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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是被毒死的？被下毒的帝王多了！
一起来看中国“投毒简史”，至少有50位帝王陷入过毒药制造的阴谋中

□贾欣

专家确认光绪死于中毒

1938年秋天的一个夜晚，一伙来历不
明的军人潜进河北易县内的清崇陵。他们
撬开方城罩壁前墁地的砖石，凿开地下的
城砖，再透过影壁下的土层往上翻挖，进入
了地宫的券道，接着用松杆木片拨开了各
道石门的自来石……比起东陵大盗孙殿英
用炸药硬崩，这伙人的手法显然老练许多。

崇陵是清代光绪帝的陵寝，盗掘者在
地宫中大肆洗劫，不仅光绪、隆裕皇后的随
葬物品几乎被盗空，光绪棺椁南端的挡板
还被凿开一个直径三尺的圆洞，可怜的帝
王遗体被部分拉出棺外，两条小腿垂在外
面。生前受幽闭，死后经荼毒，光绪帝的身
世让人慨叹。不过，这一惊天盗案却给了这
位憋屈一生的皇帝一个“自白”的机会：纠
结清史界数十年的光绪身死之谜，就此留
下答案的伏笔。

2003年，一个叫做“清光绪帝死因”专
题研究课题组成立。专家们将清理地宫时保
存的光绪头发与葬衣取出，放在专业仪器
下，发现了一个让人震惊的真相：光绪帝死
于砒霜中毒，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砷，最高
值乃是隆裕皇后的261倍，为现代慢性中毒
者的66倍！

砒霜乃是一种矿物毒药，形如冬日清
晨草上的轻霜。它最为人熟知的一幕，当数

《水浒传》中潘金莲以之毒杀武大郎，完全改
写水浒英雄与西门家族的命运轨迹。急性砒
霜中毒的症状是这样的：恶心呕吐、腹痛，四
肢痛性痉挛，抽搐，导致呼吸麻痹而死亡。清
代晚期，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先后
去世，历史本就充满重重疑团，这一不闻于
正史的真相自然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很多读
者只需脑补，也足以唏嘘光绪的悲惨结局。

砒霜，制造了中国古代最后一起帝王
毒杀案。不过，这个知名度甚高的杀手，在
古代毒物谱上可不算神通广大，甚至它成
为毒药也只是宋朝之后的事情。在它之前，
早有无数先辈，制造过惊天动地的大案。

鸩，皇权的争斗利器

若是论扬名皇权政坛的毒药榜，“鸩”
一定名列前茅。

如果对鸩稍感陌生的话，让我们一起
回顾这个历史镜头：唐武德九年（公元626
年）七月二日，都城长安的玄武门内刀光剑
影，鲜血四溅，唐高祖的次子、秦王李世民
手挽强弓，与尉迟恭等部属杀死太子李建
成、四弟李元吉，并株连家属数百人，史称

“玄武门之变”。这次政变直接为李世民扫
清了所有的继位障碍。“贞观之治”，以一个
不大磊落的序幕开场了。

史书中的建成太子罪行累累，甚至与
毒相关：在事变前的两三天，他与李元吉邀
请李世民赴夜宴，密谋以鸩酒毒之，太宗归
后“心中暴痛，吐血数升”。历史一向由胜者
书写，但是这段凿凿的“确证”难免让人心
中生疑。原因就是鸩酒到底有多毒？

鸩是古代的一种鸟。李时珍记述说，这
是一种似雕的大鸟，羽毛紫红色，长颈赤
喙。因为专门捕食蝎子、蜈蚣之类的毒蛇毒
虫，鸩日久天长浑身带毒，哪怕在山溪中饮
水洗浴，河流里面也会有毒，人畜饮后立刻
倒地而亡。

鸩鸟毒性之大，所到之处草木枯死，石
头崩裂。传说，只需以鸩鸟的羽毛化于上等
好酒，酒的香色味非但不变，且更加清亮透
明，勾人欲饮，而毒尽入。《辨证录·中毒门》
一书则说，一旦饮吞鸩酒，便会“白眼朝天，
身发寒颤，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状，心中明白
但不能语言，至眼闭即死。”

因为极易混于酒中，下鸩毒的时候，不

露形藏，很难被识破，只要入腹，难以救治，
又可以说成抱病而死，比其他暗杀手段更
加隐蔽，鸩毒遂很快成为政治和家庭生活
中谋杀的上品之选。

鸩酒毒烈若此，而李世民只吐血数升
即免横死，饶是他内力深厚，也难免让人怀
疑历史曾被反复涂抹过了。如果没有那场

“鸿门宴”，没有那场借口堂皇的政变，如果李
建成顺利继位……不知今天的我们将怎样
形容那个盛世。

历史布满了蹊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
定：在无数个转折的瞬间背后，总有鸩毒的
身影，它伸出暗黑的手，轻易地拨弄着历史
的天空。

毒药与它们造下的“罪案”

这些毒药，或是被阴谋者逼迫服下，或
是帝王求仙致死的凶手，每一种都在中国
历史上制造过累累罪案。但若全部归罪于
它们，又不够公平。其实许多毒，原本也是
药。善用或是毒用，全存乎人之一心。

当然，这里并未包纳古代所有的毒物，
诸如对于蛇、蝎、夹竹桃等动植物，今天我们
仍要提起十二分的警惕，方能保身平安呐。

后面的朝代，毒药同样滥行，以致唐代
律例中立下重典：凡是用毒药药人，“以鸩
毒、冶葛、乌头、附子之类堪以杀人者”，以
及知情的卖者，一律绞死。

宋库中的毒分成七等，冶葛与葫蔓都
名列其中，风光无限的鸩排名第三，最上等
的毒药只需用鼻子一闻，即立毙。以嗅下
毒，与金庸《天龙八部》中西夏一品堂“四大
恶人”所用的“悲酥清风”算是同路，但这显
然是一个远远超出武侠江湖的用毒天地。
虽然书中没有更多的详细记载，但皇家大
内居然专门设有毒库，显然不是杀杀蛇虫
鼠蚁那么简单。

这间毒库的存在，便是宫廷斗争的残
酷佐证。

与鸩毒的动物属性不同，这里提到的
冶葛、乌头属于植物之毒。其中的乌头便是
在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引发宫廷
政变的一类毒药。乌头与附子本是一
物——— 乌头是毛茛科的植物乌头的块根

（母根），附子是毛茛科植物乌头的旁生块
根（子根）。乌头的有毒成分是乌头碱，毒性
极强，常人只需服用3-4毫克，就会心慌、
心律不齐，以致心跳骤停。由于毒性峻烈，
乌头的汁常常被涂抹在兵器上。《三国演
义》中，关云长很可能就是中了这种毒箭，
毒侵入骨，不得不请华佗刮骨疗毒，为蜀国
的衰亡埋下了隐患。

不过，乌头、附子之毒，远不如另一毒

物的名声如雷贯耳———“断肠草”。在金庸
的《神雕侠侣》中，杨过中了情花之毒，用断
肠草以毒攻毒，最终克愈。从此，断肠草成为
武侠迷心中的奇魅之毒。其实，断肠草并不
是指某一种草药，古人将服用后对肠胃产生
强烈毒副作用的药，往往都唤作断肠草。根
据各种医书药典，至少有十种以上的植物或
药材，被冠上过“断肠草”的名号，而名气最
大、毒性最强的当数唐律中的“冶葛”。

冶葛又名钩吻。根据王家葵先生的研
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钩吻的名实各异。
汉代的钩吻，可能是毛茛科植物。唐代则主
要指马钱科植物，与今日医学所谓的马钱
科植物葫蔓藤相似。观其名，即可知钩吻的
毒性——— 陶弘景说此草“入口能钩人喉
吻……牵挽人腹而绝之”，可以想见中毒后
的折磨。不过，钩吻在政治阴谋簿上的毒杀
功绩并不显赫。这很可能与其地产东南或
西南，上贡到北方的政治权力中心的机会
略少有关。它远远比不上家族兄弟——— 马
钱科的植物马钱子更有作为。

牵机药，即马钱子，乃是番木鳖树的种
子。因其中含有番木鳖碱，口服极少的剂
量，就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的极度兴奋，使身
体呈现“角弓反张”的症状——— 头往后仰，
脊椎前凸后弯，头向后与足相就，一阵一阵
抽搐，牙关紧闭，目上视，喉头肌肉痉挛，因
而呼吸困难，更不能说话，一阵紧之后一阵
松，接着又抽紧，稍松之后，还未换过气来
又抽紧，如是者似拉牵织布机状，数十次之
后，终因窒息而死，故名牵机药。

说到这里，要感谢一位皇帝——— 宋徽
宗。一次，徽宗视察大内仓库，发现了这座
毒库，特别下了一道诏书，令地方今后不再
进贡毒药，并一把火将所有毒药焚毁。于此
可见，王夫之所说的“徽宗之初政，粲然可
观”，并非虚言。

毒药毒药，是毒还是药？

毒药，是毒还是药，是个微妙的问题。
比如人参乃是上品的补药，但因含有人参
皂甙，服用过量，也会引起眩晕头痛、抽搐
惊跳，甚至死亡。之前提到的附子，作为杀
人害命的凶物，经过中药炮制却有回阳救
逆，补火助阳，逐风寒湿邪的功效。

事实上，在很多医籍中，毒药是很多药
物的总称。“是药三分毒”，神农氏在尝百草
的时候，有过“一日七十毒”的经历。古语的

“毒”并非今天所说的致残致死之物，比如
《说文》中，“毒”又被释为“笃”“厚”，含有浓
烈、苦辛的意思，所谓“毒药苦口利于病”。
所以神农日尝七十毒而不死，恐怕不只因
他天赋异能，而是频繁地遭遇浓烈的猛草

吧。
许多毒，本身就是药。比如钩吻可以破

积拔毒，祛瘀止痛，杀虫止痒，甚至使李后主
牵机窒息的马钱子，也可以外用，治疗类风
湿关节炎、跌打损伤、小儿麻痹后遗症。

而在中国历史上，最让帝王纠结迷恋
的“毒药”，莫过于丹药。

与被动中毒不同，帝王服用丹药多是心
甘情愿的。最早的狂热人士莫过于秦始皇，
为了长生不老，他甚至派出韩终、侯公等方
士，率领童男童女出海寻访仙丹，并留下了
徐福东渡，创立扶桑的传说。

秦始皇求仙的极端与荒诞，引来后世
众多非议，唐太宗李世民也说：“夫生者天
地之大德，寿者短之常数。生有七尺之形，
寿以百龄为限。”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帝王们
后来居上，续写一个又一个长生大梦。比如
汉武帝、晋哀帝、北魏的道武帝都是丹药的
痴迷者，甚至唐太宗本人，晚年也追求仙道
丹药之事，最终因为服食了胡僧配制的“长
生药”，导致暴疾不救。

帝王何以迷恋丹药？曹丕的《折杨柳
行》或许能解一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
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
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纵观漫漫长史，最崇尚丹药的莫过唐、明两
朝。唐代的21位帝王中，迷恋金丹服饵术者至
少有11位，而明代的16位皇帝中，服食丹药的
也有9人。帝王们服用后或中毒暴亡，如唐穆
帝李恒；或疽发于背，如唐宣宗李忱；或得疾
体肿，如明熹宗朱由校，几乎所有帝王无一
不是脾气暴躁，喜怒失常。为什么会有如此
症状？究其原因在于炼丹的原料。

帝王的丹药多用金石炼成，比如葛洪
在《抱朴子·金丹》中说，五石乃是丹砂、雄
黄、白、曾青、磁石。其中丹砂主要成分为硫
化汞，雄黄与白之中均含有砷，都是天生带
有毒性的材料。如果服用适量，丹药确实有
壮阳健体的功用，像魏晋名士服用过“五石
散”后，常体内大热到隆冬裸袒食冰的地
步。但如果一味追求壮阳长生，则会制造一
幕幕荒唐的历史大戏。

嘉靖有一别号：“道教皇帝”。他崇信乩
仙，爱好青词，多次下令在全国广泛搜寻壮
阳补益、长寿不老的仙方。大批方士投其所
好，纷纷献技邀宠，到了荒诞奸佞的地步。
其中最荒谬的乃邵元节、陶仲文等进献的
红铅、秋石。

红铅以处女的初次月经制成。方士挑
选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的美貌少女，进行仔
细调养，等到这些女子出生5480日（约15
岁）的时候，见到两颊、印堂发红，身热气
粗，就准备接收红铅。常见的炼制方法是，将
红铅和入茯苓末，加麻黄、丹砂制成丸药，据
说服后壮阳补益。秋石，则是取童男的小便
炼制，因为迷信童男童女的气血旺盛，真元
之气没有耗散，这些丹药统统被用来为嘉靖
皇上助阳行淫。

荒诞大戏中，宫女们深受毒害。因为炼
丹要取用大量红铅，这些十三四岁的宫女
不能随意进食，只能吃桑、饮露水，许多人
不得不吞食药物催逼月经。年轻的宫女亦
常被充作采阴补阳之用，痛苦不堪。也是因
此，才有了上述一场“壬寅政变”。

其实，嘉靖等皇帝服用的丸药中，主要
成分无非是丹砂等物，也就是铅、硫、汞类
的化合物。服用后能引起末梢神经兴奋，引
发性冲动，自然有壮阳之用，并非人之血便
功效。久而久之，服用者便会喜怒无常、脾
气暴躁。难怪李时珍在作《本草纲目》的时
候，斥其为“鼓弄愚人”的邪术，“殊叹可
恶”，不予录于书中。

明代末年，红铅、秋石之药风行不绝，
甚至从宫廷到富商大贾，都陷于癫狂与痴
愚之中。这一次，丹药的毒不仅发作在人体
内，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上层。与其说丹药
有毒，不如说帝王心，名利心才是最厉害的
毒药吧。 据“大遗产”公众号

中国历史上，从先秦到清代，汉平帝、献文帝、唐太宗、清光绪帝……至少有50位帝王
陷入过毒药制造的阴谋中。这两个字轻易地予人生死，毒药，是毒还是药？服下它们的人，
是被逼强迫，还是心甘情愿？历史就在这些细节中意外转弯。

光绪崇陵地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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