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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秋，我作为一家学刊的编辑到北京组稿，偶然与李淑贤女士相逢，并有幸看到溥仪特赦后所写
的书稿、文稿、发言稿、日记，以及她亲手编存的影集等第一手珍贵资料，我们由此建立起长达18年
的友谊及合作关系，合著出书多种，其中之一就是李淑贤的回忆录。
    溥仪特赦后再婚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
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
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都是李淑贤回忆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淑贤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其叙述到溥仪去世为止，修订版定稿于1996年5月，增加了李淑贤在丈
夫去世后围绕逝者的一些人生经历。
遗憾的是，当修订稿于1999年出版时，她已经飘然远行。
    与李淑贤女士的相识相交，注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研究溥仪成了我此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甚至或好
或坏地影响到了我的生活。
这些都是后话。
    1982年春，我在长春市图书馆第一次见到了中国最后的“皇妃”、时年五十四岁的李玉琴，当时她
是图书馆的一名管理员。
她说，早就听说我是专门研究溥仪的，并看过我写的《有福贵人》一文。
一直想见见我。
我们谈了半个多小时，都很高兴。
在这之后，李玉琴先后当上长春市和吉林省政协委员，我也被吸纳为长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特邀委员
。
有一天，政协负责文史的领导专门宴请李玉琴和我，席间说：李玉琴拥有第一手宫廷资料，王庆祥是
研究溥仪的，你们二人若能合作，可以留下一段非常有价值的伪满宫廷史。
我们当即答应，一部长达四十万字的回忆录工程就此拉开帷幕。
    李玉琴回忆了在伪满后期被册封为“福贵人”的前前后后，她曾以少女的天真与“康德皇帝”“夫
妻”相处，随后在伪满垮台后与“皇后”婉容一起度过八个月的逃亡生活，接着又在没落皇家苦守七
年，经历了无人能够感受的孤寂落寞。
为了寻找当过皇帝的丈夫，她甚至在中南海新华门前拦截过可能知情的某位首长。
她打小工、借路费。
六赴抚顺探监，最终不得不选择离婚。
离婚后，她也曾前往北京探望溥仪，却在“文革”中落了个“皇娘造反”的罪名，终以悲情落幕。
    李玉琴的回忆录于1989年9月出版，相关电影和电视剧紧随其后。
逐一问世。
    我与李国雄先生的交往也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
1987年夏，我在北京库资胡同一处很普通的、布满“私搭乱建”的四合院内，见到了七十六岁高龄的
李国雄，他与老伴住在一间带小跨院的厢房里。
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合作建议，最终留下了几十盘录音带。
    1924年，李国雄年仅十二岁，便进入逊清小朝廷，成了“小皇上”的奴才，从此贴身跟随溥仪三十
三年。
他见证了紫禁城内溥仪与皇后婉容、淑妃文绣“帝王之家”的生活：目睹了溥仪被逐出皇宫的惊险一
幕：亲历了溥仪在天津张园和静园会见中外重要人士，以及他与文绣谈判离婚的始末。
溥仪离津出关的最后时刻仓皇跳入汽车后备厢内，就是李国雄亲手为其盖上后盖的。
李国雄还见证了溥仪在伪满时期当傀儡皇帝的全部生活，从旅顺到长春，从“执政”到“康德”，溥
仪两度访日、多次“巡幸”，李国雄都陪伴在侧。
溥仪囚居前苏联期间，还是李国雄巧妙伪装箱底，才得以深藏四百六十八件无价珍宝，从而顺利带回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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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被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李国雄依然无从选择地“陪绑”。
且不能不检举溥仪的罪行。
获释后，两位历经坎坷的人士又在北京聚首，谈历史，话新生，句句都关涉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生动的
大事细节⋯⋯    李国雄的回忆录于两年后出版，我接到了大量读者来信，都认为这本书与溥仪自传可
以相互印证，  《我的前半生》中的许多背景，都需要李国雄的叙述加以补充和注解。
    上述三部出自三位与溥仪密切生活过的当事人之口的回忆录，全景式呈现了末代皇帝在各个历史阶
段的生活实录，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尤其是他们述说的生活细节，最能体现溥仪鲜活的个性。
三本回忆录均成书于他们生前。
并分别经本人过目、修改，直到定稿签字，最后交付出版。
如今三人都已相继故去，但他们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现在。
这三本回忆录又得到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支持，将作为书系，以全新的面貌再版发行，令我倍感欣慰。
为便于读者了解更多台前幕后的故事，我分别增加了附录内容。
多为忆者的亲笔书信和短文。
我由衷地希望新版回忆录能够给读者以新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这位特殊的末代皇帝有一个全面而
充分的认识。
    王庆祥    201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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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丈夫溥仪》由王庆祥撰著。

溥仪最后的妻子李淑贤，亲身感受到作为公民的前皇帝不一样的人生。

他们甜蜜的恋爱和家庭生活，他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接见并亲切谈话的情景，他们与全国
政协参观团一起到南方和西北各地参观旅游的特别感受，他们在住院治疗的日子里相互关爱的真情真
心，他们在生离死别之际感人至深的话语和画面⋯⋯这些真实的故事，构成《我的丈夫溥仪》的重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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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庆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溥仪研究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专家。

196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曾任长春市政协委员、常委兼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现为长春溥仪研究会副会长、天津静园顾问、长眷新闻广播特邀评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先后出版《毛泽东周恩来与溥仪》《溥仪的后半生》《溥仪交往录》《中国末代皇后和皇妃／婉容文
绣传》《溥仪秘史》《伪满洲国宫廷揭秘》《爱新觉罗·溥仪画传》《溥仪日记》《罗振玉王国维往
来书信》《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记录》《川岛芳子生死大揭秘》《“皇帝”的背叛——溥仪与“九一
八”》等五十余部著作，达两干余万字，并有英、德、俄、日、韩、西班牙文等多种译本。

作为历史顾问，参与了国内外近百部专题片及影视剧《火龙》《末代皇后》《非常公民》《传奇福贵
人》等作品的创制；策划了北京颐和园、故宫端门和天津静同等多处溥仪生平展览项日，并为天津市
政府实施“静园修复工程”成功提供了历史依据。

多次承担国家各级课题，多项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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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那天，法国记者还当场录了音，又拍了一些照片。
 无论从物质生活看，还是从精神生活看，我和溥仪共同生活的那个时期，都能用“非常幸福”这几字
加以概括。
和溥仪结婚以前，在我的想象中，皇帝一定是整天板着面孔，就像寺庙的大佛似的，除了发布命令、
下达指示不会干别的。
溥仪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热爱生活，有广泛的兴趣。
 溥仪喜欢读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
我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灯光下看得很有兴味。
《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一些文言古书他都看过。
 溥仪离不了收音机，他爱听新闻，爱听音乐，1963年初就多次和我商量要买一台收音机，并说“买台
便宜点儿的就行”。
买回以后，他每天都有很长时间收听广播。
 溥仪少年时曾在名师指教下研习字、画，颇有功力。
特赦后很少绘画了，但书法还练练。
求他写字的人也很多。
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向他索字，许多国际友人和他会见后也往往请他题字，我的同事纽韵铎和胡益萍
在结婚前恭请溥仪题写扇面，他欣然应允。
溥仪给人家写字非常认真，倘有一字一笔不满意便要重写，而把废字随手丢进一只大竹筐内，我曾一
张张叠起来，居然高高地堆满了筐，可惜未能保存下来。
 十年改造期间，溥仪学会了锻炼身体。
我们婚后他仍是坚持锻炼。
每天早晨起床后他先在院子里打一通太极拳，打得很带劲。
有一次正打拳时外宾走进来，很感兴趣，让他继续打，一边拍下许多镜头。
溥仪还喜欢散步，每天晚饭后都让我陪他到外面去遛弯儿，转来转去的。
溥仪还喜欢骑自行车，大家都能记得他在宫中为了骑车把门槛都锯断了，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忘记这项
运动，我为啥说是“运动”呢？
因为溥仪从来不把自行车看做交通工具。
溥仪骑车非常快，真让人担心。
有好几次想带我，我可不敢坐。
有一次借街坊的车，骑到胡同口把一位老太太撞倒了，赶紧下车赔礼，问老人受伤没有，又要送她到
医院检查。
老太太起来一看，原来是“小皇上”撞她一下，又急得不得了，便拍拍身上的灰尘，连声说：“没什
么关系”。
于是，溥仪留下自家的门牌，并告诉老人，如今后发生问题一定要找他。
老太太虽然并未来找，溥仪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又让我陪着买了点心送过去。
老太太特别感动，逢人就说：“我是清朝末年出生的人，宣统皇帝登基时，还在家中给皇帝万岁的牌
位磕过头呢！
皇上登门给我送点心真是世道大变了！
”我曾和他商量过想买一辆自行车，也在院子里练一练。
他虽然喜欢自行车，但不同意买车，怕我学骑车出事。
对我说：“你若买自行车，我会得神经病的。
”意思是担心。
溥仪喜欢聊天。
特赦后的溥仪和各阶层人士都有接触，有的是高级党政领导人、社会名流、高级知识分子，有的是一
般群众，老头、老太太、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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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和谁都能聊得起来，海阔天空地讲。
谈话内容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工作或学习。
他还常常和我谈起宫中礼法，讲宫里的规矩和礼法甚多，比如叩头、请安就有多少样儿，对什么人，
什么时候须怎样跪拜，都有一定的规矩。
请安有双腿跪、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身子要挺直，还有单腿安，只跪下一条腿，一边讲还一边
作示范给我看。
 溥仪喜欢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说这是总理最喜爱的一首很优美的抒情民歌。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愿意唱呢！
我记得那是1963年3月间，溥仪把《国歌》和《国际歌》的歌词抄录下来，并认真学唱。
收音机一唱他也跟着哼哼，却总是唱得不很像。
有一年政协举办大合唱活动，他积极报名参加了合唱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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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丈夫溥仪》是在《溥仪与我》（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长春文史资料》首刊）的基础上
修订的，字数已经翻倍，所涉事件与情节也已扩展到1995年定稿之前。
回想1984年出版的那本《溥仪与我》，主要记述了溥仪与李淑贤在一起那段岁月的日常生活，不过是
一本小册子，但一经问世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短短几个月里，无数报刊争相连载，发行量达一千万
份以上。
不久，以此为题材的电影《火龙》也登上了许多国家的银幕。
岁月荏苒，十几年又过去了，这期间李淑贤作为溥仪的遗孀，又经历了太多的世事，择其荦荦大者有
两项：一是关于《我的前半生》版权官司，实则为丈夫溥仪争一份“留在世上”的权利；一是为溥仪
建墓，实则为丈夫溥仪寻一处死后的长眠之所。
这两件事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处处碰壁，实在不简单。
    1995年1月26日，历经长达十年的审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对中国第—号著作权案——《我的
前半生》版权归属问题，做出了艰难的判决，认定“溥仪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并享有
该书的著作权”，虽然此时被告李文达已去世，但其妻、其子继承诉讼，并提起上诉，不服判决。
此后又经过一年半的审理，1996年7月17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
（1995）高法终字第18号民事判决书中最重要的两段文字如下：    经本院审理查明：溥仪在东北抚顺
战犯管理所时，由其口述，其弟溥杰执笔，写了一份题为《我的前半生》的自传体悔罪材料。
1960年，群众出版社将此材料少量印刷成册，供参阅。
有关领导阅后即要求有关部门派人帮助整理该材料并予出版。
有关部门及群众出版社在征得了溥仪的同意后，指定当时在群众出版社工作的李文达与溥仪一起对该
材料进行整理、修改。
在有关领导的安排下，李文达于1960年7、8月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及溥仪生活过的地方实地调查，澄清
了一些讹误的历史事实。
1961年8月15日，群众出版社的几位编委召开《我的前半生》修改情况汇报会。
李文达汇报了修改计划和该书应反映的主题思想。
最后会议对该书的主题、叙述的形式、对溥仪思想性格的反映、强调内容的真实性等方面提出了重要
的意见。
此后溥仪与李文达开始在新的主题思想指导下重新撰写，经二人密切配合，1962年初完成了初稿，后
二人在广泛征求领导和清史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又几次修改。
1964年，该书正式出版，书名仍为《我的前半生》，署名：溥仪。
    本院认为：《我的前半生》一书从修改到出版的整个过程都是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进行的，李文达
是由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
《我的前半生》一书既是由溥仪署名，又是溥仪以第一人称叙述亲身经历为内容的自传体文学作品；
该书的形式及内容均与溥仪的个人身份联系在一起，它反映了溥仪思想改造的过程和成果，体现了溥
仪的个人意志；该书的舆论评价和社会责任也由其个人承担；因此，根据该书写作的具体背景和有关
情况，溥仪应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
溥仪去世后，该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其合法继承人有权继承。
综上，上诉人王滢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原审判决处理结果正确，应予维持。
    马拉松式的审理和判决，从中国知识产权观念还非常淡薄的年代，一直持续到著作权法颁布数年之
后，从原告和被告当庭辩论，持续到被告谢世而去，最终得以“维持原判”终审，李淑贤女士胜诉了
，她松了一口气，一件大事总算做完。
    对李淑贤女士来说，还有另一件大事——为溥仪修墓。
墓地虽已选定，并在光绪皇帝的崇陵附近入土，但墓地应有的地面上工程还没有修建。
1996年清明节扫墓时，李淑贤曾对记者说过，溥仪是作为公民去世的，当然不会要求把他的坟墓修建
得像历代帝王那样金碧辉煌，但他毕竟也不是一般公民，而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他的坟墓应该建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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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好一些。
现在这件事还没有做完，李淑贤也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不能不为此而心忧，希望能在自己健在之年
了却心愿。
    李淑贤女士修订出版回忆录的一个缘由，就是要把自己的心愿告诉关心她的万千读者。
现在，《我的丈夫溥仪》就要付梓了，作为与李淑贤女士合作共事多年的我来说，也不能不感到欣慰
。
    王庆祥    1996年9月15日写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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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的丈夫溥仪(插图增补本)》是溥仪成为公民后的妻子李淑贤对于他们婚姻生活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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