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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慈禧》

前言

译者的话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女人慈禧皇太后的传记，作者是与她同时代的两位英国人，一
位是曾任上海租界工部局书记官的《泰晤士报》驻华记者约翰&middot;奥特维&middot;布兰德，传记
名著《李鸿章传》的作者，另一位则是在《满人的衰落》一书中公然声称自己与慈禧皇太后有过长达
六年情人关系的英国贵族埃特蒙德&middot;白克浩斯。虽然本书的这两位作者只是声称，他们当中的
一位&ldquo;有幸见过一次皇太后&rdquo;，并曾帮助慈禧的死敌康有为在遭到朝廷通缉时逃亡，但我
们也无法断言二者与慈禧没有更为亲密的接触。相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两位作者非常贴近慈禧的
时代，贴近她本人，他们的作品会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事实上，这部传记自1910年出版之后即风靡世
界，因为它首次以独特的视野，向读者展示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位强权统治者与清朝摇摇欲坠的形象
，被传为旷世之作。两位作者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虚荣、爱玩、贪财、节啬
、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如热爱权力、冷静沉着、果决明快、熟稔
历史、擅长对洋人玩障眼法等。而对于慈禧备受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
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
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有意维新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把慈禧放在其
所受教养、所处环境之中来考察，来加以评价，是本书的一个特点。作者没有企图以民主意识的高标
准来要求传主，而是比较宽容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因此给人的印象是对这个统治中国长达半个世纪
的满族女人褒多于贬，因而民国笔记小说大家徐凌霄、徐一士兄弟认为，&ldquo;似是书取材，以得之
接近西后、荣禄者为多，故大为二者宣传耳&rdquo;，并有多处记载失实。例如，本书作者认为慈禧于
丈夫咸丰皇帝在世时就参与政务，主持大计；又如，本书记载同治皇帝驾崩后议立新君时，慈禧采用
了投票法；又如，本书称颂荣禄公忠体国，可与曾国藩媲美。凡此种种，徐氏兄弟都认为有悖于历史
事实，甚至不符合常识。这些指责，译者在此无意于辨其是否合理，只想指出，就连徐氏兄弟也认为
，本书中&ldquo;亦不乏可供史家之参考者，是在吾人分别观之&rdquo;。在译者看来，清末由于太平
天国运动与湘军的崛起，名臣辈出，其中有我们今天日益给予高度关注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
李鸿章等人，而我们在探究这些人赫赫事功、步步高升的生涯时，总是会看到有个女人如影随形地出
现在他们的背景上，这个女人就是慈禧皇太后。可以说，研究晚清名臣，就绕不过这个女人，而晚清
名臣的建树，都离不开这个女人的拔擢与支持。除了湘淮军与太平军、捻军与回民军的作战和她密切
相关以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更是在她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蒇功。而我们过去仅限于将慈禧放在宫闱
秘史、道德评判的背景上来考察，而较少探究其治国之术和统治思想，因此，对于这个女人严肃的研
究与评价，在其逝世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许可以说还是刚刚起步。而本书对于澄清史实、提供研究
的角度，确实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个译本所依据的原本，是1913年经过作者认真增删修订的插图本，
这个更优秀版本的译文，还是第一次与中国的读者见面。修订版在四个方面做了改进。其一，初版引
用清朝文牍较多，行文较为刻板，可读性较差，而修订版在许多地方以作者的解说代替引文，阅读起
来轻松许多；其二，改正了初版的错讹；其三，根据初版后发生的时事增补或修改了内容，使修订版
得以与时俱进；其四，在卷首增刊了各家传媒的评论、出场人物简介以及北京地图及索引，使读者对
本书的人物与场景一目了然，并便于记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中引用的《景善日记》，经专家们考
证，皆以为并非出自景善之手，即系伪作，而其中所记之事则非尽伪。此种伪作，与出自美国人曼尼
克斯(Mannix)之手的伪作《李鸿章回忆录》一样，作伪者的技巧与功底确实令人惊叹，甚至难以置信
。所以，其本身就是一种很值得探讨的现象。尽管本书中的许多记述和结论以此伪作为凭，但因本书
除此之外作为依据引用的大量国事文件都是真凭实据，所以我们并不能因一篇伪作的引用而否定本书
史学和文学的价值。本书中对于中文文牍的引用，在译文中已尽可能依据中文原著还原，其中各位皇
帝的上谕和两宫太后的懿旨及大臣们的奏疏，分别依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咸丰同治两朝上
谕档》和《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光绪朝东华录》，其余各种日记、文章的
原文出处，除了在正文译注中做了说明的之外，其余都是录自有关出版物，不再一一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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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慈禧》

内容概要

《政治强人慈禧》的两位作者通过全面记述慈禧的少年时代、与咸丰帝北逃、处置顾命八大臣、与恭
亲王反目、戊戌政变、辛丑之变等众多重大历史事件，展示了叶赫那拉氏作为一个弱质女人的善变、
虚荣、爱玩、贪财、节啬、记恨，又深刻揭示了这个女强人精神层面上的男性气质，而对于慈禧备受
争议的问题，如她究竟是慈悲为怀还是残忍嗜杀，究竟是放荡不羁还是恪守传统美德，究竟是愚昧无
知还是熟读诗书、热爱文艺，究竟是仇洋还是媚外，究竟是迷信还是轻信人言，究竟是保守透顶还是
有意维新等等，都有独到的见解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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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慈禧》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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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慈禧》

章节摘录

第八章  慈禧独自听政哀悼同治皇帝的日子过去了，他的遗体以钦天监所期望的吉祥方式安置了，他
的灵魂得到了抚慰。亏了吴可读，他的母后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在适当的时候，将会为他提供一位合
适并合法的后嗣。紫禁城的生活再次平静下来，重新踏上了东西两宫皇太后联合听政之下的旧辙。但
没过多久，那位新皇帝，一个神经质的身体虚弱的小男孩，在不知不觉之间，对于把他扶上皇位的那
个女人而言，成了一根肉中刺。随着他从婴儿进入童年，众所周知，且纷纷传言，他明显地偏爱慈安
皇太后，后者性情温和，待人友善，赢得了这孩子的心。于是，在天真而孤独的孩提时代，他常去东
宫；而慈禧皇太后，她的自尊容忍不了任何竞争对手，哪怕是争夺一个孩子的心，但她却被迫当个旁
观者，意识到未来统治者心智的成形掌握在另一个女人手中了。不乏爱嚼舌根的人告诉她：她的同事
总是悄悄地，心怀不可告人的动机，怂恿这孩子跟她作对，惹她生气。在这种情况下，小皇帝逐渐成
为这两个女人之间与日俱增的猜忌摩擦的根源。毫无疑问，慈禧既恨这孩子偏心，也恨她的同事怂恿
其偏心的行为。在朝廷，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是阴谋与党争的潜在工具，小皇帝的态度不会不引起她的
严重关注。她很清楚，慈安本人决不会成为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她此后会享有皇帝的信任与支持，
教唆皇帝成为反慈禧派系的中心（后来他果然如此），这种形势就会构成对慈禧本人的危险。因此，
随着皇帝亲政的日子日益逼近，她有更大的必要竭力小心预防。她不想遭遇乾隆的皇后被打入&ldquo;
冷宫&rdquo;的那种厄运，这位皇后因被控&ldquo;生活奢靡，纵情宴乐，违抗母后&rdquo;而被褫夺了
荣衔。进一步摩擦的导火索，在两宫皇太后于1880年前往东陵时引发了，当时小皇帝只有九岁。这一
次，慈安明显受到恭亲王的鼓动，维护并坚持自己的权利，在皇陵祭祖的所有仪式上，在每一座被称
为&ldquo;宝城&rdquo;的覆盖皇帝墓室的小土丘前依照习俗匍匐敬拜时，她都要求居于首位。当两宫
皇太后走到咸丰皇帝墓前时，严重的摩擦发生了。慈安，作为已故君主的正宫，主张其居于中心位置
的权利，同时把她的同事贬至她右手边的位置，而把左手边的尊位空出来。慈安还不满足于此，还要
提醒她的同事：凡是祭祀咸丰的时候，慈禧只享有一名贵妃的资格，她被提升为圣母皇太后，是在咸
丰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作为妃子，礼仪要求她在祭祀时站在侧边，稍微靠后，而慈安左侧空出的尊
位，属于咸丰第一位皇后的阴魂，此女虽然在咸丰登基之前就去世了，但死后已被晋封为皇后。慈禧
意识到，对她的这份侮辱，是恭亲王和其他宗室亲贵唆使的，她无意于束手就范，于是不由分说，坚
持要占据其实际级别和权力所赋予她的那个位置。这场争执尖锐而短暂。可以想象到，慈禧赢了，但
她感到在皇陵前发生的这一幕，已为随从们所目睹，有渎圣之嫌，无论如何都是甚不得体的。她在此
事中丢了脸，明显出于别人的预谋，这个事实直接影响到她此后的行为，以及她与听政同事之间的关
系。&middot;在皇陵祭祖之时，荣禄担任京兆神机营统领，负有护卫两宫皇太后的职责。然而，回京
后不久，他便惹得慈禧大为生气，原因是他做出了慈禧不能原谅的事情，即便是最受她宠爱的人，她
也不会原谅。自从载垣谋逆的那些日子以来，尤其是在同治去世后发生危机的那个时期，这个强悍的
满人总是得到她格外的青睐和信任，作为内务府的总管，他有权随意进入紫禁城。但在1880年，无疑
是因为耐不住宫廷生活的死板所导致的烦闷，他轻率地与已故皇帝的一名妃子私通。帝师翁同龢，与
荣禄之间从来只有敌意，把这个丑闻奏闻皇太后。此事过后，宫内盛传，慈禧在宫内的女眷区逮到了
罪犯，这是一桩极为可耻的罪行。即便如此，荣禄也只是草草而静悄悄地被开革一切职务，在接下来
的七年内赋闲在家。在这件事情里，慈禧以其自身的舒适与安全感为代价，维护她的自尊，而过了不
久，她就有理由后悔赶走了她最忠实最可信赖的顾问。她在廷臣中找不到一个人可以取代荣禄；她想
念荣禄明智的忠告，想念他的勇气与忠诚。但是，她一旦迈出了将荣禄革职的这一步，就不愿回心转
意，以免在荣禄和朝廷面前丢脸。然而，荣禄的离去，无疑导致了她与慈安之间日益严重的摩擦，她
怀疑慈安与荣禄的通奸有干系。终于，在1881年3月，两宫皇太后之间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事关总管太
监李莲英施加的影响，以及他的骄横跋扈。慈安抱怨说，她同事的这位宠监和心腹奴才不把她放在眼
里，视其权威为无物，以至于就连她自己的手下人都嘲笑她。她悲叹并谴责现存的状况，郁闷地评论
一桩人人皆知的丑事：这位太监公开被称作&ldquo;九千岁&rdquo;，这个头衔暗示，他只比皇帝
（&ldquo;万岁&rdquo;）低一级，有资格享受近似于皇帝的荣耀。&middot;这次争吵极为激烈，两宫
皇太后之间事后也未达成任何形式的和解。人人认为，并在当时毫不隐讳地议论：由于怒不可遏，再
也无法忍受对其权力的干涉，慈禧造就了其听政同事的死亡，一般认为用的是毒药。在东方宫廷的氛
围中，这种指控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指控既没有证据，也得不到反证。然而，由
于存在一个不幸的事实，即那些妨碍慈禧实现野心或是招致她不快的人往往都活不长久，我们不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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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强人慈禧》

视人们对于诸如此类不公平竞争的指控。这种情况为数太多，我们无法忽略，或将之当作纯粹的巧合
。就目前这件事而言，慈安皇太后突发神秘的怪病，用上谕里的话来说，她于三月初十日夜间&ldquo;
仙驭升遐&rdquo;。按照常规，她在临终前拟写了一份遗诏，我们将会看到，其中几乎只字未提当时的
政治问题。哪怕在她临终的时刻，她似乎都理所当然地把这些事情留给了她那位富有主见的同事。她
提到了自己作为咸丰皇帝正宫的地位，记载了小皇帝冲龄期间勤奋学习的事实（对于小皇帝的教育她
总是非常关心），遗诏接着写道：虽当时事多艰，昕宵勤政，然幸体气素称强健，或冀克享遐龄，得
资颐养。本月初九日，偶染微疴，皇帝侍药问安，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
渐散，遂至弥留。予年四十有五，母仪尊养垂二十年。屡逢庆典，叠晋徽称，夫复何憾？遵照她的要
求，也是按照习俗所规定的谦谨，服丧期从二十七个月减为二十七天。这份遗诏的结尾令人有人性的
感动，排除了慈禧插手遗诏起草的可能性，因为它把慈安描述为处心积虑&ldquo;以俭约朴素为宫壶
先&rdquo;。由于多年来御史和大臣们针对慈禧的许多指控，都提到她那臭名远扬的奢侈挥霍，这一点
，以及慈安对于丧事从简为其简朴一生画上圆满句号的临终要求，都对慈禧构成了明显的抨击。慈安
死了。她儿时的玩伴，那个曾与她一起面对紫禁城庄严神秘的小姑娘，后来因为未能产下皇位后嗣而
在圣母皇太后的魅力比照之下黯然失色的那个女人，她多年以来有气无力的竞争对手，即慈安皇太后
，再也不会令她心烦了。从今往后，无人篡权，慈禧可以放开手脚，独自领航国之大船，成为帝国唯
一的摄政者。随着其听政同事的去世，慈禧产生了一个愿望，要摆脱既存权势约定俗成的权利对她的
指指点点；她还滋生出一种野心，要成为国家命运唯一而无可争辩的控制者，以及公认的国家元首。
多年以来，事实上，自从她的宠监安德海被恭亲王和她的听政同事处死&middot;以后，她就一直与恭
亲王不和，妒忌他的影响力，以及他在经邦治国方面当之无愧的名声。若干年前，她把恭亲王
的&ldquo;议政王&rdquo;头衔革去了，其原委已如前述。但她不能没有恭亲王效劳，希望得益于他那
成熟的经验，尤其是在外交方面，于是她很不情愿、迫不得已地容忍了恭亲王。然而，到了1884年，
她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自立，而对法战争（是关于中国主张对东京的宗主国地位的争论而引发的）给
了她一个机会，一个借口，一举摆脱恭亲王及其在军机处的同僚。将他们革职的表面借口是中国水师
被法国人在闽江摧毁，而皇太后的真正理由是，她认为恭亲王与年轻的皇帝串通一气跟她作对，而且
恭亲王在某种程度上要对最近的一份奏疏负责，几名御史在那份奏疏中严厉地抨击她道德堕落、奢侈
无度。于是恭亲王退下了舞台，从此未任官职，隐没无闻，直至1894年，在对日战争的第一次灾难过
后，慈禧随着年龄增长，变得更为明智，再一次向他求援。他再也未能重获第一次听政早期对皇太后
的那种影响力，但他复官之后，直到他于1898年去世，他的威望一直很高，尤其是在外国人当中。慈
禧虽不喜欢他，却也被迫承认，他很有尊严地接受并容忍了对他的降黜。在上述上谕发布之后，恭亲
王的职位由礼亲王取代，此人为八王家族之首，是努尔哈赤一位幼子的后裔。与他一起在军机处共事
的还有张之洞的兄长张之万与孙毓汶&middot;，后者是帝师翁同龢的死敌。在任命他入值军机处的问
题上，慈禧玩了一手她最爱用的策略，在其顾问们当中制造不和，作为其冲突势力的必然结果，她便
能维护自己权威的均势。皇太后接下来采取的步骤，激起了一阵反对批评的风暴。她颁下懿旨：一切
紧要事务，军机处在向皇上进言之前，都要先跟帝父醇亲王商议；但又补充道：待皇帝成年之后，她
将再就这个问题另行颁旨。这不仅是一次全新的离经叛道，因为它使帝父成了事实上的行政首脑，而
且还意味着有可能违背1875年就为同治皇帝立嗣而对全国的庄严立誓。这再次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担心
：醇亲王今后有可能会说服他的儿子无视已故皇帝的祖传权利，因此而确立醇亲王家族为新的皇室支
系。采取这个政策对醇亲王有强大的诱惑力，因为这将使他和妻子（慈禧之妹）在有生之年得到帝王
的品级，而在生后获得帝王的荣耀。倘若如此，同治皇帝的统治实际上就被抹杀了，继而让后代丢脸
，因为他们让大清王朝的长支有了一个不光彩的结局。而叶赫那拉家族会成为至高无上的势力。如此
，就给未来的分裂、背叛、诡计和宫廷阴谋留出了广阔的空间。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局面，跟英国历
史上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之间竞争导致的局面有些类似。一位名叫盛昱的宗亲，还有其他学者，
以最耸人听闻的言辞上奏，恳求皇太后取消这项任命，并且提议：如果醇亲王的忠告确系必需，那也
只能直接向她本人提出，而不是向军机处。对于这些抗议，慈禧答复如下：圣谟深远，允宜永遵。惟
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
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
断不能另派差使。醇亲王奕譞再四坚辞，磕头恳恩，当经曲加勉励，并谕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始
暂时奉命。此中委折，尔诸臣岂能尽知耶？至军机处政事委任枢臣，不准推诿希图卸肩，以专责成。
经此次剀切晓谕，在廷诸臣自当仰体上意，毋再多渎。盛昱等所奏，应毋庸议。这种回复，很奇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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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联想到伊丽莎白女王，以及她对待尽忠职守的臣子们所提请愿的方式。&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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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政治强人慈禧》是古典版的《寻路中国》，西方学者、记者笔下的中国晚清社会写实作品。2.在中
国，关心体制、关心文化，不如关心政治强人！3.政治传统从未中断，相同的政治智慧还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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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必读小说，果然不错
2、不知道是不是足够客观，但是读来还是有点味道。
3、看史书还得看外国人写的
4、囤书中，慢慢再看
5、还未读，读后再评。
6、、话到口边想一想，语出必有用，要惜言慎语。2、人生最重要的是学习生命的目的和意义。生命
的目的在于离开痛苦，得到快乐；生命的意义是创造快乐给别人，让每个人都因为你的存在而快乐。
7、非常好，比超市便宜多了~
8、很廉价的书
9、看了几本关于慈禧的书，这本最好！！！！
10、内容很好，图书是正版的，送货快
11、这边历史书真的写出了中国的某种历史
12、关于慈禧很畅销的书
13、本书是两位晚晴民初时期在中国呆过一段时期的英国人所撰，一位是记者，另一位据说是一位贵
族，其实就是国际混混，号称与慈禧有多年的情人关系。这本书由于有一些历史感和现场感，多少有
一些价值。
14、以前挺讨厌慈禧，现在有点了解。
15、很好，很喜欢，以后还来！
16、出乎我意外的一本书
17、印刷的不错，正在看一起买的另一本，大概翻了几页，觉得不错，不像单纯讲慈禧的历史书那么
枯燥。
18、觉得这个还是真实些，评价的比较客观。
19、不懂那个时代
20、这书一点点儿都不好看！
21、站在一个女强人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将一切归咎于她本人的性格以及女人的天性或许不够客观
，却提供一些更丰富的史料~
22、个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人，一定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的东西，应该好好看看这本书。
23、独到的见解和佐证⋯⋯了解另一种面目
24、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着这位统治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女强人”——慈禧在政治上展示的铁腕风
格，的确有一定的东西值得后人去思考，琢磨的地方。
25、花了两天读完。虽是另一种视角，但是个人情感因素较强。这也是为什么我不爱读人物传记，总
是有失偏颇。
26、#阿呆看书籍#相对其他外籍人士写的中国历史人物的书籍来说，本书参考的资料并不算多，但相
对还是比较客观的，详细的记录了一个具有非凡个性与生涯的女人，她的个性与生涯必将让她在已经
成为世界历史上标志并支撑着伟大性质的统治者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她一生非凡的成就，其铁杆拥护
者们的忠诚奉献，是不能以平常的分析或比较来轻易解释的，但毋庸置疑，它们主要归功于那种被称
为“魅力”的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品质，这种品质显然无关于道德、伦理、教养之类，无关于我们所谓
的文明，它的吸引力是普遍的，它对大多数人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这正是这个人女人的魅力
27、不得不说外国人和中国人看历史人物，角度、出发点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很不同~书中的慈禧更
多的是褒奖的一面，感觉和自小历史书中学到的完全不是同一个人~读书的好处，就算不能面面俱到
的看世界，起码视野更宽，角度更丰富~
28、这书买了不后悔
29、玉友玉器
30、昨晚看了一点点，挺好的
31、书本不错，。装帧很好。。。期待内容
32、有点跟历史课本不一样的感觉。这角度不错~~好书，推荐！
33、英国记者约翰·奥特维·布兰德和英国作家（著名的汉学家）埃特蒙德·白克浩斯二位，用细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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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触，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不平凡的女人，颠覆了我们大家平素在历史课本中所
看到的‘慈禧’。    二位作者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又是同时代的人，我想其所言可信度应该较高
，也算客观、公正和真实吧！虽然其中不乏臆想和捕风捉影。确实堪称西方学者、记者笔下的不可多
得的关于中国晚清社会的写实作品。历史是后人写的，但治史需严谨，这是作为历史学家来说，起码
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是他们的责任。孤儿寡母，一个不满26岁就开始执掌帝国权
柄的女子，1861年至1908年间大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之一，清朝的“无冕女皇”，拥有多麽不平凡的
一生啊。敢作敢为？贪恋权柄？忍辱负重？爱慕虚荣？放荡不羁？仇洋媚外？保守维新？读者都会在
书中找到答案。看待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必须要全方位，一定要公正、客观。想读懂晚清史，就应
该先读懂‘叶赫那拉氏·杏贞’吧！
34、多少事情得这样的需要仔细分析啊！我最近一直在看历史类的书。这书买了让我有点开始另类的
看带清朝历史。
35、不是特别的清楚吧   看起来有点吃力   没看到是外国人写的 - -
36、慈禧啊!这个女人一定要看看,人家的人生是很精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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