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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作者简介

喻大华，男，汉族，1963年2月23 日出生，辽宁省辽阳市人。先后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山东大学、
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自1993年以来，在《光明日报》、《学术月刊》、《近
代史研究》、《南开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历史教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博士
毕业后他在辽宁师范大学任助教，2001年晋升为教授，研究方向为晚清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现
任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讲中国史学史、史学论文写作、中国近现代
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等课程。出版《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研究》、《道光皇帝》、《嘉庆皇帝
》、《咸丰皇帝》等著作，参编著作近十部，发表论文五十余篇。 2008年10月13日首登《百家讲坛》
，讲解《道光与鸦片战争》。 2009年3月9日，他携新作《喻大华评说嘉庆王朝》重登《百家讲坛》。
2009年11月24日，他再登《百家讲坛》，主讲《苦命皇帝咸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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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书籍目录

一、慈禧的“算盘”
二、两宫驾崩
三、摄政王的苦恼
四、罢黜袁世凯
五、六岁退位
六、灰色童年
七、躁动的青春
八、日落紫禁城
九、被逐出宫
十、东陵浩劫
十一、津门彷徨
十二、潜往东北
十三、粉墨登场
十四、傀儡抗主
十五、关东军的高压
十六、政治联姻
十七、忍辱偷生
十八、末日挣扎
十九、伪皇退位
二十、沈阳被俘
二十一、引渡回国
二十二、洗心革面
二十三、走向新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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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章节摘录

插图：而且，溥仪长大成人之后，兴趣广泛，挥金如土。他订了很多国外的杂志，然后按照杂志上刊
登的广告指示内务府给他买汽车、买钢琴、买钻石。溥仪一度喜欢上了养狗，养了近百条名犬，其中
从国外进口的名犬一条就达几千元。此外，溥仪还热衷“慈善事业”⋯⋯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溥仪
是个有钱的富人，所以，往往拿他当敲诈的对象，溥仪也愿意装傻充阔。前面说庄士敦发现溥仪视力
不好，请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前来诊断，诊断的结果是近视眼。溥仪要支付出诊费，但协和医院坚决
不收，表示他们志愿为皇帝服务，如果皇帝一定要出钱，建议捐款。于是，溥仪命令内务府向协和医
院捐款一千块大洋。这样一来，小朝廷的经济情况自然捉襟见肘了。为了维持庞大的宫廷开支，内务
府只好变卖宫中的文物和艺术品。按说宫中珍宝的所有权不一定都属于溥仪，其中很多作为“国家财
富”应由中华民国继承，但由于一直没有区分哪些是溥仪的“私产”，哪些是民国的“公产”，加上
民国违约在先，所以，内务府先下手为强，理直气壮地变卖宫中珍宝，其中很多文物流入了外国人之
手。当时，北京的报纸一经披露，往往引得舆论沸腾，国会议员向政府咨询，弄得小朝廷压力不小。
后来，内务府想出了个办法，不卖了，改为向银行借款。众所周知，如果没有抵押物，银行是不会贷
款的。于是，内务府挑选一些文物或艺术品，押给银行，然后宣称等中华民国的拨款一到，立即赎回
抵押物。然而，民国政府的拨款肯定遥遥无期，内务府自然无钱还款，抵押期满抵押物全归银行，欠
款一笔勾销。这跟拍卖比起来，损失更大，因为抵押物的价值远远超过借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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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后记

1959年12月4日，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蒙受特赦，9日清晨，他乘火车回到了阔别三十四年的故乡北
京。按照其风靡世界的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思路，此后应该是他的“后半生”，但直到1967
年10月17日孤独地病逝于北京人民医院为止，其后半生仅有短暂的八年。此间，溥仪最初被安排在香
山脚下的北京植物园劳动了一年，1961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2年与李淑贤女士
结婚，1964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个政治身份。在溥仪
短暂的后半生中，他热爱新生活，讴歌新社会，珍惜改造的成果，以公民的身份为荣，受到毛泽东、
周恩来的多次接见。但也应指出，走向新生的溥仪依然不乏困顿和烦恼：他生活自理能力有限，难以
适应独立生活的环境；他人际交往经验不足，不乏天真幼稚的一面；他力图摆脱前半生的阴影，但终
究不脱“末代皇帝”的称谓。而且，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中，因疾病缠身又面临“文革”的政治气候
，风雨飘摇的晚景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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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编辑推荐

《末代皇帝溥仪》：从皇帝到公民的世界奇迹，解读溥仪别样的沉浮人生，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
。《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
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百家讲坛》栏目坚持“《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的节目制作理念，不断培养专家、学者的公众
意识，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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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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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

精彩书评

1、冯玉祥将清室逐出紫禁城，违背了不流血革命后民国政府的承诺，孙殿英盗掘清陵更是刺激了清
室，导致了溥仪产生了巨大的敌视民国政府的心态。加上手下人的忽悠下，去了东北，从此上了贼船
下不来了，不过溥仪要是在日本人逼他叛国的时候能够死国，倒也算一条汉子，也就不会被人诟病一
生了。
2、喻大华在百家讲坛上讲过末代皇帝溥仪，但我没看过，最近熟知了溥仪，于是去书店找书，最后
选定了这一本，一开始犹豫要不要买，毕竟怕书的内容和视频内容一样，但最后还是买了，花了5天
时间看完。让我了解了溥仪的一生，同时也了解了清朝末代的那段历史，如何受日本人的侵略，亡国
灭种。溥仪的一生是传奇的，2岁入宫继位，6岁就下台，之后又经历的复辟，以及做伪满洲国的傀儡
，最终，他从皇帝的宝座走下，归于凡人。这本书除了详细的描述，还很有意思，读起来并不枯燥，
我想了解溥仪的人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3、买《末代皇帝溥仪》这本书，起初是因为对晚清的历史很感兴趣。想了解一下中国最后一位皇帝
会有怎样的一生。便在网上搜到了喻大华的这本书。用了四天的时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给我的
感触很大，溥仪傀儡的一生，既有他自身的原因，也是那个时代一手造成的。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更
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他的悲剧性的一生更是那个时代劳苦大众的悲剧的体现。在历史的变迁之下，“
皇帝”的头衔给及溥仪的更多的是痛苦，是无穷无尽的责任。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溥仪，我建议买《我
的前半生》，是溥仪自己写的自传。
4、小时候曾经看过陈道明主演的电视剧《末代皇帝溥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溥仪和其他任何一
个皇帝不同，他是个处境尴尬的皇帝，一个令人想了解的皇帝。前几天看了百家讲坛喻大华教授主讲
《末代皇帝溥仪》，并买了书看，对这个末代皇帝的悲剧人生而感叹。他似乎还没出世就注定着自己
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末代皇帝”的命运跟随了他一辈子，他注定做不了一个平凡的人，过不了平
凡人的生活。虽然他曾经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危而卖国，曾经让东北人民沦陷，但我对这个“傀儡皇帝
”更多的是同情。生于末世运偏消，一个掌握不了中国命运和自己命运的皇帝。

Page 9



《末代皇帝溥仪》

章节试读

1、《末代皇帝溥仪》的笔记-电子版

        溥仪三岁登基，六岁退位，半生傀儡，半生忏悔，做过皇帝、寓公、执政、囚徒，未享父母之爱
、天伦之乐，长期生活在险恶的政治漩涡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中，最终改造成为一位普通公民。溥仪
的一生是一部传奇的书，是一个发人深省的世界奇迹

2、《末代皇帝溥仪》的笔记-第1页

        溥仪从出生开始就被其他人利用，一开始是为了皇权，悲剧的是自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得到皇
位，还没能真正明白和享受就别罢免，后来又因为脑子不够被忽悠到东北，作了傀儡，他能学习的榜
样就是郑孝胥席洽等一干汉奸，从而他也越来越谄媚关东军，因为这样才能好过点，最让人觉得悲剧
的就是他自恃日本天皇和他关系非凡而对关东军的态度变化那一段，真的打心眼里觉得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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