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皇四子與皇六子

1831年7月17日，即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肯定是道光帝一

生中最開心的日子之一。這一天，他又得了個兒子。

「道光」是愛新覺羅．旻寧繼位後使用的年號，廟號為宣宗。

後人稱清代皇帝多用年號系之而罕用廟號，本書亦沿用之。此時，

他已執政11年，年齡49歲，依中國傳統方法計算，為虛歲半百。

說是又得了個兒子，是指在此之前，道光帝曾經有過三個兒子。

皇長子奕緯，生於1808年，最為道光帝所喜。《清實錄》中留

下不少培養教育奕緯的諭旨，可從中體會到那種深沉的父愛。

1831年5月，奕緯已23歲，落落成人，卻突然死去。關於他的死

因，有私家記載稱，奕緯的老師迫其背誦經書，並叨叨說道：「好

好讀書，將來做個好皇帝。」年輕氣盛的奕緯實在不願意做此等無

味（且也無益）之事，便危言頂撞：「將來我要做了皇帝，首先殺了

你！」此雖年輕人的一時衝動之言，但足以使老師魂飛魄散。道光

帝得知此事後惱怒至極，立即召見奕緯。而戰戰兢兢的皇長子正欲

跪下給父皇請安時，突遭道光帝踢來一腳，恰恰傷及下部，未久而

不治。1 

1 信修明：《老太監的回憶》（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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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苦命天子

在專制社會中，宮廷不僅是平民進出的禁區，同時也是私家文

字的禁區。凡不利於皇帝及皇室高大完美形象的事件，官方決不可

能留下正式記錄，而私人悄悄作筆記也有所忌憚，不敢寫明消息來

源、是否驗證等等對今日歷史學家作考證極為重要的資訊。結果，

各種民間盛傳的稗官野史，既有可能是人云亦云的傳訛，亦有可能

是官方竭力掩蓋的確鑿的真實，着實使歷史學家犯難。若信之，可

能有誤；若不信，那麼只剩下官修文書的冠冕堂皇。此一段奕緯死

因的頗具色彩的傳說，永遠無法得到驗證。讀者對此不妨姑妄聽

之，千萬別當作肯定的事實。這一類的材料，我在後面還會大量引

用，凡難以確認者，亦會不時地提醒讀者。

道光帝旻寧（1782–1850）
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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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官方的正式記錄中，僅記載皇長子奕緯「道光十一年辛卯

四月十二日未刻卒」，沒有記載死因。道光帝初以皇子例治喪，復

追封為貝勒。次月賜諡為「隱志」。這是一個令人難以琢磨其中含

義的諡號。

皇二子奕綱生於1826年11月22日，死於1827年3月5日，在

世104天；皇三子奕繼生於1829年12月2日，死於1830年1月22

日，在世52天。這兩位早殤的嬰兒沒有更多的值得今人細琢的材

料，只是他們的生母很值得注意。她是皇六子奕訢的生母，也是皇

四子奕詝（即本書的傳主）的養母—生皇二子時為靜嬪、生皇三

子時為靜妃的博爾濟錦氏。

年近半百的道光帝先後失去三子，悲痛之狀可以想見。可

是，他只是為自己膝下空虛而悲傷嗎？只是哀痛自己不獲天倫之

樂嗎？恐怕在他的心中，想到的更多是朝廷而不是他個人。今日

東方型的超級富翁若無子女賺錢也覺無味，自己反正花不完了，

留下的又給誰呢？道光帝身負社稷之責，他的問題是，誰來繼承

他的皇位呢？

別忘了，他是個皇帝，而且一心想當好皇帝。

皇長子奕緯死的時候，後宮中受寵的全貴妃鈕祜祿氏 2 正身懷

六甲。她恐怕比道光帝更希望自己能生個兒子。誰不知道，姿色再

美也會隨年齡而消退，以此受寵必不能長久。在宮中，母以子貴！

若有一個好兒子，情況就不一樣了，不僅將來能有個依靠，而且若

兒子能討父皇喜歡，自己不是可長以專寵嗎？

2 此時滿族婦女無大名，僅有姓氏。鈕祜祿氏又為滿族八大姓之一，後宮中同
姓者甚多。即在道光帝的后妃中，就有孝穆皇后、成貴人、祥妃同姓鈕祜祿
氏，請讀者細心區別。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8  苦命天子

鈕祜祿氏，二等侍衞頤齡之女，生於1808年3月24日，與皇

長子奕緯同歲，小道光帝26歲。她入宮的準確時間今已不可考，

史籍上稱道光初年入宮（道光元年為1821年）。這與滿旗官員家女

子13至15歲選秀女的規定相吻合。而她在幼年時，曾隨父親宦居

蘇州，頗受江南秀麗之氣，看來很是討道光帝的喜歡。一入宮便

賜號全嬪，在後宮的「皇后、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常

在、答應」八個等級中居第五等，為最低一級的「主位」（清代制

度，嬪以上為「主位」，與貴人以下有明確區別）。但在1823年，便

冊晉為全妃，1825年再晉為全貴妃。這種地位的迅速上升反映出

來的當然是道光帝的寵愛，而道光帝賜號中的「全」字，更見匠

心。大約她是色藝明慧一應俱全吧。私家記載亦稱，她曾仿照民

間的七巧板，斫木片若干塊，排成「六合同春」四字，作為宮中的

新年玩具。3 

3 《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1冊，頁17。

奕詝生母孝全成皇后鈕祜
祿氏（1808–1840）朝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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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皇四子與皇六子  9 

鈕祜祿氏入宮後，曾於1825年生下皇三女，1826年又生下皇

四女。可在那個時代，女兒不值錢。皇三女死於1835年，僅十

歲，追贈端順固倫公主。皇四女於1840年下嫁蒙古王公，封壽安

固倫公主，1860年去世。兩位公主在當時和後來都沒有什麼影響。

已經生下兩位皇女、正在圓明園湛靜齋待產的全貴妃，多麼盼

望上天此次能賜予她一位皇子。是男是女，絕對不一樣，更何況正

值前三位皇子俱亡的特別時刻。因此，她在千辛萬苦終於產下一位

男嬰時，臉上浮現出無限幸福的笑容：我已經兒女俱全了，我已是

真正的全貴妃了。

與鈕祜祿氏同樣等得心焦的是道光帝。讓全貴妃在湛靜齋生

產，很可能是道光帝給全貴妃的特別待遇。湛靜齋在乾隆時名九洲

清晏，為圓明園最大且最為重要的建築。道光帝住園時多在此地，

他也可以就近了解消息吧。

皇四子出生時間為丑時，按照現在的時間刻度，為清晨1至3

時。當這位排位第四，實居皇長子之位的男嬰以響亮的啼哭驚動夜

圓明園《九洲清晏圖》，咸豐帝出生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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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苦命天子

空時，道光帝似乎聽到的是一種絕妙無比的音樂。他給皇四子起了

不同以往的名字「奕詝」—不再像奕緯、奕綱、奕繼那樣繫於「糸」

旁，而用了「言」旁（清代制度，皇室男性名字第一個字表示輩份，

由康熙帝確定，排行次序為允、弘、永、綿、奕、載、溥等；而皇

帝之子第二個字使用同一偏旁。奕詝之後，諸皇子名皆用「言」旁）。

湛靜齋，到了1850年皇四子奕詝登基後，改名為基福堂。4 它

是個福地。又到了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時，被英軍焚毀，它又成

了災地。

皇四子奕詝的降生，彷彿是一個吉兆。僅僅六天之後，1831年

7月23日，祥妃鈕祜祿氏生下皇五子奕誴。過一年半，1833年1月

11日，靜妃博爾濟錦氏生下皇六子奕訢。越七年，1840年10月16

日，貴人烏雅氏生下皇七子奕譞。又四年，1844年2月24日，由貴

人晉為琳妃的烏雅氏又生下皇八子奕詥。再一年，1845年11月15

日，琳妃烏雅氏再生下皇九子奕譓。這是道光帝最後一個兒子，是

年，他63歲。5

一下子有了這麼多的兒子，可謂喜福事。即便從皇位繼承的角

度考慮，選擇面越大，就越有可能挑出英主。若僅有一子，是明是

暗都是他了，朝廷的前景也就明暗不清了。在王朝政治中，確立皇

儲，是無可爭議的頭等大事。

然而，要從這六個兒子中，選出一個能繼承光大祖業的接班

人，決非易事。這與平常人家不一樣，可以析分家產，縱然出了一

群敗家子，只要有一個爭氣，仍可耀祖光宗。可皇太子只能有一

個，一旦繼位，便無可挽回。往小裏講，宗廟社稷動搖；向大裏

說，整個國家數億生靈都要遭殃。這需要一種非凡的識力。

4 咸豐帝奕詝生於圓明園湛靜齋，可見證於《清實錄》及其他史書。
5 唐邦治：〈皇子〉，《清皇室四譜》，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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