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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做个太监也不容易(代序)我的这本《历史上的李连英》，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见面了。
(一)自己写序的由来既然是自己辛辛苦苦研究的一点心得，印成了铅字，总得在这本书前面写点什么
，作为序言之类。
比如我的《历史上的和■》，就找了恭亲王奕诉的后代爱新觉罗·恒钺先生作序；《历史上的刘墉》
，就找了刘墉的后代刘士杰先生作序；而我的《说孝庄》、《说康熙》、《说雍正》三本书，就找了
上海电视台的汪求实总编作序。
三个人，三种代表：爱新觉罗·恒钺先生，文化界的名人——他本人是名人之后，他还是著名的编剧
、画家、书法家等等。
找他作序，是为了提高我的书的品味——我借人家的光的意思；刘士杰先生，真正的名人之后，是我
作品中主角的后代，我找他写序，还有让后代首肯我的作品的意思在内；汪求实总编，我在上海电视
台的节目就属于他管辖，在这点上，应该说，他是我的上级。
一般写序，都是找上述三类人物中的一个或几个。
可是，我的这本《历史上的李连英》，找谁作序呢？
我可犯了难了。
为什么会犯难呢？
您想啊，我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太监；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太监，还是当今中国社会公认的一个反派
角色；比这更为重要的是，我写的这本书呢，还觉得人家这个太监活得也挺不容易的。
虽然我在这本书里，没有给李连英完全翻案的意思，可是一时半会儿的，谁能够轻易同意我的观点啊
？
即使有些老先生能够同意我的观点——比如说毛佩琦老师吧，咱为自己写的书推销，还要拉上人家，
多不合适啊。
我和毛佩琦老师，可以说是忘年交的好朋友了，可是，我的这本书，要找人家写序，就不合适了。
为什么说不合适呢？
您想啊，人家毛佩琦老师，多忙的一个人啊，咱们让人家写序，占用人家的时间不说，万一要是遇到
挨骂的事呢，还要损害人家的名声，这多不合适啊，您说是不是？
所以，算了吧，还是自己给自己的书写序吧。
(二)“阉人”、“宦官”与“太监”说到这里，我们就有两个词需要区分一下：“宦官”与“太监”
。
通常，我们认为“宦官”就是“太监”，也有的人说，干这个工作的，在元朝以前叫做“宦官”，明
清两朝及其以后就叫做“太监”。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太监是太监，太监可以是宦官，但是宦官不一定是太监。
如何区分“宦官”与“太监”呢？
这里，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词汇——“阉人”，来暂且替代他们一下。
“阉人”作为中国古代皇位世袭制——“家天下”的产物，早已为人们所熟悉，但很多人却对“阉人
”、“宦官”与“太监”三者不能完全分清楚——甭说您分不清楚了，就连《辞源》也不见得能够解
释得正确。
《辞源》把“宦者”解释为太监、阉人，把“宦官”解释为宫内侍奉官，就完全属于曲解历史。
其实，阉人、宦官和太监虽说都是供内宫驱使、受阉割的男人，但三者之间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
东汉之前(不含东汉)的“宦官”是专指供侍于内宫之人，其中既有阉人，也有士人。
根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东汉时，由于“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这时“阉人”才
与“宦官”等同起来。
《辞源》中把“太监”解释为“在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这一点是很正确的，但紧随其后又
说“自此，太监遂成为宦官的专称”一句，这就出现了很明显的错误。
我们要注意的是，“太监”一词最早出现在辽代，是辽代政权机构中的官员称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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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的太府监、少府监、秘书监等设有太监。
元代因袭辽制，所设各监也都有太监。
但有一点，却是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元代的太监，并非尽是刑余之人。
到了明代，“太监”和“宦官”有了较固定的关系。
充当“太监”者必是“宦官”，但“宦官”并不都是“太监”。
“太监”是“宦官”的上司，是具有一定品级和地位的高级“宦官”——换句话说，“太监”是“在
宫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不是一般的“阉人”、“宦官”。
可见，在东汉以前，“阉人”和“宦官”还不是一样的概念，东汉以后，两个概念合流。
而“太监”本来应该是明朝时期宫内“阉人”和“宦官”的首领。
“太监”成为“宦官”的专称是从清代开始的。
因为清代将侍奉皇帝和皇族的“宦官”都冠以“太监”之称，故此，“宦官”与“太监”便混为一谈
了。
到了民国以后，“宦官”也好，“太监”也罢，都通通成为了历史，我们才逐渐分不清楚什么是“宦
官”，什么是“太监”了。
不过，话说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下面一点：我在本书中讲到的李连英，那肯定既是“宦官”，也是
“太监”，这，就行了。
(三)做个太监也不容易说到这里，我们终于该引入序言的正题了——做个太监也不容易。
我真觉得，做个太监也挺不容易的。
您想啊，做太监的第一个不容易就是容易被人看不起。
“六根不全”的太监们，一个个的走在大街之上，我们都会很容易地认出来——他们面不生明须，喉
头无突，声音变细，说话女声女气，举止动作似女非男，典型的“中性人”，用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
家、政论家唐甄在《潜书》中的话说，“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
情。
”昕听，多么难听的话啊！
做太监的第二个不容易就是非常不容易成功。
您以为当了太监，就一定能够成功？
就一定能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啦？
笑话！
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当太监能够成功的——不管是正面的成功，如造纸术的改进者蔡伦和大航海家郑和，还是反面的成功
，如魏忠贤，还是说不清楚成功与否的如唐玄宗手下的高力士等，都算在内，我们计算一下成功率，
也就是万里选一吧。
您想啊，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当过宦官的人，我们要是用数字说的话，至少也应该有上千万吧
？
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能有上千个么？
别的朝代不说，单说这个清朝，比较容易能够被我们记住的也就是安得海、李连英和“小德张”等少
得可怜的四五个人吧——这少得可怜的四五个人，还要拜我们现在众多的清宫影视剧所赐！
做太监的第三个不容易就是“断子绝孙”！
做太监，先要“去势”。
“去势”，也被称为“净身”——也就是割掉男人生殖器的意思。
这“去势”，咱们还先把这手术中的受罪放在一边，这个手术之后，那可就真的“断子绝孙”啦——
您想啊，谁家的父母，要是不到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地步，会让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断子绝孙”的路
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做太监的，都是苦出身。
说了这么多的不容易，我们便知道，人家李连英能够混出来，能够在当时被尊重，在如今，还能够被
广大的影视剧工作者屡屡地惦记着，那得多么的不容易吧！
您想想，这年头，谁都渴望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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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功，哪能那么容易做到啊？
话说回来了，我们正常人都不容易做到的事，人家一个太监，他愣是成功了！
真是怪了事了！
我们的问题在于，李连英，他是怎么走向成功的呢？
看了我的这本《历史上的李连英》，或许对您有点启发。
是为序。
纪连海2008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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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朝大太监李连英生于1848年，死于1911年，其一生伺候慈禧
50多年，并深受宠信，被加赏二品顶戴花翎，是清朝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位高权重的太监。

李连英家世如何？
他为什么要当太监?他因何取信于慈禧？
他有什么本事与清朝的大臣们“和平相处”几十年？
他究竟是病死还是他杀，为何引发百年争议⋯⋯
《百家讲坛》著名主讲人纪连海先生将为您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连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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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纪连海，1965年生，北京市昌平区人。
1986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中学高级教师，现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北京市骨干教师，西城区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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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从慈禧赐“福”说开去说到李连英，第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姓名。
别小看了，这还真的是一个问题。
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刊登在2007年1月10日的《北京日报》上面。
故事的开头是由于慈禧太后给著名的京剧武生杨小楼写的一个多了一点的错字——“福”字引起的。
慈禧太后给著名的京剧武生杨小楼写字的故事，很多的朋友都是知道的。
故事说的是慈禧太后特别喜欢听京剧，也就常赏赐那些唱念坐打俱佳的艺人一点东西。
有一次，慈禧太后看完著名演员杨小楼的戏后，把他召到眼前，指着满桌子的糕点说：“这些都赐给
你，带回去吧！
”走南闯北、善于察言观色的杨小楼看到今天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心情还不错，于是心里面想，早就听
说太后老佛爷写的“福”字不错，何不趁机讨要一幅字呢？
杨小楼心里面是这么想的，于是乎他一边叩头谢恩，一边壮着胆子说：“叩谢老佛爷，这些贵重之物
，奴才不敢领，请⋯⋯另外恩赐点⋯⋯”“要什么？
”看来，今天慈禧太后老佛爷的心情还真是不错，居然没有发怒。
这个时候的杨小楼又叩头说：“老佛爷洪福齐天，不知可否赐个‘福’字给奴才。
”慈禧太后老佛爷听了，一时高兴，便让太监捧来笔墨纸砚，举笔一挥，就写了一个“福”字。
站在一旁的小王爷，看了看太后老佛爷写的字，悄悄地说：“福字是‘示’字旁，不是‘衣’字旁！
”杨小楼一看，心想这字写错了，若拿回去必遭人议论，岂非是欺君之罪？
不拿回去也不好，慈禧太后一怒就要自己的命。
要也不是，不要也不是，他急得直冒冷汗。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慈禧太后也觉得挺不好意思，既不想让杨小楼拿走错字，又不好意思再要过来
。
旁边的李连英脑子一动，笑呵呵地说：“老佛爷之福，比世上任何人都要多出一‘点’呀！
”杨小楼一听，脑筋转过弯来，连忙叩首道：“老佛爷福多，这万人之上之福，奴才怎么敢领呢！
”慈禧太后正为下不了台而发愁，听这么一说，急忙顺水推舟，笑着说：“好吧，隔天再赐你吧。
”就这样，李连英为二人解脱了窘境。
上面这个故事本来的意思呢，是要夸奖李连英机灵、嘴巧，常常为慈禧太后打圆场，可也分析了李连
英为什么会讨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欢心。
2．李连英的姓名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了，这个故事的作者，一位笔名叫做愕然的老先生，在2001年
夏的一天，为了写这篇名为《慈禧赐“福”》的文章，遇到一个难题：清代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还
是“李连英”？
为一个草字头，他急忙翻查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第1429页上的“李莲英”词
条。
这个词条显示了下面内容：李莲英(1848—1911年)清末宦官。
直隶河间(今属河北)人。
绰号皮硝李。
初为私贩，被捕入狱。
释后改业补鞋。
咸丰时自阉人宫。
性机警，善伺人意。
。
以善梳新髻得慈禧太后宠信，由梳头房太监擢升总管太监。
后又赐二品顶戴。
在宫五十余年，怙势弄权，卖官鬻爵，广植私党，干预朝政，内自军机，外至督抚，多与之结纳⋯⋯
于是乎，这位老先生，就轻易地相信了《辞海》，将“李连英”写作“李莲英”：“太后书毕，正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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躇满志，站立一旁的阿哥小声说：‘福字不是衣旁呀！
’太后闻言一看，果然多了一点。
这时，李莲英表现出了独到的阿谀逢迎的功夫：‘老佛爷的福气，当然要比世人多一点嘛。
’”结果，他的文章在某刊发表了，“李莲英”三字赫然见诸文章中。
随后，他又看了一些清宫影视剧，演职员表中也都是赫然书为“李莲英”。
于是乎，他深信晚清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而非“李连英”。
几年后，这位老先生，又读了2006年12月《北京晚报》上的一篇文章《书到用时》，文章是《北京晚
报》副刊主编霍达先生写的，文章说到了下面的一段话：“再比如，写《补天裂》时遇到的一个问题
：晚清大内总管是‘李莲英’还是‘李连英’？
为了一个草字头，又翻遍故纸堆，一直查到李连英的墓碑碑文，终于确信没有这个草字头。
”这位老先生，看到了这里，才感觉到，困惑了他数年的晚清大内总管“李连英”的名字问题才得以
解开。
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也是深受感动，我也是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知道“李连英”的“连”究竟怎么
写。
看来，霍达先生不但是《慈禧赐“福”》的作者的一字之师，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一字之师！
每个人都应该有霍先生的治学精神！
有的朋友说了，那这个碑到底在哪里啊？
这个呀？
我们必须得等到最后一讲才能跟朋友们详细说明了——不是我卖关子呀，而是必须要等到后面再说。
不过，看了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缩印本《辞海》第1429页上的“李莲英”词条，还有很多值
得我们商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以后慢慢道来了。
好了，到现在，关于李连英的名字问题，我们似乎已经弄清楚了——实际上，离弄清楚还远着呢。
现在，我们就该了解一下他的家庭了：好好的人家，为什么非得要让孩子走上这条道路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干了这行容易成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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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上的李连英》为您拨开历史迷雾，还原一个真实的李连英。
太监本是男人，却失去了男人的尊严，太监像女人，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从女人身上嫁接过来的，但
他们毕竟不是女人。
于是，男人不承认他们，女人不接受他们。
在这种尴尬境遇中存在的他们，心灵自阵痛之初开始，一直到进入坟墓都是扭曲的。
因此也就有了对社会的报复心理，有的还付诸了行动，李连英是一例。
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太监李连英是一个飞扬跋扈、干预国政、广植私党、贪污受贿的卑鄙阉宦。
其实，这包含了不少民间传说及影视文学作品的渲染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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