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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您是故宫学的
专家，那么您本人与故宫有何
渊源呢？第一次进入故宫时有
何感受？

阎崇年：第一次到故宫是
小时候父亲拉着我的手带我去
的。那是六十年以前的事情了，
小孩子不懂，但是留下一个印
象，就是故宫真“大”。当时我们
住的平房面积很小，到故宫一
看，太大太大了，所以那个“大”
字六十年前就在我脑子中形成
了。原来研究故宫只研究紫禁
城，而现在故宫学不仅是紫禁
城了，大体上明清君主、内务府
管辖的范围都在里面；台北的
故宫博物院跟北京故宫也有联
系，“大故宫”的概念逐渐形成
了。

齐鲁晚报：您今年 78 岁
了，但是在《百家讲坛》节目中
仍是神采奕奕。您创作密度这
么高，如何保持精力？

阎崇年：去年年底跟央视

定下要讲《大故宫》，我的第一
件事情就是去医院做了个全面
体检，不能因为身体有毛病把
这事儿给耽搁了。年初正式录
制时，大家还都挺关心我的身
体，我告诉他们体检结果显示
我没啥大毛病。其实从接了《大
故宫》，我一天假都没有休，春
节我都没休息，春晚都没看，一
直在准备稿子。这一年我得精
力集中，我不聪明，所以要多飞
一会儿。

除了工作，我不抽烟、不喝
酒；每天早上 4 点起床，打开电
脑就工作，主要运动是晚上睡
觉前跟老伴到小区院子里去散
散步。

齐鲁晚报：《大故宫》涉及
明清两朝，既有文字版又有

《百家讲坛》版本，可谓内容庞
杂，您为此做了什么准备工
作？

阎崇年：首先是查资料，
比如“午门凤翔”一节，《百家

讲坛》只讲 32 分钟，书中有七
千字，但是查资料要从明朝永
乐十八年查到宣统皇帝退位，
一共五百年的历史。在午门中
发生的大事件也要查，从中选
出几件最有价值的讲，做一个
沙里淘金的工作。要讲一碗
水，必须得有一桶水的准备。

其次还要去故宫实地调
查。有人问我故宫去了多少
次，我记不清楚了。午门不知
道走过多少次，只要讲午门，
觉得知识不够我就要到午门
去考察一下。在讲《大故宫》
时，讲午门专看午门，讲端门
专看端门，讲东六宫就一个宫
一个宫地仔细看，还要跟文献
印证。

最后还要提炼，进行去伪
存真、由表及里的工作，最后
从诸多资料中提炼几千字。写
历史书籍，我如履薄冰，而每
做一集《百家讲坛》就像入了
一次炼狱，录完了我就轻松一
下。

>> 如履薄冰，像进了一次炼狱

齐鲁晚报：《大故宫》第二
部和第一部有什么内在联系及
不同？

阎崇年：第一部重点是前
朝，故宫总的格局。故宫在北京
市的地位和作用，是中轴线的
地位和作用。第一部解析绵延
千百年的帝王族系、机制构架、
社会人文、文化渊源，以及宫廷
建筑、国宝文物、中华民风等故
宫百科。第二部是写内廷，后三
宫、东六宫、西六宫等。《大故
宫》第二部比第一部更好看，因
为牵扯到的后宫故事更多、更
生动。

齐鲁晚报：现在写明清后
宫的书很多，正说戏说都有。

《大故宫 2 》属正说，您写后宫
的基本立场是什么？

阎崇年：我在写作过程中
首先是要守真。现在各种故宫
戏说太多，个别的事儿胡说也
太多。比如，有人说康熙十七

子允礼和雍正的妃子私通，还
有私生子叫弘曕。但是我查了
所有史料，到现在也没有见
到一条史料记载此事，可以
说允礼和雍正的妃子私通是
概无史据。其他的戏说、乱
说，甚至胡说，我就不一个一
个说了。

写《大故宫 2 》时，我力求
多查史料，尽量守真。那些戏
说、没法考证的不写，也不评
论，但是书里内容尽量守真。
其实你读书时会发现，真实的
历史故事远远比编造的生动。

齐鲁晚报：提到后宫，大家
都觉得这是一个皇帝的女人争
宠的地方。《大故宫 2 》是如何
讲述后宫中的女性的？

阎崇年：明清皇室的28个
第一任皇后都住过坤宁宫，“坤
宁不宁”一节就讲述了这28位
第一任皇后的故事。这28个皇
后中总有命好的吧？但是太有

意思，她们都是一生坎坷，而且
短命。书中还写到一些与嫔妃
有关的故事，比如后宫嫔妃看
太医，明朝反而比清朝宽松很
多。另外，后宫选秀的做法也远
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

我在写《大故宫》时有一条
艺术的线，还有一条历史的线。
但是我发现后宫真实的生活比
我们的艺术想象更生动，我也
在艺术和历史两条线中寻找了
一下平衡。

齐鲁晚报：《大故宫 2 》的
成书速度很快，书出来后再看，
有什么缺陷吗？

阎崇年：《大故宫 2 》牵扯
面太宽，知识点太多。而历史这
个学科，稍微一不小心，一忽
略，有些地方就会出问题。有些
什么错误，还希望大家批评，错
了随时改。总之，这部书不完
善，是我的一部习作，望各位专
家提出建议。

>> 真实的历史故事远远比编造的生动

齐鲁晚报：《大故宫》毕竟
是历史题材，可能有些年轻人
不太喜欢这个题材，您怎么去
吸引这部分读者和观众？

阎崇年：比如我讲“午门凤
翔”，为了让大家听懂，我就选
择了几个历史故事，其中讲到
一个叫舒芬的人，我有点儿慷
慨激昂，并不仅仅客观叙述故
事，而是融入了我个人的感
悟。我要用我备受感动的故事
再感动广大的读者和观众。不
能“之乎者也”，而是要跟观众
心灵沟通。

齐鲁晚报：清宫戏很火，但
是多以杜撰为主。而您是掌握大
量史料的清史学者，新书中也讲
到内宫。您怎么看清宫戏热潮？

阎崇年：我这两年集中时
间做我业务范围内的事，所有
的时间都集中到录制《百家讲
坛》和写作《大故宫》，所以就没
有时间看电视剧，在这一点上
我非常孤陋寡闻。大家想了解
后宫的真实情况，想知道皇后
皇妃怎么生活、后妃怎么挑选、
公主怎么出嫁、王子怎么生活，
建议大家看一看《大故宫》。

齐鲁晚报：易中天曾评价
您是“百家讲坛”推出的“当头
炮”，刘心武是“拐腿马”，而他
自己是“过河卒”。您觉得易中
天形容得对吗？

阎崇年：易中天这是谦虚，
他的《品三国》讲得很好。我比
易中天做《百家讲坛》早一点
儿，我 2 0 0 4 年就开始讲清史
了，当时反响很好，也出了书
并且多次加印。其实我也得多
向易中天、刘心武学习，你要
知道，“过河卒子”比“炮”厉害
多了。

>>《大故宫》融入了我的个人感悟

作为《百家讲坛》的

“第一坛好酒”，今年 78 岁

的阎崇年重拾明清史，创

作了《大故宫》前两部，录

制了《百家讲坛》版并出版

了文字版。以对故宫长达

50 年的研究作为基础，阎

崇年第一次提出了“大故

宫”的概念，首次打开了故

宫的外延，将沈阳故宫、台

北故宫博物院等也纳入了

故宫体系。2 月份出版的

《大故宫》主讲故宫的帝王

族系、机制构架、社会人

文、文化渊源；7 月份出版

的《大故宫 2》主讲后宫斗

争的复杂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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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
写历史如履薄冰，
如入炼狱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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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侯卫东官场笔记》作者小桥老
树的最新作品，展现了一个基层公务员摸爬
滚打的命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乡村教师
侯海洋转身投入波澜壮阔的“全民下海”洪
流。几年后，身心疲惫的他回到巴山县柳河
镇，这才意识到，宏大的社会变革不只是电
视新闻里传来的精神或掌声，当它抵达基层
的时候，就会立刻主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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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唐池子多年来一直
都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就是为孩子们编织一
个多彩的童年梦。轻轻打开这本精心绘制的
五彩缤纷的小书，一个美妙的关于爱和温馨
的世界迎面而来，这个世界里有着所有关于
童年的色彩斑斓的梦，轻轻敲击着你的心
房，向你诉说着它的纯净与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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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已经有太多恋爱的教程，但即便
人们了解了很多，往往仍然苦于不知如何与
那个让自己一见倾心的异性巧妙地搭讪。

《读爱术》中，作者提供了 168 个简短、实用
的技巧，用清新幽默的语言，教会读者巧妙
地利用“读心术”，从异性那里准确地判断信
息，从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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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尖以《非常罪非常美》定义了影评作为
一种文体之后，转而寻求突破，她在报纸专栏
上用文化批评的方式写电影，在文学杂志上
用随笔杂感的方式写电影，在评论刊物上用
半论文的方式写电影。《例外》便是她突围后
的作品合集，亦是她的第二本影评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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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些年学校禁止体罚孩子开始，打孩
子一度为教育的禁区。十几年的温情教育，我
们却发现孩子并没有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
展。于是虎妈狼爸一夜兴起。棍棒教育的复苏
真的能帮助我们改善对孩子的教育吗？美国
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王涛的新书《规矩和
爱》，试图为左右为难的父母解开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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