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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内容概要

《紫禁城的黄昏(套装上下册)》是一部个人的、怀旧的故事集，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
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其时，中国媒体针对庄士敦本人和溥仪有
诸多的责难，而庄士敦所关心的，显然只是他对那些年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可以对那些责难作出一
劳永逸的反驳。为了回应对他和皇上的批评，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
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
，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
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
《紫禁城的黄昏》的叙述略带忧伤，寄哀于现代世界中中国不断沉沦的命运。然而，尽管作者意识到
中国文明的辉煌已成过去，但《紫禁城的黄昏(套装上下册)》并非满篇哀鸣与幻灭之词。相反，庄士
敦在书中表达了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诚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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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庄士敦 译者：惠春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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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臣僚们在谈论慈禧太后时，用了很多恭敬的词语，但她对中华传统文明的继承、实践还不
及万一。她的品格修养并不符合儒家传统的伦理规范(这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无法与那些为中国文
化奠定基础的贤哲们相提并论。1897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名叫林秀川(音译)的高级军
官仅仅因为在宫中觐见时稍有怠慢，下跪时失仪，便被慈禧太后处罚，将其罢官褫职。而与慈禧太后
惩罚无礼者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汉代正史所记载的一位州县长官。某人对这位长官不敬，被带
到他面前领受惩罚，但这位长官却并没有处罚他，似乎也从没想到他会来领罪。他说：放了他吧。他
如此无礼，并不是他的错，而是我的，是我没有管教好他。如果有人把这个故事告诉“老佛爷”，或
许不能博君一乐，但应该会让她深思。最近，罗伯特·拉诺恩先生告诉我们，如果打开历史的画卷，
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杰出的女性(维多利亚女王除外)往往都是“猫一虎式”的人物。笔者认为，慈禧
太后就是这种类型的人。当然，如果参照中国帝王的象征，我们应该称她为龙类。这是一种善与恶并
存，比猫、虎更令人敬畏的动物，但它也更加残暴。前面我曾经叙述过，慈禧太后热衷于扮观音菩萨
。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她相信，她就是菩萨的化身，而宫中诸人的阿谀奉承，使她更加坚信这一点
。1908年中国发生了两尊活佛准备会面的事件，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一个不幸。当时，除了慈禧太
后这尊观音菩萨的化身外，中国还有另一尊活佛，就是西藏的达赖喇嘛。根据藏传佛教的教旨，他被
认为是佛在凡间的代表。这一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位于山西省的佛教圣地五
台山的一座寺庙。当时，我恰好在中国西部游历。1908年夏，经过特许，我得以单独拜见达赖喇嘛。
没过多久，也就是1908年9月，西藏活佛接到了北京活佛的邀请，从五台山来到北京。两尊活佛同时驾
临京城，极一时之盛。可惜好景不长，在达赖喇嘛抵达京城后短短几个星期，便只剩达赖喇嘛这一尊
了。达赖到来，慈禧驾崩。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得京城百姓纷纷传言，两尊活佛，或者说同一尊菩萨
的两个化身，不能共处一地，否则便会相克。而且一尊活佛去世了，将召唤另一个活佛跟着去。但后
来的结果是，达赖喇嘛并没有随慈禧太后而去，倒是辛亥革命接踵爆发了。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慈禧太
后和光绪皇帝的关系。据很多老太监说，他们母子交恶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我还听老太监讲过
一个故事，一个不了解中国古代习俗之人很难理解的故事。当时，很多中国人都相信，年长之人生病
，只要服用他的儿子、最亲近之人、最忠诚的朋友或者仆人的股肉作药引的良药，就能恢复健康。这
种“割股奉亲”的传说突出表现了中国人的孝道已经被附着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神秘色彩，它要求人
们付出极其痛苦的代价来尽孝。这个故事的内容是，日俄战争后不久，慈禧太后身染重病。一日，光
绪皇帝前去请安探视。除他们二人外，唯一在场的是总管太监李莲英。光绪皇帝在她身边服侍。慈禧
太后用一种自怨自艾的口气缓缓说道：“我知道我去日无多，现在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治好我，但却无
人愿为我牺牲，制作药引。”她一边说，一边观察着光绪皇帝的反应，然后又看着李莲英。尽管他们
都知道慈禧太后所指的那个药引是什么东西，但都默不作声。没过几日，“老佛爷”的病便迅速痊愈
了。她注意到，李莲英连续多日未曾当值，就询问原因。李莲英手下的一个小太监告诉她：李总管生
病了。他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作为药引，奉给太后陛下疗疾服用了。据这一说法，从那时起，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恩宠有加。而光绪皇帝，作为“老佛爷”的儿子，却未能尽子女的孝道。慈禧太后
认为此事让她颜面尽失，因此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位皇室成员向我叙述了这样一件轶事，关
于可怜的“囚徒”光绪皇帝与威严的“女牢头”慈禧太后最后一次会面的情形。光绪皇帝被囚禁后，
他的职责或者说对他的惩罚，就是每天仍需给慈禧太后请安，匍匐在她的权势下。这本是宫中例行的
规矩，但慈禧太后此举有其深意。部分是因为她需要时时确认他仍是自己的囚徒，获得满足；部分是
因为她要羞辱光绪皇帝以满足其邪恶的欲望。1908年秋天的某日，光绪皇帝到宁寿宫履行自己的例行
职责——给慈禧太后请安。此时，他已病人膏肓。在太监的搀扶下，他步履踉跄，头颅低垂。他深知
自己命不久矣，却还勉力支撑来到慈禧太后的寝宫，准备像往常一样下跪请安。他的虚弱和憔悴让慈
禧太后大为震惊，泪水贮满眼眶，滑过脸颊。身旁的太监忙不迭地给她拭去。双方对视沉默着，空荡
荡的宫殿里无声无息，死一般寂静。忽然，慈禧太后打破了沉寂，对光绪皇帝说：“免跪起身吧！”
但疲倦的皇帝还继续跪着，用几不可闻的声音喃喃自语道：“跪着吧，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了。”事实
证明，这的的确确是最后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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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编辑推荐

《紫禁城的黄昏(套装上下册)》是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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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精彩短评

1、很早就想看的一本书，很好
2、挺好，就是再便宜点就好了
3、书送来时。。。物流公司啊！把这么好的书给摔了！摔了一个角。。。。。。但一点也不影响我
的兴趣。。。嘻
4、侧面了解那段历史，还有不少作者本人的政治思考，很中肯。
5、他显然是实行他的诺言的，虽然不一定是永远实行，虽然不一定是行之有效。
6、作者以独特的省份、独特的视角，在清末民初易代之时，告诉了我们不为人知的另一端历史
7、印刷的质量非常的棒，是我看过的印刷质量最好的书。不过内容，不太喜欢，不是我想看的书，
可能是外国人的行文习惯咱不适应造成的影响吧。不过还是珍藏了，毕竟印刷手感很好。
8、本来早就读过英文版，前一段重温《末代皇帝》就又入手了这中文本
9、庄士敦的书 对了解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很好的参考价值！赞一个！
10、孩子看完电影末代皇帝后要求买的，她很喜欢
11、原本对晚晴历史毫无兴趣，印象中就是混乱一片，时代的进程如同被不定期塞上了盖子，时而前
进时而倒退，乱象丛生。阅读的缘起末代皇帝的电影，恢弘唯美的画面把溥仪的一生娓娓道来，引人
入胜。此书由帝师庄士敦写就，从第三人且是洋人角度讲述了从戊戌变法至溥仪到东三省之间的故事
，行文之间无不感受师徒二人的情义深厚，也是中西文化相容相依的一个缩影。书中不乏慈禧，光绪
，袁世凯等人的奇闻，读来也有滋有味。只可惜注脚恼人，理解译者想还原最真实的历史，但让人不
断的在历史和回忆录中穿行，实在虐心。
12、看了电影再看此书，作者完全是溥仪代言人；不论民国和此后的中国多么混乱，满清和溥仪之流
都应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13、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末代王朝的印象，经典作品！
14、书收到的时候外面的保护膜完好无损，书也很不错，还附有一些插图
15、对溥仪早年的了解，这本书可能要比《我的前半生》更真实、更多一些。
16、不一样的溥仪。不一样的历史解读
17、看了几天这个，感觉内容很好，另一个观点了解了晚清小朝廷的景象。不过本来没多厚的书故宫
出版社非把它印刷成了上下本，这个很不理解，印成一本会更方便些。
18、文笔非常好
19、书是正版，包装精美，印刷清楚，性价比高
20、在不同的角度，历史也是不一样的
21、末代帝师的回忆录，内容很有趣，也很发人深思。溥仪是个可怜人啊
22、一面认识中国的镜子吧。
23、读了之后发现，有些东西确实和胜利者书写的有偏差。了解了退位皇帝的生活，知道了当年的政
治动荡。
24、作者自己的思维的角度
25、挺好的一本书  值得看看
26、庄士敦是一个很绅士的帝师
27、清末民初必看读本
28、很不错的一本书，还没看完，目前看了前几章了，与我的前半生是两个视角描写，推荐大家看看
。
29、因为重复点击，买了两套，请问可否退货，因为用的是300减100的礼券，可否更换同样价钱的别
的书？请回复，谢谢
30、挺好的，就是太薄
31、货很好，很喜欢！
32、送给朋友的粗看了下似乎还不错
33、庄士敦的书写的很有趣味，有时却也很主观，从一个洋人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于别的历
史书的故事！
34、这本书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了解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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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35、真好，希望大家买一下吧
36、剩下一点没看完，因为心情的原因，不过现在又有点后悔了。
搭着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还是不错的。尽管我感觉还是我的前半生来的好些
37、紫禁城的黄昏这本书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清末的故事，是本不错的书
38、书写得很好，都看完了。
39、从另一个视角，了解熟悉的历史，会给人更丰富的视野！
40、好书
41、1.先说书本身吧，印刷质量很好，纸张很喜欢，配图比较丰富，在许多地方，能够引用《我的前
半生》进行对比，这点比较赞。2.书中庄士敦记述了清宫小朝廷的日常，也展示了慈禧、光绪等人的
另一面。能给我们在所谓的课本里得到的，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既不是CCP也不是KMT的观点看
待当时的人或事。虽然一些话不中听，但是当时确实革命后几十年的战乱未必比几十年的改革好。3.
不足的地方可能也许就是庄士敦为尊者讳，活着由于他本身的君主立宪倾向，一些地方看起来可能会
政治不正确
42、我对于故宫特别着迷，可能是学习历史的原因，对于历史悠久的古迹很着迷，尤其是首都的故宫
，书还没来得及看的，不过给五分
43、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一切
44、回忆的 不只是一个人的历史
45、几个月前重温了《末代皇帝》，有了读此书的想法，书隔了两天才送到，印刷质量不错，上下两
侧都图文并茂，图片也很清晰，唯一有点不爽的就是每页的字较少，周围留了太多的空白，刚拿到书
，对内容还暂时做不了评价，准备先读了再说。
46、ok个人喜好
47、书收到后就看了，纸张不错应该是正品
48、书的内容写的很细致，有部分有意思，值得看。
49、不错的书，用洋人的视野来看中国。书籍本身质量也好，推荐！
50、这本书是侍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十几年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对清朝晚景及溥仪之后颠沛流离生活
的详述，是可贵的史料。其实，原书是英文版的，但由于自己英语水平不够，很遗憾，只能读译本了
。其中，我对“龙凤呈祥”一目录中，溥仪大婚的一些礼仪规矩及结婚场面比较感兴趣。虽然写的是
紫禁城的黄昏，但是还是有另一种略带小悲壮和小悲伤滴感觉，挺好看的。
51、有这么多译本？
52、好痛好重的历史⋯⋯
53、一直惦记着想买
54、不知是翻译还是排版印刷时的错误243-244两页将陈宝琛和陈宝箴的名字连续搞混！
55、很不错的书，装帧的也很好，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历史图片，文字和图片印刷的很清晰，可惜不是
一版一印，是一版二印。很值得阅读，但不太值得收藏。
56、好看很好 喜欢这个类型的书
57、忠臣。所讀為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版，不同版本似乎略有損益，對於原文的刪減修改是免不了的
。
58、庄以自己的视角描述了那段岁月。有真实，有臆想。读友参看一下而已
59、这个版本比较全
60、庄士敦写的，翻译的还可以，图片一般
61、包装很好，还没看，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62、翻过。很多珍贵照片。前言的御笔应该是郑孝胥代笔。溥仪英文书法不错。上课安排比较意外：
早五点半上课至十一点半，下午一点半开始。没有星期日。
63、基本上很多事，都参考过《我的前半生》等其他著作，有比较详尽的解释
但是，这个苏格兰人本身写得太烂了，屁股决定脑袋
64、我是满族人,对清代的事情非常感兴趣,虽然是清代末年的事情,但是我仍然像了解
65、好，美中不足是书的正面被什么东西硌了两块硬伤，影响了品相
66、刚买回来的时候，书籍破损了，于是申请换货，换回来的品相就很好了。希望当当以后多注意，
给书籍外面加个纸盒费不了几个钱，总比来回退换货省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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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很喜欢内容，亚马逊一如既往的好。
68、还不错，正在看，纸张很好.
69、可以看出庄士敦一心想君主立宪，可惜辛亥革命之后就不被时代允许了
70、翻译得语言很生涩，不适合兴趣爱好者阅读。
71、当当就是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哇哈哈哈哈
72、包装很好，内容充实，以外国人的眼光看待那个特殊的时期~
73、对下半部更感兴趣，可惜只是匆匆翻完。
74、装帧略显粗糙。总体还不错。
75、质量好。图片清晰。分成两本印刷有点浪费。
76、错字满纸，陈宝琛和陈宝箴屡屡互讹。
77、刚收到货就降价了，三本书一共降价20多，买早了
78、恩，跟《我的前半生》一起买的，然后先看的《我的前半生》，一样的历史背景，一样的历史，
所以有些内容有些重复了，还没看完。
79、好细微 为溥仪从一而终的英国帅大叔><
80、但其中一本是二手，所以拒收。
81、今天中午到的，还没看。。看外表应该还凑合
82、发货很快，就是书角有些折了，纸张还可以.
83、写的还是很文艺的！回忆了很多往事
84、书是正版的，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内容也很不错，以庄士敦的视角还原了近代史上的中国，值得
一读。推荐。
85、好书，推荐，质量也很好~~！
86、买了《紫禁城的黄昏》和《我的前半生》，两本书相互补充
87、一个外国传教士视角中的清朝末年
88、刚拿到书，粗略的翻看了下，很不错，内容待考
89、这个版本的书值得看。
90、历史不应该只有一面之词，庄氏的书正是另面之说。作为亲历者，又是以外国人的视角看问题，
别有辅证的价值。
91、看完末代皇帝就非常想看这本书，想了解一下溥仪
92、有些低级错误，比如好多地方把陈宝琛和陈宝箴混淆、把郑孝胥的字既写成苏堪、又写成苏戡。
93、这个系列很感兴趣 真实 就是力量
94、看起来很厚实，很大气，很高档，不错哦~很值得收藏。。
95、带有明显的作者的个人色彩，很多事情都是从一个外国人和逊帝支持者的角度来解读的，但从这
个与我们接受的教育完全相反的角度来看这个特殊的时期也是必要的。
96、不知道内容Ruhr
97、即使在庄士敦那个时代和个人经历的立场看  这本书的观点都算是独特了  可以作为历史的一个侧
面  权且看之
98、早就看过《我的前半生》，在媳妇儿的强烈要求下，买这个继续学习
99、翻译的风格不喜欢，让人感觉是从英语硬译过来的。
第94页第2段译得完全不对。
100、与我之前想得不太一样。 作者有自己的局限性，但是译者你更不应该把你自己的意思强加于读
者吧？ 
101、翻译/校对人员也太粗心了!或是水平问题!第243页起,把溥仪帝师陈宝琛和陈宝箴混为一谈!        陈
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人,同治进士,历任内阁学士等职,清帝逊位后,仍以帝师身份留在清宫. 陈宝
箴(1831-1900),江西义宁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一年荣禄荐任湖南巡抚,因推行戊戌新政(1898)革职赐死.
子陈三立(散原先生),著名诗人,孙陈寅恪为大学者,三代都是杰出人物.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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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三年多前，我曾策划出版了《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作为名著，此书译本甚多，但此前几版译本
，并未全译，或认为“无必要”，或认为“平平无奇”，而删掉该书的前八章，几近全书三分之一的
内容。至于书后所附总索引、人名地名索引，更是乏人问津。故当时的出版意图，是想原汁原味展现
原版的魅力。在版心边加了英文页码；请人翻译了总索引、人名索引；书中所用图片，也只是用庄氏
原书所附四十余幅，不再另配。唯一有所区别的，是添加了注释，但也多以解释、介绍为主，甚少批
驳者。在编辑过程中，我发现，虽然此书是当事人写当时事，具有口述史的价值，但一则庄氏时时采
用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二则当事人对自己及与自己利益攸关者，难免有溢美之处；再则当局者迷，所
述难免有偏颇之处。所以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做一解读版，同时也希望发挥手中掌握的丰富图片
资源价值，可以相得益彰，可惜一直未有机会。2009年，紫禁城出版社策划出版“晚清宫廷见闻”系
列丛书，对晚清宫廷亲历者所写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紫禁城的黄昏》作为书写晚清宫廷史的名作，
当然在列。编辑不满意此前几版译本，欲请人新译。我便揽下此事，一偿所愿。但因本书篇幅颇大，
自己也有工作在身，无力抽出大块时间翻译，所以邀请了惠春琳、李亚敏、付瑞红三位女士同译，再
由我通校，以统一文风。具体分工如下：陈晓东（自序、一至七章）、李亚敏（八至十三章）、付瑞
红（十四至十九章、二十五章、尾声）、惠春琳（1985年英文版序言、二十至二十四章）。记得当年
读杨绛先生的文章，写翻译《堂吉诃德》的过程，已知道译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及至自己翻译，
越发觉得是这样。尤其是外国人写的有关中国的书，更是如此。所幸本书所记述的事情，与我所学专
业相近，所以尚未觉得困难重重。但个人阅见有限，动笔之后还是有很多困难源源而至。首先是语言
，以前读过很多译作，每每遇到英国式中文，都颇觉牙碜而大为扫兴。但在自己翻译过程中，却时时
陷入英文语法中难以自拔。有时为了一句话，要反复推敲许久仍找不出合适的译法。全书完稿后，曾
通改四五次，也还未能令自己满意。其次是人名，由于译法与今日有别，加之庄氏称名、称字、称号
无定式，生怕出现“常凯申”、“孟修斯”这样贻笑大方的错误。所以对于书中所出现的人名，都是
再三查询，务求每个都有确实对应。但有些不甚显著或无名之辈，到万不得已之时，仍不得不采取音
译。只得在原文中注明，待日后查出以便再版时改正。本译本比较用力的地方是图片和解读。书中所
用图片，除了庄氏原版所附外，还增加了一百余幅，许多是清宫旧藏的老照片，读者较少见到。如溥
仪所画漫画《杀孙图》等；端凝殿所储溥仪剪下的辫子；庄士敦养性斋书房及授课的毓庆宫东里间内
景；等等。还有一些史证类的图片，如宫中节庆时的乾清宫及廊下“中和韶乐”乐器图，可以让读者
大致了解宫中节庆时的景象；坤宁宫内景，可以让读者了解宫中朝祭、夕祭供器摆放情形，地上所铺
绿龙纹栽绒地毯亦系宣统朝所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以图证史，或可有所裨益。至于解读，主要是
对庄氏所述，采用了相关史料和研究成果做了一些解释和批驳，尤其是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作
为共同经历的两位当事人，对同一件事情的叙述此略而彼详，如有价值，都尽量注出，以便读者更好
地了解；对于两相矛盾的，也都作为一种说法，胪列于注释中。但考虑到溥仪的这本自传是以 “溥仪
认罪书”为底本，经过他人“修改”而成，难免有“自诬”、“诬人”的成分，同时又是特定历史时
期的特殊产物，究竟有多大程度是代表其真实态度尚未可知。以《我的前半生》纠正《紫禁城的黄昏
》，未必就意味着还原历史，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故对于溥仪书中所述内容的使用都审慎判断。至
于二书叙述矛盾者，也只是胪列，孰是孰非不妄作判断。此外，本书还删增了部分内容。因不再加添
英文页码，要将后附的总索引和人名索引一一对应原文，工程量巨大，考虑到实际的出版操作，所以
不得不忍痛删掉。增加的内容主要是附录部分，包括伪满秘书处所译《紫禁城的黄昏》和其时国外部
分报纸关于溥仪生活的报道、采访等，皆是伪满宫廷旧藏史料。旧译虽不免有“林纾式”翻译，但语
言简洁、典雅，特附于后，让读者领略彼时文风。本书付梓之际，心中感慨万端。感谢高成鸢先生，
得知我在翻译此书，主动提供珍藏的《紫禁城的黄昏》1934年英文原版让我参考；感谢宫廷史专家苑
洪琪女士，不厌其烦为我解答宫廷史和礼制方面的问题；感谢1989年版译者马小军先生，为我推荐了
三位优秀的合译者，并授权我使用他所写中译本序；感谢左远波先生，为本书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宝贵
意见；感谢三位合译者，她们去年底已经交稿，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迟迟未能付印，希望她们能够
谅解。同时，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亦请读者批评指正。陈晓东201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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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紫禁城的黄昏》的笔记-第236页

        

2、《紫禁城的黄昏》的笔记-第113页

        起义的发生，并非是因为事情到了最坏的地步，而是因为人们想改善当时的情况，因为人们已然
尝到了进步的好处，愿意为彻底的改变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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