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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講  慈禧太后 

 

 

 
 

 

 

 

引言 

 

1. 慈禧太后，又名孝欽顯皇后、西太后、老佛爺。她是晚清時一個影響力最大的風雲

人物。晚清所發生的大事，無論是甲午之戰、戊戌變法、義和團事件、八國聯軍入

侵北京都是與慈禧太后有著直接的關係。我們可以這樣說： 同治、光緒年間的實

際統治者就是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了。她掌權長達 47年，超越唐朝的武則天、漢

朝的呂后。在她統治期間，發動政變三次、立王儲兩次。死後，她的封號為「孝欽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壽欽獻崇熙配天興聖顯皇后」，長度為大清皇后之最。她死

後三年，清朝滅亡，中華民國成立。我們常聽到一句話「垂簾聽政」，就是指慈禧

太后的影響力了！ 

 

2. 有關慈禧太后的傳言和逸事，亦是非常多。 傳聞清末重臣榮祿少時，正是當時尚

未入宮的慈禧之情侶 。所以當慈禧掌權後，對榮祿大舉提拔。清宮中女官裕德齡

所寫那本「愛戀紫禁城：慈禧私秘感情生活」亦有提及此事。從歷史角度看，似乎

沒有任何確切的證據，只是傳言罷了！另外英國外交官艾蒙德、百恪思(Edmund 



Beckhouse) 所寫的一本「太后與我」，講述慈禧是一個非常荒淫的女人，但此書

離奇荒誕，色情氣味甚重，不大可信。亦有傳聞，光緒皇帝是中砒霜毒而死，下毒

者就是慈禧本人。 但這只屬傳言而已，沒有多大證據。 

 

一：慈禧太后的生平 

 

1. 慈禧生於 1883年 11月 29日(道光 15年)於安徽， 亦有人以為她是在山西或北京

出生。父親名惠徵，是滿洲世襲官宦之家。她姓那拉氏，是葉赫部族人氏，後來歸

附努爾哈赤。1851年，即咸豐年間，被召入宮為秀女，送入圓明園。復升為麗貴

人，得咸豐的寵愛。1856年，時年 19歲，生了長子載淳，後封為貴妃，地位僅次

於皇后。 在內宮中，慈禧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擅長書法與繪畫，時值國家多事

之秋，內有太平天國之亂，外有英法聯軍入侵。咸豐容讓慈禧發表她的政見，也欣

賞她對政治有濃厚的興趣和野心。再加上她的兒子是咸豐，唯一活到成年的兒子，

她的地位就更顯貴了。 

 

2. 1860年 8月，英法聯軍佔領天津，所謂第二次鴉片戰爭。在八里橋清兵大敗，北

京形勢危急，咸豐率慈禧往熱河避暑山莊避難。1861年，咸豐在逃難期間駕崩，

年僅三十歲，由其五歲大的獨子載淳繼位，由顧命八大臣扶政，當時把持整個大局

的有東太后慈安和西太后慈禧。  

 

3. 未幾，顧命八大臣與慈禧發生嚴重的矛盾；當時的親恭王弈訴與慈禧秘密聯絡，決

定策動一次政變。這次政變得慈安太后的同意。 她成功發動這次政變，剷除了八

大臣的勢力，擒拿戶部尚書肅順，奠定了她權力的基礎。改年號為同治。 

 

4. 政變成功後，慈禧封恭親王弈訴為議政王。由於慈安太后對政治沒有多大興趣，實

際上慈禧才是一個真正的統治者。垂簾聽政後，她作了兩件事： 

• 當時太平天國及捻軍勢力仍然非常大，她就起用曾國藩、左宗棠、及李鴻章

等漢族官員組軍，有湘軍和淮軍，結果把當時頗為紛亂的局勢穩定下來。慈

禧是有功勞的。 

• 他又開始洋務運動，務使清廷利用西方的船堅利跑來增強國力。  

 

5. 到了 1873年，兩太后歸政於同治皇帝，但不到一年，同治帝就駕崩。同治帝無

後，在慈禧安排下，光緒繼位。究竟光緒是誰呢？他又與慈禧有何關係呢？ 

慈禧有兩個兒子，一是親生兒子載淳，即同治帝；一是養子名載湉，他就是光緒皇

了。光緒的父親是弈譞，母親就是慈禧的胞妹。他生於 1871年 8月 14日。然而不

少野史有不同的傳聞。 其中一個傳聞，是有關慈禧與李蓮英的私情。李蓮英入宮

前生活落魄，後來更被捕入獄。出獄後以補鞋維生。其好友沈玉蘭見他可憐，把他

引進宮中當太監，但李蓮英雖為太監，卻沒有淨身乾淨。他有一手漂亮的梳頭功

夫，因而得到慈禧賞識。李蓮英為人聰明，善解人意，對人和善，為慈禧賞識，升

為二品官，並與慈禧有私情，生下光緒。 不過，野史還是野史，不足為信。 



 

二：慈禧對中國的影響 

 

1. 有關慈禧太后對中國的影響，我們可以從三方面看：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百日維

新與戊戌變法；義和團與八國聯軍。 

我們首先看看甲午戰爭與洋務運動。1894年朝鮮爆發了所謂「東學黨」之亂，清

廷與日本分別同時派兵日朝鮮，協助朝鮮平定這次內亂。平定後，清方引用「中日

天津條約」，要求中日雙方一同撤軍。日本不但沒有撤兵，反而向朝鮮增加兵力，

結果最後爆發了甲午之戰。在甲午之戰，中國北洋海軍全軍覆滅，被迫簽訂馬關條

約， 割讓了台灣及澎湖等地給日本。   

不少歷史學家以為甲午之戰之所以失敗，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慈禧挪用海軍

經費，來修築頤和園，導致清政府沒有足夠資金購買武器，提升軍備水平。這是否

屬實，首先讓我們看看以下的一些史實 

• 慈禧的確用龐大的金錢修築頤和園。 

• 這一筆巨款的確又是來自海軍的經費。 

• 如此看來慈禧真的好像是個大罪人了，但仔細看看歷史真相，這似乎未必盡

實。首先我們要明白清廷的制度，「海軍經費」與「海軍衙門經費」是不同

的。北洋海軍的費用乃屬「海軍經費」，而慈禧修築頤和園的經費是來自

「海軍衙門經費」。這所謂「海軍衙門經費」是什麼呢？這是因為清廷 意

圖分解總理衙門的權力，便把一部分屬總理衙門的權力分解出來， 所以便

有海軍衙門經費這一項了！所以表面看來，慈禧太后並沒有從海軍經費中拿

取一分一毫。 但無可否認，這所謂「海軍衙門經費」是政府一種斂財的方

法， 他們收取得 260萬両海軍巨款，原來竟然與海軍沒有關係的，只是用

來藉口修築頤和園 。再者，在頤和園修築期間 ，戶部上奏禁止海軍外購軍

火，由此可見，慈禧太后肯定是需要負上責任。 

 

2. 慈禧太后與戊戌變化肯定是有極大的關係。戊戌變法是怎樣一回事呢？慈禧又扮演

一個什麼角色呢？1898年，光緒皇帝，在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鼓勵下，決定發

起改革運動。他下令翁同龢起草了「明定國是詔」送給慈禧查閱，慈禧同意了，於

是便啟開歷史所謂「百日維新」之序幕。這次的改革頗為全面性，涉及政治、軍

事、教育及經濟各方面。 

這改革運動對某些在權者是有點不利的，尤其是那些保守派建制人士，更強烈反

對。內中包括軍機大臣世鐸、剛毅等人。他們不時在慈禧面前強烈反對這運動。在

此情形下，慈禧越來越改變初衷，反對改革。於是朝內面分成兩黨：帝黨與太后

黨。這引致康有為等人圖謀策劃刺殺慈禧。此事更複雜的，就是有所為外國勢力 

介入，此時適值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中國訪問，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向康有為提

議邀請伊藤博文為改革顧問，甚至賦與軍權。於是改革派官員紛紛上奏要求重用伊

藤博文。這自然引起保守派反感和反對。他們向慈禧太后遊說：把中國的軍事、財

產、外交交與外人，這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慈禧以此事態嚴重，就果斷的發動政

變，結束了戊戌變法。無可否認，慈禧是主要反對維新的重要人物，性格守舊，再

加上維新的大多是漢人，這更引起她的不安。維新主要人物：康有為、梁啟超逃走



到香港及日本；譚嗣同、劉光第、林旭等六君子被捕及處死。百日維新失敗，促使

各人體驗到清廷腐敗不堪，似乎唯一的出路，就是革命了！ 

 

 

3. 戊戌政變後，慈禧越來越排斥維新派，改而重用守舊派臣子，如剛毅、榮祿等人。

而且對洋人亦存有不信任的態度，因為他們大多是站在光緒哪一邊。 在這些保守

派臣子包圍下，慈禧漸漸相信民間的拳民可以有神力保護，刀槍不入，便容讓民間

的拳民殺害傳教士和信徒，終於引致八國聯軍從天津打入北京。慈禧只有逃亡至西

安，並派李鴻章與西方列強議和，在 1901年簽訂了辛丑條約。清政府要大量賠

款。經此後，慈禧下令改革，在張之洞、劉坤一建議下，效法日本，實行君主立

憲。但可惜為時已晚，1908年駕崩。在她死前的一天， 光緒皇突然病逝，兩者去

世前後只差一天。民間普遍相傳：光緒是被慈禧毒死的。她死時之遺言：「此後，

女人不可干預國政，此與本朝家法相違，必須嚴加限制。」慈禧死後三年，清廷便

告滅亡。 

 

    無可否認，慈禧確是一個心狠手辣的人，不但對政敵如是，對自己的兒子及

家人也是如是。她曾經寫過一首詩。懷念她的母親。詩云：「世間爹媽情最真、

淚血溶入兒女身。殫竭心力終為子、可憐天下父母心」。不知究竟她是懷念自己

的母親，抑或想及作為母親的自己。聖經有云：「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

就是財主積存資財，反害自己。因遭遇禍患，這些資財就消滅；那人若生了兒

子，手裡也一無所有。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也必照樣赤身而去；他所勞碌得

來的，手中分毫不能帶去。他來的情形怎樣，他去的情形也怎樣。這也是一宗大

禍患。他為風勞碌有什麼益處呢？並且他終身在黑暗中吃喝，多有煩惱，又有病

患嘔氣」。 (傳道書 5:13-20) 這正是慈禧的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