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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黄帝、炎帝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帝王们的生生死死，朝代的不断更
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就这样在流淌着。
帝王自命为天子，被天下人奉若神明，他们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高踞社会之巅。
大大小小的帝王加在一起总有上千个，他们有的对中国历史起过巨大的作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被
后代的史书津津乐道；有的仅是过眼烟云，一些人连名字也无从查考，在历史画卷中没有留下任何痕
迹。
但是，帝王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回味他们的生平事迹，不得不使人感到历史的雄风就在我们面
前拂过，泪雨血河就在我们眼前展现。
帝王是历史的产物，帝王也是时代的缩影。
　　人们充满着无限的思古幽情去仰视帝王，带着新奇的心理将帝王一个个进行解剖。
这使我们对帝王的了解越来越多，一步步地走向笼罩着恢宏森严气势的皇家大院，千百年前的帝王原
来也是一些有血肉、有情思的个体。
然而我们也同时发现一些新问题在不断产生，因为帝王的生活充满着神秘，他们的音容笑貌在神化的
光环下被遮盖得十分严实，当代人对帝王的了解只能依稀当年，多少历史烟云仅仅似是而非。
　　当年做学生的时候，给我们上"国学概论"课的古籍所所长程应缪教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
论历史人物的研究》一文，先生遂拿着文章在教室里对我们讲解。
说句真话，那时的我对先生讲的内容根本没有弄懂，只记得先生说研究一个时代必须要研究那个时代
的代表人物，当时他举了秦始皇、汉武帝、武则天、朱元璋等帝王作为例子。
做了他的研究生后，把文章拿来再读，记得最牢的是文章结尾时的几句话："论世知人，是古代一门大
学问。
研究历史人物，是这门学问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一直很有兴趣想作点历史人物的研究，但说来惭愧，工作了十多年，忙忙碌碌的，却从没
有真正花力气写过研究人物的文章，辜负了恩师的教诲。
　　去年，文汇出版社冯勤先生与我闲聊时提到了历史人物的研究。
冯先生认为帝王是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研究帝王对了解我国的国情是大有益处的。
而且，关于帝王的历史作用、生平事迹、权力交接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如果我们能在这
方面作点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受冯先生的启发，我召集了邹国慰、杨英姿等几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讨论，从学术性和趣味性两个方
面考虑，我们决定把工作范围限定在关于帝王历史的各种异说上，并着手拟订编写的体例和内容，力
求使得有更多的读者能关心历史知识的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历史兴趣。
我们更希望本书能开拓读者的精神境界，给人们以一些启迪，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在提高读者的文
化素养方面有一定的独特的意义。
　　本书先秦至南北朝部分由邹国慰撰写，隋唐部分由张剑光、杨英姿、张讳皎撰写，宋金元部分由
张剑光、赵航、黄满仙撰写，明代部分由张剑光、张静撰写，清代部分由张剑光、徐璐撰写。
全书由张剑光进行文字加工润色，统一调整体例。
全书图片由《上海师大报》编辑部的汤建国先生扫描、刻录。
此外，黄颖、陈玉萍、高凤琴、张兴豪、徐鑫明、王一士、鄢秋兰、严美珍、黄强等同志为本书的编
写或查找复印资料，或搜集提供图片，作了许多工作，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
　　由于我们学识浅陋，书中肯定会存在不当之处，欢迎各位同行多多指正。
　　张剑光　　2003年3月于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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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去年，文汇出版社冯勤先生与我闲聊时提到了历史人物的研究。
冯先生认为帝王是历史时代的代表人物，研究帝王对了解我国的国情是大有益处的。
而且，关于帝王的历史作用、生平事迹、权力交接等方面有许多问题并没有搞清楚，如果我们能在这
方面作点工作，应该是很有意义，对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受冯先生的启发，我召集了邻国慰、杨英姿等几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讨论，从学术性和趣味性两个方
面考虑，我们决定把工作范围限定在关于帝王历史的各种异说上，并着手拟订编写的体例和内容，力
求使得有更多的读者能关心历史知识的发展和提高自己的历史兴趣。
我们更希望《中国帝王之谜》能开拓读者的精神境界，给人们以一些启迪，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在
提高读者的文化素养方面有一定的独特的意义。
——张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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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明代的戏曲作家粱辰鱼写过不少剧本，最有影响的是《浣纱记》，讲的是春秋末期吴越交战的故
事，以西施和范蠡的爱情作为全剧韵线索。
剧情是这样的：越国大夫范蠡在一个春光明媚的艳阳天出访民间。
来到诸暨苎萝由下若耶溪，遇见正在浣纱的西施；被她的天姿国色所倾倒，遂以溪水之纱相订白首之
约。
不久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领兵打进了越国。
越军被打败，越王勾践作了俘虏，范蠡作为人质跟随越王夫妇到了吴国做奴隶，他和西施的婚事就耽
搁了下来。
三年以后，吴王夫差放回了勾践夫妇和范蠡。
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准备十年生聚，力图报仇雪耻。
他采用范蠡所提出的美人计，准备用女色击垮夫差。
西施被范蠡的爱国热情感动了，从最初不愿意充当“美人”，到最后挺身而出，同意去吴国。
夫差一见鲜翠欲滴的西施，果然大喜，宠爱无比，自此只爱美人不管江山。
他自以为打败了越国；天下无敌，更没有把越国放在心里。
最后，吴国被越国灭掉。
勾践正要论功行赏，范蠡却不愿做官，接了西施，泛舟湖上，改名隐居去了。
　　剧本所讲的故事，有些情节是虚构的，而范蠡却实有其人。
范蠡是春秋末政治家，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县）人，越大夫，曾助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灭亡
吴国。
范蠡深知勾践的为人，他给越国另一大夫文种的信中说：“飞鸟打光了，再好的弓箭也该收藏起来，
兔子打完了，就轮到把猎狗烧来吃了。
越王这个人，可以跟他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
”劝文种赶快离开越王。
他自己也隐姓埋名出走，先游齐国，称鸱夷子皮，后到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改名陶朱公，以经商
致富。
　　故事中的西施，一般认为确有其人。
在《孟子》、《淮南子》、《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书中，说她本是苎萝山下的卖薪女，也有说
她是浣纱女，有倾城倾国之美貌。
勾践曾把她选入宫中，学习舞蹈礼仪，打扮成一个淑女的模样，使男人见了钦慕不已。
后来，她身在吴国心在越，协助勾践搞跨了吴国。
也有意见认为西施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如果有这个人，那么在主要记述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中对她为什么只字未提?《国语》中说
到“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子大夫，士女女于士”，还说越国曾将八名美女打扮得十分漂亮，送给
太宰伯嚭，但根本没有谈到西施。
在《庄子》这本书中有人叫西施的，但那是生活在庄子前的一个远古历史人物，传说是夏朝的，与吴
越争战中的这个西施没有任何关系。
　　西施在吴国灭亡后的结局，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西施后来被投水杀身，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墨子·亲士》篇，其中说广‘西施之沈，其
美也。
”这句话的意思说西施是被沉于水中的，她的死是因为她的美丽。
《太平御览》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有关西施的记载说：“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
以终。
”这里的“浮”宇也是“沉”的意思。
“鸱夷”，就是皮袋。
这句话是说，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进皮袋沉到江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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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是叙述吴自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的史事，但它比《墨子》一书要晚出好几百年
，而它所记载西施的死反比《墨子》详细，可能出自民间传闻。
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曾作《景阳井》绝句一首：“景阳宫井剩堪悲，不尽龙鸾誓死期；肠断吴王宫外
水，浊泥犹得葬西施。
”另一诗人皮日休也有诗题《馆娃宫怀古》五绝，第五首是：“响臊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
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从这两首诗可以知道，唐代也流传过西施被沉于水的说法，可是都没有说起西施和范蠡有什么关系
。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西施最后随范蠡隐居了。
如《越绝书》是这样记载的：“吴亡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越绝书》是东汉袁康所
撰，记吴越两国史迹及范蠡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
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秋娘诗》中有句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这里的“鸱夷”不作皮袋解释，而指的是范蠡。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亡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
《姓氏书辨证》卷三中也说，范蠡到于齐国以后，自号鸱夷子。
因为有范蠡泛于江湖的传说，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如此可悲的结局，就流传出西施和范
蠡偕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
‘梁辰鱼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浣纱记》。
新出的《辞海》（修订本）也这样说：“西施一作先施。
春秋末年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
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人五湖。
”并没有提到她被沉于水的传说，大概也是愿意她有一个完美的归宿吧。
　　《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与《货殖列传》都提到范蠡但没有讲起西施，更不用说她和范蠡有
什么关系。
是司马迁没有看到达方面的记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传说，还是司马迁特意不写进去，今天就无从知
道了。
因此一代佳人西施的结局众说纷纭，是被沉于水，或跟随范蠡归隐于五湖，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结局，
这个谜尚待进一步探索。
　　　　宋太祖赵匡胤不明不白地死后，赵光义称帝。
当年十一月，他废除李煜的爵位“命侯”，改封“陇西郡公”。
表面上看，似乎意味着李煜身份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他常常用言语侮辱李煜，使李煜感到十分难堪。
尽管面对太宗的羞辱还要强颜欢笑，而内心却感到无限的伤痛。
　　最使李煜痛苦的是，“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小周后跟他降宋后虽然被封为郑国夫人，但李煜却连自己皇后也无力保护。
宋太宗常召小周后和其他南唐命妇一道入宫陪宴待寝，一去便是多日，使得一往情深的伉俪，咫尺天
涯，难以相聚。
小周后每次入宫归来，都要扑在李煜的怀中，向他哭诉宋太宗对她的无耻威逼和野蛮摧残，为了李煜
的安全，小周后只能满足宋太宗的任何要求。
李煜望着小周后那充满屈辱和痛苦的泪眼，唉声叹气，自惭自责地陪着她悄悄流泪。
还能有什么办法?他深为自已无力保护爱妻的身心而内疚，更对宋太宗的残忍而愤恨。
但这个时候，南唐君臣的命运操纵在他人手里，李煜对亲人遭受的这种难以启齿的凌辱也就无能为力
了。
他除了强忍心灵深处创伤的剧痛。
长时间同小周后抱头饮泣之外，只　　有强压怒火，加以回避。
每次小周后应召人宫，李煜就失魂落魄，坐卧不宁，彻夜难眠，望眼欲穿。
小周后巧笑顾盼的可爱形象，总是如梦似幻般地萦绕在他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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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暮春之夜，他惆怅无言，倚枕遥望宫殿。
想念之中，窗外似乎又响起了他熟悉的小周后夜归的脚步声。
他赶紧起身，凭窗环顾深院，却不见小周后飘飘欲仙的倩影，只有满地落红。
随手拈笔，即成一首《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无语枕频倚。
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
莺啼散，余花乱，寂寞画堂曝院。
片红休扫尽从伊，留待舞人归。
”　　从金陵的安富尊荣的享乐生活，到开封的萧索凄凉，李煜和小周后满腔都是悲愤和怨恨。
978年的乞巧节，这天恰好是李煜的四十二岁诞辰，后妃们为李煜拜寿，她们在庭院中张灯结彩，备置
几案，摆上酒食瓜果。
这天月色朦胧，大家的心突然感到无比茫然和凄凉。
酒过三巡，沦落在异乡受人凌辱到几乎麻木的李煜勾起了对不堪回首诸多往事的苦思苦恋，想到自己
的家山故国早巳物是人非，巨大的失落感就使得他心力交瘁，无穷无尽的愁恨，就像泛着春潮的大江
流水，在他的胸膛里翻滚激荡：“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李煜这边又是牢骚又是情绪激昂的填词，消息传到了赵光义的耳中，他暴跳如雷，宋朝的皇帝
怎么能容忍亡国之君在大宋京师怀念故国?于是决定除掉李煜。
他知道自己的弟弟赵廷美与李煜过从甚密，于是他让毫不知情的赵廷美代表他前去祝寿，并赐一剂“
牵机妙满，”供李煜和酒服后扶摇星汉，观赏织女牵机织布，以解胸中郁闷。
李煜服下后当即中毒身亡。
　　李煜死于非命之后，小周后失魂落魄，悲不自胜。
她整日不理云鬓，不思茶饭，以泪洗面，终因经不起愁苦与惊惧的折磨也于当年离开了人世。
小周后虽然悲惨地死了，但她却为后世文人墨客留下了一个吟咏爱情题材的美好形象。
直到清代，还有人在作画吟诗，赞美她与李煜的那段浪漫往事。
　　　　更有一种说法，谈到慈禧令太监推珍妃下井时，光绪皇帝也在场，而且气得浑身发抖。
当时在宫内值班的内务府大臣景善事后回忆说，处死珍妃前，慈禧已匆匆装饰了一下，穿上农家的蓝
布衣服。
众妃嫔全部被叫了起来，在早上三点半时集中到老佛爷处。
太后先下一谕，说这次出逃一个人也不带。
跟髓了众人一起来集中的珍妃大着胆子说，应该留皇帝在京师。
太后不接珍妃的话，却立即大声对太监说：“把她扔到井里。
”光绪听到这话，哀痛至极，跪下恳求。
太后怒道：“起来，现在不是讲情的时候。
让她去死，这样可以惩戒那些不孝的人。
自己羽毛未丰满，就像鸱枭一样想啄母亲的眼睛。
”太监李莲英等人遂将珍妃推到宁寿宫外的次井里去了。
光缎怨愤至极，浑身战栗发抖。
景善的记录中，将推珍妃下井的太监说成李莲英等人。
　　《十叶野闻》上的记载与景善的回忆大体相同，但把珍妃刻画得十分勇敢，说珍妃对慈禧讲话时
昂然抬着头：“皇帝一国之主，宜以社稷为重。
太后可避难，皇帝不可不留京。
”当慈禧命太监要杀掉珍妃时，皇帝哀痛已极；长跪恳求，说珍妃年幼无知；希望太后恕其性命。
这时的太后怒不可遏，说：“速起勿言，此时哪里还有空说情。
她一定要求死，如果不让她死反而就对不起她了。
天底下不孝的人都应当引以为戒；你们没有看到睛枭吗，自己羽毛还未丰满，就想啄母亲的眼睛，这
样的人不杀还等什么。
”鸱枭。
的比喻实际上很明显说的是光绪皇帝的维新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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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讲法，慈禧之所以要杀珍妃，完全是她不想把大权让给光绪，一旦光绪留京，她肯定会失去
对光绪的控制。
这样，珍妃的一席话是她最感冒的，所以珍妃之死也就不可避免。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珍妃：死前并没有讲过希望光绪留京的话，而是与保持贞节有关。
这种说法主要是根据太监唐冠卿的一段回忆。
八国联军入京时，唐一直跟在慈禧身边。
那天珍妃至，向太后请安毕，西太后说：“现在还成什么话！
义和拳捣乱，洋人进京，该怎么办?”接下来慈禧与珍妃两人嘟嘟哝哝地说了一段话，最后慈禧提高声
音说：“我们娘俩跳井吧！
”珍妃哭着求慈禧恩典她不要死，并且说：“我没有犯下什么大罪。
”太后不允，说：“不管有没有罪名，难道留下我们遭洋人的毒手吗?如果遭到污辱，还不如去死。
你先下去，我也跟着下去。
”珍妃再次恳求免一死，太后令太监崔玉桂（即崔玉贵）下手。
崔玉桂对珍妃说：“请主儿遵旨吧。
”珍妃怒目对崔玉桂：“你怎么可以这样来逼我?”崔玉桂说：“主儿下去了，我也会下去的。
”珍妃怒道：“你不配。
”这时慈禧在后面喊道：“把她扔下去。
”只听到“砰”的一声，珍妃被崔玉桂推了下去。
遭洋人污辱仅是借口，宫中年轻女子很多，为什么单单要逼珍妃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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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黄帝、炎帝开始，到末代皇产溥仪，以及窃国大盗袁世凯，帝王们的生生死死，朝代的不断更
替，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就这样地流淌着，帝王自命 为天子，被天下人奉若神明，他们取昨了至高
无上的地位，高踞社会之巅。
大大小小的帝王加在一起总有上千个，他们有的对中国历史 起过巨大 的作用，影响着历史的进程 被
后你的史书津津乐道；有的公是过眼烟云，一引起人边名字也无从查考，在历史画卷中没有留下任何
痕迹，但是，帝王们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代表，回味他伞兵生平事迹，不得不使 人感到历史的产物，带
奇的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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