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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慈禧太后（1835—1908），又称叶赫那拉氏、西太后，为咸丰帝妃。
1861年，其六岁子载淳即位，叶赫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
1875年，载淳死，立五岁的载湉继位。
    慈禧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共在位48年。
    慈禧统治下的中国，是近代史上内忧外患、急同暴雨的时代。
但她牢牢地掌握着清朝最高统治权力，其统治时间之长，唯康熙、乾隆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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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德龄，满洲汉军正白旗人，父亲是清国外交官，母亲是法国人。
德龄1903年随父回国同年与妹妹容龄入宫成为慈禧的侍从女官和翻译。
1907年出宫。
她受中西文化熏陶，她特殊的身份和充满传奇色彩的经历使她成为重要的清末历史小说作家。
主要作品有：《瀛台泣血记》、《清宫两年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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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太后有一个铁定的习惯，就是当圣驾临幸任何房屋建筑时，第一个走进去的，必须是她；如果里
面已经有人，这个人就得退出，让太后走进去后，其他的人才能趋步上前。
所以，在太后上车之前，便有随从上去把车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赶下车来，叫他们整整齐齐地跪在暗处
，低着头，静候太后上车。
　　在这段时间里，这列御用火车照样升着火，车头烟囱里照样在冒着浓烟，汽锅里也照样蓄满着蒸
汽。
我们都为此捏把汗，因为没有一个工役在车上照料这一切。
　　太后在自己的车厢里坐定后，火车的司职人员们才爬起身来，回到他们自己的岗位上去。
　　我们在准备出行的二十多天里，庆善是最焦头烂额的，这过程中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在发生，他
心力交瘁地在处理。
　　他碰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太后在宫中用惯了太监，坚持着要叫那些太监们去担任驾火车的任务，
她恪守着不用男人来服侍的古训。
那些太监们大半在宫里奴役多年，满可以胜任一般的男管家或奴婢的事务，但他们从没学过驾驶火车
，连有关铁道的起码常识也没有，他们如何行　　车呢?还有，原来车上的那班工役怎么安排?庆善费
了许多口舌，才打消了太后的成见。
最后，太后还是反复地叮嘱，不准那些铁路工役走进她的视线里来。
　　　　我二哥的穿戴和庆善的大致相同，他是一位公爵的儿子，而且还是承袭这爵位的人。
爵位原来只是一个虚名。
我二哥等于是太后的一个侍从副宫，没有什么实权，地位却比一个男管家来得高，因此在朝见太后的
时候，他就凭着这个公爵的头衔，每次总是站在庆善的前面，就是站在和太后格外近一些的地方。
这种待遇，在那时候算是一种极光荣的事情。
其实就是光绪皇帝的弟兄，也没有庆善那样大的权势啊。
我并不知道一个虚而不实的爵位能有多少价值，只不过我们祖上确曾有过许多特殊的功勋和战绩，才
能得到这个恩赐的爵位。
　　我二哥的箭衣、马褂、纬帽，跟庆善的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腰带上的扣子。
他那副扣子是用二十四开的外国金造的，接连着三个金环，用一根极精致的细链系着。
这三个金环的分量都是很重的，打磨得十分光滑，上面还凿有许多花纹；我二哥欢喜用卐字，所以他
的环上都凿着无数的卐字。
这扣子的大部分虽然都是金的，但上面也有好几块上好的翠玉镶着，因此比庆善的更好看。
二哥忠孝带上的两个荷包，也有极美丽的花纹绣着，颜色更是鲜艳夺目。
二哥觉得朝中的一班大臣没有再能胜过他的，尤其是自己曾经受过西洋教育，自视很高。
在那时，中国官员懂洋文的还不多，所以他是格外的金贵了。
　　我二哥的相貌原是长得很俊雅的，他还戴了一副夹鼻眼镜，他戴这眼镜是因为他的眼睛有点近视
。
说到他这副眼镜，我又想起了一桩笑话：虽然眼镜在中国已有了百余年的历史，不能再说是一种新奇
的东西，但像勋龄戴的这副夹鼻眼镜，却还不多见。
在朝廷上是没有第二个人戴这种眼镜的，因为戴这种夹鼻眼镜的人，非高鼻梁不可。
勋龄的鼻梁是很高的，可以不费事地把眼镜夹起来。
我们初进宫时，二哥第一次上朝，太后就让他站在一个很引人瞩目的位置上；因此，别的朝臣对他都
非常注目，其中有一位好奇的人，竟像看什么西洋镜似的，把他的视线盯住二哥的眼镜出神。
最使他不解的，大概是那一根一端系在眼镜上、一端系在钮扣上的金链。
好奇的人大概觉得这一根金链虽是在二哥的马褂钮扣上系着，可那链是软的，何以能够托住那眼镜，
使之不掉下来呢?于是他就格外目不转睛了。
二哥原是很顽皮的，他见这位大臣老是瞧着他的眼镜，便故意把自己的鼻梁一皱，那眼镜立刻掉了下
来，慌得这官员忍不住叫了声“啊”，忙不迭地抢上前，伸手想接住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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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那眼镜有金链系着，掉到了二哥的腰间，　　只在那金链上转动。
　　这位大臣的眼睛睁得比平常大了一倍：“再试一次让我瞧瞧吧?”　　二哥真的又试了一次。
　　这位大臣瞧了，便咧着嘴笑，并请求二哥把这眼镜借给他试试看；可是他把他的鼻梁也擦红了，
还是夹不上去。
　　理由很简单，这位老先生的鼻梁是扁得像没有一样，自然夹不上去了。
　　从此以后，勋龄的这一副夹鼻眼镜，便成了他同僚们好奇心的集中点了。
　　　　她指点着的那些荒坟，其实就是义冢；义冢乃是地方上的慈善机关所经营的，并不是个人所
能担任的善举，这一点她老人家可就不能理解了。
　　谈到扫墓，虽然每个人的原意都是相同的，但它的形式，却因各人的经济能力之不同，又可分为
以下的几种：　　第一种是富贵人家。
他们必先准备下一席十分丰盛的酒菜，让仆人们扛着抬着，恭而敬之地去陈列在他们的祖墓的面前；
一面焚化纸钱，一面叩头行礼。
这样陈列上几十分钟，他们便把所有的酒菜依旧端回去，一古脑儿地送进了自己的肚子中去。
　　第二种是中等人家。
他们虽也不致无力整治酒菜，但他们的祖先既没有明明白白地向他们索要，他们便决意从简了；可是
纸钱总得带去焚化的，因为自古相沿成习，虽然从不曾有人举出过实证来，但大家都深信纸钱焚化之
后，死者便可得到真的银子了。
好在活人原不须用钱锭，只要花少许的钱，就可以买到许多的纸锭了。
如真的要活人把自己要用的钱票、银票、洋钱去焚化给死人用，他们便抵死也不肯了!　　第三种是中
等以下的人家。
这些人家的经济状况，大概用“捉襟见肘”四个字来形容，必然是很确切的了。
他们因为所有的钱实在太少了，每天要买活人吃的米尚嫌不够，怎能再去办那祭死人的酒菜和化给死
人用的纸钱呢?于是，每逢清明节，他们也前去扫墓，但酒菜和纸锭是绝对不带的了，他们只在坟的附
近掘几块泥土，亲自捧着去堆在各个坟的顶上，再从道旁的杨柳树上，随便折几枝嫩绿的新柳，插在
那泥块的中央。
杨柳是每年春季最先长出叶子来的树木，所以人们拿它作为一种点缀品。
这种点缀品，当然不是给过路的人赏鉴的，他们的意思是要使自己的祖宗知道，他们虽然很穷，甚至
无力购买纸锭，但在他们的心上，却还始终惦记着各位祖先呢!这样，各位祖先虽然没有好酒菜吃，也
没有纸钱用，而在心灵上，终于得到一种安慰，做子孙的能使他们的祖先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慰，毕竟
可以归纳人“孝思不匮”的一类中去!　　最后一种人家，竟连泥土和新柳也不能备了。
这里所说的不能备，当然不是说他们买不起泥土或新柳，因为这两件东西原是不须花钱买的；但也许
他们的祖墓离他们的家太远了，他们或因盘缠的缺乏，或因忙于工作以图糊口，不能前去，就只得让
他们的祖宗受些委屈了!现在，就是这一堆永远无人前来祭扫的义冢所显示着的荒凉凄寂的景况，打动
了太后的龙心，以至于使她在极兴奋的旅途中，突然感受到了一阵不能形容的悲哀。
　　　　正因为我太善于幻想，感情也容易冲动，此刻见了这夜景，便有些后悔随驾东来，大有立即
回北京去的想法；不过我也很明了自己的性格，这种想法只是神经一时受了刺激后的闪念，决不会变
为一种强烈的行动；也许睡过一夜之后，明天就不再这样想了。
　　可是无论如何，我的胆子总是大不起来，正像一个小孩子在床上做了噩梦，醒来之后，也会吓得
哭起来一样。
我眼前老是觉得有许多鬼影在晃，在这空荡荡而光线不足的古宫里憧憧地来往。
我还不住地给自己解释：“真的!这里一定有鬼!正和北京的皇宫里一定有鬼一样。
这两处的宫院中，几千年或几百年来，已不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里面了!他们的尸骸虽已运出去埋葬了，
但他们的灵魂是永远会存留着的。
这样算起来，宫里面该有多少鬼啊?以数目来讲，北京宫里的鬼当然比盛京宫里的多；但北京的皇宫是
终年有人住着的，并且人气很充足，阳克阴，因此鬼就不敢出现了，或者是那些鬼终年给人惊扰，所
以人鬼相处，一点没有不和的现象；而这里却已几百年没有人住了，留守的人数又太少。
这里的鬼久已住得很安宁，一旦忽然来了这么许多人，哪会不扰得他们怨恨呢?我们尽把这里看做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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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家，但在鬼的心目中，我们必然是一群可恶的外族；所以他们一定会勃然大怒，蜂拥而出，给予
我们以相当的威胁的。
”　　其实这些都是我神经过敏，哪里会真有什么鬼呢?但我的整个的心灵竟被困扰着，任凭他们作祟
。
甚至当那些太监在外面庭院里走动，暗淡的灯光映出了他们的身影时，我也会当他们是鬼的影子，立
刻有几分恐怖的感觉。
这些情形，现在说来是非常可笑的，但在那个时候，身临其境，却有些明知不是恐惧而偏要恐惧的难
处。
宫院可以打扫，人的精神却不能打扫洁净。
　　我终于因为震颤过甚而不能在廊下久留，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寝室中去。
　　我们这一间寝室里一起躺着四个人，除了我和妹妹，还有两个女官跟我们一起住。
此时她们三人都已睡得很热了，因为恐怖和不安宁的幻觉不曾侵入她们的脑神经，她们早已安然入梦
了；可是我却惟恐大祸降临，连吹熄烛火的勇气也没有。
虽然我自己也很明白，这是一种十分愚蠢可笑的想法，像这样戒备森严的宫禁内，难道真会有什么不
幸的事件降临到我们头上来吗?无需怀疑，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知道这时候太后已在那正殿的寝宫里
睡得非常的安适。
我是她的侍从女官，当然也不应受丝毫的恐吓，我应该镇定下来，为什么要疑神疑鬼地捉弄自己呢?　
　就在这样思绪自相矛盾中，我独自爬上床去。
初躺下时，我觉得今晚是不会有个安稳的觉好睡了，也许连眼皮也不能合上；我在床上翻腾了半晌之
后，不知道我后来是怎样一来，居然把眼皮合上了，而且一觉睡得很舒服，连天亮了也不知道。
　　“天亮了!”我突然被一个宫女摇醒，她告诉我，时候已不早了，别人差不多全已起身，连老佛爷
也在梳洗了。
于是我便睁大了睡眼，慌忙跳下床来，随着大家一起穿衣整妆。
每天早上，我们这八个女官，必须先一起走进去给太后请过晨安，才能依着轮定的次序，分班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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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统治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在她的治下，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
她本人的性格情感是怎样的呢？
在本书中，作者用艺术和历史的手法展现了暮年慈禧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使慈禧、光绪等人物跃然纸
上，从一个角度反映了那个动荡的年代令人窒息沉闷的宫廷生活，使人读来仿佛能够听到高大红墙内
一个个鲜活灵魂的无奈叹息和痛苦呻吟。
本书堪称填补20世纪晚清宫廷史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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