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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载涛的遗孀，得知贾英华先生撰写《末代皇叔载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在溥仪遗孀李淑贤家遇到了贾英华，他就向我采访不少关于载涛生前之事，以
及载涛与溥仪交往等情况。
京城人都知道，载涛人称涛贝勒，乃是光绪皇帝的胞弟、宣统皇帝溥仪的七叔，曾经当过清末军咨大
臣，还在法国骑兵学校学习过骑术，考察过欧洲军事，创建了皇家禁卫军。
当日本军队侵入中国后，载涛拒绝侵略者的高官厚禄，甚至侄子溥仪让他当伪满洲国高官，他也给予
回绝，表现出了应有的民族气节。
    我从三十年代嫁给载涛，目睹了涛贝勒府的衰败过程，也洞悉载涛在驯马、画马以及京戏、烹饪等
吃喝玩乐等方面的闲情逸致。
载涛不仅培养出“猴王”李万春，还和梅兰芳一起传授给我《贵妃醉酒》等京戏精萃。
    解放后，毛主席亲自任令载涛当上了解放军马政局顾问，还掏出稿费给我家修房，载涛感激地说：
知我者，毛主席！
载涛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不仅贡献出了驯养军马绝技，还留下了多篇记载晚清生活
的宝贵文史资料。
    贾英华曾采访过数百名皇族及相关人士，了解载涛和溥仪等人生平，同时还录制了我几十个小时的
录音、录像资料，在八十年代末期，即已写出近十万字书稿。
他念给我听后，我感到很真实。
所以，我愿意为贾英华这部书作序，并推荐给大家。
    兹作序如上。
    王乃文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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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末代皇叔载涛》由贾英华著，这部纪实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末代皇叔载涛，是光绪皇帝的胞弟、
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晚清乃至民国，在京城内外皆堪称鼎鼎大名的显赫人物。
他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传奇色彩。
载涛夫人王乃文与本书作者贾英华是结识多年的忘年之交，她生前为此书作序并签字钤印推荐。
此书即贾英华根据采访王乃文数十小时回忆的录音和录相，并查证了第一手的宫藏档案史料，加以考
证撰写而成，具有独特的文史价值。
载涛一生历经晚清、民国至新中国成立，直到一九七零年病逝于北京，堪称晚清末年到新中国这一时
代变迁的特殊历史见证人。
在新中国，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任“令”载涛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
因擅演猴戏，又被毛泽东风趣地戏称为“弼马瘟”。
载涛幼年被慈禧太后颁旨，从醇亲王府先后两次过继出去，及至成年又被慈禧太后“指婚。
《末代皇叔载涛》中不少历史“经典”情节令人忍俊不禁，更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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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五十年代出生于北京。
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传记学会副会长、晚清史研究学者。
多年来先后采访数百人，搜集末代皇帝及晚清宫廷人物史料数以千万字计。
先后著有《末代皇帝的后半生》(获中国图书金钥匙奖)、《末代皇弟溥杰传》(评为全球华人读物美国
地区十大畅销书)、《末代太监孙耀庭传》(出版英文版并节译15种外文)、《末代皇帝立嗣纪实》(评
为北京第二届图书节畅销书)、《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等。
以上图书出版后，畅销国内外，部分作品出版日文和港台版，并受到国内外数百家权威媒体评介。
他曾捉刀为末代皇帝溥仪题写墓志，为末代太监孙耀庭撰题碑文，书法作品曾入选《中国首届当代名
人名作展》、《当代名家书画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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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出身寒门 提起老北京的四角城圈儿，有这么句旧话--“南贫北贱，东贵西富。
”此话不假，名府豪宅大多集中在东城，西城则云集了相当规模的富商大贾，高门深院着实不少。
 王乃文自小长在南城，出身寒门自不必说。
 自打记事起，她就再也忘不了珠市口附近的住家--旧称“万明路’，的那个偏僻去处。
后来在京城的巨大变迁中，早已成了一隅历史遗迹。
 退一步而言，如果父亲当初学的不是“衣箱”这行当儿，间或去各王府给那些戏迷王爷“穿行头”①
，她和载涛十有八九无缘得见。
 每逢家里人后来谈起王乃文的婚事，便时常和父母的婚姻相提并论，说这也是“偶然”。
 她祖父原本是山东烟台一带人，早年间逃荒到了京城，勉强凑个本儿，以卖糖豆、瓜籽、大枣之类的
北京风味维持生计，属于贫民阶层是没错的。
外祖父家则不然，大致可称之“小康之家”。
 母亲在姐仨里排行老大，底下还有个弟弟。
人口虽不少，但外祖父是个多少有点儿名气的厨师，能炒一手好“京菜”，接长不短地被富豪人家用
小卧车接去掌勺。
因此，日子过得也还宽裕。
母亲因行大，从小没上过学，只是在家料理一些家务。
 在她幼小的记忆里，母亲身材不错，脸庞白净，称得上漂亮--听人家说，当姑娘那时得加一个“更”
字。
 母亲先后生过九个孩子，却只活了四个。
王乃文上边有个哥哥，底下一弟、一妹。
刚刚七岁那年，王乃文不仅要帮着母亲做家务活儿，还得照看弟弟和妹妹。
街坊都夸她懂事早，应了那句老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提起城南“游艺园”，老北京没人不知道。
游艺园占地宽阔，总共五个园子--京戏、评剧、文明戏、曲艺、电影、话剧、曲剧、杂耍⋯⋯一应俱
全。
晚上各馆子全部开放，还能乘船顺河游览全园景观。
 颇聚人气的游艺园，门票钱仅两毛。
进门之后，各厅随便观看。
当时最出名的是唱“文明戏”的张孝颖。
人长得漂亮，嗓子又好，俨然京城的“大众明星”，也一直是王乃文心目中的“偶像”。
 由于游艺园离家很近，以往王乃文经常背着妹妹在门口转悠。
一来二去，结识了守门收票的老人。
听着小姑娘一口一个“邓大爷”，又瞧她挺喜欢曲艺，好心的老人有时偷偷地把小姐妹俩放进去： “
进去吧，可别淘气⋯⋯” 父母的“庚子婚姻” 照王乃文说来，谁跟谁有缘，没准儿是前世注定。
 先瞧她家里的环境。
姥爷算是中等人家，两个舅舅大学毕业，两个姨儿也上过大学。
仅她母亲被戏称“大家闺秀”--从小大门不出，总共没，上过几年学。
 王乃文从小就在姥姥家抚养。
母亲怀胎才七个月，正患病发高烧时，竟意外把她生了下来。
家里条件差，姥姥实在看不过眼，便把她抱到自己家里去养活，十分疼爱。
 相对而言，姥姥家富裕些。
姥爷一直工作且挣钱不少，把她抚养到近五岁，才送回母亲身边。
 大舅和二舅大学毕业之后，先后到关外工作，家里只剩下姥姥和母亲。
一家人的日子愈来愈艰难，年迈体弱的姥爷，免不了着急上火，突患急病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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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缘分。
    或许，这是世间最难以说清的一个奥妙的字眼。
    时间定格在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
    这一天恰值我的胞弟建华的女儿怡然的新婚典礼。
正当婚礼即将举行之际，听说男方家里一位长辈正在匆匆赶往婚礼现场，大家焦急地等待着老人到来
。
    忽然，大厅门启处，走来的人群簇拥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我和弟弟赶忙迎上前去。
正当我握住老人的手时，谁料，老人却意外地对我微笑着说：    “哎，你不是贾英华吗？
”    立时，我愣住了，由于没认出面前的老人，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好：    “您是？
⋯⋯”    “不认识我了吗？
”老人一句神秘的发问，使我顿时茫然失措，“你三十年前，在我家吃过饭嘛。
”    吃过人家的饭，居然辨认不出老人家，实在太令人奇怪了吧？
正当我疾速搜索记忆思维之际，这位端庄的老人使劲握住我的手，大声地对我说：    “我是金蔼珧呵
！
”    我如梦方醒。
原来，面前站着的是载涛的孙女金蔼珧。
此时，金蔼珧的丈夫忙走过来，欣喜地对我说：    “英华，不认识了吧？
你家的女婿，就是我家的孙外甥呵。
”    奇妙与姻缘，使我一家成了载涛后裔的亲戚。
我惊叹缘分，居然有如此奇巧！
    临参加婚礼前，我刚刚放下手里正在最后润色的《末代皇叔载涛》这部书稿，半个多小时之后，竟
然与主人公的孙女不期而遇，更没想到的是，我们居然成了联姻之亲。
    作为这次婚礼的主婚人，我在台上拿出准备送给我侄女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翻到有关金
蔼珧那一页，激动地介绍说：    “在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里，以及我这部《末代皇帝的后半生
》里，都提到了溥仪称赞爱新觉罗家族有位唯一的共产党员，还是‘最可爱的人’，这就是今天到场
的载涛的二儿子溥侒之女——金蔼珧！
⋯⋯”    顿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婚礼进入了意想不到的高潮。
    此时，正站起身来，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的金蔼珧，把我带入了三十年前的采访场景⋯⋯    那时，
为撰写《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一书，我费尽周折找到了居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附近的金蔼珧，出
乎我的意料，她是那么出众的秀丽端庄。
可以想象，采访十分融洽。
然而，谁知皆因我的粗心大意，一句意外的提问，使金蔼珧变得极为恼怒。
    由于我错把载涛长子溥佳一度充任伪满汉奸的经历，说成了溥佞。
本来，金蔼珧已亲手做好了午饭，打算留我在家里就餐。
这时，她的脸色陡变，把两只竹筷子直直地戳在了我的饭碗里，顿然使我变得异常尴尬。
幸而，她察觉失态，依然好言留我吃过午饭才离去。
    然而，这始终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不久，当我去老友溥杰先生家串门时，偶然提及金蔼珧“变脸”之事，溥杰宽厚地笑了，又半带调
侃地对我说：    “爱新觉罗家族别的不怕，就怕被扣上‘汉奸’的罪名。
你把溥佳当成她爸爸，她还不跟你急才怪了呢⋯⋯”    说罢，溥杰哈哈大笑。
    镜头闪回到新婚仪式上。
当金蔼珧的丈夫走过来，重提当年这档旧事时，对我客气地解释说，你别太见怪，金蔼珧由于长期服
用安眠药，记忆力严重减退，对有些往事，恐怕早已了无印象，但对你一直印象深刻。
    婚礼结束之后，我依依送别金蔼珧，又相约适时前去家里看望，再叙前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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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归正传。
这部《末代皇叔载涛》书稿撰毕，总算了却一件久悬心中多年的“旧事”。
    细算起来，此书算是“末代皇族系列”的第九部。
    其实，此书成稿，颇费了一番周折。
从初识金蔼珧的年代便可知，早在八十年代，我就开始了采访，部分书稿早在一九九。
年初，便已草成近十万字，然而，最终完稿却前后历经三十年之久。
    若再追溯往事，我与载涛遗孀——王乃文老人，相识于七十年代初，还是在溥仪遗孀李淑贤家中偶
然邂逅的，相约以后时常往来。
经查我的采访笔记可知，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晚间，那是一个星期六，我第一次去她家采访并作
了笔录。
    谁料，此后几次连续攀谈之后，再也无法觅其踪迹。
    在此前后，我在和平里的寓所采访过载涛的幼子、时年四十五岁的金从政，然而，连他也不晓王乃
文迁往何处。
于是，我辗转找到王乃文的胞妹——王敏家里，打听其具体住所，不料其妹却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
隐。
王敏亦不知她身在何地，只是告诉我，她有一位亲侄女住在广安门外附近。
    经过辗转打听，我终于在广安门外找到了她的侄女，但听说王乃文被一位皇族后裔接走奉养，仿佛
与世隔绝。
    恰巧，那一年中共十三大召开，我奉命参加会议筹备工作，暂住马甸附近。
此间一个朋友忽然来电话告知王乃文所居住的地址，我见相距颇近，连忙抽暇前去探望。
    老人见到我，顿然老泪纵横。
趁他人不在时，她低声告诉我，由于全国政协机关还没分给她新房子，目前正在过着“飘泊生活”，
所以对外联系不便，叮嘱我说话务必注意。
我说明来意，只是想继续采访，写成《末代皇叔》这部书，别无他意。
    老人点点头，然后诚恳地告诉我，她赞成且支持此事。
不料，第一次谋面的某人直率告诉我，非经其同意不得让我采访。
我感到惊愕万分。
    事有转机。
过了一段时间，王乃文向全国政协机关申请到了住房，迁到团结湖北里的楼房里。
我听说这一消息，马上奔赴她的新居。
    见到老人时，才知她独自居住在一个普通的两居室内，过着近乎隐居的孤    独生活。
    她向我倾诉着几年来的坎坷遭遇，甚至跟他人签订了类似供养协议的一    纸文字。
她说，曾经给我办公室打过不止一次电话，但我都恰巧不在。
经过一    番沟通，老人愿意继续接受我的采访。
此后，我又带着一位老朋友前去为其拍    摄了不少照片，说定作此书配图。
    每逢采访之前，老人总是要“梳妆”一番，我笑话她这么大年岁还扮俏，她    却微笑着反唇相讥，
这不是纯为自己，而是尊敬来客。
一席话说得我自愧弗    如，觉得内心境界比起老人差了许多。
    此后几年里，团结湖北里俨然成了我经常光顾之地。
我时常给她捎去蔬菜和时令水果，她也经常挽留我在家吃饭，友谊俨然成了作家和被访者的纽带。
老人的珍贵回忆，敞开了心扉，尽吐其往昔岁月的记忆。
    尽其所知，从涛贝勒府的奢侈生活，再到穷困潦倒的贫民境遇，从溥仪对其器重，乃至毛泽东主席
任命载涛为“弼马温”，洋洋洒洒，无所不谈⋯⋯    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短短数年之间，我通过录
音或录像，有幸留下了王乃文珍贵的第一手追忆载涛往事的历史资料。
    然而，事涉家庭琐事，即使具有文史价值，因不免涉及具体人物，仍然不得不忍痛割舍。
至于，如再牵扯到一些私家财物事宜，更力求避免为是。
由于避讳了许多历史细节，读来未免有着不少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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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确是得以出版的前提。
    既要力求真实，又不能超越法律界定，这是此书的一个宗旨。
    可以“避讳”，但不能随意更改史实。
如实记史，我认定不容犹豫。
    王乃文的晚年，有一事似应记载。
当她身体不适时，经常提起“百年后事”，她既不想火葬也不想和载涛合葬，而想土葬，屡次托我到
偏僻的乡间选一块“吉地”，预先做好墓穴，以备后事。
    闲暇之际，她还多次邀我老母亲前去跟她一起聊天打牌，我的母亲听到这些情形，一直婉言托词没
去，只是劝我事涉“土葬”事宜谨慎为好。
最终此事没能办成，这使得王乃文心事重重，到最后竟成了一桩“心病”，每次见面都不由自主地叨
唠起来。
    客观地看，由于王乃文在皇族中的辈分，使她洞悉不少溥仪夫妇之间的“隐私”。
她数十次回忆的口述史料，对于我的溥仪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珍贵史料。
这确是不应忘记，且特别应感激这位老人的。
    此外，亦应感谢载涛幼子溥仕，即金从政先生等一切曾接受我采访的人们。
若无他们，此书无法问世。
    尤应提及，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于对我的信任，王乃文老人欣然为尚未最终完成的此书
作序签名。
她从多年交往中，尤其看过我撰写的《末代皇帝的后半生》，且多次听到皇族的人们议论，写得很真
实，她还听溥杰不止一次提及，这部书连细节甚至对话都没有任何虚构。
鉴于这种情况，她不仅签名，且亲手盖上了那枚篆字小印章。
    这激励着我不仅要完成此书，而且务使一部力求真实的“历史纪实”问世，否则对不起老人的一片
真心和信赖。
如今，这部书稿终于杀青，使我长舒一口气。
    曾有不少媒体记者关切地询问我对于以后撰写“末代皇族系列作品”的打算。
以内心的真实想法而言，稍待闲暇之际，我将整理出多年来收藏的数百-小时采访晚清以来人物的录音
及录像，将其剪辑出版奉献社会。
同时，我打算退休之后与电视、电台暨网络媒体合作，亲口讲述本人所结识的这些晚清以来的历史人
物真实而有趣的系列故事。
    自然，欢迎影视界朋友将这些传奇性的人物和故事，以立体方式搬上银幕和荧屏，让大家分享这些
独家史料所带来的愉悦感受。
此乃我所热忱期冀的。
    应当说明，此书有关内容，尽量参考了近年发现的一些新史料，其中包括登载在河北省政协《文史
资料选辑》中常新瑞、王坚才整理的郑新潮文章——《回忆载涛先生》等。
其他弓l用或参考书籍及资料，在本书中力求一一注明出处，可供后来者研究。
倘有不周之处，诚望方家指正，在此亦一并表示感谢。
    值此书出版之际，诚挚地感谢提供部分载涛照片的北京古籍拍卖公司总经理彭震尧先生暨李京红夫
妇，其中珍贵的晚清历史照片，使此书增色不少。
尤其衷心感谢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著名清代“帝王系列”小说家二月河先生的鼎力支持。
亦感谢多年老友——故宫博物院林京先生、向斯先生，多年来对我的支持，此次又帮助翻拍了部分照
片，提供了历史线索。
在此一并致谢。
    藉以此书纪念辛亥革命暨“宣统皇帝逊位”一百周年。
内中寓意，包括百年来社会制度以及末代皇族的巨大演变，自不待言。
    兹为后记。
    一九九〇年，完成部分初稿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改于中国农业大学    二〇〇五年三月二日初
步(分节)整理稿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九日，草成初稿    一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十日，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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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贾英华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与智慧，以口述、档案、谱乘、踏访资料为所长，凝聚成“末代皇族纪实
系列”九书，成为清史、民国史、民族史、北京史和满学、故宫学、历史学、谱牒学史苑中的新葩。
    ——阎崇年    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晚清史亦如此。
    贾英华基于寻访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物、珍藏数百小时录音录像定就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颇具历史
价值。
主人公皆他深知熟识之人，实乃奇缘。
    实述皇族演革内幕，堪映辛亥百年风云。
    ——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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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末代皇叔载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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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贾英华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与智慧，以口述、档案、谱乘、踏访资料为所长，凝聚威“末代皇族纪实
系列”九书，成为清史、民国史、民族史、北京史和满学、故宫学、历史学、谱牒学史中的新葩。
 --阎崇年 历史有时比小说更精彩。
晚清史亦如此。
贾英华基于寻访晚清以来三百多人物、珍藏数百小时录音录像写就的“末代皇族纪实系列”，颇具历
史价值。
主人公皆他深知熟识之人，实乃奇缘。
实述皇族演革内幕，堪映辛亥百年风云。
 --二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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