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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大家在歷史教科書上必讀過許多關於慈禧太后的歷史事件，關於她心狠手辣的行

事風格，也是眾所皆知，但在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初期，有另一位太后，身分和

她平起平坐，地位甚至高了慈禧太后一些，但由於較沒有參與政治議題，也就不

為人所熟知，她是─慈安太后。 
在清同治元年至清光緒七年間，這兩位太后共同輔佐幼帝處理朝政大事，史上稱

這兩位太后為東、西太后，兩位太后同時存在，而慈安太后地位又高於慈禧太后，

照理說，之後清朝的政局應該不會獨攬在慈禧太后手中，究竟慈禧太后是如何順

利統掌大權？而歷史上為何又分別稱呼她們為東、西太后？以及她們在個性和思

想上，分別有哪些出入？是本份報告所要探討的主要內容。 
 
貳●正文 
 
一、東、西太后的由來 
 
同治皇帝剛繼位，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便開始垂簾聽政，兩太后選擇了養心殿正

殿的東暖閣，作為垂簾聽政的地點。由於清宮有規定：在位皇帝不得與先朝后、

妃同住一宮，而同治皇帝又住在養心殿的後殿，所以兩位太后便選擇了離養心殿

不遠的西六宮的長春宮居住，慈安太后住長春宮履綏殿，慈禧太后住長春宮平安

室。兩太后聽政時，東暖閣內前後擺設了兩個寶座，皆朝西，掛上黃色紗簾，小

皇帝在簾前寶座上，兩太后則坐於紗簾後的寶座上，慈安太后坐寶座南端，慈禧

太后坐北端，每當大臣們奏報時，主要皆由慈禧太后問話及發指示。 
 
兩太后垂簾聽政時間長達十三年，直到同治皇帝十九歲，才真正親政，但就在歸

政後不久，同治皇帝便因出天花病死了。接著光緒皇帝繼位，慈安太后搬到東六

宮鍾粹宮，此後被稱為東太后；而慈禧太后仍住在西六宮的長春宮，此後被稱為

西太后。 
 
二、兩人的背景及個性上的差異 
 
01.慈安太后 
 
道光三十年，咸豐皇帝繼位，史稱清文宗，咸豐皇帝當皇子時，即娶了嫡福晉薩

克達氏的女兒為妻，但妻子就在成婚後兩年病死。即位後，又冊封鈕怙祿氏為皇

后，也就是後來的慈安太后。慈安是廣西右江道道台穆陽阿的女兒，滿州鑲黃旗

人，自咸豐皇帝當皇子時，便伺候在旁，咸豐二年，短短四個月內，由貞嬪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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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皇后，慈安太后生性單純、善良，十分得咸豐皇帝的寵愛。 
 
02.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是出身在一個滿洲鑲藍旗的宦官世家，其父名惠徵，在吏部任筆帖式，

相當於今日的人事部秘書、翻譯的八品文官。於西元一八五二年被咸豐皇帝選入

宮，封蘭貴人，一八五七年封為貴妃，同治皇帝時，尊號為慈禧。 
 
慈禧自幼聰明、伶俐，有別於那個時代的其他女孩，相當有自己的主見，據慈禧

曾孫的回憶：慈禧的曾祖父在道光時曾擔任清戶部員外郎，負責中央金庫，在慈

禧十四歲那年，當時的中央金庫在查帳時，發現了庫銀虧空幾十萬兩，此事奏報

道光皇帝，皇帝氣憤的下令此事必徹查到底，但經反覆調查，仍查不出個結果，

於是便下令從虧損那年到現在，所有工作人員皆要平分虧空的所有銀兩，已去世

的，要由兒子和孫子償還，由於當時慈禧的曾祖父已去世，便抓了慈禧的祖父。

正當全家為此事急得發慌時，當時的慈禧卻鎮定的勸父親先將家裡僅剩的銀兩交

出，又向親戚、朋友借了些銀兩，但她沒讓父親將所有銀兩交出，而是利用祖父

和父親在朝廷內的人脈，利用這些銀兩上下打通關係，而順利救出祖父。 
 
由此事可得知，慈禧自幼便有深謀遠慮的心思和過人的膽識，這也為將來控掌大

清政權，埋下了伏筆。 
 
三、兩人關係上的轉變 
 
01.共同輔政時期 
 
自同治到光緒七年，兩位太后共同輔佐朝政，雖說是兩人共同輔佐，但慈安太后

生性單純，較不插手政治議題；相較於慈安太后的沒有野心，慈禧太后可是積極

的插管朝政，可以說當時的大臣們，皆聽命於慈禧太后的指示。 
 
雖說如此，初期的兩宮相處還算融洽。 
 
02.逐漸分歧 
 
慈禧太后初期有一位寵愛的太監，名叫安德海，由於安德海知道慈禧愛看戲，便

替太后在宮內建了一座戲園，終日請戲班子表演，也因此深獲慈禧的歡心，慈禧

更將咸豐遺留下來的龍袍賞賜給安德海。 
 
於是安德海權力越來越大，甚至除了兩太后外，沒人敢忤逆他，他也就日趨跋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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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一次在西宮門口，恭親王為江南的軍務，要進宮見慈禧，安德海明明瞧見恭

親王迎面走來，仍舊大搖大擺的向前走，似乎不把這個恭親王放在眼裡，後來又

似乎故意捉弄恭親王，遲遲不讓要晉見慈禧的恭親王傳見，害奕訢在宮門外等到

天都快黑了，此後恭親王和安德海便結下了樑子。 
 
清朝祖制規定，太監不可離開京城，違者斬，同治八年，安德海卻公然攜帶一群

戨伎出京替慈禧編織龍衣，並沿途招搖，招惹民怨，當經過德州地界，山東巡撫

丁寶禎聞訊，便立即回報京城，恭親王得知此事，心想這是一次難得機會，可以

斬除這個作惡多端的安德海，於是將此事稟告慈安太后和皇帝，希望能快刀斬亂

麻，立即處決安德海，慈安觀看後，認為此事嚴重忤逆國法，便下令丁寶禎立即

處斬安德海並暴尸三天。慈禧太后始終被瞞在谷裡，當接獲消息，安德海已回天

乏術，慈禧傷心的大罵慈安太后，自此，便和慈安太后出現了隔閡。 
 
四、慈禧太后如何奪取政權以及慈安太后之死 
 
咸豐皇帝過世前，曾親手寫封密詔，內容表示，咸豐皇帝去世後，慈禧若圖謀不

軌，慈安可以示出此詔，立即除之。一方面慈禧在咸豐皇帝在位時，便不斷干涉

朝政，另一方面，咸豐皇帝是怕生性善良的慈安不是她的對手，雖然咸豐早一步

預知了慈禧的詭計，但這份密詔，終究無法阻擋慈禧的密謀，甚至無法保住慈安

的性命。 
 
其實早在安德海還在時，他就曾冒著殺頭的危險，偷偷稟告了慈禧密詔一事，慈

禧知道後，始終耿耿於懷，之後更因和東太后的種種摩擦，使她更加瞞怨東太后，

而起了殺機，但慈安有咸豐皇帝的密詔，使得慈禧遲遲難以下手。 
 
某天，慈安太后稍有感冒，太醫無法醫治，但數日後，慈安卻不藥而癒，之後慈

安發現慈禧左臂纏著布帛，慈禧竟告訴慈安：「前日見太后不適，進參汁時，曾

割了臂上的一片肉與藥同煎，聊盡心耳。」慈安聽了之後，大為感動，更當著慈

禧的面前，親手毀了那份密詔。 
 
之後，由於沒了那份密詔的束縛，慈禧更加放肆，雖事後慈安感到後悔，但為時

已晚。不到一年的時間，小慈禧兩歲的慈安太后，突然在宮中暴斃身亡，慈安太

后死後，朝政大權更是完完整整的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 
 
慈安太后的死因眾說紛紜，但大體上，世人仍深信慈安太后的死，和慈禧有絕對

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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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報告大致完成，終於釐清了慈禧太后在兩宮中勝出的原因，以及最終統掌朝政大

權的手段，發覺兩太后個性上的差異，是促使慈禧最後能順利掌權的重要因素，

慈禧太后縝密的心理和過人的膽識，輕易便能瓦解單純的慈安在地位上的優勢，

換言之，慈安太后根本就不是慈禧的對手。 
 
設想慈安太后若也是位野心勃勃的太后，這兩宮相處在一起，會擦出怎樣的火

花？是相互惡鬥？亦或是相互制衡？慈禧太后還能否順利取得政權？中國的清

代歷史，會就此改變嗎？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  
 
肆●引註資料 
 
章愷。《清朝十二妃》。台北市：大地出版社，民國 94年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http://www.pdffactor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