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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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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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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简介

约翰�奥特维�布兰德，英国《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兼任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
员会秘书，曾经受英国领事委托，帮助康有为出逃，著有《李鸿章传》等书。
埃特蒙德?白克浩斯，英国作家，曾经在华执教，著名的汉学家，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
在北京过着隐居生活。1913年他将精心保存的六卷《永乐大典》呈交给了英国牛津博德
利安图书馆。布兰德和白克浩斯还曾合著并出版过《清室外记》（即《北京宫廷的编年
史和研究报告》）等书。
王纪卿，著名文史作家、翻译家。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
十余年。主要著作有：《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
：一朝天子一朝臣》《湘军》（上，下）《清末有个左宗棠》《血肉长城：血战十四年
》《我是湖南人》，译著有《左宗棠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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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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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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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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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见过一次皇太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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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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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很少有一部以公牍为核心撰写的书籍，能像本书一样读来令人感到如此淋漓酣畅，蕴含
如此丰富的信息，并且如此引人入胜。凡是愿意了解上半个世纪甚至远古时代中国的人
，都不会放过阅读此书的机会。
——《观察家报》
这部引人注目的著作第一次揭示了1900年的事件中皇太后在外交政策中所起的作用。该
书比从中国流出的任何文献都更具有启发的意义。
——《泰晤士报》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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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宫”的那种厄运，这位皇后因被控“生活奢靡，纵情宴乐，违抗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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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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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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