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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
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伴随着内部
接二连三的自然灾害与农民起义，大清
帝国陷入了内忧外患的泥潭。风雨飘摇
之中，光绪帝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进行
维新变法。只可惜，这场维新变法的运动
仅仅进行了103天，就以慈禧太后的训政
而宣告了失败。作为维新运动的最高指
挥官光绪皇帝，面临着慈禧太后和清廷
守旧官员无休止的指责，一度皇位不保。

给同治皇帝选个儿子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凡是通
过政变的方式去解决政见与派系斗争
的，政变胜利的一方基本上会将自己的
政敌赶尽杀绝，以免留下后患。戊戌年间
的政变自然也不会例外，康有为、梁启超
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斩，其他的一些维新
派的官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但
是，对于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却有些犯
难,如何处置光绪皇帝，让老太后感觉到
有些骑虎难下。

有些人主张废掉光绪皇帝，这部分
人主要是清廷的顽固派。他们恨透了光
绪皇帝，所以在光绪皇帝失势之后拼了
命的打压他。慈禧太后也动过这样的心
思，但是遭到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反对，
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是直接表示“君臣之
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慈禧太后不得
不打消了此念头。

而有些人则主张要求慈禧太后归
政，这些人主要是流亡海外的维新派制
造的一些舆论，背后多少也有些地方督
抚势力的支持。但是这个想法肯定是不
会被慈禧太后接受的，而且这样的舆论
会让光绪帝的情况更加的恶化。

废掉光绪帝不可以，使光绪皇帝归
政更是万万不能够。那究竟该怎么办呢？
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为慈禧太后出了个
主意，不如给同治皇帝选个儿子吧。光绪
皇帝当年即位就是要生个儿子过继给同
治皇帝的，可光绪皇帝这么久了也没孩
子，那就在近支的皇亲国戚中选一个作为
大阿哥，把他养在皇宫里，以后接光绪皇
帝的班。

荣禄提出的这个建议，慈禧感觉还
可以，也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准备给同治
皇帝选个儿子。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
布上谕：“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
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封载漪之子溥
儁为皇子，以绵统绪。”

这件事情历史上称之为“已亥建
储”，名为给清穆宗同治选儿子，实际上
是为光绪皇帝找接班人以便日后行事。
而作为溥儁的生父，多罗端郡王载漪的
地位得到了空前的上升。但是外国公使
对于这位王爷，却有些冷淡。这使得端郡
王载漪非常生气，而这样的尴尬也就为
日后八国联军侵华与庚子国难埋下了伏
笔。

端郡王载漪被公使冷落

端郡王载漪的父亲是道光皇帝的
第五个儿子敦亲王奕誴，由于奕誴的母
亲不招道光皇帝待见，所以奕誴被过继
给了敦恪亲王绵恺。载漪是奕誴的二儿
子，又被过继给了瑞敏郡王奕志。因为
载漪被过继成为远支，所以载漪在已亥
建储之前于政治上没什么作为。慈禧选
择他的儿子作为大阿哥也是相当有深
意的。

但是，既然儿子被立为了大阿哥。载
漪的权势也就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大学
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都自觉不自觉地
向载漪靠拢。很快，载漪成为慈禧太后眼
中的红人，父凭子贵，载漪成为了晚清政
局中又一庞大势力。

不仅如此，慈禧太后还让端郡王载
漪建立了虎神营，类似于北京的禁卫军，
起到卫戍帝都的作用。起初镇压农民起
义，其后与义和团共同对付洋人。德国公

使克林德就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被虎神营
的将士杀掉的。

载漪身为未来皇帝的亲生父亲，又
掌管着京城的部分禁卫军，自己也就不
经意间有点飘飘然了。在立储的诏书下
达之后，端郡王就和他的仆人说，各国的
公使会来府上道贺，你们多准备点茶点
吧。可是等了一天外国公使也没来，载漪
有些尴尬了。第二天载漪又让仆人们准
备茶点，昨天不来今天该来了吧。可惜
了，又等了一天，外国公使还是没来。这
下载漪实在是忍不住了。时人称之“载漪
之痛恨外人也，几于不共戴天之势。”之
后凡是有人谒见载漪，载漪动不动就会
说要杀尽洋人。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给
了载漪这样的机会。

实际上，外国公使倒不是有意的要
和载漪作对。当时的确是非常不巧，外国
公使正因为义和团运动和清廷抗议呢，
也就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关心载漪的
事情了。历史，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么巧
合，洋人、载漪与义和团就这样联系在了
一起。

既要杀洋人，也要杀政敌

载漪看到了义和团的民心可用，便
将其拉到了京津地区。并希望借此打击
洋人。同时，也对他的政敌施压。

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与东南
地方督抚是有意维护光绪皇帝的。因为
这个原因，载漪希望利用义和团来打击
威胁他们。同时，这些人也都是办过洋务
的人，深知义和团那些口号和活动根本
不可能打得过洋人。所以也主张朝廷剿
灭义和团。

此时的义和团，已经坚决地走向了
“扶清灭洋”的道路，而这个洋字，却不
单单的指的是洋人。义和团喊出了“杀
尽一龙二虎十三羊”的口号，一龙指光
绪帝，二虎指庆亲王奕劻与当时的两广
总督李鸿章。矛盾不断地升级以至于不
可调和，此时需要清廷的最高统治者慈
禧太后做出一个抉择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却又传出了一封
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的照会。这
让慈禧太后实在是忍不住了，也就准备
与洋人做个了断了。之后的事情大家便
很熟悉了，庚子国难，《辛丑条约》，使中
国彻底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个闹剧，两个人的悲剧

北京城沦陷，慈禧太后被迫逃到了
西安。李鸿章北上与各个帝国议和。外国
人议和的第一项要求就提出了要惩办战
争罪犯，而端郡王载漪自然是逃不过去
的。再加上李鸿章等人与载漪的恩怨，慈
禧太后对于这场战争的反思，载漪的下
场可想而知。可载漪毕竟是皇亲国戚，杀
掉他是不能够的，因此载漪被流放新疆。
端郡王一党，被杀的被杀，流放的流放，
革职的革职。晚清政局又一次被洗牌。

而作为这场闹剧的主角，载漪的儿
子大阿哥溥儁也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
涯。张之洞经过荣禄的点拨，上书慈禧太
后废除大阿哥。慈禧太后表示同意并废
除了大阿哥的名号，要求其立即出宫。据
描述，溥儁出宫时“涕泪滂沱，由荣中堂
扶之出门，一路慰藉，情状颇觉凄切。”的
确，几年之间从普通的贵族瞬间成为储
君又一下子被废，这个玩笑对于溥儁来
说有些可怕。而此时的他，还不足二十
岁。随后，溥儁也被流放新疆。

溥儁虽然被废掉了，光绪帝却依然
没有儿子。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就在于
此，慈禧在其去世之前为光绪选定的接
班人是光绪亲弟弟的儿子溥仪，而溥仪
的亲外公，就是当年端郡王载漪的政
敌，指示张之洞上折子废除溥儁的军机
大臣荣禄。当然，在那个时候，溥仪的
父母还没有结婚。

晚清的政治就是如此，党争不断，内
忧外患不断。慈禧太后希望以骑墙的方
式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最终埋葬了大清
朝，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笑话，一个自作孽
不可活的笑话。当然，这个笑话慈禧临死
也没有看到。

为同治帝选子
慈禧密谋废光绪

废黜出宫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慈禧等回銮。
途中，以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其子
溥儁因父获罪不宜做“皇储”，宣布废除

“大阿哥”名号。加赏给入八分公衔俸。溥
儁归宗，仍为载漪儿子。另以惇亲王奕譞
第六子爱新觉罗·载洵为奕志后。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下令
将载漪父子均流放新疆，载漪父子逃到
了蒙古。住到了内蒙古阿拉善旗罗王府
妻舅家。

溥儁到了罗王府后，罗王非常高兴，
大摆筵宴，为他洗尘。席间，溥儁见到了罗
王的女儿，人长得十分漂亮，穿着也与北
京王府的格格完全一样，顿生好感。载漪
知道后，便托来罗王府作客的甘军统领董
福祥向罗王夫妇提亲。罗王的福晋与女儿
因见大阿哥相貌平常，都不十分满意，但
罗王与载漪一向感情很好，便一口应承了
下来，并很快给他们完了婚。

溥儁完婚后，载漪很想让他在罗王府
常住，但大阿哥不习惯草原的苍凉寂寞，
又考虑回惇亲王府可分得相当一部分祖
产，日子会过得很安逸，便不顾端王、罗王
的一再劝阻，决意携妻回京。载漪、罗王见
他主意已定，不再勉强，临行前，便分别给
了他一大笔钱，并派专人送其回京。

溥儁夫妇返京后，先住在三座桥的罗
王府，受到隆重接待，几个月后，又搬回了
惇亲王府。

挥霍无度

辛亥革命后，溥仪退位，溥儁以自己
曾为大阿哥的身份，当上了总统府参议，
虽为挂名，但每月可领到500大洋的薪俸。

溥儁夫妇婚后感情并不好，因琐事经
常吵架，溥儁常到后门桥附近的戏园、酒
楼鬼混，后来又捧上了几个唱大鼓的女艺
人，常常不惜一掷千金。他还订制了一辆
相当漂亮的洋包车，每天吃完晚饭，便坐
上车到前门外看戏、听大鼓。后来，又抽上
了鸦片，甚至雇了一个绰号叫“小媳妇”的
女人，专门伺候他抽大烟。

溥儁育有二子，长子毓兰峰生性愚
钝，系先天弱智，二子虽然自幼聪慧，为他
所万分疼爱，却因免疫机能低下，五岁时
突患暴病死去。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给他
以极大刺激，他守在亡儿身旁，不吃不喝，
整整哭了三四天。

1921年，政局动荡，溥儁的总统府参议
被取消，每月收入锐减。1924年，得到苏联
暗中支持的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中将溥
仪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清室王公的土地
以“缴价升课”方式“变旗地为民地”，也就
是由佃农按较低地价分期偿付后，该地即
属佃农所有，几年下来，各王府之地租来
源便告断绝。这是溥儁遭致的第二个财务
困境，从此，他坐吃山空，逐渐达至破产境
地。 据中国侨网

大阿哥的结局：没落而死

“大阿哥”溥儁像

15Event风云


溥儁虽然被废掉了，光绪帝却依然没有儿子。历史的吊诡之处也就在于此，
慈禧在其去世之前为光绪选定的接班人是光绪亲弟弟的儿子溥仪，而溥仪的亲
外公，就是当年端郡王载漪的政敌，指示张之洞上折子废除溥儁的军机大臣荣
禄。当然，在那个时候，溥仪的父母还没有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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