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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内容概要

◆邦諾書店2013年最佳非文學書
◆《紐約時報》2013年注目書籍
◆《紐約時報》《經濟學人》《金融時報》《星期日泰晤士報》《BBC 歷史雜誌》一致推薦
◆2013年10月誠品外文選書
重新評論慈禧的功與過，暢銷傳記作家張戎最新巨作，附有多張珍貴歷史圖片，全球中文版首度面世
。
慈禧，是「紫禁城唯一的男子漢」！
從低等嬪妃成為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統治者，帶領中國跟上世界現代化的浪潮，她是慈禧太后──東
方的維多利亞女王。
戊戌變法的發動人是慈禧？
慈禧在臨死前爲什麽要毒死光緒？
挪用北洋海軍經費、建造頤和園的慈禧，其實是影響清代中國改革的第一推手？
史家說慈禧干預朝政、禍國殃民，卻不知道在中國男人專政的舞台上，慈禧獨有過去帝王沒有的智慧
與能力。1860年，英法聯軍攻進北京；逃至承德避暑山莊的咸豐於1861年逝世，二十五歲的慈禧此時
發動政變，成為實際掌權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慈禧意識到，那是個全球化初始的年代，不想落於
人後，唯一之道就是奮發圖強，躋身現代文明的世界。

慈禧揭開了現代中國的序幕。她開闢國家需要的財源，海關稅收直線上升；大膽任用外籍人士，讓「
同文館」增加自然學科的學習項目，最終廢除科舉制度。慈禧不僅開了派留學生、派駐外使節的先河
，還系統地派政府官員出國考察，為此制定了《出洋遊歷章程》，後世學者稱為「晚清中國人走向世
界的一次盛舉」。

至今仍為中國國民經濟大動脈的京漢鐵路，是慈禧的決策；她並以獨到的見解面對俄國、日本、法國
的侵略。在光緒皇帝主持簽訂馬關條約時，只有慈禧一人主張拒絕日本的條件。
本書取材自中外官方與私人文件，深度刻畫世人未知的慈禧一生，包括她的失誤與過錯，愛情與日常
生活。懂得與意見不同的人合作的她，改革靠的是順應歷史潮流，同時還留下了重要的創舉──推動
君主立憲、國會選舉，實行新聞自由，解放婦女纏足，鼓勵女子接受教育⋯⋯她是開啟現代中國的皇
太后，本書不僅還給她一個公道，也為中國變法求強的歷史時刻，留下無可取代的珍貴紀錄。
【媒體好評】
「一本精采又豐富的傳記，想知道現代中國起源的人都該一讀。」
——《圖書館學刊》
「張戎的新書教人欲罷不能⋯⋯大量引用全新中國史料，以擲地有聲的論證，為慈禧太后平反。⋯⋯
這本慈禧太后的全新傳記令人驚奇之處，在於一百年前的清廷面臨的挑戰，竟與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如
此相似⋯⋯慈禧太后高潮迭起的人生值得借鏡。」
——《紐約時報》
「張戎的新書探究一位充滿傳奇的歷史人物，一位權詐幹練的皇家妃嬪，接連輔佐兩位中國皇帝，垂
簾聽政數十載，帶領中國平穩走向二十世紀⋯⋯毛澤東權威傳記的作者再度大顯身手，呈現精采絕倫
的宮廷權術。」
——《紐約雜誌》
「《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作者為慈禧太后平反，將其奉為造就現代中國的功臣⋯⋯張戎並不
諱言慈禧太后確有過失，比方說縱容義和團拳民對抗西方列強，導致血流成河的殺戮悲劇，但當時的
中國之所以能脫胎換骨，終究還是歸功於慈禧太后的旺盛精力、卓越遠見與堅定務實。」
——《紐約客》
「張戎筆下的慈禧太后面目一新，在我看來，這個新面目頗為真實。她賦予慈禧獨一無二的評價，正
如書名所示『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張戎寫了一本截然不同，真實可信的慈禧太后傳記。」
——《紐約書評》
「（張戎）運用她挖掘真相的本領與犀利的筆鋒，道盡一位平凡的妃嬪登上權力顛峰，成為統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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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的太后的歷程。張戎挖掘出的歷史煙雲只能以深厚浩瀚形容⋯⋯壯闊與細膩兼具⋯⋯張戎的最新巨作
，無疑將成為慈禧太后傳記的權威，也是衡量同類作品的標竿。」
——The Daily Beast
「《慈禧：開啟現代中國的皇太后》應可獲得不少讀者青睞，不僅是研究中國的人，任何一個對全球
事務有興趣，想探討中國對全球事務的影響的人，也會對這本書送上喝采⋯⋯這是一本扎實生動的作
品，以慈禧太后為主角，呈現了大量複雜史料，讀來卻絲毫不覺無趣，看完這本書，不禁覺得這段風
雲變幻的中國歷史還值得大書特書。」
——《紐約書訊》（New York Journal of Books）
「張戎與丈夫喬．哈利戴合著的《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終於將毛澤東拉下搖搖欲墜的神壇。
現在她又破除了許多人不假思索就照單全收的迷思，告訴世人，慈禧太后⋯⋯並不是一個工於心計，
蛇蠍心腸又極端保守的女魔頭，而是張戎筆下『現代中國的真正改革』的推手⋯⋯真是個精采絕倫的
故事⋯⋯張戎以精闢的見解切入，呈現一段易懂又有趣的歷史。」
——London Evening Standard
「慈禧太后的不凡人生，具備了精采傳奇的所有元素：離奇、險惡、勝利與恐怖。」
——《經濟學人》
「研究扎實、才華洋溢，精通中華文化的作家張戎出手，不僅學者關注，普羅讀者也必將另眼相看。
」
——《書單》
「張戎以熱情澎湃的筆鋒為慈禧太后平反，敘述一位官宦之女如何費盡心機，成為權傾中國數十年的
皇太后、女權主義者與改革家⋯⋯這本精采的傳記總算還給慈禧太后一個公道。」
——《科克斯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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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书籍目录

中文版自序　秉筆直書寫慈禧
第一部　風雨飄搖的帝國（一八三五～一八六一）
1 進入紫禁城（一八三五～一八五六）
2 風雨飄搖的帝國（一八三九～一八六○）
3 咸豐皇帝之死（一八六○～一八六一）
4 改變中國命運的一場政變（一八六一）
第二部　首次垂簾執政（一八六一～一八七五）
5 新時代的第一步（一八六一～一八六九）
6 走出國門（一八六一～一八七一）
7 痛失愛情（一八六九）
8 阻止「滅夷」復仇計畫（一八六九～一八七一）
9 同治皇帝的短暫一生（一八六一～一八七五）
第三部　再度垂簾執政（一八七五～一八八九）
10 三歲的新皇上（一八七五）
11 加速改革（一八七五～一八八九）
12 帝國的捍衛者（一八七五～一八八九）
第四部　光緒掌權（一八八九～一八九八）
13 光緒與慈禧（一八七五～一八九四）
14 修建頤和園（一八八六～一八九四）
15 歸政之後（一八八九～一八九四）
16 甲午之戰（一八九四）
17 紫禁城唯一的男子漢（一八九五）
18 列強來了（一八九五～一八九八）
第五部　走上前臺（一八九八～一九○一）
19 慈禧發動戊戌變法（一八九八）
20 康有為密謀殺慈禧（一八九八年九月）
21 廢不掉的光緒（一八九八～一九○○）
22 慈禧與義和團（一八九九～一九○○）
23 對列強開戰（一九○○）
24 西逃（一九○○～一九○一）
25 自責之詔（一九○○～一九○一）
第六部　真正的革命（一九○一～一九○八）
26 重返北京（一九○一～一九○二）
27 跟西方人做朋友（一九○二～一九○七）
28 真正的革命（一九○二～一九○八）
29 籌備君主立憲（一九○五～一九○八）
30 對付共和派、保皇黨、日本人（一九○二～一九○八）
31 最後的日子（一九○八）
尾聲　慈禧太后死後的中國
謝辭
查閱檔案館一覽
徵引及參考文獻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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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精彩短评

1、第一本看完的竖排繁体书！文笔顺畅，但把慈禧说得也太好了吧，虽然历史的真相我们永远都不
会知道。不过也算是帮助了解了慈禧的一生和那段历史。
2、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3、终于读完，竖版和繁体字打乱了读书的节奏（好矫情）！不知如何评价这本书本身，因为它完全
颠覆我们惯常接触的慈禧和历史。我愿意相信作者有一部分的真实性，然而更多还是不能接受她完全
一边倒赞美慈禧的行文宗旨。慈禧本身一定是有魅力的女性，但再有魅力的人也一定有正负两面，凡
讲历史，客观最好。ps，让我想到多年前tvb的电视剧“大太监”。
4、作者张戎，是第一个公开替慈禧洗刷这千古冤屈的人，大抵是同为女子，能够理解她之不易，不
仅仅因为她统治着一个男权王朝几十载，更为她为这个国家立足世界而做出的努力和改变。尽管她有
过失，但在那样一个时代扭转的风口浪尖，谁敢说男人就一定能做的比她好?
5、很厚厚厚一本
6、作者以详实地史料描绘了一个毁绝大多数大陆同胞三观的慈禧：推动君主立宪、开启国会选择、
实行新闻自由、废除妇女缠足、废除科举、大胆任用外籍人士、系统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生留学、成
功推动财政改革、建设京汉铁路等一大批铁路干线⋯细思同光中兴时期的风云际会，重温这个作者眼
里“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也许会让读者有历史重演之惑。
7、史料是死的，但可以做不同的解读，所以看到了一个不同的慈禧！
8、好一个白莲花老佛爷
9、完全颠覆对慈禧的认识，历史长河中，浪沙淘尽英雄，慈禧算不算英雄暂且不说，但她确实是中
国历史上不得不议的一位老佛爷。对慈禧已经路转粉
10、已三观尽毁。没有能力辨别作者的论述，但总感觉好像在很刻意美化。如果作者说的确实，近代
史的论述需要全盘改写，光绪是个木头瓜子，康有为是狼子野心，慈禧才是承担中国期望的改革派，
发起了戊戌变法。同时她还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好姐妹和好母亲。
11、虽有美化慈禧之嫌，但比大陆写得好，评价尚显客观。
12、这本书其实是没有读完，标记一星也就不准备继续读下去了。作者对于历史缺乏应有的尊重，更
重要的是一个没有历史理性视角的人应不应该去写史——或者说把这本书当做小说，是很可以打发时
间的；但当作者自诩为学者作家的时候面目就可憎了。
13、颠覆了对慈溪的所有认识
14、假亦真来真亦假，历史究竟什么样子不得而知。觉得慈禧有她的历史局限性，但至少垂帘听政绝
不比爱新觉罗家的男人差，同治中兴是她的功劳无疑。看完想去逛逛皇太后的颐和园。
15、给人一个全新的慈禧形象。总体感觉缺少一点研究的严谨性，作者主管揣测多一些。可读性很强
。不失为了解一下慈禧的好读物。
16、把一整個中國的敗局 甩給一個十多歲入宮 沒有受過完整教育的女人 是一件多麼便宜又輕鬆的事
情 好在張戎讓我們看到了歷史人物的另外一個面向 
17、延续作者一贯的风格——矫枉必须过正
18、张戎一直是个颇多争议的有强烈主观色彩的传记作家，这本书对慈禧颇多褒奖。在那样一个特定
的时代，做了一些改革也确实既是偶然也是必然，我相信慈禧还是做了一些开放进步的事情的。。。
那时候皇帝作为男性君主也是太弱，所以时代必然选择一位那就是慈禧。。。
19、张戎写作最大的特点，就像天朝的电视剧一样，好人永远好，坏人一直坏。毛泽东是恶魔，慈禧
是天使。唯一好在叙事性不差。。
20、如果把她还原的一个丈夫和孩子早逝的女性，也许你就会觉得她绝非一个被维新派妖魔化的守旧
人物，而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她尝试了100年后政治人物都未能或者未敢尝试的改革。
21、一个被维新派妖魔化的女性如果回到她所处的时代当中，你也许就好明白她是如此不易。她也许
尝试了100年以后的政治家都没能完全尝试的事情。
22、这是老佛爷吗？这不是总设计师嘛。
23、彻彻底底的洗地书，此书不应该叫《慈禧》，应该叫《我眼中的慈禧》，从慈禧嫁给咸丰之前，
慈禧就是好女人好妻子好母亲好姐妹，所有在她身边阻碍了她掌权的人都是目光短浅毫无建树的蠢男
人，美化慈禧的同时罔顾其他史料，把她的黑历史都说成是毫无根据的诽谤和嫉恨。同时又采用大量

Page 5



《慈禧》

当时外国人的日记和记录作为reference，吹捧洋人当年侵略只是为了开放中国市场，是为了帮助中国
！这书不配上架历史，简直是侮辱了历史！
24、係咪我睇得太多關於慈禧太后的書？還是中學時讀過的史料已深入腦根不能改⋯
書中慈禧太后的評論跟我所知的相距甚遠，觀點既野係因人而異既當然，但無限讚美讚到一點黑暗面
都無就太誇了吧﹗
25、未必是多么好的一本史籍，但是起码扭转了对慈禧很多不公正的评价。
26、一个人的另一面，区别与我们教科书的另一面
27、畅销榜第一的历史传记有什么魅力？首先史料丰富，大量引用一手二手材料；其次史观独特，为
邪恶女王慈禧翻案；还有就是张戎自身文字功力。然而感觉此书是矫枉过正，几乎事事都是正面评价
慈禧，就算是甲午义和团之类的屈辱史，也写成是委屈而为，或奸人设局。更没有道理的是几乎将所
有慈禧的政敌都只一面塑造他们的野心家形象，就算有功亦说成是慈禧的功劳。不过佩服此书的勇气
，以女权主义者的角度来说历史，试图扭转男性主导的历史视角，为中国女权主义找到根基。
28、亦真亦假谁知道呢，但总比单个角度去理解慈禧皇太后来得更全面些。
29、放了自己一个月的假期，有空就去逛书店，欣喜的发现《慈禧》这本书摆在畅销书的行列当中。
不知道内地现在有这本书卖了没？因为书里面的内容好多都是颠覆我们从小历史书的观点。

书中描述了慈禧，用现代话语来讲，她是一个女强人，她拥有非常开阔的思维，乐于学习西方的先进
知识。清朝后期的发展，其实都是来自她的。慈禧非常同意“落后就要挨到”这个说法。她派遣中国
使者、学生出使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知识。重用外国能人，塑造新中国的关税已经近代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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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精彩书评

1、今年2月在诚品书店买到了这本畅销书，一开始以为会看不下去：大部头加上直板繁体，没法在地
铁上看，不过还是会每天睡前翻几页。读张戎的《慈禧》，作者凭10年前的老毛传记闻名，对于史料
把控确有独到之处。从小对慈禧的印象是奢华无度，心狠手辣和专横跋扈。前者的罪证是挪用海军衙
门购舰银子修颐和园（其实多几艘速射炮快舰也无法改变甲午战败的结局：一个中世纪的组织有了坚
船利炮，也会让其烂在船坞里），后者却是每个独裁者的通性，套在好多人头上都适用。和教课书里
“顽固守旧”的标签相反，慈禧是一个开明和务实的人，且好奇和好学。从和英法合作铲除荼毒长江
中下游十多年的太平天国开始，到同治中兴打破祖制任用曾胡左李等一干汉族名臣任封疆大吏，再是
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 一个不知变通，墨守成规的独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慈禧当权让清王朝多活
了50年，不然咸丰的儿子就可能是末代皇帝：太平天国捻军和英法联军的南北夹攻，经济上的困顿多
年，天朝只能破产。看看康雍乾盛世声望最高的乾隆干的好事：1757年开始的海禁直接让闭关锁国的
政策毒害了他的子孙。英国无法贸易，法国无法传教，百年后的鸦片战争因此而起。康熙常在承德猎
虎，乾隆能滞留江南猎艳，咸丰同治光绪只能在内忧外患中拜拜祖庙。“皇上考虑的是怎样治理他的
帝国，关上门来当然容易的多。” 可能在朝鲜的教科书中，日成正日正淫祖孙三代就是康熙雍正乾隆
的转世，因此可以整天歌颂宇航员登上太阳或者主体思想永不倒。慈禧晚年的污点一是囚禁光绪杀六
君子，二是对八国宣战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前者只能怪光绪政治经验不够，凭几个军机行走走秀，拉
几个巡抚点赞只能吸引点口水和眼球，距离夺权之路太遥远。后者就是自卑和盲目自大的传统思想作
祟：以为靠几堆被袁世凯从山东逐出的神汉痴婆就能天下无敌，那么每天在家烧香和拿针扎小人就足
矣了。本书才看了四分之一，对于恭王也提起了兴趣。2015.04.17
2、继续读《慈禧》，此时同治已崩，同治的堂弟光绪也已十六岁大婚，到了亲政的年纪。3岁起登基
，慈禧垂帘听政13年后，光绪的亲政并非课本给我的印象“万民欢呼，恭迎少年天子”云云，反而诸
重臣李鸿章为首忧心忡忡，连光绪的父亲醇亲王都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块料...... 要知道光绪同治两代
帝师翁同龢对于光绪的评价是很高的，从小勤识苦读，通晓四书五经儒家经典，熟练掌握汉满蒙语，
还经常作诗体恤民间疾苦，好俭忌奢。简直就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皇帝！相比他的前任同治不学无术
，上课打瞌睡，熬到下课就溜，光绪显然被保守派视为推翻慈禧为首“开明派”的希望。没错，教科
书中的老顽固慈禧才是引领中国改革的先锋。她任命英国人赫德执掌海关总税务45年，位居一品，贡
献了三分之一的财政收入。1867年，慈禧派遣美国人蒲安臣为首个外交使节领使团访欧三年，建立了
平等的外交关系。曾纪泽等驻外公使有Home Leave之类的津贴，待遇优厚...电报开矿铁路这些洋货都
是她顶着压力引进来的。慈禧的“改革开放”功绩应该在百年后的邓公之上。光绪虽然能读书，但是
他的老师翁同龢不识洋务，且找机会就对开明派口伐笔诛。经典史籍上面能教你如何应对红毛国，蓝
毛国，绿毛国？一个关外刀马民族之后的皇帝，不会骑马，只在御花园骑木马；不愿出游，喜欢把自
己关在紫禁城内；他宠幸的珍妃喜欢打扮成美少年......好吧，这样的怪怪小鲜肉要是能成就10年后的“
戊戌变法”，我才不信。况且戊戌变法的起因中日甲午战争赔款两亿，就是赢弱光绪在主战派翁同龢
鼓吹下打起来的。如果光绪从未亲政，那么清朝的中兴会延续，说不定真的可以在1905年君主立宪：
如果光绪也像同治一样荒淫无度死于梅毒，对政事毫无兴趣，让职业政治家慈禧持续掌舵，还会不会
有“庚子之乱”的四亿五千万赔款？
3、本文是转来的，看了这本书西逃一张，作为西安人对慈禧在西安的故事感兴趣就找来看看了。也
许不该发在书评，喜欢的您就看看，不喜欢的就绕道吧！慈禧太后在西安　　文/家住未央　　庚子年
闹义和团。扶清灭洋，杀洋人烧教堂，八国联军就杀进了中国。晚清中国腐败软弱。没有几天就叫这
帮王八蛋打进了咱的首都，慈禧带着光绪皇帝就滑了点。经怀柔到怀来进了山西。到太原住的是晋祠
，听说八国联军还不得完，非要到太原寻慈禧的麻达。慈禧和光绪就奔了西安。出北京的时间紧迫，
就领了几十个人，从太原往西安走时就不一样了。陆续到太原各衙门官员，护驾勤王的部队就有四五
万之众。慈禧光绪就领着这四五万人浩浩荡荡的奔了西安。史称庚子事变，两宫西狩。　　母亲的老
家是山西人，先祖为晋军参将，从军太原府，护驾勤王，就保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奔了西安。那时
的军队也没有想象落后，已不是大刀长矛的冷兵器时代，部队里用的全部是抬枪，抬枪是什么样的？
现在已经不知道了，查了许多的书也没有搞明白。据说是枪管特别的长，两个人抬着打，估计就是土
枪吧。先祖们就是抗着抬枪保着慈禧到西安。慈禧太后也算是国家领导人，过去的人尊敬她，不叫名
讳叫太后。后来慈禧和光绪隔了一天都毕了。宣统就上了台，隆裕也就成了太后。为了区别把慈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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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了老太后。隆裕以后就清家就完了蛋，再无太后。老太后的称呼就这样一辈一辈的叫了下来。到今
天母亲说起慈禧太后还是叫老太后。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要到西安的消息传来的时间，西安城轰
动了。满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不论是官员衙役，普通百姓就如过年一样的兴奋。想想也是，自从唐以
后，紫气东移，长安成了废都以后，这是不得了的事。皇权无上的年代，能见天颜他先坟地都冒青烟
。就如秦腔戏里唱的：我爷见过皇上的面我婆跟娘娘吃过饭，这都是光宗耀祖的事情。那边太后出了
太原，西安这边就开始打扫卫生了，收拾地方。黄土垫道净水泼街，一口气就整了半个多月。慈禧太
后到的那一天，从灞桥开始陕甘行省西安府还有西安府下辖15县，据说乡已上干部全部到位。在灞桥
就开始接了。老百姓人山人海看热闹。慈禧太后慈祥站在马车上频频挥手致意。老百姓欢呼跳跃，现
在一般都是说同志门辛苦了，也不知那时间说的啥？　　出太原，离战火纷飞的京城是越来越远了。
老太后的心也按了下来，车到灞桥看着两旁夹道欢迎的老百姓，心里十分高兴，就停车下轿来到了灞
桥街道上。那是10月的天气，关中道上的农家正是收了包谷种过了麦的农闲季节。四乡八镇的人都来
看热闹。做小买卖，卖吃喝的聚集在此。老太后下了车看见路边有卖荞面饸硌的，看着奇怪？这是个
啥万货？老太后出宫时穿的汉家的老太太的衣服，大襟的蓝袄，朴素的就如一个农家老太太。与重不
同的就是一双大脚。满清时汉人的女性缠足，满人不缠足。西安人就没有见过大脚的女人。卖荞面饸
硌的姓王，是个中年人见个赶紧招呼：老嫂子吃一碗，聊的很。老太后问：这是什么？老王说：饸硌
。陕西话生硬。老太后没有听明白：呼噜，打呼噜？话没有说完自己倒笑了起来。大家也跟着笑了起
来。　　从临潼出来已经走了半天，肚子倒真的饿了。就坐到摊子上。老王就给调了一碗，许是真的
饿了，许是山珍海味吃的多了。老王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慈禧太后，穿的也不咋样，估计是皇上他妗子
吗啥。就边谝边给调了一碗，调和给搁的美。一口吃下去酸辣香，味道香是饸硌筋。特别的和胃口，
一碗吃完了不过隐，又要了一碗。两碗吃完说：与重不同。老王说：要是味道好你住到西安城了咱就
是乡党了，没事就过来吃。俗话说：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老太后爱抽烟，抽的是水烟，跑的时
间仓促，烟袋没拿，一路光着急了，就没想起来。吃饱了饭见老王抽着旱烟就犯了隐。问你抽的啥烟
？老王说：咱自己种的旱烟，你也尝一口。老王装了饱饱的一锅子就递了过来，李连英打了火镰点了
烟，老太后一抽过隐的很：你这味道比云南上贡的烟丝味道都好。陕西人爽快，老王便说：你在感觉
味道好你拿去抽去，说着就从腰里解下了烟荷包。老太后没有客气，就拿上了。　　吃了饭抽了烟就
继续走。老太已走，咸宁知县一头的汗跑到老王跟前：你胆子大的很，把圣母皇太后叫老嫂子。把老
王吓了一身的水：我还当大不了就是皇上他妗子，原来这就是慈禧太后呀，看这人聊的很呀，朴素的
跟个咱乡里的老嫂子一样。老太后进了西安。老王的烟袋就再也没有还给他，据说在西安一年的时间
，老太后一直抽的是灞桥老王的那一把旱烟袋。半个月后西安府敲锣打鼓的把老太后手书的一个金字
大匾挂到了老王的铺子里，上书：与重不同。自此灞桥的荞面饸硌就出了名。老匾早已不知去了那里
，但现在灞桥王家的荞面饸硌后人还在经营着，据说味道不错。　　过了桥经柳巷到梆子井。老太后
就跟李连英谝了起来。都说八百里秦川民风淳朴。你看到底怎么样？小李子说：我看是不假，刚才你
吃饭，我去给钱人家都不要，您想抽烟人家连烟袋都送给您了。太后说：那也不一定，两碗饭值不了
几个钱，他知道我是谁也不敢要钱，如果撩个金子他给我送回来，那才叫真的民风淳朴。为啥这样说
？老太后想起了一个故事。清家入关200多年。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皇帝一般不到处巡游。加上
光绪和慈禧就两朝的皇帝到过陕西。前面的一个就是康熙皇帝。康熙到陕西就去了咸阳的五陵原上朝
拜西汉诸陵。康熙是马上皇，去咸阳就骑的是马。一不小心不知走到那里就把错金的马镫丢了一个。
　　等发现的时间已经走的很远，想着肯定是找不见了。但陕西巡抚说：八百里秦川民风淳朴只要是
丢在陕西了就一定可以找见。大家就往回找，一直走了13个村，到了第13个村一看。村民拣到了马镫
，害怕丢的人着急，把马蹬挂在了村边的大树上。这就我们陕西民风淳朴的写照。今天你走在西安城
里，谁家小娃的鞋不见了，你去寻，路人拾到一般就给你挂到了树上。康熙大喜，赐这13个村都叫蹬
村。村民就跟八旗子弟一样，世代包衣食皇家的俸禄。从此咸阳原上就有了一蹬13村之说。　　老太
后就想效仿康熙帝的办法试一试西安人到底淳朴不淳朴。过了十里铺往东关走，在今天动物园路边有
一个无名的小村。两旁欢迎的人还是很多。老太后就拔下了自己头上的金簪仍到了路边。这村的一个
农妇周王氏检到了金簪。慈禧太后的金簪与重不同，是纯金打制上面全部是金花。有人说：你这一下
可发了财。庚子年陕西大旱老百姓生活困难的很，有了这金簪送到当铺，就足以过了年馑。周王氏不
是这样想的，不是咱的就不是咱的，这皇上跟太后的大队人马才过去。这肯定是京城来人丢的。咱拿
了这金子不是叫北京人把咱陕西人看遍了，随把金簪就交给了咸宁县的衙役。　　老太后仍了金簪就
进了八仙庵。老太后信教，不但信教还是什么教都信。本来满人信的是萨满教，但他自己主要信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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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的人说他是观音菩萨下凡，他就坡下驴还打扮成观音照了几张相片。八仙庵是道家的，他也信
。太后进西安第一个进的就八仙庵烧香，走的时间出南门还是绕到八仙庵烧了香才走。八仙庵的全称
赐建万寿八仙宫就是慈禧太后所赐。说太后到了八仙庵香才点上。咸宁县跟西安府的人就到了。以为
是下人丢的，一打听我的妈呀？原来是老太后的东西，太后看这金簪感动的流下眼泪，他被西安淳朴
的民风感动了。对小李子说：看见没有这就是西安人，真不愧是汉唐帝都，民风淳朴呀。重赏了周王
氏，那一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就赐名金花落，百年以后名称依旧，也就有了今天的金花路。　　从太原
到西安路上走了二十六天。清家时西安有满城，原来的打算行宫在满城。到了满城一看不太满意，就
住到了南院门。南院虽好但比不了北京的紫禁城。太后无比的伤感，内忧外患。想当年在北京吃的是
满汉全席，一顿饭就是一百多个菜。到了西安没有了那个条件了。内忧外患到处都有用钱，老太后下
令从自己做起减少费用，一顿饭就是四个菜就可以了。这消息穿出来，感动了天下的百姓，感动一个
人。就是咱泾阳县安吴家的掌柜的。　　安吴家掌柜是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一般。安吴本是大家，可
她嫁到这家以后没有多久，男人就病死了。剩下了孤儿寡母，眼见这日子就过不下去了。这女人厉害
就当起了家，不但日子过下去了，还过的特别的好。领导了一百多长工短工把家里的千亩田地，油坊
买卖管理的井井有条，时是渭北第一富户。听到了老太后到西安没有钱花手里紧，套一个马车倾其所
有，拉了一车的银子就进了西安。　　到了西安见了慈禧太后就把一车的银子捐献了。俩人一谝。越
谝越投机。为啥？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孤儿寡母都是当着一个家。不过一个是国家一个是自己的小家
。有着一样的不容易，慈禧太后是边说边哭，女人也是边哭边劝。女人的精神打动了太后，老太后就
把这女人认了干女，从那已后就太后就在咱西安也有了亲戚，那女人也贵为公主格格。等再西安安定
了，太后就想起了他的干女。出三桥到咸阳奔泾阳演了一出看女的戏。先到咸阳上凤凰台观清渭楼。
吃了咸阳的虎皮唐，这虎皮糖是咸阳第一特产，明朝就有，太后一吃是特别的喜爱，闲名字不雅，随
赐名“琥珀糖”。可惜这几百年的特产，现在已经没有了。　　到了泾阳看了他女。再浪了三原，朝
拜的城隍庙，吃了廖花糖，走草滩过河又回到了西安。第二年才回北京去，在西安呆了11个月。慈禧
太后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也是历史上的一个反面人物。看一个人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清家时中国的
落后腐败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扭转的。他在西安呆的时间不长，但废科举兴报馆的决
定都是在西安做出的。有人说华商报办的好，那是风水原因，因为中国办报纸的根在西安。　　老太
后在西安呆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许多的传说。说他爱吃也不过就是一碗葫芦头，两份荞面饸硌，三
斤腊牛肉的事。我对历史不懂，也没有去研究过，也许他是一个坏人。也许他就是那个穿这大襟蓝袄
，抽这老王的旱烟袋，跟他的干女边说边哭的老婆子，一个女人管理着一个内忧外患的国家，也有她
的难处，也有着许多的不容易。历史已经成为历史，传说它就是传说。也有的人说她辅助三朝巾帼英
雄。在我们这些当年保这慈禧太后到西安的那些人的后人眼里，她就是当年那个老太后，一个慈祥的
老太太。　　家住未央   2005.11.18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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