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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内容概要

《慈禧前传》主要内容：一个女人的政治生涯，始于其作为皇帝的丈夫的死，清咸丰十一年，清文宗
死于热河行宫，幼帝即位，其生母兰儿被称为“以圣母皇太后”，面对着权利的诱惑，丧夫之痛的失
落感，兰儿心里滋生出的是世人不可想象的人生路途，她将自己逼上了一条从政之路，一个女人的王
朝从此建立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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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作者简介

高阳（1922-1992）
　　台湾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冰，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
　　大学未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
　　1948年随军赴台湾。曾任国民党军队参谋总长王叔铭的秘书。退伍后任台泫《中华日报》主编，
还一度出任《中央日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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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章节摘录

引子　清文宗与恭亲王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崩于热河。遗命以皇长子载淳继位，并派
怡亲王载垣等军机大臣，额驸景寿及辅国公肃顺等总共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
“顾命大臣”辅弼幼主的制度。不久，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其时仿明朝万历的成例称她“圣母皇太
后”），既不甘于大权的旁落，又深憾于肃顺的跋扈，于是与文宗异母弟恭亲王奕诉密谋，夺取政权
，由“顾命”而变为“垂帘”，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综揽全局于下，是为近代史上有名的“辛
酉政变”。“辛酉政变”争权的两方，缩小范围来说，一方为慈禧和恭亲王，一方是肃顺及其同党。
但肃顺为文宗所重用，而文宗的重用肃顺，则在恭亲王于咸丰五年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以后——此为文宗与恭亲王兄弟失和的表面化。换言之，没有恭亲王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就没有
肃顺于咸丰六七年始的逐渐被重用，即令肃顺在御前当差，有心揽权，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裁抑
，然则文宗的末命，必以嗣君付托恭亲王，不特无“政变”之可言，且亦无“垂帘”之变局。王湘绮
诗：“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垂帘”原是恭亲王与慈禧合作的条件之一，倘恭亲王亦在“顾
命”之列，一定也跟肃顺、载垣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由此可见，“辛酉政变
”实种因于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其间牵涉到帝位、亲情、礼法、隐衷。重重因素的纠结，构成
了复杂微妙的过程。我以为在贡献《慈禧前传》于读者之前，有先议议此过程的必要，因作本篇。宣
宗生前，三后九子，二三两子幼殇。第一子薨于道光十一年四月；两个月以后，皇四子奕諠生，是为
文宗。文宗的母亲钮祜禄氏，由全嫔累进为全贵妃。十三年四月，继后佟佳氏崩，全贵妃晋为皇贵妃
，摄六宫事；十四年十月，正位中宫。二十年正月初九崩，年三十三。宣宗亲自定谥为“孝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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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编辑推荐

《慈禧前传》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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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精彩短评

1、看过唐浩明或二月河的朋友们如果看高阳写的书，可能会感觉这些书的思想性不强，不过了解了
解晚清的事情还是可以的。
2、这版本错字太多，但内容很好，对历史细节的解读和描写很接地气，读着过瘾。
3、嗯，没有想象中好看。看了一些，后来就放下了。
4、高阳这套“慈禧”系列，如果能够从《慈禧前传》开始，陆续地读《玉座珠帘》、《清宫外史》
、《母子君臣》、《胭脂井》、《瀛台落日》读下来，另外再读一套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宫女谈往
录》，将会是对清宫晚期那段历史的一次不错的体味。高阳写史之精妙，不必赘言。喜爱读的人，将
他当作一次艺术的享受，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幻想，自是妙不可言。对于那些初读历史小说的人而言
，高阳营造的浅显而生动的历史氛围足以吸引你读罢小说再去认真地查找史料来读。作为读者，很佩
服高阳精通文史、娓娓道来、有条不紊的写作风格。唯一美中不足，这本《慈禧前传》的版本并不是
最好，字小而行距很近，年龄大的朋友读起来，有点费眼。如果出版时，精心而系统地编排好，相信
这套书会更让人喜爱。不过，瑕不掩玉，高阳的书，还是值得一读。
5、【14】
6、我毫不吝啬地给这书打上5星，实在值得典藏啊！
7、真正称得上是有“历史观”的历史小说家。
8、此书的内容与以往李翰祥影视作品的内容大多雷同，从政变到夺权，熟悉历史的人也会了如指掌
。本书对慈禧在面对权利的成长过程着墨不多，心理成长的描写并不到位。可能此书为全传的第一部
，一个人的成长和一本书一样，都需要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期待后面的精彩。
9、十分之一
10、本来呢，高阳先生名气很大，想着拜读一下他的大作，应该有如浴春风般地感觉，可是失望了。
比起柳月河先生的《康熙》《雍正》《乾隆》差远了，还没有金易先生的《宫女谈往录》好看！
坐在床上看这本书，10多分钟必睡，催眠效果倒是很好！
不好意思，也许是本人才疏学浅，实在是领会不到作者的写作精髓，让大家见笑了。。。。。。
11、属于白话历史么？
12、了解满清后期，也就是中国近代史前期的历史，慈禧太后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人物。这也使我有机
会接触到高阳。有水井处有金庸，有村落处有高阳。这是高阳作品上的一句话，多少有点借金庸自抬
的味道。不过这应该是出版商所为。高阳（1922-1992），台湾已故著名作家。本名许晏骈，字雁水，
笔名郡望、吏鱼，出生于钱塘望族大学未毕业，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当了空军军官。1948年随军
赴台湾。就《慈禧全传》来看高阳，他史学知识扎实，文学功底特别是有关古文的功底很厚。他的作
品细腻全面，真实感强烈。该书中的慈禧太后、恭亲王、李鸿章等，主要人物的刻画血肉丰满，栩栩
如生，就象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分子。相比而言，国内某些同类作品，如二月河的满清三帝的系列作
品等更接近一种符号或者传奇小说、评书了。曾经读过二月河的另一部作品《胡雪岩》，到了最后几
乎不忍卒读了。关于满清、关于慈禧，关于历史，有许多感慨。历史是有生命的，历史不能浓缩为一
些符号，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对于我们，只可能尽可能去发掘最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素材。
13、看了台湾电视剧《戏说慈禧》再来看小说，很有感触。
14、20150803--20150903
15、《慈禧全传》（这是本大部头）的第一部，权利的争夺是如此的激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看法和做法，各种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谁是真正的坏人，没有谁是真正的好人，只有胜利者和失败
者。
16、联手恭王，里应外合，竟把个顾命八大臣轻松拿掉。垂帘听政已成定局，昔日联手的战友，马上
变争权的死敌。高阳先生的知识、文笔、心理揣摩实在是个中高手。
17、很喜欢这本书，快看完了！
18、很不错的历史作品
19、初读高阳，感觉还不错。只是这个版本的编辑未免太不负责，错字实在太多。
20、慈禧前传主要写辛酉政变，慈禧开始展露自己的政治才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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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精彩书评

1、素来对慈禧无好感，直到去年罗胖在罗辑思维里《慈禧全传》来了个很煽动的推介，我心动了，
尤其是他说：“一个人一生中越早和这样的书相遇，他对别人心态的理解就越深，待人接物的能力就
越强，情商就越高⋯⋯”，而待人接物的能力是我所欠缺的，至于情商，呵呵，我觉得俺的情商也不
高，所以我很想读读此书。仿佛看了这套书，我一定会大有改变，当时网上好像卖三四百，太贵（其
实不贵，主要因为拮据，舍不得花钱去买书），到图书馆去借吧，也不容易，虽然电脑查询有此书，
但实际上书架上没有，所以就此作罢。直到我在新开的四川省图书馆借到了这套书的第一本《慈禧前
传》，阅罢果然精彩，计划今年把全套读完。说这书是小说，但它像史书，说它是史说，但却像小说
。我惊讶这到底是真实的史料，还是作者编撰的？每一处读来让人信服，每一个人品来让人动容。真
的佩服高阳先生的知识渊博，他对那段历史精通熟稔，如同亲身经历过似的，里面有关清宫礼仪、规
章、案宗、史论的描写，都体现了他广博的学闻，这样的作者，我想差不多绝迹了吧。虽然慈禧是主
角，但在这一本书里，其它人的描述占了很大比例，让我感兴趣的人是恭亲王、慈安、肃顺以及小皇
帝同治，还有那未正式登场却又屡屡被提起的曾国藩，我对他们更感兴趣，相反我仍旧不喜欢慈禧，
我想有关她的精彩还将在余下的九本书里慢慢呈现，这样对一个人的识知才有起伏的过程，才会充满
趣味。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曾经有个老导演，说他某个亲戚曾经给慈禧当过宫女，据宫女回忆说慈禧
挺好的，对人好。我觉得这样的评论也是对的，毕竟待一个下人好是大多有素养的人的表现，毕竟慈
禧还是有点学问，不是穷山的野妇。但这好仅仅局限于简简单单的待人上，往往出于本性，可是当这
个人对你有利或有害，你对TA的好是否有其它目的呢？就算对人好，可是于国家于天下百姓，未必见
得就个好人。就像那屠杀国人的鬼子其实在本国家乡大多是孝子慈父，为何一到异国大肆杀戮，惨无
人道？我是真的不喜欢慈禧，尽管她很有才能，也不知当我看完全套书，会不会对此有所改观？说说
咸丰皇帝死后和顾命八大大臣的专横傲慢，在我看来这顾命八大臣并没有专横到让人发指的地步，人
到高位傲慢些，得意些是人的本性，终究他们行不行，还是要看他们是不是依法执政，依法做官做民
。我到挺佩服肃顺重用湘军这一点，如果他不重用，那曾国藩就无法统率千军抗击洪匪，那江山必然
就落到洪秀全这个没用的家伙手里，百姓更加遭殃。想想他们攻陷江逝一带，死了好几十万人，说实
在的让八国联军来侵略一番，也不会死这么多人。国人屠戮国人的手段最恨，没有之一，尤其在还谈
不上现代文明的年代里。不过，书里最让人动容的地方是肃顺被抄家，文祥以“罪不及妻孥”放过了
他的两个儿子，他奉命抄的只是财产，没有伤及无辜，让烙在我脑海里非常深的“满门抄斩，全族诛
连”形同强烈的对比。我第一次在一本书里看到朝廷和国家的人性，但愿这是真的，不是作家虚构的
。
2、曾经的简单女人，因为生了唯一的皇子而被推上历史舞台。如果清文宗不是在即位后纵情于声色
，皇帝生涯或许能更长远一点，那么慈禧简单女人的日子也可以更长久些。如果载淳不是文帝唯一的
子嗣，只是众多皇子之一，那么也不会出现6岁登基，母凭子贵的历史闹剧。如果肃顺党并非如此飞
扬跋扈，亦或者慈安也是个强硬的主，那么后来的女主也不并非就是慈禧了。可是，如果只是如果，
历史选择了载淳的同时也造就了慈禧叱咤的政治生涯。曾经的简单女人，因为辛酉政变的成功而越来
越接近权力的最高点。如果文帝留下的八大顾命大臣能和慈禧和平相处，那么慈禧或许也能像慈安一
样只盼着把载淳培养成人，这就是天时。如果当时一切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紫禁城里，没有热河，没有
行宫，那么慈禧也不会有如此好的时机安排和发动政变，这就是地利。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精明能干的
恭亲王做帮手，那么慈禧也只能打下牙齿活血吞，历史上也许只不过多了一个自怨自艾的平凡太后而
已。这当然就是人和。所以，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慈禧顺理成章地踏进了追逐权力的大门
。现在来看，一千个一万个如果，那真的只能是如果，一百多年的历史已经屹然在那，褒也好贬也好
的慈禧也已随风化土了。但是至此我对慈禧的观感还以同情居多，很是期待全传的第二部，或许我的
观感会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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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章节试读

1、《慈禧前传》的笔记-第702页

        醇王好武，自命会带兵，其实不懂刚柔相济之道，对部下但以恩结，不用峻法，以致军纪废弛，
简直成了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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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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