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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历史
上，以个人而论，对民众生活影
响最大的就是皇帝。

张宏杰的《坐天下很累》、《饥
饿的盛世》，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

两本书代表了两个皇帝的
极端，前者写了 8 个皇帝加洪秀
全，都比较痛苦；后者写了张宏
杰认为，中国历史上活得最幸福
的皇帝乾隆，比较幸福——但
是，乾隆个人的幸福，对于整个
国家来说，却是以民众的痛苦为
代价。

总体而言，在张宏杰看来，皇
帝是最不幸的人。对于这一个

“悖论”，张宏杰有着充分的论据：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

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历
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
有二百零九人。这二百零九人，平
均寿命仅为三十九点二岁，平均寿
命比普通人要低近十八岁。

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
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
寰，其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

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
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
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六百一十
一人，非正常死亡的有二百七十
二人，非正常死亡率为百分之四
十四，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
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
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
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
多，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
中，记录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
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如南北朝
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
刘子业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
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
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

‘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
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
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 Par⁃
ty。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
妹，稍有不从者，立即被杀掉，毫
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
叫宫女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
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
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
食，并称呼他为“猪王”……

第四，历代皇帝中，较好地
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只占一小部
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

“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
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
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
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
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
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
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
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
部分皇帝在这个职位上是“混”
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
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
辽阔的帝国。

在张宏杰看来，权力过于巨
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
原因。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
帝常年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风声
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
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
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
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
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
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
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弘

以《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而成名的通俗历史写作者张宏杰，对于中国历史上的皇帝格外
关切。近日，他推出了两本书《坐天下很累》《饥饿的盛世》。前者写了8个皇帝和洪秀全的“不幸”，
后者描述了乾隆皇帝一个人的幸福，建立在整个国家和民众牺牲和付出的基础上。11月初，张宏杰
和学者刘瑜、央视主持人张越进行了对话。在他看来，皇帝是一个最不幸的群体。与一般人印象截
然不同的结论后面，张宏杰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他的说法是否可信？记者采访了他。

张宏杰：皇帝是最不幸的人

衣服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
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
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
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
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
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
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
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
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
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
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
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
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
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
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
部分永远白白贮存库内，从来
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食物

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
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清代
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
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
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
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
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
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
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
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
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
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
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
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
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
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

十五斤……

住宅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
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
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
殿供他居住。大部分清代皇
帝无法忍受浩大紫禁城过于
压抑、沉重的气氛，他们一年
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
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
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
何地回到这里。

出行

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
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
天覆地：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
代帝王为例。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内
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
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
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牛，以及
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
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
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
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
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
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
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
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
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
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
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
因为重复的风景而厌烦，“归途
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清代祖制，每天早上五点
左右，皇帝就必须起床。皇
帝穿衣戴帽是不能由着自己
喜好来的，在不同的季节、不
同的月份、不同的日子，甚至
同一天的不同时辰，皮、棉、
夹、单、纱的各种质地以及式
样、颜色规格、文饰都有严格
规定。

梳洗已毕，首先要做的事
是“读‘实录’一卷”，也就是说
要学习祖先的光辉事迹，背诵
祖先的教导。

早上七点到九点半是皇
帝吃早饭的时间。御膳的食
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
月集成一册。在做御膳时，内
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监督，每道
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许任意
增减更换。皇帝就座后，传膳
太监一声呼喊，饭菜鱼贯而
入。试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
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
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
吃。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
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
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
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
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
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
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
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
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

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
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
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
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
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
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
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
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
两点半，是皇帝休息吃午饭
时 间 。 根 据《国 朝 宫 室》记
载，每天皇帝一般在下午一
两点时吃午饭，然后批阅各
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
开始学习。

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这
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
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七点到九点皇帝要
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
香，然后上床睡觉。按照规矩
平时皇帝不能到妃嫔宫里过
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妃嫔来
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
帝的寝宫里来，叫做“召幸”。
由太监把被传的妃子用一条
大被裹好，送到皇帝寝宫。妃
子必须从皇帝的被脚爬入，开
始被“幸”，“幸”到规定时间，
窗外太监就一声呼喊：“皇上
节劳。”于是皇帝翻身下来，太
监再把妃子包好送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
天天如此。

皇帝的衣食住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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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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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皇帝一天的生活

《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
得与失》
版本：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定价：39.80元
《坐天下很累：中国式权力
的九种滋味》
版本：吉林出版集团2012
年10月版
定价：3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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