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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每个人都是自己历史的见证人，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会为历史作证。
为历史作证，现在属于一个特定的人群，一般叫做历史学界。
如今的历史学界是一个专业，是一个职业的圈子。
从业者经过漫长的专业教育，博士之后还有博士后，四年、六年甚至十多年。
这样的教育历程，把这个圈子牢牢地锁定，加上那些只有圈内人才能看懂的用语和词汇，文章艰涩得
让意志力倍感煎熬，于是这个圈子让外人看上去神秘而遥远。
近代以来，史学职业化和史学功能社会化本来应该同步前进。
在中国，前一个进程很快完成，而后一个过程的完成却是姗姗来迟。
史学职业化，一个史学界迅速组建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史学与文学分家很彻底，民间史学正式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现有的史学圈子里，再
也没有民间史学的容身之地。
史学与文学分家，民间史学归类于文学，所以民间史学差不多被彻底消灭。
一方面，历史小说化泛滥，这类作品中再也看不到历史的影子，民间对历史的需要完全不能指望这样
的作品。
另一方面，非小说的历史通俗写作，在中国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除非专门写给孩子看的历史故事也算
在内。
社会对史学的需要，本来应该由史学界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来的，因为史学的职业化是社会分工的产物
，史学界满足社会的史学需要是分内职责。
但是，因为两个原因导致史学职业化的同时，社会化的职能没有跟上，一是史学没有清晰地脱离原来
的政治化传统，二是读书为高的社会意识依然顽强存在。
史学圈子宁愿被孤立，也愿意保持象牙塔的自我崇高。
最近的一些文化现象呈现出很不同的景观，史学的社会化正在史学圈外大踏步地前进。
随着网络的兴起，社会上的史学爱好者得以在网络世界一显身手，不仅爱好者的史学网站层出不穷，
网络推崇出来的历史写手也拔地而起，冲进传统媒体攻城略地。
历史学应该提供给社会的非虚构历史描述作品，如今正在被历史学界之外的业余爱好者攻占，不仅如
此，网络上的历史研究也蔚然成风，很多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正在中规中矩地展开历史研究。
他们属于业余选手，却有业余选手的优势。
他们是爱好，是兴趣所致，他们对历史比仅仅因为读了历史博士、无法别处择业的历史圈内人更有信
心，更有信念，甚至更敬历史学之业。
当然，他们更少历史学圈内的规矩，更自由奔放，更随心所欲，更能表现历史学应有的辽阔空间。
网络世界的历史写手，应该以当年明月最有影响，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系列，出售的数量已经超过
了近现代明史研究出版物的总和。
未来一代从事明史研究的学者，最初对明史的印象一定不是从孟森开始，也不会是从郑天挺先生开始
，他信一定是从当年明月开始。
历史研究同其他研究一样，兴趣理应成为第一动力，而尊重历史的历史描述性作品，正在如此这般地
为未来的历史学界培育社会基础。
萧让也是从网络世界拼杀出来的业余历史研究者。
她和她的朋友们因为对唐代的历史文化有浓摩的兴趣，创办了“沉醉唐风”网站，朋友们一起收集唐
代资料，讨论唐代问题，撰写唐史文章。
萧让也在“天涯”网站的谈史栏目中当版主，发表相关的帖子，点评别人的作品。
她撰写的《武则天——女皇之路》，本来也是网络作品，受到了网友的热情追捧，点击率表明人气甚
旺。
大约用了两年的时间，这部研究武则天的著作终于完成，如今要走出网络，正式出版。
其实，网络作品夭折者是绝大多数，没能坚持，或者很少支持，都会导致网络作品尤其是这类长篇的
研究性著作半途而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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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世界的读者都是隐身的，他们批评起别人的作品来，向来刺刀见红。
所以，一旦经受住网络世界魔鬼式的考验，著作的基本面就可以宣布大功告成了。
知道网络世界正在流传这部《女皇之路》已经有些时候了，但对于作者却一无所知。
有一次蒙曼跟我说，萧让是一个学金融的女生，我才多少知道了一点。
不过，由此可以证明，网络世界以外的人，也在暗中关注萧让。
最初，我在网上阅读过《女皇之路》的部分内容，本来以为是历史小说，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部很
认真的研究著作。
但是，我并没有一口气读完，因为网上阅读有一些问题。
在网上发表这种长篇著作，其实是连载性质，阅读的时候必须长期在跟帖的汪洋大海中跋涉，这不仅
造成一定的阅读障碍，也在时间上需要更多地投入。
所以，一直以来就希望读到《女皇之路》的全本和净本。
我最近也在进行相关的阅读和研究，想读《女皇之路》是希望不要错过其中的精彩。
没有想到，一次偶然的谈话，竟然让我宿愿得偿。
陈静是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新闻，但听过我的课。
一次闲谈，我说到萧让的《女皇之路》，不想她竟然也是“沉醉唐风”中人，并且是萧让的朋友。
这可真有蓦然回首的味道。
我很快读完了这部四十万字的《女皇之路》书稿，十分舒服，如沐春风。
近代史学职业化以后，考据式的研究成为史学主流，描述性的著作边缘化，与此同时是文史分家。
到后来，史学追求科学化，研究的文字越发艰涩，甚至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反正阅读量有限，都以小圈子为对象，所以如同暗语一样的研究文体，真是让人想爱都难。
《女皇之路》是写给朋友的，首先是网络世界的朋友，所以文字风格爽朗，简明轻快，有的时候又调
皮又时尚。
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文字，因为倒退十年，这样的文字不可想象。
问题意识当然有时代性的问题，文风难道没有时代性？
多少年以后，人们总结二十一世纪的史学著作，就文风而言，有没有可能举证《女皇之路》为代表呢
？
不是没有可能。
首先在文字上让人容易接受，这是史学社会化的必备前提。
为社会服务，但是民众却读不懂，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很大症结。
萧让的《女皇之路》是否由此开辟了一条史学新路呢？
对此，我甚有期待。
历史研究必须面对历史资料，这是人所共知的。
看得出来，萧让研究武则天，阅读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比较各种史书记载的文字，选择更合理的解释
，提出自己的分析，这些萧让的研究与其他研究者没有不同。
我看一些网络的史学研究，经常能发现他们因为十分强调自己的独特观点，甚是不免强词夺理。
其实，我们已经远离了唐朝，唐朝对于我们没有切身的利益问题，所以保持从容不迫，不仅是风度，
也应该是心理。
萧让的研究，就是很从容的。
她一点都不极端，摆事实讲道理，温文尔雅。
历史是公共的，历史人物是公共的，面对着大家共同的研究对象，如同参加一次盛宴，为什么要急不
可待呢？
萧让的研究风度，让人感觉到她的研究心态，细雨微风，润物无声。
浮躁病在史学圈子内部同样流行，每年论文数量不断增长，但是研究质量却无法同比例增长，因为研
究工作，数量从来不代表品质。
扪心自问，萧让这样平和的研究心态，即使在职业历史学内部，也应该属于凤毛麟角。
或许，正是因为她是业余研究，没有考核压力，才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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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近代以前，那么多今天可以称作学者的人，当时不都是业余的吗？
萧让的《女皇之路》是十分专业的。
所谓专业，这里是指在讨论问题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
一般描述性历史著作，在业余爱好者中间，最缺乏的就是对前人研究的缺乏了解和尊重。
历史在中国实在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很多问题前人都有过讨论。
初学者研究一个问题，往往就史料说话，而忘记别人的研究。
其实，历史的研究，不仅需要解释史料，还需要跟同行对话。
衡量一部史学著作，史料掌握是基础，研究信息的掌握是前提，否则根本谈不上研究。
历史爱好者的研究，最大的缺憾通常不是史料问题，往往是对前人研究信息的掌握方面的问题。
如果从心里就漠视别人的研究，那就根本丧失了研究的基本立场。
萧让的《女皇之路》让我最感意外的是她对前人研究的熟悉和尊重。
她的著作中，到处都在讨论，都在跟同一领域的研究者讨论。
她的著作是有专业注释的，而从她的讨论到她的注释，都表明她对于武则天的研究，已经站在了专业
研究的前列。
比较《明朝那些事儿》，萧让的《女皇之路》一定会更让历史学界惊喜。
当年明月的明朝作品，主要还是描述性的，其中所讨论问题也多数属于自我设定的问题。
《女皇之路》不同，研究武则天的著作很多，萧让不想绕过这些研究独自发言，所以她的著作每有学
术回应。
对于武则天的研究，我也有一些心得。
萧让的观点，有的我同意，有的也不敢同意。
但是，我却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有这样的业余研究者出现，至少是对历史学的一种肯定。
随着《女皇之路》的出版，萧让的历史研究成功，是否能够带动网络的历史研究呢？
我想一定会的。
而作为历史从业人员，我十分希望以网络为代表的社会史学研究的蓬勃发展，因为从此以后，业余的
研究和专业的研究就会更好地互动和弥补，这对于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社会化问题，我以为，萧让可以成为一个代表：社会等不及历史学界的社会
服务了，他们自己动手了。
前不久，蒙曼在百家讲坛的讲稿以《蒙曼说唐——武则天》为标题正式出版发行，现在网络世界的史
学明星萧让又推出《武则天——女皇之路》。
两个年轻的女学者，围绕着古老的女皇话题，观点交织缠绕在所难免，学术的刀光剑影，异彩纷呈。
三个女人(武则天、蒙曼、萧让，哈，有一点八卦的意思)一台戏，现在开锣。
我们且等着鼓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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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经过多少粉饰和修改？
在等级森严的中古时代，以商人之女成为一国之后；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王朝，以女子之身君临天下。
武则天，她的名字就是一段传奇，一个神话。
她是大唐那个沧海般恢宏大气的时代的弄潮儿，也是唐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的典型代表。
她的从政之路血腥残忍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留下各种真真假假的记载和传说。
本书将试图拨开重重迷雾，追寻这个非凡女子的一生，带你领略从李唐到武周时代变幻的风云。
对高宗李治、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狄仁杰等历史人物，书中亦有全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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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萧让，本名戴可，川籍人士，现居加拿大。
主攻金融，然未能忘情于文史，尤对李唐王朝情有独钟。
2004年与朋友一起创办的沉醉唐风历史文化论坛(http://www.tanghistory.com)，已成为网络上标志性的
唐史论坛。
现为沉醉唐风论坛管理员，天涯社区煮酒论史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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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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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宫　一、冲击后位　二、李义府登场　三、君臣对决　四、母仪天下第七章　长孙失势　　一、人
彘事件　二、政坛清洗　三、长孙无忌之死第八章　二圣争锋　一、打倒门阀　二、初学权力滋味　
三、李义府之死　四、上官仪事件　五、泰山封禅第九章　天后临朝第十章　挡我者死第十一章　逆
天强者第十二章　武周革命第十三章　女主天下第十四章　金轮垂照第十五章　亢龙有悔第十六章　
逝水东流后记：无字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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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并州女子：历史是什么？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兴亡。
”大唐二任帝太宗皇帝如是说。
这话当然很有道理，然而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照的不是哈哈镜？
史家纵或力图做到客观公正，在史料鉴别和取舍之际，也难免因自身的立场而有所倾向，再加上执政
者有意无意的影响，镜中人纵然有着相似的眉眼，气韵和神采也可能全然不同了。
太宗皇帝可谓对自己这套镜子哲学身体力行，不仅表现在他的确从历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了一些经验教
训，也表现在他把风月宝鉴背后的兴亡——争夺话语权的战争，毫无顾忌地搬上了前台。
是有心？
是无意？
是不屑顾及还是无法顾及？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而且沿着这样的轨迹一路发展下去。
时隔千年，唐代的实录及国史，如今已经全部佚散，但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中，隐隐
查知书写青史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
众所周知，唐代《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是由房玄龄监修的，其间发生过著名的“领导亲切关怀
”一事，据传着眼点主要在于玄武门事件的定性问题，原有记载在太宗御览之后按其要求重新修改。
尽管中国史书一向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而有改史之嫌的帝王也非他一个，然而官方明文记载且详述经
过的他还是得算头一个。
连作弊也敢开天下先，难怪惹了那么多的话题。
而太宗朝后期的历史《贞观实录》，则由长孙无忌监修，其后许敬宗有过篡改。
此外，许敬宗也负责《高宗实录》的撰写，但在许敬宗死后，高宗突然表示事多失实，命宰臣改正。
而结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宗的形象，极其心软仁厚，完全是在许敬宗的挑拨甚至恐吓之下，才
含着泪贬杀了于他有大恩的舅父长孙无忌。
果然，事隔不久朝廷便下诏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归葬昭陵。
以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仇恨来看，很难说这次事件得到了她的衷心支持，别忘了她直到临死之前才
原谅了王皇后、萧淑妃和褚遂良等反对她做皇后的人。
由此，我们不能不怀疑武则天在高宗朝后期对于朝政的掌控程度，以及当初那个真正想除掉长孙无忌
的人究竟是谁。
然而，时间是站在武则天这边的，她很有耐心地等到了高宗去世，自己完全而直接地支配朝政之后，
亲自监修钦定《高宗实录》一百卷。
和太宗高宗多少会有些避忌不同，她很直接地自己亲自出马操作，——《新唐书*艺文志》及《旧唐
书*经籍志》均明文提到，《高宗实录》为“大圣天后”所亲撰。
这一番龙争凤鸣，不由得让人想起奥维尔《一九八四》中的经典句子“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
去。
”她关注的不仅是高宗朝的那段往事，也包括武周朝自我形象的塑造。
在她当政期间，有宗秦客撰《圣母神皇实录》，长安三年，在她生命已进入垂暮之年的时候（当时
已80岁），又下诏特进武三思等修唐史，只是书尚未成已然遭遇政变，被迫退位（见《唐会要*修国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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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武则天的传说有很多，最出名的大概要数无字碑了。
郭沫若曾经猜测是否武则天自己所立，意为千秋功罪任由后人评说。
因为完整版的武则天遗诏尚未发现，这一说法很难得到证实，倒是可以找到不少反证。
说来中国帝王陵寝按例是不立碑的，武皇破例为高宗李治树立述圣碑并亲自撰文，述圣碑也由此成为
中国帝王陵墓建筑中最早的歌功颂德碑。
但这一做法并未被宋元时代沿袭，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继承、发展、定型，以至于完善。
然而帝王身后事多由继位者评述，鲜有自己生前拟定的，因此无字碑为中宗李显所立的可能性最大。
据说碑上原本已经打好了格子，但由于中宗对于母亲的复杂心事，以及神龙年间诡谲的政局，难以对
武皇做出定评，终于还是以不置一词作罢。
不过郭沫若的这个说法却是流传最广的，也许在普通大众心里，也只有“功过是非任君评述”的气魄
，才能配得上这位空前绝后的女皇传奇性的一生。
兴亡千载事悠悠。
的确，尽管世易时移沧海桑田，武则天这个名字从未被人淡忘过，关于她历史地位的争论也从未停止
过。
即使在唐代，人们对她的认识也不统一。
中宗复国登极之初，对于母亲余悸犹存，且碍于母子孝道，不愿受以“五王”为首的亲李唐派大臣挟
制等原因，官方论调对武皇仍然极为尊崇，承认周朝是正统王朝，武则天的地位是皇帝，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一、在武皇生前，公开为武皇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宣称武皇“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
庶即是明君”。
二、武皇去世后，李唐太庙中以武皇配高宗，题名依然是“天皇圣帝武氏”，并且按照为帝王修实录
的旧例，诏令武三思魏元忠等亲附武周的大臣修成《则天实录》二十卷。
三、中宗原本以光武自比，富国后下令在全国各州设置大唐中兴寺、观各一所，后有人提醒他这表示
对武周的否定，中宗便立刻改“中兴”为“龙兴”，统一了认识。
而至睿宗时代，情况又有改变，对武皇的称呼先后有“天后”、“大圣天后”，以及“天后圣帝”等
，大抵在皇后和皇帝之间摇摆。
毕竟睿宗和当时权势极盛的太平公主都是武皇亲生子女，不会做得太绝。
直至玄宗践祚，才开始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工作，先后毁天枢，改明堂，李唐太庙中的“天皇圣帝武氏
”也由此变成了“则天皇后武氏”。
至天宝八载，玄宗上尊号自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又把祖宗八代全部封了个遍，所
有唐代皇帝都称为“大圣皇帝”，如高祖谥为神尧大圣皇帝，太宗谥为文武大圣皇帝，高宗谥为天皇
大圣皇帝，等等，搞到后来皇帝的谥号越来越长，只好改称庙号或年号。
但玄宗对于皇后的称呼却非常吝啬，除废后外，统统改称“顺圣皇后”，表示她们都是李家的媳妇，
也仅仅只是李家的媳妇，其中便有曾纵横一世的武皇——“则天顺圣皇后”。
这个称号就此成为武皇的定称，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她在唐代官方的地位是皇后、太后，而非皇帝
。
而到了唐代晚期，武则天不仅被摈出皇帝之列，她的以周代唐也被视为篡夺行为，武周成了伪朝。
盛唐时李白诗云：“中国有七圣”，指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七帝。
而到唐末黄巢之乱时则有“十八叶天子”的说法，指上述七圣中武则天以外的六帝，再加以肃宗、代
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和当朝皇帝僖宗等12位，共18位。
唐后期已然如此，极重礼法的宋代史官自然更不客气，宋代修成的《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提到武
皇一律统称为“武后”或者“太后”，其他皇帝则称为“上”或者“帝”。
宋人汇编的唐代文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口径一致，凡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只当她君
临天下十五年的史实不存在。
至于武周政权，中宗倒是认可武周为合法政权，只是周唐一体，武周即是李唐的一部分，只不过这个
家有时候父亲当家，有时候母亲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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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则认为武周是伪朝，而“上不斩唐祀，下不绝唐嗣”，因此也不能算独立王朝。
这是说，武皇宣称帝位来自于李唐三帝，自己为代子临朝，就算她做了皇帝，李唐太庙的香火也从未
断过，后来又把帝位交还给儿子，自称为李家媳妇，要求归附陵寝，所以不能视为独立王朝。
这种说法是否有道理，见仁见智吧。
而比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具争议的，是她的政绩。
略过封建史家基于“牝鸡司晨”对她的种种辱骂不谈，现代史家对她的评价也很不一致。
持肯定意见的1980年代前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汪钱、韩国磐等，80年代后有赵文润、王双怀
、胡如雷等。
汪钱认为“一、她帮助了普通地主的兴起，进一步打击了大地主、豪强地主；二、基本上消灭了关中
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为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凭这两点，就可以充分肯
定武则天”。
胡如雷也认为武则天是个应该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因为她在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确实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但肯定中也应当掌握分寸，不能评价过高。
因为，武氏的消极政策和措施(主要指酷吏、贪官、奢侈浪费)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进步起了拖后腿的
作用。
而持否定意见的人也绝对不少，80年代前有吕思勉、岑仲勉、熊德基等，80年代后有黄永年、雷家骥
等。
黄永年发表的《武则天真相》一文，对她“得到高宗信任”、“得到人民拥护”、“知人善任”、“
对唐代文化的高涨大有贡献”等说法，一一驳斥，全盘否定，最后干脆来了一句：不要因为她是女的
就特殊照顾。
那么该如何评价武则天呢？
她究竟是郭沫若笔下的“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杰出女政治家，还是岑仲勉口中“实无丝毫政绩可
记”、只是捡了个馅饼吃侥幸没饿死的篡位者？
每个人的着眼点不同，看重之处也不同，实在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
但既然写了这篇文章，说不得也只能加人到这场口水战中。
要评价一个帝王，私德不影响其政绩，故此武氏杀子杀媳及养面首之类此处略而不论，主要论述其内
政和外交。
其掌控天下的时间可从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废太子贤为庶人开始算起，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中宗复
国为止，大约25年左右，其中独立掌政21年(自弘道元年12月高宗病逝算起)。
在政治方面，武氏掌权后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主要表现在削弱相权和加强监察力度两方面。
由武皇开始，太宗开创的以门下省为中心的政事堂制度改为以中书省为主。
按唐制，中书省出旨，门下省负责封驳，并有权驳回帝王所下的圣旨，因此门下省的地位下降，也就
意味着相权对于皇权的牵制能力减弱。
也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未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称呼，不得进入政事堂，不再成为真
宰相。
武皇更大力提拔资历较浅的小官上位做宰相，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称谓，以进一步削弱相权，加
强皇权。
这是唐代宰相制度的一大变革。
加强监察力度方面，她完善了十道巡查制度，每年定期派遣特使巡视地方各州县，所到之处震慑官吏
，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力度。
酷吏和铜匦也是为监察百官而设。
酷吏是武周开国的大功臣，但对社会来说自然是一大弊政。
而铜匦除了告密之外，还兼具自荐、直言等功能，这些在武周后期已经得到发挥，因此人亡并未政息
，匦检制度一直有延续下去，最为出名的受益人大概就是杜甫了。
对于武氏加强皇权的种种举措，很难以进步与退步来一言判定，只能说这些措施对于她巩固帝位有很
大帮助，而皇权的稳固客观来说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武周时代的政局当然比太宗高宗时代动荡，但考虑到女主代唐江山易位的冲击，又觉得区区一个扬州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武则天>>

之乱，实在不算什么了。
武氏对于全国的掌控力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得出来。
比如穷乡僻壤间也在推行应用她所造的新字，再比如《大谷文书·集成》载武则天长安三年(公元703
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牒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可见偏
远地区官吏的办事效率。
而她对于相权的削弱，也必须看到这是在封建皇权一路走强的大趋势下，故此扣上一个破坏三省六部
制的帽子未免太过。
玄宗时代倒是权相秉政，地方失于监控，但也由此引发了极具破坏性的安史之乱。
用人方面，史界对于武则天的评价已渐趋一致，即尽管她有种种失误，任用了如来俊臣之类的酷吏、
杨再思等的谄媚之辈，杀了黑齿常之等不少能臣名将，但总的说来，她很善于利用各式各样的人才为
自己服务。
酷吏作打手，小人拍马屁平衡心态，执掌中枢的主要还是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才学之士
，虽然她常常定期更换清理从她三番四次任用武家人为相，但过不了几天就罢相来看，在亲与贤之间
，她还是能把握好分寸的。
她在位期间，大力提倡科举制，破格用人，科举出身的宰相上升到27人，几乎占到宰相人数的一半，
打破了高祖太宗时期宰相基本由高门士族把持的局面，是贵族制向官僚制过渡的重要阶段。
通过自荐和试官，大量出身庶族的地主和新兴商人也加入到官僚行列，扩大了统治基础。
这也是武周政权能维持多年不坠的原因之一，而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则是滥官，宰相最多时达到了十几
个，政事堂都坐不下了。
武氏对于科举制的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的。
开殿试、开武举，首创糊名、誊录，独重进士科，以词赋文采作为录取标准等举措，无一不为后世借
鉴沿用。
唐代科举入仕者自武氏立后以后成倍增加，拜相人数自她登基以后大幅度上涨，因此无法否定武则天
时期的政治是以科举出身者为中心。
不过她在大兴科举的同时，轻儒学，废学校，也造成了一定负面后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她对奴婢部曲制度的打击。
唐代奴婢和部曲属于贱民，按《唐律》的规定地位等同于牛马，贵族王公占有大量家僮奴仆。
武氏以法令形式限制了奴婢的数量，同时规定不许人杀害奴婢部曲，奴婢死亡也要禀告官府，地位有
所提高。
汪钱先生认为武氏统治期间基本上消灭了关中地区的军事贵族的部曲、佃客制，不仅是对门阀制度的
冲击，也解放了大量劳动力，是有助于社会进步的。
经济和文化方面个人认为是武氏得分最多之处。
武氏对于农业的重视，即使封建史家也不得不认可。
做皇后期间她便多次主持劝课农桑的亲蚕仪式，上书建言十二事里也着重提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
并以她的名义编写删定了一本名为《兆人本业记》的农书，颁发全国各地，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本
由最高统治者御撰的农书。
登基为帝后她重视兴修水利，修建的大型水渠达20多项，在唐代诸帝中仅次于统治天下45年的唐玄宗
，南至江苏、广西，北至青海、内蒙古，有的能灌溉田地9万亩之多。
尤其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地区，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商业手工业等均进步显著。
全国人口自永徽三年的385万户，增长至神龙元年的615万户，这是太平盛世的人口增长率，反映出高
宗武皇的统治时期基本社会稳定，没有大的天灾人祸。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武周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跌。
有学者认为武周的经济发展是初唐的马鞍型低谷，因其发展速度不及贞观，经济规模不及开元，但这
本身就表明武周时代的经济有继续向前发展，以此来表明武则天的统治不力，是不恰当的。
武氏经济方面的失分一在于逃户，二在于恶钱。
史书上有“天下户口，亡逃过半”的说法，虽不免夸大，但武周时存在严重的逃户问题应是事实。
只是不能单纯地认为是政府放任土地兼并等苛政引起的，也有可耕地减少引发人口自然迁徙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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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氏对逃户采取了宽容态度，允许他们在新乡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逃户带来的压力。
然而无可否认，户籍的疏于管理对于均田制、府兵制的衰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于禁断恶钱不力，倒是武周弊政之一，到了玄宗时代，还令宋璟头疼不已，直接导致了他罢相。
此外，武周晚年生活渐趋奢靡。
广建宫室，修明堂，立天枢，铸九鼎，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据说府库为之耗竭。
考虑到老太太毕生心血注定一朝而亡，想在临死前过把瘾，这心态也颇可理解，毕竟天下哪有那么多
大公无私的帝王。
不过不管怎么花钱，武氏始终注意不超越最后的底线，她会去敲诈胡商，向僧尼收税，甚至要求京官
减两月俸禄来筹钱，但决不去动用为赈灾而设的义仓，不去卖官鬻爵，比她儿子还是强多了。
文化建设则是武氏的强项。
《全唐诗》将有唐三百年风骚归功于太宗名下，但文艺之盛实始于武周时代。
贞观仍处于南北文风交融的时期，君臣致力于淳风俗教化，将文学视为点缀升平的余事，虽然喜爱，
却并未全情投入。
而武氏对于文学的醉心自非贞观君臣所及，由她开始科举取士的标准明文变成了词藻文采，带动文风
大畅，名家辈出。
先后出现了初唐四杰，文章四友。
号称“燕许大手笔”的张说，首位史学理论批评家刘知几等等，沈宋奠定律诗雏形，陈子昂高举建安
风骨，上官婉儿引领宫廷诗人，可谓星光熠熠，开盛唐时代文坛繁盛之先声。
这期间的书法、音乐、舞蹈、体育等，也极一时之盛。
这可从唐人的诗文笔记中看出，当时的社会开放而宽容，男女都很喜欢户外运动、歌舞及宴饮。
宗教方面，佛教大盛。
直接受到武皇扶持的有华严宗、禅宗和律宗，隋唐八宗里就占了三个宗派，其间出现的译经大师有实
叉难陀、义净等。
道教的地位虽比李唐时有所下降，但她并未着力打压，反而肯定“老子化胡”为事实，道士马元贞等
也颇受她的重用，和道士郭行真、明崇俨的关系更是为人熟知了。
域外宗教如摩尼教也在这个时候传播于中原。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的内政治理还是比较成功的，说功大于过应不为过。
个人认为其最大弊政在于法制和社会风气的败坏，虽然这些不能以国计民生的硬指标来衡量，但影响
深远，诚为憾事。
军事外交方面是武皇最受人诟病之处，岑仲勉便尖锐地指责她“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
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以此否认她的政绩。
比起太宗高宗时代天可汗对外战争中的咄咄逼人威风八面，武周的对外战绩的确不理想，但也不像有
些网文渲染得那样夸张。
以她最为人指责的契丹营州之乱为例，从头到尾也就扰攘了一年左右，只是老太太喜欢改年号，东一
个万岁通天，西一个万岁登封，好端端的一年里就改了三四次，不知道的还以为打了很久。
对付吐蕃的战绩也不算差，安西四镇在垂拱年间失去，但也是在她手里夺回来的，并力排众议派驻军
队常驻四镇，从而结束了四镇建立以来一直不稳定的局面。
又于长安二年(公元703年)设立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麓，与安西分治天山南北，唐代西陲军府二元
化的管理体制自是形成。
自她收复四镇以来，至安史之乱爆发，西域一直牢牢掌握在唐军手里，不仅有效地阻止了吐蕃的野心
，也遏制了后突厥帝国的势力扩张。
因此日后突厥无法南下侵唐，也无法染指西域，终至渐渐败亡。
然而她对付后突厥一直束手无策，默啜可汗老奸巨滑，又有一个中国通暾欲谷做军师。
对于不谙军事的武皇来说，的确很难搞定。
这些一时的胜负其实并非关键，武皇对于大唐国防军事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府兵制的衰落和马政
的弛废上。
一般公认武周时期府兵崩坏的速度骤然加剧，虽然目前学界对于府兵在对外战争中的实际作用有所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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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但府兵制作为唐前期的重要军事制度，其败坏的影响仍然不可低估。
而战马则在冷兵器时代的交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唐开国时相当重视，高宗麟德年间有马76万
匹，为唐代的极盛时期。
当武皇当政时期，或由于管理不善，或由于蛮族劫掠，到了玄宗即位时已只有20多万匹，数量下降非
常惊人。
经过几十年的恢复，也不过40多万匹，难以再现麟德时的盛况。
兵源枯竭，马匹缺失，直接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
因此武周时的军队战斗力不佳，也就不足为奇。
武皇当政时的内政外交大致如此，很难给予一个简单的评价。
她有惊世之才，却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巩固帝位上，一定程度影响了她的政绩。
或者可以这么说，在她执政的几十年里，同时播下了唐朝繁盛和危机的种子，是幸运也是不幸，二者
都被她的孙子李隆基发挥得淋漓尽致。
另外，我们在评价她的功过是非之时，还需要注意两点：其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其二是她的性别因
素。
无论宰相职权的削弱，科举制的兴盛，还是府兵制的败坏，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武则天只是起
到了一个加速的作用，并没有改变历史的走向。
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武则天，帝王对相权的限制仍会越来越严，庶民阶层迟早会取代贵族政治，越来
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府兵制仍会衰落下去，只是不会有那么快而已。
但这历史长河中的短短一瞬，已足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甚至，一个帝国、一个时代的命运。
此外，武则天之所以受人瞩目，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帝。
不少人因这个原因无条件地支持她，也有不少人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反对她，特别在女权运动方兴未艾
之际，她更被视为妇女解放的象征，一个男权社会的反叛者和挑战者，以致武周政权的终结也因此被
赋予某种悲剧色彩和象征意义。
但征诸史实，很难说明她是个积极主动的女权主义者，她旨在提高自身地位的举措也很难上升到妇女
解放的高度。
女巡按谢瑶环和开女科举的故事，只是民间传说和文人的妙笔生花，历史上的武则天从未任命女子出
任宫廷以外的职官。
一代才女上官婉儿只是她身边的女秘书，远没有中宗时期女中宰相的风光。
而她被女权主义者津津乐道的一些举措如延长为母亲的服孝期等，应视为提高被儒家孝道包容的母权
，而不是女权，其主要的目的是借助母亲的身份来压制儿子，而不是被歧视被迫害的妇女反抗男权。
在这方面，甚至韦后都比她更具自觉性，韦后有打算将安乐公主立为皇太女，彻底改变封建社会的嫡
长子继承制，但武皇却似乎根本就没想过可以把太平公主作为皇位继承人。
她以女子之身登临帝位，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为很多女子的偶像，但她本身却并非一个女权主义的旗
手。
但个人认为，这可能正是武则天能成功登上皇位的原因，无论她的举动有多激烈，始终不超越当时人
们所能接受的最后底线。
她建立了武周王朝，却宣称帝位传承于李唐三帝，于是在朝臣们的心中，她终究还是以高宗的嫡妻、
皇帝的母亲身份君临天下，在他们可以接受的伦理范围之内，而不是一个来自于外姓武家的篡夺者。
而无论她心里怎么不甘，她还是将帝位还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以李家主妇的身份归附李唐太庙，从
而避免了被视为乱臣贼子反攻倒算的命运。
性别，使她得以凭借枕边人的身份取得李治的信任掌控朝政，也使她能以孝道为名压制儿子不便反抗
从而独掌乾坤，也是她最终不能不终结武周还政李唐的决定性原因。
武皇才华盖世，性格坚忍卓绝，运气也好得出奇，各种偶然的、必然的因素，最终将她推上了帝国的
巅峰，达到了常人难以想象、也无法复制的极致，但毕竟还是不能超越于整个时代。
她纵然强悍得可以战胜自己，战胜命运，战胜世间所有人，但终究还是无法以一己之力，与历史和时
间对抗。
个人与历史，瞬间与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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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他的角色要扮演，然而每个人也只能扮演他的角色罢了。
时光悠悠，千年转瞬即过，一朝而亡的武周显得那么短暂，尽管那是她为之奋斗一生的心血。
在无尽的时空中，她的努力，她的挣扎，她的辉煌，她的悲欢，也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断而已。
然而历史终究记取，她来到，她付出，她拥有，她获得，历史选择了她，她也在推动着历史。
华夏千年的歌谣中，也吟唱着她的名字，至今仍在流传不歇。
正所谓：天命自我有，无字碑在、任尔评说千载；素手握乾坤，紫宸殿上、女帝惟我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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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是时代预备好的条件，还是特有的灭绝人性？
一千多年了，这个问题如同妖怪一样折磨着历史学家。
今天，一位功夫了得的业余历史爱好者挺身而出。
萧让，她要用女性特有的知觉摸清武则天的所有底细，追究细节，叩问本心。
你肯定没有想到过，原来研究可以如此妙趣横生。
　　　——盂宪实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看山如此，看人亦然。
女皇武则天这么独一无二的出位人物，当然更是聚讼纷纭，人言人殊，现代史学大家郭沫若与岑仲勉
的意见，就水火不容悬如霄壤。
萧让写出了她心目中的武则天及与之伴生的初唐时代风云，文采、见识均臻上乘，精彩纷披，引人人
胜。
　　　——梁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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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网友热捧三年、“煮酒论史”美女版主的超人气热帖，历史学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孟宪实教
授作序，大腕作家、天涯社区著名版主梁由之鼎力推荐，尽在《武则天女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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