要
知道，我希望你们能尽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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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又以为我们准备行装的理由拖延着我们的行程，而我们除了等待别无他法，这样直到十一月中
旬我们才得以出行。
万事俱备，太后又去翻她的日历，选定十一月十三那日出发，于是我们十二日晚上先回了家。
临走前，我们先给太后叩头，谢过她两年来对我们的宠爱，所有的人都在流泪，太后也不例外，接着
和皇上、皇后道别，皇上什么都没说，只是用英文祝我们幸福。
大家对我们的离开都依依不舍，告别良久，太后便让我们早些离开，说这样也没什么意思。
出到门口，李莲英也出来送别。
马车把我们送回了家，家中一切均已备妥，我们第二天就坐火车去了天津，坐上了那年最后一班去上
海的船。
抵达上海后，父亲马上就医，对父亲来说，这次就医的效果似乎很好。
上海有很多朋友，我们也经常赴宴或者去跳舞，但这终究没有让我快乐起来，我开始怀念宫里的生活
，上海的每件事情都和北京不一样，而我只想早些回到太后身边。
两周后，太后的使者就来上海看我们了，他告诉我们，太后很想念我们，希望我们能尽快回去，他还
带来了太后给父亲的赏赐以及药品，这让我们很开心。
此时，父亲的病已经开始好转，他觉得我们最好回宫去。
我在春天的时候回去了，运河当时还未解冻，我便先坐船到秦皇岛，再转火车回了北京，这趟旅途自
然很辛苦。
到了北京，我的太监已经在车站等候了，我们直接去了宫里。
再次见到太后的确让我喜极而泣，我告诉她父亲的病已大有转机，还表达了想一直留在宫中伺候她的
愿望。
我重新开始了我的工作，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母亲和妹妹陪在我身边了，这多少让我有些不习惯
，太后待我极好，我深受她的宠幸，但有一些事情已经发生变化了：我开始渴望回到上海。
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谓波澜不惊，直到阴历二月（1905年3月份）我接到了上海的电报：父亲病危！
我需要立刻赶往上海，我把电报转呈太后，太后同意我马上赶去上海，又对我说父亲上了年纪，自然
不易复原。
我再次和宫里的人一一话别，虽然大家还是希望我能再次回宫，但这一去已不能回头，1905年12月28
日，父亲过世，服孝百日后，我们也终于与皇宫离别了。
我在上海重新结交了很多朋友，宫中的两年始终无法抹去我生命中的西方，我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接
受教育，之后又偶遇我的美籍先生，这些都注定了我这一生不会是一个格格，一个公主。
然而，宫中的两年生活始终是我无法忘却的记忆，太后宠幸我两年之久，那是我少年时期的最为得意
的一段时光。
劝说太后维新已成幻影，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永远不会消逝，希望有那么一天，我们与西方比
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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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龄公主回忆录》编辑推荐：德龄公主是大清驻法大使的女儿，后被慈禧选作贴身女官。
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作者随侍慈禧期间的亲身见闻，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宫廷内幕。
德龄公主以一个接受过西方自由平等教育的“普通人”的角度，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中国历史上这
位传奇女性的饮食起居和习性品格；《德龄公主回忆录》第一次向外界展示了强权太后的固权手段，
光绪皇帝被囚等细节，许多资料都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一个接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末代王朝的公主，面临新与旧、发展与没落，亲历了中国封建没落的剧烈震
荡，也给这个清宫大内带来了一次次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德龄公主回忆录》在让读者窥探深宫生活的细节之余，也因字里行间见显露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带给
读者启发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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