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后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后妃》

13位ISBN编号：9787507521047

10位ISBN编号：7507521044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社：华文

作者：尚圣德

页数：3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后妃》

前言

《中国后妃》既是一部中国后妃个人史，也是对《中国皇帝》、《中国宰相》、《中国奸臣》之补充
。本书共收录中国有史以来王后、皇后及嫔妃588人。本书选取的人物历史时段，与《中国皇帝》、《
中国宰相》、《中国奸臣》大致相同。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包括奴隶社会末期）社会中，后妃是一
个特殊的阶层和群体，一方面，她们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最高统治者的同盟和帮凶。地位和
环境决定了她们的素质和作为，从而，在表现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恶习的同时，也会放射出睿智和
艳丽的光彩；另一方面，她们又是整个妇女群体中的一员，虽然贵为“国母”，却仍然难逃封建制度
与礼教的重重压迫和欺凌，其命运有时比普通妇女更为悲惨。正是这种双重的因素，使我们能够从有
限的文字记载中，窥见到历史的本源和真谛。在夏之前，即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时代，应属原始社
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严格说来还是母系氏族社会，本不存在什么“后”和“妃”，但有关传说
赋予了她们美好的形象，从某种意义上说，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道德审美，表现了女性
在这一时期的重要作用与贡献，出于一种对女性的崇尚和敬仰，我们特别作了遴选。在秦代以前，中
国处于诸侯争霸阶段，即使是东周、西周的最高统治者，也只是“王”而非“帝”，故而他们的配偶
，也就只是“王后”或“王妃”而已。秦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臻完善和最高统治阶级男性权力的
加强，后妃的阵容也随之不断扩大，仅“皇后”就有数人之多，而除皇后之外，更有妃、嫔、婕妤、
贵人等近10种，人数从数十人到数千人不等。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后宫宫女（“候补”后妃）多达万
余人；两汉历朝的宫女平均多达5000人；三国时期的东吴，人口不过250余万，但其皇帝孙皓的后宫就
有1万多名宫女；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后宫亦有万余人；隋代先后两个皇帝的后宫人数加在一起不
少于3万人；唐代共有22位皇帝，其中男皇帝2l位，每个皇帝的后宫嫔妃平均有6000人；明朝历代皇帝
稍稍收敛一点，但平均也在2000人左右；清代宫中规制变化不大，后宫大多一直保留在千人左右。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各个不同的分裂时期，各小王朝的帝王在“金屋藏娇”方面尤为突出：后赵皇帝石虎
不断征集美女，有一次一下子就征集3万人，后赵政府官员强盗般的挨家搜捕，美女的父亲或丈夫如
果拒绝献出他的女儿妻子，即被处决。仅三四年工夫，就为此杀了3千余人！为了容纳这些美女，石
虎分别在邺城、长安、洛阳三大都市，兴建宫殿，动员役夫40余万，日夜不停地工作。前燕帝国进围
邺城，邺城饥馑，那些被石虎千方百计搜罗来的数万美女，不是饿死，就是被饥饿的士兵烹食⋯⋯这
些数以万计的女性，能够被皇帝宠幸从而进入“后”“妃”行列的人，直是凤毛麟角。因而，有关她
们的故事，也就倍显珍贵。在本书的序列中，还有一些人物，她们既不是国王之妃，亦非帝王之后，
而仅仅只是某个地区“首领”的配偶或是某一游牧部落的“押褰夫人”，但她们却在中华民族的统一
大业和发展壮大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给她们一席之地，故亦破例收录之。由于
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即便是这些“皇后”和“嫔妃”，在有关史料中，也只是点到
而已；她们中的不少人，甚至连自己的姓名都没留下，她们的社会地位和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歧视的缘故，有关她们的记述和评介，也多有偏见和不公，请读者在阅读和引用
时留意。尚圣德  尚琳  乔力200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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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妃》

内容概要

《中国后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包括奴隶社会末期)社会中，后妃是一个特殊的阶层
和群体，一方面，她们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是最高统治者的同盟和帮凶。地位和环境决定了她
们的素质和作为，从而，在表现出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恶习的同时，也会放射出睿智和艳丽的光彩；
另一方面，她们又是整个妇女群体中的一员，虽然贵为“国母”，却仍然难逃封建制度与礼教的重重
压迫和欺凌，其命运有时比普通妇女更为悲惨。正是这种双重的因素，使我们能够从有限的文字记载
中，窥见到历史的本源和真谛。
《中国后妃》是一部中国后妃个人史，也是对《中国皇帝》、《中国宰相》、《中国奸臣》之补充。
《中国后妃》共收录中国有史以来王后、皇后及嫔妃588人。通过《中国后妃》描述你将对中国古代的
后宫制度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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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后妃》

章节摘录

娥皇、女英，传为上古帝王帝尧的两个女儿，后同嫁帝舜为妃。传说上古帝尧姓伊祁，名放勋，是帝
喾高辛氏的儿子。帝喾继位后，曾建都河南偃师。他有四个妃子，即姜娠、简荻、庆都和常仪。一年
，他携庆都出巡，并在风景秀丽的临汾姑射暂时住了下来。后又迁居伊土（即今山西l临汾市尧庙乡伊
村），住在一家姓祁的院里，在这里庆都生下了眉毛八彩、非同凡人的儿子放勋。放勋因生于伊土祁
家院，这样放勋就以“地”为姓，始姓“伊祁”。放勋聪明伶俐、忠厚善良，深受人们衷爱，因而15
岁就当了陶国（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国君，后又当上了唐国（是当时的一个大国，在今山西临汾市）
国君，并先后把陶、唐治理得万事俱兴、国泰民安，天下人无不敬佩、爱戴，并尊称他为陶尧、唐尧
。后唐尧继承帝位，建都平阳（今临汾市），成为中国远古时一位大仁大义、勤政爱民的好国君。一
日帝尧正在忙于国事，忽有大臣皋陶谒见启奏道：“据阳城（今洪洞县）周府禀报，在那里的羊群里
刚生下一只毛色青青的独角羊，人们说此羊忠诚性直，可识忠奸、可辨正邪，故称此羊为神羊，实为
吾国之宝。”帝尧听罢，十分惊喜，随带妻子女皇、女儿娥皇、大臣皋陶及侍从一行，乘马车前往周
府查看。看后果真是实，大家无不惊奇。这时皋陶言道：“我听人说，像这样的祥兽，只有在逢上大
仁大德的国君时才会出现，据说在黄帝时曾出现过祥兽‘獬豸’，今天又出现如此祥兽，必是吾国君
大德之故。”帝尧遂言道：“请臣万不可对我如此称颂，我有什么大德，我勤政恤民还远远不够。咱
们现不说这些，是否再到那生獬的地方看看，看那里是否真有灵气。”就这样，帝尧、女皇一行即很
快赶到了“生獬处”。大家一看，无不惊奇。这里满是绿草葱葱，唯独这生獬的一席之地寸草不生，
闪光夺目，令帝尧不禁脱口而出道：“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宝地，难怪人们说这里生下了神兽。”正在
这时，尧妃女皇生下一个十分娇美、艳丽的女儿，此婴身长2尺，落地能坐，不多时便会说话，两天
后又自立行走，帝尧见此十分高兴，遂将这颇有灵气的周府改名为“羊獬”，又给女儿起名为“女英
”，并在妻子女皇、大女儿娥皇的再三要求下，将全家迁居羊獬（即今洪洞羊獬村）。在唐尧全家迁
居羊獬村期间，舜降生于洪洞诸冯（一说舜出生于垣曲诸冯山）。传说舜母握登因感受天空七色彩虹
而怀孕，怀胎两年余生下了舜。舜一生下来就非同凡俗，脑球突起，龙颜大眉，双目重瞳，似如天神
下界。后舜母握登去世，刚满6岁的舜昼夜泣哭，两日茶饭不进。据《博物志》、《述异记》等有关
书载，舜父瞽叟，不通情理，有目而不能分别好坏，故人们称为他瞽叟（瞎子）。他只爱后妻和后妻
为他所生的儿子“象”，对舜则又打又骂，总觉得舜这也不是，那也不好，反正看舜不顺眼。舜继母
心底险恶，奸诈自私，她对自己愚顽的儿子象百般庇护，对资质聪敏的舜万分忌恨，总把舜视为眼中
钉，时常盘算害舜。舜弟象则更为骄纵不法、蛮横无理，他曾多次与父母密谋害舜。这样舜曾多次被
赶出家门，但舜是个孝子，他从不把父母弟弟的虐待记在心上，尽管他多次被逐、屡屡受害，但他在
外每过一段，仍要回家看望，侍奉父母。就这样舜被赶来赶去，三天到东，两天到西，后遇好心人指
路，最后落脚予洪洞历山（据有关书载，全国“舜耕历山”有多处，其因即源于上述）。舜到历山后
，其至孝至义的高世大德不仅感动了当地群众，也感动了天地，故在他到历山的第二年，便神奇般的
出现了象帮耕、鸟助耘的世间奇事。人们都说，神灵天意既然如此，足见这双目重瞳的大舜不是凡人
，将来必成神明之人。此时，帝尧已年逾百岁，急需选一位好的接班人。他深知十子不贤，均不可继
位国君，故访贤天下，以便禅让。帝尧曾先后几次访贤于许由和．伊蒲子，然均未如愿。后召集各方
诸候及满朝文武大臣议论此事，大家一致推荐到舜的身上，说舜是当今天下最贤能的人。帝尧采纳大
家的意见，遂带侍臣走访历山。帝尧徒步走到历山，刚好碰见舜在架牛（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耕地
，舜用牛与众不同，他在牛拉的犁辕上拴一簸箕，每当在牛走慢的时候，他就用鞭敲一敲簸箕。帝尧
觉得奇怪，便问道：“我见你在牛走得慢的时候，只是敲敲簸箕而不打耕牛，这是为何r舜回答道：“
耕牛每天汗流浃背为我耕作，我所用衣食全靠耕牛。如果我见牛走得慢了就用鞭打，我实在于心不忍
！再说我用敲打簸箕的办法，黄牛以为我是在打黑牛，黑牛以为我是在打黄牛，这样两牛都拉得快了
，我何必非要用鞭去抽打耕牛呢？”帝尧听舜的回答，非常高兴，认为舜是当今天下最贤能的人。他
既能对牲口如此大慈大悲，又如何不能爱民如子呢？若让他将来治理天下，他一定会勤政恤民，会把
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物阜民康，让百姓都过上安乐幸福的生活。这样，帝尧又经过一段考察了解，
决定让舜将来继承帝位，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于舜，又选择吉日，由帝尧和女皇亲自主婚，在历
山茅舍举行了婚礼。婚后，舜奉尧命，二妻把父母及弟象接上历山。这时，舜与二妻尽管每日十分恭
敬、殷勤地孝侍父母、恩待弟象，但凶险、嫉妒成性的继母及弟象仍与舜誓不两立，并昼夜盘算，设
圈套、施险计，密谋害舜。在舜十分困难、危险的情况下，娥皇与女英竭力为舜出主意、想办法，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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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助舜脱离了凶险。后帝尧让位于舜，舜封娥皇为后、封女英为妃。一说舜继帝位后，帝尧根据两个
女儿的实际情况，命长女娥皇治内、管理家务之事；命二女女英辅佐帝舜执政、助舜管理天下大事。
一年，帝舜携侍臣南巡，不幸病死在苍梧（地在今湖南九嶷山以南及广西贺江、桂江一带）之野，葬
于九嶷山之南。噩耗传回，娥皇与女英悲痛万分，并立即乘坐马车，星夜赶路，前往寻舜。娥皇、女
英找到帝舜病逝葬身之处，痛哭欲绝，并守墓三日不离。后二人似如“寒蝉凄切”，在江边哀声呼喊
，投湘江而死（此传说不一，这里仅为一说）。相传，娥皇和女英哭舜的眼泪，曾“染竹成斑”，后
称“潇湘竹”。屈原《九歌》中的湘君和湘夫人，即指娥皇和女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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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当中，她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她们过着骄奢淫逸生活，却仍然难逃封建制
度与礼教的重重压迫和欺凌，本书是一部中国后妃个人史，共收录中国有史以来王后、皇后及嫔妃588
人。全书对她们的生活进行了深入详细的描述，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宫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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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干瘪的一本书，内容像是复制粘贴而来的，精装书壳，也只是充分的说明它的金玉其表，败絮
其中！很后悔买的一本书！
2、内容太简单了，每个人三言两语就打发了
3、好看，书的质量也好
4、这本书虽然贵了点，但是很全面的包含了几乎所有比较著名的后妃。是本很不错的书。推荐~
5、这本书的优点是：对整个中国的后宫有一个总体的认识，趣味性的同时利于以后在看正史时把整
个中国历史串联起来。缺点挺多的：1、错别字很多2、对于人物的评价几乎没有区别3、野史甚多，对
于人物的诸多描述不够公正，不过一下子写这么多人，也不太可能全是认真描写的。
6、还好吧，但收到书时四个角都皱了。。。
7、介绍人物内容有点少
8、了解有哪些后妃还不错，收纳很多，但是像传记很短，没有故事情节
9、很不错，把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重要的皇后、妃子都做了大概的介绍，想大概了解的，可以
看看。
10、这本书我想买很久了终于买到了
11、按照时间顺序人物写的挺全
可是不够细致 介绍的太少 多是照搬古文或正、野史书籍
有的人物只是三言两语就带过了

此书作为了解哪个时代有哪些后妃来说 还是可以的
只是深入剖析不够 没有自己的见解和特色
有些人物评价不够公正 全面
12、我还没看不知道如何，但是包装真心不咋地
13、挺好看，我和我同学都挺喜欢的，受益匪浅
14、书还没看，但是就质量和价钱来说还是很喜欢的，不过封面有点脏，看着不是很舒服。大致翻了
下内容，人物介绍比较简短，总体还是满意的！
15、她们是一群神秘、美丽的女人，从上古的嫘祖，到末代的婉如，每一个都吸引了无数人。我们翻
开历史，她们似乎是男人的陪衬，可是当你细细研读，你会发现她们是不可或缺的人物，是每一个朝
代最美丽的花朵，也是每一位皇帝的明珠。她们有的与丈夫情投意合，助男人打下一片天下，有的共
享荣华，帮皇帝创造盛世，有的颠沛流离，与失意的他同甘共苦，有的⋯⋯，这一切不仅仅是故事，
更是历史，神秘、华美的历史。
16、里面好多的错别字连年份都是错的
17、介绍人物非常全面，不过大体比较简单，比较适合只是想对古代宫廷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大致了解
的读者。如果是很想知道一个特定的人物的历史，这个书就不太适合了。印刷不错。
18、非常详细，比较好的一本书，装订也很好！~
19、知晓红颜花开花落，不要忽视女人在历史中的地位！
20、总体感觉不错⋯⋯可是书中有一些人物仅凭野史书写，和正史出入较大
21、很值得一看，又让我们进一步的了解了历史，了解了这些沉寂在历史洪河中的女人们。
22、内容无趣
23、虽然不尽详细，但罗列出了许多百度上找不到的人物，开阔了视野~~~~~~
24、是正版，现在还没看，印刷挺漂亮的，以后看看追加评论
25、我建议想知道具体后妃经历的人别买
想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后妃的可以买来了解了解
26、出现的人物还算很全，想大概了解的话，此书不错。
27、这本书很好。为我了解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女性提供了好的材料。。。很开心。。。
28、内容还没来得及看，粗略翻了一下，感觉纸质和印刷都不错，还好吧
29、拿到书，第一本看的就是这个，感觉不没想象中的好，一般．就象个户口登记薄，简简单单的介
绍一下．就内容而言，个人感觉值不了这个价，可能因为书的硬皮封面的，所以要贵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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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研究后妃的难得之书
31、总体感觉还算不错，内容比想象的多点，送货也比较快。
32、不错，就是对人物的介绍少了一些
33、看了，还好吧，有点儿简单，但人物很全，拿来侧面了解一下真实的历史还是有用的，如果里面
的都是真实的话
34、书还可以，只是写得太简略了，倒是很全面，只等大体了解一下
35、不仅介绍了古代各国皇后，还有有名的后妃，很全，但是不详细。
36、从书名理解应该是传记，拿到手一看感觉有点像字典词条。对于本人来说内容有点浅了，不过书
本印刷很精美，总体来说不错。
37、很好的一本书。接近历史史书，值得一看
38、任务很多，有时候看一些历史小说或电视的时候可以对比看一下
39、全面。不过我觉得我买贵叻。
40、不行，内容乏味又简单，基本上没有什么看头的
41、收到书发现书有好多灰尘，脏兮兮的，而且薄薄的，没有想象中厚。。

书中的人物介绍的挺全的，就是每个人物介绍的内容都好少，太过笼统。。

纸张还算厚，字体大小正好，照书的厚薄这个价格好贵啊。。
42、不管谁都往上捅咕= =
43、流水账
44、还不错，介绍的后妃内容挺全的，质量好。正版书
45、不错的质量，正品
46、唯一有点遗憾的是太简略,不过毕竟要写的人太多,就不好多要求什么细节了.
47、其实是期望更精彩的故事，现在看着并不过瘾
48、每个人物都是一笔带过形，如果要深入了解，还是去看别的吧！
49、人物基本齐全，但是每个人的介绍基本相似，而且都是学校课本上都有提到的，突破不大，能从
中学到的东西部多！
50、内容很详尽，快递的速度也很快！
51、这是了解中国古代女性中的姣姣者的成败的最好的一本书
52、意想不到的好，是硬纸壳纸张也很好！内容还在浏览中，帮同事买的！
53、介绍的挺全，我是学历史的，不过有的弄容有点悬
54、这本书记载了很多后妃的故事，值得一看，但是能再详细就更好了！
55、介绍的太少了，很不实用，虽然人物很全面，但是也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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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不知道当初为啥会买这个书来着【汗内容就是介绍历代有名有姓的后妃，讲述她们的故事。比较
适合概览，因为就像流水账。不要指望着太过详细。而且这个书还是挺贵的。。。我当时咋就狠下决
心买了啊。。。我的钱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对于历代后妃的了解，建议大家去买详细一点介绍的书
，比如你想知道清朝某位，就去买《大清后妃》这样的（应该是叫这个名字，时间太久既不太清楚了
）至于想具体到某个人物，建议这样：首先去看该时期史书，其次再翻相应小时期资料。通过小说或
者电视剧了解一个人物这种还是不太可取的，毕竟会有偏差。中国古代后妃的资料一般不会太丰富，
网上的资料也不能全盘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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