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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

内容概要

祺祥政变开启了慈禧垂帘。
年仅27岁的慈禧如何能够取得祺祥政变的胜利，从而开始了长达47年的垂帘听政生涯？是天时、地利
，还是人和？似乎都是。
《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以“灭建州者叶赫”的谶语作引，勾勒出晚清道光皇帝立储隐忧的朝局
和烽烟四起、内忧外患的政局变幻图景，全面接受了祺祥政变的历史背景；描述了随着祺祥政变的风
起云涌，慈禧步步为营、游刃内外，最终彻底摆脱了以肃顺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的掣肘，登上最高
权力宝座的跌宕起伏的过程，概括了黄色垂帘之后的慈禧，点了三位小皇帝的将，决定了晚清47年的
朝局走向，进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史脉络。
在叙述的过程中，本书也一一解读了：慈禧为什么要发动祺祥政变？是为了自保，还是为了政治野心
？在政变中，她是如何整合自身以及周边的各种势力，并逐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作为胜利者，为什
么她执政时间是历史上492位皇帝中的“第七帝”，是唐朝女皇武则天执政时间（21年）的两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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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开玺，1949年生，河北辛集人，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心主任兼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到目前为止，他已出版学
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内容多属晚清政治史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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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JC小朋友JC小朋友铜牌会员广东2014-12-23 10:49来自京东iPhone客户端心得： 不错。实惠。就是需
要调货慢了一点。好评购买日期：2014-12-08回复(0)有用(0)瓶子里的蘑菇瓶子里的蘑菇钻石会员北
京2014-11-17 08:16 历史告诉我们标　　签：人文阅读社会文化心得： 让自己静下来，看看想想购买日
期：2014-05-29回复(0)有用(0)
2、V4欣雨Q钻石会员但凡对清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慈禧入宫伊始只不过是大清朝第八位皇帝
咸丰帝的兰贵人，遂凭借其美貌、聪慧、能书善画和不凡的心机，也不过几年光景，就已深得咸丰帝
宠幸，地位连连晋升，及至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载淳（即后来的同治帝）之后，更是母凭子贵，“
六宫粉黛无颜色”，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然而，随着咸丰帝对懿贵妃的宠爱日甚，他开始发现她对权
利渴望的欲望热烈。因此，咸丰帝开始警惕起懿贵妃来，他是不能允许女人参摄朝政的，一想到曾经
是唐高宗皇后的武则天“牝鸡司晨”，代李唐为武周的历史教训，他就提醒自己警惕此女。就是这时
开始，咸丰帝对懿贵妃的宠爱渐减。假如咸丰帝不是英年早逝，又假如懿贵妃的儿子不是唯一的皇子
，历史照这样发展下去，懿贵妃到最后会不会成为一代慈禧太后，三度垂帘听政，成为清朝末年实际
执掌人长达47年之久呢？如果有假如，我想是不会的，咸丰帝在生之年已经开始警惕这个女人了。 可
是人算不如天算。历史在风云际会之间，懿贵妃注定是要登上大清朝这个大舞台的，在这个内忧外患
，风烛残年的帝国大厦里穷奢极欲几近半世纪，加快了大清帝国覆灭的进程，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 《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一书讲的就是慈禧从一名后宫嫔妃在因缘际会之间，通过祺祥政
变，肃清敌人和对手，一步一步走上了大清朝最高权力的宝座。从咸丰帝北走热河病死热河，唯一皇
位继承人载淳（慈禧的儿子），以年仅6岁之冲龄登基，使充满了权利欲望的慈禧从此粉墨登场，走
上了实际执掌清朝几十年的政治舞台。 本书作者王开玺老先生作为历史学教授和学者，对历史可谓耳
熟能详，因之行文讲述理据确信，用心书写，更充分考虑到本书作为一本普及性历史书籍而面对的普
通读者，给生僻字加注音，重要人物加注说明等，足见老先生对读者的一颗关怀体贴之心。这是我读
过的历史通俗读物当中所没有过的。 书中所述秉持还原历史真实的严谨态度，对于那些众说纷纭，模
棱两可的看法与观点，王老先生只提出个人的看法以供参考，但求真实而不媚众，让人一窥祺祥政变
历史的真实面目。 慈禧在大清国风雨飘摇，内外交困之际三度垂帘听政，只顾攫权享乐，极尽奢华，
这无疑更加快了大清朝覆忘的步伐，而由此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格局。收起2014-05-20 00:50:45
V3fantf　 说起慈禧和她所经历的时代，我最初的学习恐怕还是从书本上的来的，那个准确的时间已经
被忽略掉了，我已经忘却了它存在时的准确时间，只是知道那时的我是怎样的模样，每一天所忙碌的
是怎样的内容，关于慈禧这段内容，或者说很多内容书籍中所涉及的范围都是很小的部分，在有限的
时间内传递太多的内容在那个时候也是不现实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更主要的求学和升学，比起这些
其他的内容都可以被视作为可以省略的部分，或是带过，或是忽视它的存在！ 之后的某段时间内，似
有似无的印象里有看过一部电视剧还是电影，其中的场景和内容也不再是清晰的模样，只记得那部剧
集中的主人公人物便是慈禧太后，而扮演她的人便是此刻还活跃在电视荧屏的刘晓庆，或多或少的内
容只是还依稀的记得一点，但更确切的内容早已化作了云和雾，消失在我的世界里！ 　　关于慈禧，
她的身世，她的人生轨迹的大转变，作为一个稍有好奇心的人来说，我一直想着，念着，期盼着，在
某一天的时候，可以对其有个或多或少的了解，哪怕只是肤浅的，表层的内容，我也会为这种太迟的
添补感到高兴，毕竟这是一个曾经的遗憾，寻找挽回的唯一方式方法！ 　　 《慈禧垂帘---祺祥政变
始末》正是我对这一较为空白的一页做出挽回的第一步，它的出现让我不再觉得学习历史，懂得历史
是多么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本书将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对慈禧的生平展开络绎不绝的介绍，相
反的是从道光皇帝开始说起，特别是本书的引子，其中关于“灭建州者叶赫”就开始让所有人对这本
书和它要讲述的内容产生特别强烈的好奇心，至少我想我是这样！ 　　道光皇帝的遗照，相比之前皇
帝的遗照来说有着特异的一处，将封王与立储放置在了同等的地位上，但顺序却做了让人费解的调至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和想法所致？作者对此做了他想的，却也具有真实感的猜测和判断！ 　　慈禧
的存在，她的晋升，她的母凭子贵，全因皇长子载淳，且是皇位唯一继承人的存在，让她对所有事物
的走向有了自我设定的安排，我想不会有太多的女人天生就有着强大的攻击和防御能力，不会对权利
有太过强烈的感觉，但当生为母亲，所处这样的地位时，她的想法可能就必须做出不断的，较合适宜
的转换来，慈禧想做的，最开始的还是因为母性！ 　　慈禧垂帘在作者的牵引和指导下，让我们这些
对历史不做过多了解的人发现，所有的一切都是更多前因积累下的结果，那是你无法预知的未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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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发生的现在所呈现出的所有状况的综合！ 　　慈禧的那些事，读《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有
了比较多的了解和获知，心里的疑惑也在渐渐的扫去，慢慢的来，细细的品，更多的添补还在更远处
！收起2014-05-06 09:37:00 V2猩红国王不管慈禧在当世被如何地千夫所指，考究清朝近三百年历史，论
才貌美色与见识胆略，唯有孝庄皇后能与之相提并论；细数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四百余年历史长河，各
朝巾帼传奇，能如此叱咤中国历史的女人，连大唐武曌皇帝也自叹弗如。 中国人的史观，总喜欢给历
史人物贴上或对或错的标签后广而告之。但历史如斯，功过是非都是后人的主观评价，处于当时时代
洪流裹挟之下的每一个人，都难以一己微弱之力阻止这奔腾向前的巨力。这本《慈禧垂帘：祺祥政变
始末》正是试图通过官修正史和稗官野史，试图告诉我们：“历史绝非偶然”，是“历史”成就了这
位“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又是慈禧造就了大清帝国风雨飘摇
的最后岁月。只有讲述历史，只有旁征博引；没有虚构臆断，没有口诛笔伐，所有的是对是错，是必
然是偶然，全交由读者自己判断！ 如果在读本书之前，当我们提到“慈禧”和“晚清”时，脑海里浮
现的是各种厉声厉色的声讨之词、是嘲笑讽刺的否定态度，那么读完本书之后，你不得不佩服慈禧其
人的确是具有非凡的文韬武略的：作为女人，她能策动祺祥之变，三度临朝，平发捻义军，定回苗之
乱；能知人善用，经她器重、栽培的政治、文化、军事之奇才大有人在，在大清龙脉陷入气若游丝的
境况下苦苦维系着最后的气数。当然，本书之外，她独揽大权、骄横奢靡、任用小人、迂腐不堪诸如
此类的错误之下祸国殃民，酿成了中华大地接连不断的夷祸，亦是事实。 这就更值得我们思考了，当
我们骂晚清（被骂的无外乎慈禧太后、几位晚清皇帝和一些朝廷重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骂什么？
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英雄史观告诉我们，再杰出的英雄人物也不能主宰历史。既然拥有无限正能量的英
雄人物不能主宰历史、扭转乾坤（非得借助人民的力量），那么拥有无限负能量的某个或一小撮人也
不太可能凭一己之力，就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除非有民众积极的或消极的相应）。我认为，造成
当时积重难返的原因，和整个依然处于封建制的中国社会不无关系，和千百年来国人过于“天朝上国
”的意识不无关系。所以读此书，不应只为娱乐消遣（说到消遣，看看充斥市面上各种空穴来风的太
后“花边”、“秘史”，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而是为了唤醒世人，以史为鉴，不蹈前车之覆。收起
钻石会员慈禧太后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两位女性之一。与另一位武则天相比，她除了没有正
式称帝之外，很多地方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1861年至1908年间掌控清朝最高权力长达47年，在清
朝仅次于康熙与乾隆，在中国历史上排名第四，是当之无愧的无冕女王。当政期间，她三度垂帘、两
决皇储、发展洋务、收复新疆，又昧于世界潮流，镇压太平天国、扼杀维新运动，使整个国家向其顶
礼膜拜，所作所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 然而，在男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她作为
一介女流，到底是如何踏上权力顶峰的呢？这一切都要从1962年的祺祥政变（又称辛酉政变）说起。
王开玺教授认为，正是从那里，慈禧太后开启了她的权力之门，完成了从后宫嫔妃到大清帝国最高统
治者的华丽转身，成功摄取了清帝国的最高权杖。她的成功掌权并非国家之幸事，也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背景。 就慈禧太后本身而言，她具备了成为独裁者的内在素质。她不但
天生丽质、美艳绝伦，而且粗通文墨、明晓事理，还机敏善变、敢做敢为，颇得咸丰皇帝的信任与倚
重，经常代笔批阅奏章。更为重要的是，她对权力有着极为强烈，甚至病态的渴求，这种欲望刺激着
她时时伺机揽权干政，遇到合适的机会，必然掀起滔天巨浪。而当咸丰皇帝死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
制约她伸向最高权力的贪婪之手了。 就当时政治局势而言，她抢得了成为独裁者的不世机遇。首先当
然是咸丰皇帝尚在青年即在热河亡故，同治年幼嗣位，咸丰皇帝后事安排中的漏洞为她入掌最高权力
提供了可能。其二，咸丰皇帝死在了临时权力中心热河行宫，而八位顾命大臣又分居热河、北京两处
，在权力中枢向北京转移，辅政运行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间隙，为其发动政变提供了机会。其三，她
是咸丰皇帝唯一的儿子同治皇帝的亲生母亲，不但母以子贵，而且掌握了象征权力的“同道堂”印章
，代表皇权的正统，使她在与肃顺等顾命八大王的较量中占据了有利地位，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
措施，所以能够通过政变一举将其政治势力铲除，为其掌权扫清了道路。 就当时社会关系而言，她获
得了成为独裁者的独特人脉。咸丰皇帝虽然对心狠手辣的她有所防范，但仍然想要利用她。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要防止她攫取最高权力，何不效仿汉武帝立子杀母？或者效仿唐太宗令武则天削发为尼？
从他赐给小皇帝“同道堂”印的那一刻起，慈禧太后的掌权已不可避免。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咸丰皇帝
的正宫皇后钮祜禄氏，即后来的慈安太后，她为人忠厚，贤淑安分，没有权力欲望，自然也就没有什
么主见，容易为慈禧所煸惑、利用，为其独掌大权提供了支持。再一个重要人物是奕訢，即咸丰皇帝
的六弟，他不但外有外国势力的支持，而且周边还聚集了一股政治势力。慈禧选择了他为其同盟者，
再加之肃顺的麻痹和无知，胜保、僧格林沁等统军将领的支持，胜利的天平已见分晓。 伴随着慈禧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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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慈安太后、与同治皇帝返京的车驾，她一步步登上了清王朝权力的巅峰⋯⋯ 王开玺教授的历史普
及读物《慈禧垂帘：祺祥政变》一书，依据丰富的史料，用历史学家的视角，通俗易懂的语言，追根
溯源，剖析了她之所以能够借此事件一举登上权力宝座成为最高独裁者的前因后果，为我们揭开了慈
禧太后掌权之谜，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超级女独裁者的养成过程，确实如同王开玺教授自己所讲的“既
具有历史学的严谨可信性和科学性，又不失语言的清新活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故事性和趣味性”
，非常值得一读。收起2014-06-10 17:13:00 V4崔朔玮钻石会员中国人的史观，总喜欢给历史人物贴上或
对或错的标签，但是未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纵观中国历史，能从历史得失中参悟透人心，而在历史
上崭露头角的人比比皆是，但是对于平常的人，他们也是凤毛麟角。所以在我看来，一个人被口耳相
传的或好或坏，未必就代表了这个人的真实。读历史，我们读的不单单是成败得失，还有那人心的癫
狂。 慈禧太后，相信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女人。也是饱受争议，但是坊间流传或是教科书已经
不言而喻的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大清朝灭亡的罪魁祸首。这样的一种偏见，是在让人痛心。 王开玺
，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多属晚清政治史范畴。他的这本《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
》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最接近真实的慈禧太后。 慈禧刚入宫伊始只不过是咸丰帝的兰贵人，但是为什么
他能够在几年的光景，就能深得咸丰帝宠幸，恍惚间就“万千宠爱于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了呢？
及至生下咸丰帝唯一的皇子后来的同治帝载淳后，更是母凭子贵，在清宫中光彩照人，也许是机缘，
凭借她自己的欲望和能力，通过祺祥政变，肃清敌人和对手，最终一步一步走上了大清朝最高权力的
宝座。垂帘听政，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女人在封建社会能够攀登到如此高的地位，可以与武
则天地位平等，可见，这不是偶然。在这本书中，还原了一个可以称之为捉摸不定的一个帝国皇权的
统治者的大事记。她能策动祺祥之变，三度临朝，平发捻义军，定回苗之乱；能知人善用，曾国藩、
李鸿章、左宗棠⋯⋯这样的人物在她的手下让气若游丝的清朝延续了近百年，成就了一个清朝的中兴
。但是坊间流传的她独揽大权、任用小人、骄横奢靡、祸国殃民，酿成了中华大地接连不断的夷祸，
也是事实。这些并不是偶然，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性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看康熙帝、乾隆帝
，压制自己的欲望开辟了康乾盛世。但是，世界不单单只有一个中国，世界的工业的发展让整个世界
的格局已然发生变化，中国也只能随之而动。慈禧锤炼，只不多几十年，却对今天还有微妙的影响。
历史，值得我们尊重，也要以史为鉴。2014.06.02收起2014-06-02 10:11:09V3菊花茶27钻石会员诚如作者
王开玺所说，这是一本普及性历史书籍，即通俗历史读物，就是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用趣味性、可
读性的写法描述出来，但又不损害其真实性和科学性。读者或许觉得这样写并不难，但作者却说：“
当初构思此书时，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勉强将原有的史学研究思维定势和表述语言改变过来。” 不得
不说，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关于慈禧垂帘听政的故事，各种演义小说电影电视剧都表现得太多了，
以至于头脑中一旦想起这一历史事件，首先浮现出来的居然是某些演员的面孔，以及那些耳熟能详的
台词。但那都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吗？显然不是。作者在书中从咸丰皇帝与恭亲王奕訢的继位之争讲起
，像一篇悬疑小说一般，一层层拨开迷雾，让故事慢慢向前发展。对于叙述过程中涉及到的许多历史
知识，作者都会做详尽的解释，比如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比如“亲王制度”，比如清朝皇帝陵
寝的选择等等，这些看似是旁枝末节，其实都与历史的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咸丰皇帝、懿贵妃、以肃
顺为代表的雇命八大臣、恭亲王奕訢显然是“祺祥政变”的核心人物，咸丰帝弃北京逃往热河，在避
暑山庄突然病亡，雇命八大臣临终受命，两宫皇太后联合恭亲王共同对抗肃顺。在皇帝梓宫回京的途
中突然发动政变，一举改变了政治局面。直至最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国家大权47年之久。讲述
这一历史事件，作者利用了相当数量的野史，而这些“野史”因为足够有趣，足够吸引人，已经变成
了许多人心中的“信使”。但作者说，引用野史是为了补充正史的资料不足，使所述内容更为具体生
动鲜活。事实证明，这种写法非常好。在叙述正史的过程中，已经有不少例证可以反驳野史的“谬论
”之处。而有些无需反驳之处，读者也会多一些思考，不会轻易相信这些野史。 我也很喜欢这本书中
关于人物的描述，比如肃顺，在书中着墨比较多。作者写了他个性中跋扈的一面，但他也有不徇私情
，整治腐败贪官，重用汉人，忠心为国的一面。他还不结党营私，不贪财。临行前的那一幕，更是显
示了他真是一条硬汉！ 没有为读者预先设立某种“历史观”，是这本书最值得称道之处。作者在书中
引用了康德的话：“没有人能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突破自己的皮肤。”带着现代人的
观点去随意批判历史最不可取，如作者这样的历史学家，除了写严肃的历史论文外，更应该多写写这
样的通俗历史读物，以客观公正而又严谨认真的态度，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为人们展现历史的真实。当
然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读者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那就是他们的事了。收起2014-06-08 21:15:29 
V1无昵称用户这个商品不错~2014-07-27 11:54:11  V3jjmin钻石会员非常不错的书，物流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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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7 16:04:25  V2zshr2钻石会员读完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教授的《慈禧垂帘：祺祥政变始末》
，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慈禧垂帘是名正言顺的。虽然这其中充满着慈禧的智慧和狡诈，充满着八
大臣的悲剧和无奈，充满着清政府日益衰落的无力回天和割地赔款的屈辱万分。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
不顺则是不成。慈禧太后之所以能够垂帘听政靠的是名正言顺，八大臣之所以不能够辅政成功是因为
名不正言不顺。说白了，清王朝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天下。慈禧垂帘，也是爱新觉罗家的人在掌权，而
不是外人——八大臣在掌权。这符合爱新觉罗家的名，也符合爱新觉罗家的言。而八大臣则恰恰相反
，虽然他们有的也是亲王，是爱新觉罗的近支。 用行话来讲，这就是正统观念的作用。何为正统？某
一王朝或者帝王受命于天，是纯正直接的发展过程中的王朝或帝王，是直接继承前王朝或前帝王。它
们就是正统的。中国自古以来，汉族为正统，少数民族为左衽，是非正统；尧舜禹及之后的继承为正
统，旁支为非正统。清王朝入关（1644）继承明王朝以来，到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已经200多年，清
王朝为正统的观念，清王朝爱新觉罗家族为正统的观念，也已经深入人心。 慈禧垂帘前的第一位帝王
是大清朝一脉相承的帝王——咸丰帝的唯一儿子载淳，这是名副其实的正统，具有神圣的、不可动摇
的正统地位。就是这个正统，使得慈禧太后在面临八大臣的责难时，多了几分信心；又是这个正统，
使得慈禧太后成功地争取到了多数人的同情而问难八大臣；还是这个正统，使得慈禧太后垂帘有了“
合法”的地位。 以上种种，足以说明，慈禧垂帘是名正言顺的了。至于为什么是慈禧垂帘，而不是慈
安垂帘，这就是个人原因了。历史地说，清王朝有可能是慈禧垂帘，也有可能是慈安垂帘，无论谁垂
帘都是可能的，因为皇上年幼，而无论是慈禧或是慈安都是皇上的母亲，都是清朝的皇后、国母。 慈
禧太后第一次名正言顺垂帘听政之后，并没有像武则天那样临朝称制。虽然她有专断擅权的时候，但
是因为她的垂帘听政将矛盾集中在爱新觉罗家族内部，而构不成外部对清朝的威胁，所以她能第二次
垂帘听政，且垂帘听政长达47年之久，正统的思想使她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统治中国长达近半个世纪
。而临朝称制的武则天却只执政了21年。这时间还不到慈禧太后执政时间的一半。原因是什么？无他
，唯有正统。如果是正统，则名正言顺；如果不是正统，则名不正言不顺，事成不成就不言而喻了。
收起2014-06-30 10:31:15  V3若砚尘钻石会员本书以“灭建州者叶赫”的谶言为引，引出了慈禧长达47
年的执政生涯，介绍了祺祥政变的始末。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太后，正是叶
赫那拉氏。清政府在慈禧太后手中覆灭的结局，竟使其一语成谶，符合民间流传的叶赫家族向爱新觉
罗家族复仇的传说。 似乎在道光帝选立奕詝即位时，就为慈禧太后掌权提供了条件。若道光选择奕訢
即位，以奕訢66岁逝世，其子载滢已年近四十的情况，必不会出现清帝年纪太小而导致太后垂帘掌权
的局面；若不是咸丰帝让懿贵妃代笔拟旨，也不会刺激懿贵妃的权力欲望；若不是咸丰帝长期驻跸热
河而不回銮北京，也许并不会出现后来的宫廷政变，也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干政垂帘的局面⋯⋯但历史
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历史不能改变。在此风云际会之时，终究是慈禧太后垂帘掌权，执政长
达47年。历史选择了懿贵妃。 道光帝注重孝道，待母极孝，奕詝的师傅教他打出的“仁孝牌”，正中
道光帝下怀，而奕訢则在不知不觉中接连失利。咸丰帝虽无康熙的雄才大略，但也不是昏聩的无道之
君，是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守成之主。但他生不逢时，即位第二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早已
不再骁勇善战的清军无法镇压，使星星之火成了燎原之势。而英法联军更是逼其巡幸热河，并一病不
起，在热河驾崩。在此军政繁忙之时，咸丰帝让他的爱妃懿贵妃代笔拟旨，本无可厚非，也不会酿成
什么大祸。但这刺激了懿贵妃的权力欲望，一旦有了机会，这野心就膨胀开来，一发不可收拾。奕訢
与咸丰帝是亲兄弟，他们的皇位之争虽没有九子夺嫡般残酷，但彼此都有了嫌隙，在咸丰帝即位后更
是因奕訢生母的封号问题而有了隔阂不满。咸丰帝为了防止奕訢夺位，将他排除在辅政的八位赞襄大
臣之外，更是激起了他的委屈不满。肃顺等人治乱世用重典，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得罪了不少
人。“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人们对此情形已经司空见惯
，肃顺等人大力查处，反而让人觉得他们不留情面。由此可见，改革要循序渐进，不可急功近利。对
于已成痼疾的现象，要一点一点改，若操之过急，必会使受害者反扑，反而不利于改革。王安石变法
失败就有这样的原因。慈禧与肃顺等人素有矛盾，现在更是要扳倒肃顺等人，确保权力掌握在小皇帝
载淳手中。 咸丰帝病逝，载淳年幼，给懿贵妃和恭亲王奕訢提供了机会，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
一拍即合，密谋发动政变。军队是政变的一个重要力量，慈禧为了掌握军队，拉拢胜保和僧格林沁。
她是幸运的，这两人都是支持太后垂帘的。而此时的肃顺等人自信自己受命与咸丰帝，无人能撼动他
们的政治地位，更小瞧了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这两位年轻的寡妇。他们在第一回合败下阵来，使两宫
太后可以理政，此后更是一步错，步步错，失了先机，也没有后发制人。此后更是致命的削弱了对兵
权的掌控，还在回銮时分开行动，最终被各个击破。成王败寇，肃顺等人的罪名虽多是欲加之罪，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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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无辞，但那以不重要，祺祥政变，最终是慈禧太后取得了胜利，开始了她47年的执政生涯。展
开2014-05-08 13:38:14  V4czh19钻石会员这个商品不错~2014-04-28 10:18:49  V1无昵称用户不错啊，研究
很兴奋。2014-10-07 09:40:25  V2无昵称用户钻石会员这个商品还可以2014-07-10 22:02:53  V2养正斋主人
钻石会员这个商品还可以2014-11-05 11:2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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