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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传记，全书共十章：王朝落日、紫禁黄昏、津门风雨、故里云翳、新京阴
霾、华夏雷电、后宫残照、末路霜雪、炼狱暖流、春意秋终。
作者对伪满洲国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收集了大量相关历史资料。
通过对溥仪出生到落土的几十年历史的解读，记述了溥仪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和曲折经历。
书中收录300余张历史珍贵照片，图文并茂的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人们熟悉而又陌生、看似荒诞实则悲怆
、充满个性又涵盖历史的真实的最后皇帝。
以全新的视角向人们讲述了溥仪到底是怎样一个末代皇帝？
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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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永岩，笔名为严文、山石。
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历任《战士报》见习编辑、军宣传处新闻干事、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报社编辑、沈阳军区创作室专业
作家，专业技术四级，文职级别三级。
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
1991的加中国作家协会。
曾任沈阳军区《前进报》编辑、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学员、陆军某师副政委（代）。
现享受正军职工资待遇。
著有中篇小说《白风峪》、《光环》、《中考大战》，短篇小说《蓝色的飞花》，评论《“空白”的
魅力》，中短篇小说集《曝光的天使》、《绝对士兵》、《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警官悲喜录》
、《最后的柔弱皇冠》、《霹雳》、《将军志》、《雷锋》，长篇历史散文《狱中王朝》，中篇报告
文学《惊涛托举的永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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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办法就是“忘” 溥仪说过，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珍宝，他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
富。
他的所有祖传家产都由内务府掌握。
内务府有没有这些家产的账目，或者内务府编制的账目是不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它们假又能
假到什么程度，这些账目的水分到底有多大？
这些溥仪都不知道，并且明显地，就是摄政王也不知道。
皇室人员并不了解自己的财富，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实力。
事情很明白，溥仪似乎不仅在满洲的时候是个傀儡，他打从当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他
一直都是一个傀儡。
区别似乎只在于他当时是谁的傀儡。
是内务府的？
还是日本人的？
 没法估计这次火灾的真正损失。
火灾过后，庄士敦提议建一个网球场，这样正好可以利用那片被火烧过的废墟。
于是溥仪就下令让内务府的人马上清理被火烧过的地方。
灰烬里当然找不出有用的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
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
于是内务府就把北京的各金店找来，对烧毁的垃圾进行购买投标。
一个金店以50万元的价格买到了这堆垃圾的处理权。
他们从垃圾里拣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块、金片。
余下的灰烬，内务府把它们装进麻袋。
 他们装了相当数量的麻袋。
内务府的不少人都得到了这样装满灰烬的麻袋。
后来有的内务府的人员告诉溥仪，他的叔父曾施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
坛城的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些黄金就是从分得的灰烬中提制出来的。
 火灾过后，内务府用茶点招待了救火者，并送给警察和消防队六万元的酬劳费。
 显然，火灾是因溥仪下决心清点财宝账目引起的。
调查火灾原因的工作由内务府负责。
这相当于让贼调查自己的偷盗行为，这种安排当然调查不出什么结果。
火灾的真正原因一直都没找到。
或者说，即使负责调查的人找到了原因，那么他们也只能秘而不宣。
因为这罪恶的行为显然是他们自己的人干的。
或者说得确切一些，就是内务府里那些管理珍宝的太监们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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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说起来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情了。
电视台编导高国栋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花了上百万元，正在拍一部关于溥仪的大型电视专题
片。
因为看过我此前出版的一部也是写溥仪的长篇历史散文《狱中王朝》，对我的叙述语言很感兴趣，所
以想请我担任这部十集专题片的撰稿人。
    对高国栋，我早闻其名，但未见其人。
闻其名不仅是因为他创拍的电视专题片多次获得过国际大奖，更因为我亲自看过他拍摄的一些多集专
题片，语言和画面确实相当见功力，非一般人所能及，我很钦佩。
没想到高国栋这次竟然主动找上门来。
我是部队专业作家，写作计划经常安排得满满的，连写自己更感兴趣的小说的时间都没有，但是高国
栋的邀请我还是欣然接受了。
后来高国栋又说，国内写溥仪的专著他们几乎都看遍了，从叙述语言上考虑，唯有我的比较对他们的
胃口。
中国有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
所谓知音难觅。
能与高国栋合作搞一部大型电视专题片，也算一件快事。
    这便是我第二次写溥仪。
    第一次写溥仪出了一部书。
第二次写溥仪，中央电视台从2005年开始，在“探索发现”频道和国际频道连续播出十集。
至于后来他们又先后播出过几次，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偶尔有人会对我说，在央视上看到我撰稿的溥仪，我便知道央视又重播了。
当然，专题片的容量是有限的。
我真正写溥仪的文字，要比专题片播出的多了很多。
    于是便有了这部书。
    溥仪的名字，对于中国人和相当一部分了解中国历史的外国人来说，似乎并不陌生。
但解读溥仪，那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一百个人会解读出一百个溥仪。
我解读的溥仪当然与他人是有一些区别的，亦或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
    溥仪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末代皇帝？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人们对他的真实或接近真实的一面到底了解有多少？
    溥仪。
满姓：爱新觉罗。
字：浩然。
英文名：亨利。
    1906年2月7日生于北府。
    1908年12月2日正式继位，年号宣统。
    1911年9月10日始，受启蒙教育。
    1912年2月12日，下逊位诏。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二次登极。
当月13日退位。
    1922年11月30日，册封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文绣为淑妃。
    1922年12月1日，举行皇家婚礼，著立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婉容为皇后。
    1924年11月5日，被逐出宫。
    1925年2月23日，乔装逃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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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2年3月9日，就任伪满洲国“执政”。
    1934年3月1日，第三次登极，充当伪满洲帝国“皇帝”。
    1935年4月2日，第一次“访日”。
    1937年3月25日，册封谭玉龄为“庆贵人”。
    1940年6月22日，第二次“访日”。
    1942年8月15日，追封不明死因的谭玉龄为明贤贵妃。
    1943年4月，李玉琴进宫，后被册封为“福贵人”。
    1945年8月11日，在“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监视下携家眷“迁都”通化。
    1945年8月18日，在通化大栗子沟举行“退位”仪式。
    1945年8月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押往苏联。
    1946年8月，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庭作证。
    1950年8月1日，被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9年12月4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同时获得公民权。
    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始写作《我的前半生》。
    1962年5月1日，与李淑贤结婚。
    1967年10月17日，病逝。
终年61岁。
    这当然不是全部的溥仪，甚至连溥仪的索引都不够。
    这里有许多被人为地“将真事隐去”的历史。
这里也有许多“留假语存言”的故事。
这里当然有宫闱秘闻，但这里更多的是跌宕人生，是世态炎凉，是竹影斧声，是啼血杜鹃。
    中国人、外国人，几乎所有对这一段历史或者是对溥仪这个绝无仅有的末代皇帝感兴趣的人，他们
似乎都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自己心头。
他们一直想破解这个问题，一直想解开这个谜。
可是相当多的人失败了。
这失败当然不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这失败更是由于中国深层文化的原因。
    中国古代曾有人对皇帝进行过分类，分类的结果他们是这样表述的：    一等皇帝用师，    二等皇帝
用士，    三等皇帝用隶。
    “师”是指那些比皇帝高明的人，譬如诸葛亮。
“士”是指那些与皇帝水平差不多的人，譬如商鞅。
  “隶”是指那些什么都不是，只会点头哈腰、溜须拍马的人。
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多如牛毛。
    古代的哲人认为，一个朝代，如果皇帝已经到了用“隶”的地步，那便是“危亡之像”了。
    、    “师”、“士”、“隶”都有一个“用”字。
“用”自然是皇帝用。
就是说，用什么人，这里有学问。
但怎样去用，这里仍然很有学问。
    溥仪的一生用没用过“师”呢？
似乎用过，譬如庄士敦。
溥仪用庄士敦，的确使他有了很大的进步。
溥仪如果按庄士敦的主张，以一个学子的身份，出国去留学，学了本事再回国，那么，溥仪一生的历
史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种情形了。
    问题在于庄士敦毕竟不是中国的诸葛亮。
庄士敦考虑问题显然有他特定的政治和民族的背景，并且还有很大的个人局限。
庄士敦对中国文化有一定了解，有一定造诣，但这只能是一种皮毛。
中国文化实在太博大精深了。
尤其是那些渗入每个人骨髓的文化，那种依附于一种特定文化的习惯势力，作为一个外籍人的庄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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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难完全领悟的。
而且庄士敦还没有认识到他所愿意结交的日本人的叵测用心，而恰恰就是这一点，使溥仪一度成了一
个叛国者。
    郑孝胥能算得上“士”吗？
似乎不够。
郑孝胥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大一些的“隶”罢了。
至于罗振玉，不但是“隶”，而且还是一个太多商人色彩的“隶”。
    溥仪有没有能够用“师”或者是用“士”的机会呢？
当然有。
可是，当时那些能称得上“师”或“士”的人，溥仪都没有抓住，他们或者与溥仪天各一方，或者与
溥仪擦肩而过，没有一个能被溥仪所用。
    并且就是身边有限的那几个并不算十分高明的人，甚至包括罗振玉这样的“隶”，溥仪真正地用过
吗？
    如果人们认真考究的话，就不难发现，与其说溥仪用了郑孝胥或罗振玉，倒不如说是郑孝胥、罗振
玉等辈用了溥仪反而更准确。
    内务府自然是用溥仪的，而且他们一直都在用溥仪。
太妃们也在用溥仪，太监们也在用溥仪。
还有一些政治流氓、军阀、骗子，他们当然也不会放弃对溥仪的“用”。
日本人更在用溥仪。
他们用的方式可以说是丝毫不加掩饰，而且非常霸道。
    于是，人们看到，溥仪无论是作为那个在登极大典上哭闹的孩子，还是作为那个在紫禁城里骑自行
车，拿电话开玩笑的顽皮少年，还是作为面对火后废墟的年轻“逊帝”，或者是在日本天皇裕仁面前
手足无措的傀儡皇上，他的一生似乎都在被别人所用，而他自己从来没有认真地用过别人，更没有成
功地用过别人。
    这样，当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历史的注脚，或者说他是一个神奇的幸存者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感到
意外了。
他的确称不上是一个皇上，他的确仅仅是一个历史的影子，或者说是历史的一根毫发。
据说人的毫发包含了一个人所有的信息。
那么溥仪似乎就是这样一根包含了相当多的历史信息的毫发。
    这个身体瘦长、眼睛近视、从小就被太监们的鬼故事吓破了胆的令人绝望地心不在焉的溥仪，与他
的那些大漠孤烟，盘马弯弓，西北望，射天狼的粗犷的满族祖先相比，实可谓天上人间。
    据说，溥仪最崇拜的电影明星，就是无声喜剧片中的演员兼导演哈洛德·劳埃德。
这也是—个眼睛近视，并且笨拙得令人失望的家伙。
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溥仪不是不想做事。
当他决心整顿内务府的时候，当他义无反顾地对太监采取措施的时候，当他咬牙切齿地要对国民党军
队掘祖坟的行为进行报复的时候，人们似乎感觉到他要干点什么事儿了。
他果然也在干。
可是他的干法既不毛泽东，也不蒋介石，而且连张学良也不是。
他干来干去，到头来，不是把别人投入了那颇为隐蔽的陷阱，相反，当事情有了结局的时候，他才发
现落入陷阱的总是他自己。
    他一生经历了许多跌宕。
失去皇位，被逐，流亡，甚至成为阶下囚。
他似乎有许多客观原因可以强调。
可是，同是处于那个时代的人，有些人的处境似乎并不比他好，有的似乎比他还要遭很多，可是，许
多人都成功了。
溥仪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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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溥仪的似乎一直都是失败，失败，再一次的失败。
    有人颇煞苦心地研究溥仪，研究他的前半生，又研究他的后半生。
有人似乎有了惊人的发现，感到这样一个皇上，居然实现了从帝王到公民的转变，这可真是个奇迹。
可是，如果人们稍加留意，如果人们认真地把溥仪一生的行为进行一种剔除政治的、民族的或其他什
么的因素，而只做纯粹行为的分类并分析，人们便不难发现，溥仪一生从来都没有变。
就像我们面对高天白云下的一幢建筑物，我们看到的变化是什么呢？
显然不是那幢建筑物，变动的只是高天和白云。
或阴或晴。
或是薄云，或是积雨云。
    溥仪似乎一生都没做过自己的主人。
他依赖哪个人，他就是局部的哪个人。
依赖庄士敦，他就是局部的庄士敦。
不是全部的庄士敦。
依赖郑孝胥，他就是局部的郑孝胥。
依赖罗振玉，他就是局部的罗振玉。
依赖那个日本“御用挂”，他就是局部的“御用挂”。
    对溥仪感兴趣的西方学者当然注意到了溥仪的这种超强度的依赖人格。
他们曾不止一次地试图破译这种依赖人格的深层次的起因，他们一直都想揭开这个谜。
可是他们的努力无一例外地都失败了。
没有人给他们提供他们想知道的那些事实。
这是中国的一块禁地，一块令人讳莫如深的禁地。
    “我在会见他的健在的朋友、亲属、以前的侍役和狱吏的过程中，吃惊地了解到很多溥仪的情况。
他的某个方面总是被回避掉：以后的中国虽然比过去宽松，但和西方的标准相比，中国仍然是一个惊
人的清教主义国家。
甚至今天，人们仍然很不愿意谈论自己或他人的感情生活。
那些最了解他的人，跟像我这样的陌生人谈起他的性生活时，更是极为犹豫。
    羞怯的程度，从溥仪时代最后幸存的太监的脸色上，得到最生动的反映。
一位莽撞的法国记者大胆地问他，做一个太监是什么滋味？
“去势”以后，他能否还能激起性欲？
那位太监立即结束了会见，并表示再也不见新闻界的任何人了。
    我也有类似的疑问，但从未得到过答案：在溥仪的一生中，他有过一位皇后、三位妃子和一位妻子
。
我在北京跟那些人谈过，但我从未能弄清，溥仪跟她们的感情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就他的第一个皇后伊丽莎白来说，他跟她的肉体接触，似乎是一系列的“大失败”。
然而他跟第一个妃子的“友好关系”至少一开始不是那么悲惨，但她很快离他而去。
他后来的妃子都是少女，在一个时期，他对年轻的小姑娘的吸引力近乎儿童的情趣。
    当然，所有这些在溥仪自己和他的追随者的日记中都有所暗示，这些都是具有高度选择性的自传。
好几次，当我催促同溥仪一起生活过的、与他各方面合作过的、甚至多嘴的亲密朋友，要他们多告诉
我一点时，他们那种慎重的戒备，都令我非常恼火，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很同情他们。
有些人，在他们年轻时，也许作过溥仪临时的、而且不太情愿的同性恋伙伴。
中国人的隐讳是如此之深，我知道我不能期待他们说什么。
”    这是英国作家爱德华·贝尔在他写的《末代皇帝》中的一段话。
“伊丽莎白”是皇后婉容的英文名字，同溥仪的“亨利”一样，都是庄士敦给取的。
这位一再抱怨中国人过于隐讳的英国人，很长时间是美国《新闻周刊》文化版的主笔。
他当然意识到了溥仪在性方面的问题。
他极力想了解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不仅仅是出于猎奇的目的。
他是在为溥仪的依赖人格寻找更深层次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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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抱怨没有找到的那些，现在人们似乎已经清楚了。
的确，溥仪的依赖人格不仅有其环境和经历上的原因，更有其生理上的原因。
这个过早被宫女们“饱和”并且造成一定后果的人，他一生都没能恢复那种真正阳刚意义上的攻击性
。
他一直都使自己处在一种被动的、躲避的位置上。
他躲避他的皇后，躲避他的妃子，更躲避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看上去比他强大的人们。
他似乎一直都没能使自己真正地坚挺起来，无论是在生活的床上，还是在政治的龙椅上。
他的一生不仅仅是作为皇帝的失败，更是一种作为男人的失败。
或许正是由于作为男人的失败，才导致了他作为皇帝的失败。
    于是，人们又看到了那些作为仆人身份出现的太监。
人们不知道他们在对溥仪做那种手脚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想的。
人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到了后来可能出现的那一系列后果。
或许他们不会想到。
这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和过后的动机肯定都不是那么高尚的。
他们似乎从来都没有高尚过。
作为一个人，他们的遭遇是非常不幸的。
但是，作为参与政治的人，他们给一个皇上，给一个国家以至一个民族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甚至是祸害
是显而易见的。
他们当然是一些“隶”。
这种“隶”在中国政治史上似乎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亡了。
    人们当然应该记住溥仪，历史当然不会遗忘溥仪。
溥仪当然是一部书，是一面镜子，是一座奇异的迷宫，是一部纷纭的历史。
他似乎能告诉我们许多。
关于政治，关于文化，关于道德，关于人性，关于力必多⋯⋯从这里进入，人们似乎不仅仅看到了宫
闱秘闻，看到了昨天。
更看到了今天，看到了明天，看到了历史、社会、人生的许多，许多⋯⋯    作者    2011年10月于大梦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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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后的皇帝》由吕永岩所著，这不是戏说，更不是演绎。
    这是一个真实的最后皇帝。
    一个人熟悉而又陌生的最后皇帝，一个颇为人知又鲜为人知的最后皇帝，一个看似荒诞实则悲怆的
最后皇帝，一个充满个性又涵盖历史的最后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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