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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用长治人、照顾晋商
慈禧究竟来自何方？

于是，刘奇继续查阅、收集史料记载及民间
流传的有关慈禧的点点滴滴，试图从中找到能
证明慈禧生于山西长治说法的间接证据。

刘奇先是在光绪二十八年的内务府《差务
杂录》中查到，慈禧在祭奠她父母文书的下款程
式中，称其父惠征为“先考惠二老太爷”，称其母
为“先妣惠二老太太”。这样称呼亡故的父母，
无论从礼法上还是习惯上都极为不妥。

刘奇又通过查阅资料，发现慈禧不仅极不
尊敬惠征夫人，而且还有大量类似抱怨的言
语。慈禧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母亲呢？难
道慈禧不是惠征夫妇亲生？

继而从民间流传的有关慈禧日常生活的喜
好、为人处世中，刘奇也发现了慈禧似乎与山西、
与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慈禧60寿辰时，一个上党梆子剧团进京为
她祝寿，慈禧非常高兴，并赐名“乐意班”。上党
梆子所用语言的地方性极强，她怎么会对晦涩
难懂的上党梆子如此喜爱呢？

慈禧日常爱吃一种叫“团子”的食品。“团
子”是长治地区老百姓爱吃的一种特有的食
品。老人们常说，慈禧曾用长治人做御厨，专门
为她做团子吃。据说，清宫御膳房流传下来的
名吃“小窝头”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长治地区现在还流传着很多关于慈禧的故
事。据说慈禧曾偏袒长治犯官，提拔、重用长治
人及汉族官员，照顾山西商人及汉民……

这些在长治广为流传的说法难道都是杜撰
吗？或许慈禧与长治确有割舍不断的缘分？

慈禧当政之时，中华民族历经劫难。作为决策
者，慈禧的所作所为与她的脾气、禀性不无关系，而
这些，都是自童年就开始形成的。但由于她童年历
史的缺失，令历史难以还原一个真实的慈禧。

我们依旧不能停止探寻，慈禧究竟来自何
方？ 据《走近科学》杂志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紫禁城内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氛，曾两度发动宫廷政变，四次垂帘听政的慈禧
太后寿终正寝。随后，她被以皇帝葬礼规格葬于清东陵。在中国历史上，享受如此葬礼的女人是绝无仅有的。

百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在史书中探究慈禧出身的时候，却找不到任何记载。慈禧到底出生在哪里？她的身
世中又有怎样的悬疑？

1989年6月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山西省长治市市委办公楼，拜访时任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
奇。这个叫赵发旺的上秦村村民见到刘奇后，自称是慈禧的五辈外甥，还带来了同村几位宋姓村民的一封
联署信，口口声声要为慈禧太后平反。

“平反”一词是指把判错的案件或做错的政治结论改正过来，但历史对慈禧公正的评价早已是白纸黑字、板
上钉钉，又何来“平反”呢？经仔细询问，刘奇终于明白了——赵发旺说，慈禧是上秦村人，就出自自己的外婆
家，姓宋。这次他来找刘奇的目的，就是请求刘奇帮他们把慈禧出身的问题搞清楚、定下来。

刘奇很惊讶，慈禧的后代怎么会出现在上秦村呢？于是，刘奇决定去看个究竟。

宋龄娥、王小慊
哪个才是慈禧？

上秦村位于长治西南7公里外的平川之上，
刘奇一进村，便按村民指点来到了村西头一个
长久无人居住的破败院落前。据这所老宅的主
人宋安则讲，当年慈禧就出生于这所迄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的典型山西民居中。当然，一家之
言不足为凭，刘奇又向其他村民了解情况。

谁知一问不打紧，人们是如数家珍，七
嘴八舌地说个不休。

据说，当年这座老宅的主人宋家家道殷
实、生活富足。道光十五年阴历十月初十，宋
家添了一个女孩，生下时与他人的不同之处是
这个女孩的两只脚脚心里各长有一个瘊子。

这个女孩后取名叫宋龄娥，十分乖巧、懂
事，深受父母喜爱。然而好景不长，一个大涝
之年，洪水冲毁了田地，宋家因失去了衣食之
源而骤然破败。为了让宋龄娥讨个活命，其
父母只好忍痛把她卖到潞安府做使女……

慈禧的事情在这里几乎人尽皆知。人
们异口同声告诉刘奇：慈禧小时候就是在这
所院落里长大的。自从她进宫当了娘娘，村
里人就将这所院落称为娘娘院，世代相传一
直流传至今。

刘奇在上秦村的调查刚有些眉目时，10
公里外西坡村又有人来找到刘奇，提出了新
的说法，并举出了自己的证据：慈禧不是出
生在上秦村，而是出生在西坡村。同样是在
道光十五年，西坡村贫穷的王增昌夫妇喜得
一女，这个女孩的两只脚底也各有一个瘊
子，王增昌夫妇为她取名王小慊。王小慊 3
岁那年母亲病逝，妻子的病逝对贫困的王增
昌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

无奈，王增昌决定卖掉小慊，而买方，正
是上秦村的宋家。后来，宋家又将王小慊转
卖到了潞安府。不仅如此，现西坡村有一棵
千年古槐，传说当年小慊经常在下面玩耍；
在西坡村外的田地间还有一座孤坟，坟前的
石碑上赫然刻着“慈禧太后生母之墓”几个
大字。更重要的是，村民王培英家还保存有
一本家谱，家谱上注有一段“王小慊后来成
为慈禧太后”的文字……

然而，宋家后代矢口否认王家与慈禧有
关。随即，两村“慈禧的后人们”唇枪舌剑地
争执开了。刘奇从双方的“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中，找到了一个关键的共同点：慈
禧在幼年时被卖到了潞安府，而且是卖到了
当时潞安府的父母官惠征家。

可刘奇还是经过进一步查找、分析，发现
了惠征曾在潞安府做官的蛛丝马迹：

史载当时的潞安知府是多慧，在道光二十
四至二十六年间他曾离开潞安府赴京城“引
见”，就是面见皇帝述职，接受考核，等待提拔
重用。在这期间，吏部会委人来代行他的职
务，并考察他以往的政绩。而这个人便是惠
征，因为在他的履历表中，道光二十五年至二
十七年间是空白的。刘奇认为：由于只是个临
时性的代理工作，所以档案中就没有记载。

在接下来的寻访中，刘奇还听到这样一个
故事：

一次宋龄娥伺候惠征夫人洗脚。知府夫
人提醒宋龄娥说：“我这一只脚底下有一个瘊
子，你不要使劲抠它。”当地民间有“脚心瘊，
住高楼”的说法，是日后大富大贵的一种标

志。谁想，正小心翼翼地服侍夫人的宋龄娥说
出了一句令夫人大为吃惊的话：“我两个脚心
各有一个瘊子。”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夫人
心里为之一震。自此，夫人便对这个丫头刮
目相看，并在心中暗暗地酝酿了一个计划：满
族人家的女儿都要参加皇家选秀，只有在被
淘汰下来后方能许人，而有钱有势的人家谁
也不愿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宫中去苦挨
那“深宫怨”。

当时惠征的女儿已经 10岁，按照规定马
上就要面临选秀。由于宋龄娥正好与女儿年
纪相当，因此惠征夫人便琢磨出了一个冒名顶
替的办法：她收养了宋龄娥，让她改姓叶赫那
拉，更名玉兰……直到咸丰二年，17岁的慈禧
代惠征的女儿应选入宫。

这个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刘奇在接下来

的查阅中发现：曾为慈禧画过像的美国画
家卡尔著的《慈禧写照记》中，刘奇找到了
这样一句话“外间传述，谓慈禧太后家世极
为微贱，初仅为他家使女，厥后始选入大内，
登宝位焉……”这些记述与王宋两家的说法
不谋而合。

经过多年调查，刘奇收集到大量关于慈禧
生于长治的传说。这些传说逐渐在刘奇心中
勾勒出一个“长治说”的梗概：

道光年间，西坡村王增昌夫妇生有一女，
取名王小慊。由于妻子早亡，家庭贫困，王增
昌把女儿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名宋龄娥。
不料宋家亦因天灾而骤然破败，宋龄娥又被转
卖到潞安府知府惠征家做使女。后来，宋龄娥
被惠征收养，顶替他的亲生女儿参加选秀并且
应选入宫，一步步成为皇太后。

17岁替人入宫 慈禧原本是汉人？

身为清朝皇太后
慈禧却不懂满文

以往，学界普遍认可的说法是慈禧生于北
京。据慈禧二弟桂祥之曾孙那根正讲：“我们的家
谱曾有记载，慈禧是1835年11月29日生于北京
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现辟才胡同）内惠征家宅的。”

可惜，家谱在“文革”中被“破四旧”了，惠征
老宅前几年也因危房改造被拆除了……随着调
查研究的深入，刘奇总觉得慈禧的出身可能确
含有不可告人的隐情。因为，其间发现的一系
列“怪细节”以及一些间接证据似乎都倾向于慈
禧是汉人、生于山西长治的说法：

一是英国人爱德华·贝尔在《中国末代皇
帝》一书中写道：“慈禧长得过于纤瘦，脚更是小
得不成样子。”而刘奇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
一张老照片上发现了慈禧脚上的异常——她的
脚确实很小。而满族妇女历来都是天足。

再就是裕德龄在她的《御香缥缈录》中曾写
道：“有一点是很诧异的，老佛爷对于满文，实在
认识得很少，少到差不多可以说完全不认识。”慈
禧身为清朝皇太后，却不懂满文，这实在令人难
以理解。刘奇因此认定：慈禧是汉人，而非满人。

就在刘奇初步认定慈禧是汉人时，学界有
人对“长治说”证据之一王培英的家谱提出了质
疑：王培英的家谱不仅是写在一个破旧账本上
的，而且在干支纪年后还加注了公元纪年。

由于老百姓以往修谱习惯上是不会用公元
纪年的，因此很多人认为家谱是伪造的。但刘奇
经研究后认为，这本家谱记录了1794~1970年之
间王家的六代传人，跨时176年，如果没有根据，
王培英是不可能凭空编造出这本家谱的。

正当难以判断王培英家谱真伪时，上秦村
赵发旺的表弟宋六则又给刘奇送来了一些在自
家炕洞里找到的陈旧的带有字迹的碎纸片，据
他讲，这是慈禧入宫后写给宋家的信……

经拼合修复，虽尚不能断定残信是慈禧写
给宋家的，但经与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一张
普遍被认为是慈禧亲笔的便条进行比照，信封
上的字与慈禧亲笔的笔画非常相似。时隔不
久，宋六则又给刘奇送来了一个牛皮夹子。

有关专家鉴定残信信纸及皮夹子确出自大
内。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一个农民家
庭是不可能有这些物件的。但要使上述说法成
立，还需要更深层次的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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