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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植物园附近有不少以“旗”和“营”称呼的
村落，其得名均与清代乾隆年间设立的健锐营
八旗驻军有关。旗营的分布由静宜园（今香山

公园）东宫门向东南方向伸展。东边的左翼四
旗为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西边的右
翼四旗为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民
国后八旗兵丁各谋生路，营房废置，有的改为民
房，并在其旧址上逐渐形成村落，所以多以“旗”
或“营”得名，村民最初以八旗后裔居多。

溥仪到植物园工作后，每两周回一次城里的
家。当时通往香山的公共汽车只有 33 路（今已

改为 331 路），从颐和园始发，经青龙桥、玉泉山
至香山，在植物园北门东侧设有万安公墓站（今

称香泉环岛站），西侧设卧佛寺站。出植物园北
门到万安公墓站稍近一些，溥仪一般都是到万
安公墓站乘车。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溥仪从城里回植物园，
到万安公墓站下车后，忽然有十几个人跪到他
面前，还口称“皇上”，溥仪被吓蒙了。只听一位
年纪稍长的人说道：“皇上，我们是镶（厢）黄旗
的，听说您在植物园谋职，特来叩拜！”溥仪一脸
不高兴，转身要走，另一位年纪稍长的人一把拉
住他说：“皇上，旗营虽然解散了，但营子里还有

不少旗民，我们只想见上圣上一面，以表子民敬
仰之心！”溥仪闻听此言更生气了，他厉声道：

“解放都这么多年了，还来这一套！我早不是什
么皇上了，只是一个公民！”说完，气愤地走了。
可这事过了不到两个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溥仪
下班后到万安公墓站准备乘车回城里，快走到
车站时，见车站聚集了二三十人。还没等他弄
清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就迎了过来，一下子跪在
他面前，口呼“皇上”和“万岁”。有了上次“叩
拜”的经历，溥仪这回冷静多了，他摇了摇头说：

“快起来吧！清廷都消失几十年了，解放也十多
年了，怎么还来这一套？”见跪在地上的一群人
仍不起来，溥仪只好无奈地转身往植物园方向
走去。

据满族老人关景文、金志轩等多年前回忆，
当时营（村）子里有人在植物园里干临时工，在
温室里见过溥仪，回到营子后便把“皇帝”在植
物园工作的事传了出去。镶黄旗地处植物园西
部，营子里的关姓（瓜尔佳氏）、郭姓（郭尔佳）、
图姓（图色里氏）等多为八旗后裔，得知“皇帝”
到植物园或回城里时都要在33路万安公墓站乘
车，于是就聚集到车站去叩拜“皇帝”，没想到却
被溥仪训斥了一番，只得怏怏散去。

现收藏于“伪满洲皇宫博物馆”的选民证。溥仪在植物园劳动

溥仪在北京植物园当“花工”

从今年元旦开始，有着52年历史的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温室已停
止开放，将重新修缮。北京植物园位于
香山脚下，创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分为
两处。一处在香山路南侧，隶属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简称“南植”。一处在
香山路北侧，隶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
简称“北植”。说到“南植”,还与“末代皇
帝”溥仪有些渊源，他曾在那里当了一年
多的“花工”……

▋据《北京晚报》

1959 年 12 月 4 日，“末代皇帝”爱新
觉罗·溥仪从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特
赦”后回到北京。1960年2月16日，溥仪
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位于香
山脚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园
报到。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
排东头的房间，有两位工友与他同住。
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回
城。溥仪“特赦”回京后，暂住在位于西
城区前井胡同 6 号其胞妹（俗称“五格

格”）金韫馨的家中。
1960 年 2 月 18 日，溥仪正式上班。

溥仪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但
毕竟身份特殊，因此植物园在他到来之
前专门召开会议，向职工通报了溥仪要
来园劳动锻炼，并要求职工确保他的人
身安全，不要对外宣传。至于如何称呼
溥仪，则进行了一番讨论，直呼其名不太
合适，叫“同志”似乎也不妥，最后决定叫
他“溥仪先生”。第一个月，溥仪只负责
浇水和搞卫生；第二个月转到扦插繁殖
温室。由于他虚心好学，很快学会了播
种、移栽幼苗、上盆、换盆和松土等技术；
三个月以后，溥仪先后分配到观察温室
和繁殖温室，学会给花卉剪枝、换盆、嫁
接等技术。

溥仪到植物园劳动不久便和大家
熟悉了，也就不太拘谨了。与职工闲聊
时说起宫廷趣闻，他也不太避讳了，还
说些自己当小皇帝时的滑稽事。溥仪
说他小时候喜欢吃春饼，一次吃多了，
撑得慌，两个太监一个抓着腿，一个抱
着肩膀，向地上蹲，帮着他消化，逗得大
家哈哈大笑。

植物园尽量给溥仪安排轻活，他不
愿意被照顾，说会影响他的改造。按照
规定，溥仪只要完成上午的分内工作就
成，但其他工作他也抢着参加，戴着大草
帽插红薯秧、收玉米、打猪草，还参加了

“除四害”活动。不久，植物园成立民兵
组织。当时规定 45 岁以上的干部、职工
不必参加，已近 55 岁的溥仪仍报名参加
了民兵，扛着国产半自动步枪，戴着近视
眼镜，参加训练，不怕苦，不怕累。

溥仪在植物园里劳动锻炼了383天，
于1961年3月6日离开，此后他多次到植
物园看望曾经一起劳动过的工友。

1960 年 10 月下旬至 11 月底，海淀区第
四届人民代表选举工作进行。四季青乡（时

称四季青人民公社）成立了选举委员会，并在
香山大队设立选举工作站。北京植物园属香
山大队辖域，所以植物园的部分职工就在那
里进行了选民登记。此时，获“特赦”后到植
物园工作的溥仪变成“公民”只有 11 个月。
得知别的职工进行选民登记后，他不知道自
己有没有资格在工作单位所在地当选民参加
选举，于是向植物园领导请示。北京植物园
领导马上请示中国科学院，院部领导又赶紧请
示国务院办公厅，层层报告后，一直反映到周
恩来总理。周总理当即批复：溥仪特赦后就是
公民了，怎么能没有公民权呢？有选举权，也
有被选举权，这是不言而喻的！办公厅的工作
人员遂将周总理的指示反馈给中科院。植物
园得到上级的明确答复后，立即与香山选举工
作站取得联系。

据当时在香山选举站工作的关增瑞老人多
年前回忆，接到溥仪要参加香山选举站人民代
表选举工作的请求时，选民登记工作已近结束，
采集完的选民信息已上报到选举委员会，增加
一人或减少一人都需要向选举委员会进行详细

说明。他只好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多里地，到
位于东冉村的四季青乡（四季青公社驻地）选举
委员会说明情况，选举委员会很快同意了溥仪
参加香山选举工作站人民代表的选举。不久，

《香山选区选民榜》在位于植物园西侧的南辛村
街的墙上贴了出来，溥仪得知自己成为选民后，
有些不相信，便利用午休的时间来到南辛村观
看《选民榜》，因为别人的名字多是三个字或两
个字，只有他的名字是六个字：“爱新觉罗·溥
仪”，一个人的名字占据了两个人的位置，所以
比较明显，他很快找到了自己的名字。

11 月 26 日的选举日，溥仪郑重地穿上中山
装，与同事们一起来到香山选举站参加投票。
当他把选票投入“选举箱”的时候，激动之情难
以言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一九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拿到了那张写着‘爱新觉
罗·溥仪’的选民证，我觉得把我有生以来所知
道的一切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贵重。我把选
票投进了那个红色票箱，从那一刹那起，我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这是溥仪作为公民第一次行使公民的选举
权，那张“选民证”现收藏在吉林省长春市“伪满
洲皇宫博物馆”内。

溥仪获“特赦”后的第一份工作
在北京植物园当“花工”A

周恩来总理“特批”
溥仪在香山大队第一次当“选民”B

溥仪在公交车站
训斥“叩拜”的八旗后裔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