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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

前言

发挥优势创新发展开拓溥仪研究新局面    长春溥仪研究会会长、长春市政协副主席  万芝兰    今天，由
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承办的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经过精心细致的筹备策划，终于开幕了。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会议主办方，向应邀专程远道而来
的俄罗斯、美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向来自全国各兄弟省市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
崇高的敬意；向百忙之中参加今天会议的辽宁省和新宾县各有关领导和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
们长春溥仪研究会是2005年8月9日正式成立的。由长春市政协牵头，联合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吉林
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社会科研团体以及东北师范大学日本问题研究所、吉林大学文学院等单位
的专家学者组成，属统战性、学术性、民间学术团体。长春溥仪研究会办公室设在伪满皇宫博物院，
负责研究会的具体日常工作。    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皇
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战犯，到后来被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例。通过
研究溥仪生平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可以帮助人们认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由封建社会、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东北殖民地社会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变迁，从中展示弘扬中国人民在外敌入
侵殖民统治中表现出来的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坚忍不拔的伟大民族精神。通过研究溥仪从皇帝到公
民的转变过程，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了解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兼容并蓄大政方针的积极作用。通过研
究溥仪伪满时期的傀儡生涯，可以帮助人们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日伪政权反民主、反人民、反
人类的反动本质。通过研究溥仪投靠日本的可悲结局，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人民是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主
宰者，任何企图依赖外国势力达到个人目的的集团和个人最终是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没有前途，没
有好下场的。但溥仪的结局却是历史的一个例外。溥仪的前半生是一个民族罪人，对祖国和人民犯下
了累累罪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并没有把他推向断头台，而是以博大的胸襟对其施以人道主义脱
胎换骨的改造，使他在后半生成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一个有用之人。    大家知道，溥仪在长春伪满皇宫
居住了13年4个月零8天。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和一些被特赦的原国民党战犯一路同行，再次来过长
春。因此，他和我们长春市也就有了不解之缘。我们成立溥仪研究会，一方面，旨在进一步发挥人民
政协联系广泛的优势，团结联系有关溥仪研究领域的人士，扩大溥仪研究成果，进而深化对东北亚文
明史、中国近代史和东北十四年沦陷史的研究。同时，也有利于拓展长春市人民政协的工作领域，丰
富地方史和近代史料，增强长春的历史厚重感和学术地位，展示长春市的历史文脉，扩大长春市的对
外影响和对外开放。    近年来，对溥仪生平研究在不断深入，新资料不断发现，研究人员不断增加，
利用溥仪研究成果开发创作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影响逐步扩大，已形成了波及国内外的溥仪研究热
。    为国内外学者搭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的平台，既是溥仪研究的客观要求，也是溥仪研究学术团
体的职责所在。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于2006年在长春筹办召开了首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论
题涉及溥仪一生的各个时期以及溥仪研究的方方面面：从北京宣统小皇帝的两次登极到被逐出紫禁城
；从寓居天津的复辟活动到和北洋军阀勾结；从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成为民族的罪人，到成为日伪
政权的殉葬品；从异国的囚徒，到战犯的改造；从特赦到成为新中国公民；从溥仪其人其事到溥仪身
边的人和事等诸多内容。第一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成功举办，较好地宣传了长春溥仪研究会
，提高了溥仪研究会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为溥仪研究会的下一步工
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8年，我们和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整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天津联合召开了第
二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以“天津时代的溥仪”为主要论题，细化和深化了溥仪研究内容
，推动了溥仪研究工作向纵深高层发展，填补了溥仪研究的弱势领域和空白领域，切换出许多溥仪研
究的新视角，走出了一条溥仪研究与历史文化遗存保护有机结合、相互转化、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
新道路。同时，也开创了与兄弟省市，尤其是与溥仪研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地区和单位联合开展研
究的新方式。    会后，我们先后编辑了两届会议的论文集，即《漂泊沉浮多少事——解读溥仪》和《
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已分别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这两本书突破了传统
论文集的体例与规制，以全新的面孔，巧妙的构思，博得了广大读者和社会各界的好评，并在学术性
著作努力保持科学水准的同时，如何注重社会影响和市场需求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开拓示范作用。    
经长春溥仪研究会与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共同商定，拟由长春溥仪研究会主办，新
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来承办2010年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    大家知道，新
宾是清王朝的发祥地，满族崛起的摇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出生之地。赫图阿拉城是溥仪祖先清太祖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旧址，毗邻世界文化遗产——清永陵。赫图阿拉故城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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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中国东北和辽宁省闻名遐迩的清前史迹旅游胜地。    近年来，新宾满
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文物管理所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先
后修葺恢复了汗宫大衙门、罕王井、正白旗衙门、塔克世故居、文庙、关帝庙、地藏寺、显佑宫、城
隍庙、驸马府等一大批古建筑群及重要遗存，兴建了满族民俗博物馆、满族历史文化长廊、满族老街
等仿古建筑群，使一座沉睡400余年的古城放射出典雅的文化魅力和崭新的时代张力。    不仅如此，新
宾在发展经济、扩大开放、促进改革、社会发展、民生建设、文化繁荣等方面，创造积累了许多宝贵
经验。比如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资源整合、文化产业运作等方面，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市场
的运行规律，走出了一条发展地方特色经济与保护地方民族特色文化相得益彰、并行不悖的新路子，
值得我们大家，尤其是我们长春市认真学习借鉴。    按照事先的商定，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初步确定
为：重点研究溥仪在俄罗斯5年的活动和生活经历。以此来加强溥仪研究的弱势领域和空白领域，进
一步扩大溥仪研究会的影响，提高其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研究范围也可以上下延伸到紫禁城的末期
和伪满洲国史、中国近现代史等溥仪研究的相关课题。会后，我们还将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    我相
信，通过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必将进一步推进溥仪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扩大溥仪
研究的成果，加速研究成果的转化与利用，并将对长春、新宾两地的文化遗产保护、旅游资源整合以
及两地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我们大家的友谊、交流与合作，会有新的启发和推动。    我们举办此次
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总结交流溥仪研究的学术成果，不但可以帮助我们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领
悟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促进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东北亚文明史、中国近代史、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
研究，而且还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加强和促进长春、新宾与全国各地，与世界各有关国家学者和专家
的联系与沟通，达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发展，维护和平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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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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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溥仪囚居苏联期间探秘
第一章　被俘入苏
　一、苏联红军进占伪宫廷
　二、婉容之死与安葬史实
　三、活捉溥仪
第二章　溥仪的家国传奇
　一、溥仪人生大拐点
　二、3岁继位，载沣摄政
　三、6岁退位，康、梁“保皇”
　四、深宫庭院尊号随身
　五、逊清生涯宫中医事
　六、“遇变”不惊金梁在侧
　七、日本侵华文物佐证
　八、春秋静园离津出关
　九、道台衙门傀儡出场
　十、同宗同辈命运相联
　十一、地下设施难挡苏军
　十二、引渡回国走向新生
　十三、特赦返京思想剖析
第三章　溥仪在东京法庭活动考察
　一、在东京法庭上作证
　二、法庭上的证词与“总务厅中心主义”
　三、法庭上的证词与溥仪思想转变的根源
　四、法庭上的证词与溥仪情感世界的透视
　五、法庭上的证词与谭玉龄死因考析
第四章　溥仪与其随行人员
　一、溥仪和“三校”在苏联
　二、溥仪和他的侄子们在苏联
　三、溥仪和他的随侍李国雄在苏联
第五章　异国生活历程
　一、溥仪在苏联的那些事儿
　二、溥仪申请留苏的远因近由
　三、溥仪的异国囚居生涯
　四、溥仪与俄罗斯文化的情缘
　五、哈巴罗斯克市边区博物馆的实物资料
　六、溥仪御用表的聚散与传奇
　七、囚居苏联期间的秘闻轶事
　八、一串佛珠帝皇心
　九、三处宗教建筑遗址内的历史谜团
第六章　心路历程揭秘
　一、溥仪的精神减压法
　二、溥仪的“党员梦”
　三、活命的思想支配着溥仪
　四、囚徒心事
　五、恐惧情绪、拜佛念经摇卦爱好及唯我独尊性格
　六、从惊恐到永留苏联
　七、旅顺“避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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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旗袍创新”
　九、死亡的恐惧缠绕着溥仪
第七章　异国囚居生活再观察
　一、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伪满洲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苏联对伪满外交的两面性
　三、伪满洲国奉天博物馆成立的前前后后
　四、世界新格局中辗转沉浮的溥仪
　五、溥仪在苏联拘留生活始末
　六、溥仪成了国际名人
第八章　囚居苏联的伪满洲国大臣
　一、囚居苏联的伪满洲国大臣张景惠
　二、从张景惠的任命看政权的傀儡性
附录
　溥仪研究再攀高峰
　承前启后推动溥仪研究向纵深高层发展
　研讨历史，展望未来
　我翻译了《溥仪的后半生》
　与时俱进成果斐然——第三届溥仪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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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当溥仪在通化大栗子沟演完傀儡戏的最后一幕——退位之后，吉冈安直就吩咐溥仪“
立即准备赴日”。伪总理大臣张景惠和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又告诉溥仪，已从伪满政府剩余经费中
拨出3亿日元汇往日本，作为溥仪在日本的生活费用。8月18日深夜，溥仪等人乘火车从大栗子到通化
，再乘汽车，驶向通化机场。“先飞到沈阳，在那里换乘大飞机转飞日本”，都是吉冈指挥。从早上
八九点钟起飞，直至下午1时抵达沈阳。飞临沈阳上空时，该机场实际已被苏军控制，然而盘旋于天
空的3架小飞机，却迟迟得不到降落信号。飞机停稳后，溥仪走出机舱，即看见苏联军用飞机连续着
陆，苏军空降兵迅速解除了机场日本军队的武装。苏联将军和颜悦色地来到候机室溥仪身边，与之握
手，实为缴械。溥仪等人随即交出小手枪、望远镜等，从此成为苏联俘虏，很快便被送出国境。究竟
应该怎样看溥仪被俘这件事呢？随侍李国雄回忆说：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
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
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若不是这样，何以解释下列疑问：
其一，日本命溥仪撤离大栗子时为什么要声明“不能绝对保证路上安全”？其二，既然要从通化撤往
日本，隔山即是朝鲜，为什么在紧急情况下还要舍近求远，绕路沈阳？其三，通化沈阳之间区区千余
里，却飞了将近五个小时，并在沈阳机场上空长时间盘旋。如不是因为日苏之间正在交涉未妥事宜，
这种现象又作何解释？其四，在制空权已经操于苏军之手的条件下，如无某种契约，能允许3架落后
的伪满小飞机，在天上自由飞翔5个钟头吗？其五，苏军伞兵飞机与溥仪乘坐的飞机同时在沈阳着陆
，这恰恰说明我们在飞行中早已处于苏军监押之下。偶然、巧合，这些字眼儿都是解释不了的。今天
，我们再回顾这段历史，这其间还是有很多疑问的。（二）溥仪为何请求长期留居苏联，并申请加入
苏联共产党？溥仪在苏联拘留5年间，除了多次向苏方提出口头申请外，还三次上书苏联政府和斯大
林，表示感谢苏联对他的照顾，并表示愿留在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加入苏联共产党，但均无答复。
溥仪认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如同中国的爱新觉罗家族，都是“本国最上等的人”，于是，他就要由
中国最上等的人变为苏联最上等的人，要“成为第一个”被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接纳的“皇帝
”，进而达到留居苏联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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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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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末代皇帝溥仪在苏联》

精彩短评

1、《我的前半生》在我小时候就看过了，对溥仪很感兴趣，凡是他的事情我都会感兴趣，但是对于
他在苏联的那一段历史真不清楚，所以很想马上看这本书。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的历史人物，看了这一
段，肯定会让我又学到许多的历史知识，盼望!
2、善待任何人，不管身处何时、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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