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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在肇建之初并没有规划太后宫，这不
是因为皇帝的疏忽。朱元璋在南京修建宫城时，
他的母亲已经过世。永乐皇帝在北京仿照南京的
宫城修建紫禁城时，也没有修建太后宫，因为彼时
永乐皇帝的母亲也已过世。后来直到他的孙子明
宣宗朱瞻基即位，北京紫禁城才迎来了第一位真
正意义上的太后，即仁宗皇帝的张皇后。由于皇
宫里面并没有预先为她营建宫室，因此宣宗便将
自己的一处便殿——仁寿宫让出来给母亲居住。
仁寿宫的位置如今已经不可考，但从史籍中记载
嘉靖年间在仁寿宫故址上“撤大善殿”，兴建慈宁
宫来看，仁寿宫有可能是今日的慈宁宫周边区域。

宣宗在位十年驾崩后，他的儿子即位为正统
皇帝，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此时宣宗的皇后孙
氏升格为皇太后，仁宗的张皇后则晋升为太皇太
后。这给英宗出了个难题：太皇太后住在仁寿宫，
皇太后不能也住在那里。于是暂时将孙太后安置
在故宫的外东路——清宁宫。此处宫院是紫禁城
设计之初的太子宫，当时处于闲置状态。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张氏驾崩，此时
孙太后也未迁出清宁宫，于是仁寿宫短时期内便
闲置下来。不久英宗便被瓦剌俘虏，其弟郕王朱
祁钰即位，即景泰皇帝。此时英宗的皇后钱氏要
给景泰皇帝新册立的皇后汪氏让位置，因此，钱氏
被迁出坤宁宫，住在空下来的仁寿宫里，在这座宫
院里，钱皇后日夜为自己的夫君祈祷。第二年，英
宗被送回北京城，钱皇后和英宗一起被迁居到紫
禁城东南的“南内”中。

七年后英宗复辟，钱氏得以重返坤宁宫。又
过了七年，英宗去世，钱氏再次以皇太后的身份迁
居仁寿宫，而新皇帝宪宗的生母周氏则被安排住
在了清宁宫内。由此看来，明代早期皇太后和太
皇太后的居所并不固定，属于“随机分配”的方式，
这其实与紫禁城营建之初在规划上缺少太后宫有
着直接的关系。

问题真正得以解决是在嘉靖朝，彼时明朝宫廷
内有两位皇太后，一位是孝宗的皇后张氏，即嘉靖
帝的皇伯母，另一位则是嘉靖帝的生母蒋氏，即原
来的兴献王妃。张太后的居所在仁寿宫，而蒋氏入
宫时则住在清宁宫。按照档案记载，清宁宫“宫殿
平矮，内里暗黑，纯阴无配”，嘉靖帝一心想着为自
己的生母营造一座宏伟的宫殿。嘉靖四年（1525
年）仁寿宫大火，一个新的规划在他的心里慢慢形
成了。不过彼时他的心思还用在“大礼议”上，因此
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才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拟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即半，作太皇太后宫一
区；仁寿宫故址并除释殿之地，作皇太后宫一区。”
也就是说，将清宁宫后面的一半区域，用以兴建新
的宫殿，即慈庆宫，以供太皇太后居住。紫禁城西
路的仁寿殿故址，则与原有的大善殿一起改造为供
皇太后居住的慈宁宫。慈庆宫具体区域已无可考，
笔者认为，慈庆宫极有可能是如今的宁寿宫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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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是我国传统的敬老节日，今年国庆假期恰逢重阳，适合陪
伴老人登高望远。数千年来，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老人的敬
意。明清时期，贵为天子的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孝顺之心，则会在紫
禁城里为皇太后修建休养之所。如今，游览故宫时，人们看到的慈宁
宫、寿康宫等建筑，就是当年皇帝为太后营建的宫殿。

本期《史话》，不妨一起探寻这些建筑背后的“敬老”故事。

故宫博物院内有两个院落需要单独购买门票的景点，
一个是钟表馆，它位于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奉先殿，另
一处则是珍宝馆，它是清代宁寿宫区域，即乾隆皇帝为自己
退位后营建的“太上皇宫”。

宁寿宫是乾隆皇帝对自己一生事业的总结，同时他也
把自己最为满意和钟情的建筑“照搬”到了这里。在皇极
殿，能看到乾清宫和太和殿的“结合”；养性殿则是养心殿的
翻版；宁寿宫花园（俗称乾隆花园）里的符望阁是建福宫花
园延春阁的“姊妹篇”。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还为自己在宁寿宫中兴
建了畅音阁大戏楼。

雍正皇帝即位后不久，其生母德妃便去世了，因此并没
有入主太后宫。乾隆皇帝即位后，为其生母崇庆皇太后钮
祜禄氏选择一处居住的场所，便迫在眉睫了。然而慈宁宫
和宁寿宫两处太后太妃的宫院似乎都不适合这位新晋升的
太后居住：慈宁宫中的寝宫部分已经改建为佛堂，其附属的
东三宫和北三宫从规格上来说不够等级，而宁寿宫此时则
居住着康熙皇帝的遗孀们。于是，乾隆皇帝在经过反复斟
酌后决定在慈宁宫的西侧兴建一座新的宫殿，即寿康宫，作
为奉养东朝之所。

如今来到寿康宫参观，能看到乾隆皇帝当年在设计这座
太后宫时的诸多巧思。首先是整个小院看起来和东西六宫
的院落非常类似，和旁边的气势恢宏的慈宁宫比较起来，这
里生活气息更加浓郁。有意思的是，这个小院里竟然修造了
三处净房，也就是三个卫生间。其中一个在寿康宫的寝殿
旁，方便老太后日常起居使用，第二处则在寿康宫的北围房，
这里在崇庆皇太后居住时被设计为看戏的场所，这处净房方
便看戏时使用。而第三处则是乾隆皇帝为自己设计的，它在
寿康宫的东配殿后。这座东配殿也是乾隆皇帝向太后问安
或行礼时的临时落脚点，皇帝来时，太后可能在看戏、用膳或
者休息，这时作为儿子的乾隆皇帝，就会在这里等候。

崇庆皇太后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去世，这一年的除
夕乾隆皇帝写下了一首纪念母亲的诗句，表达了对母亲的思
念：“……今夕复除夕，明朝庆岁朝。殿诗宁可阙，即景亦无
聊。西望难堪处，寿康锁寂寥。”此后，乾隆皇帝便把这里改造
为专门纪念自己母后崇庆皇太后的场所。直到他在去世前，才
又恢复了寿康宫作为太后宫的做法，允许后世的太后们入住。

寿康宫以北的区域目前没有开放，包括寿安宫和英华
殿。寿安宫在明代名为“咸安宫”，据史料记载天启年间明
熹宗的乳母客氏曾经在此居住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此宫
都没有出现在史料之中，直到康熙年间太子胤礽被废之后
曾经与家眷一起被囚禁于此。

乾隆十六年（1751年），为了给皇太后庆祝六十岁寿辰，
皇帝将此处改造为专门为皇太后祝寿的场所，这里也更名
为寿安宫，并且为了万寿庆典临时在院落的核心区搭建起
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戏楼。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了给皇太后筹备七十岁的
寿辰，寿安宫一带又添建一座戏台，这处大戏台的工程一直
延续到次年才告完工。

自嘉靖皇帝兴建慈宁宫后，这里基
本上就作为太后或太妃、太嫔们的居
所。清代入主紫禁城后，这里也自然成
为了顺治皇帝的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即
孝庄文皇后的住所。不过这位太后却
决定把这座恢宏的宫殿用来供佛，因
此，慈宁宫的前殿保留了原有的朝仪功
能，而原有的后寝殿则改造为佛堂，孝庄
文皇后则迁居到了慈宁宫院落的东南围
房居住。

康熙即位后，他感觉祖母的居住条
件实在是太差，便在慈宁宫东侧兴建了
一座新的大殿，但孝庄并没有居住太久
便去世了，于是在康熙的授意下，这座新
建成不久的大殿被整体迁建到了清东
陵，作为太皇太后棺椁的“暂安奉殿”使
用，直到雍正年间，才在这座大殿的周边
修建了陵寝的配套设施，并将暂安奉殿
更名为“昭西陵”。如今从故宫迁建过去
的大殿已经无存，但从老照片可以看出，
整个大殿为重檐庑殿顶的样式，属于古
代建筑中最高的等级。

康熙对祖母孝庄文皇后的孝敬之心
见诸众多史料。

每逢出巡，康熙常派人将一些特产
快马送入宫中，请祖母尝尝鲜。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文皇
后病危，康熙昼夜守候在祖母病榻前，

“衣不解带，废寝忘食”，孝庄让他回宫休
息一下，但康熙执意不肯。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朝还有一位孝
惠皇太后，她是顺治皇帝的继后博尔济
吉特氏。论辈分，她应该是顺治帝的侄
女，也就是孝庄文皇后的侄孙女。

康熙年间，孝惠皇太后被尊为皇太
后，起初居住的场
所不是很明确，但
自康熙二十八年
起，便居住在紫禁
城 东 部 的 宁 寿
宫。她在太后位
上一共五十七年，
也算得上是清代
做皇太后时间最
长的一位了。

由此也可以
推断，慈宁宫由于
后寝殿已经改造
为佛堂，并不适宜
居住，因此孝惠皇
太后也就没有居
住于此。

乾隆时寿康宫里生活气息浓

□揭秘 乾隆建宁寿宫给自己养老

明初皇太后“居无定所” 孝庄太后不爱住慈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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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康宫内陈设（北京晚报/图）

昆曲演员在宁寿宫畅音阁戏楼演出（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