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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生于利州，祖籍并州文水，唐高宗时
为皇后（655-683）、唐中宗和唐睿宗时为皇太后（683-690），后自立为武周皇帝（690-705），改国
号“唐”为“周”，定都洛阳，并号其为“神都”，史称“武周”，705年退位。
卒于神龙元年（705）十一月，享年82岁，谥大圣则天皇帝。
在中国历史历代的皇帝之中，最特殊、最传奇的皇帝莫过于武则天了，不但因为她惟一的女性身份，
更重要的是她登上帝位的艰险曲折历程以及她统治时期的政治风云。
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武则天始终是一位最有色彩的帝王。
武则天为唐开国功臣武士彟次女，母亲杨氏。
14岁人后宫为才人，唐太宗赐名媚，人称“武媚娘”。
太宗死后，武则天人感业寺为尼。
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封存为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多次周旋于后宫。
武则天善谋心计，心狠手辣，兼涉文史，富有才气。
27岁才产下长女，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则天的长女出生后才一月之际，王皇后来看过她的女儿之
后，她就把女儿给送走了，书里的原话是“送到日本”。
高宗大怒，于是把王皇后贬为庶人。
永徽六年（655）高宗立武氏为皇后。
上元元年（674），与高宗并称“天皇”“天后”。
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武氏为皇太后，临朝称制后改名望。
嗣圣元年（684），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
载初元年，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定东都洛阳为神都，史称“武周”，上尊号“圣神
皇帝”。
当朝期间，贬逐老臣，任用酷吏，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等人，少数被
贬逐，多数遭诛杀。
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经济上采取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因此在其执政的
半个世纪中，社会经济呈现政绩辉煌，国威大振。
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逼武则
天退位，迎中宗复位。
同年十一月去世，谥大圣则天皇帝。
武则天死后，立“无字碑”，自秦汉以来，帝王将相无不希望死后能树碑立传，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
女皇帝的石碑却没有刻一个字。
“无字碑”让后人众说纷纭，好坏评说都有，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对历史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打
击了保守的门阀贵族，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是武则天对历史发展做出的第一
个贡献；第二贡献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是相当安定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口也由唐高宗初年
的380万户进一步增加到615万户，平均每年增长9.1％。
第三个贡献是稳定了边疆形势。
以温和的民族政策，接纳多元文化的发展；第四个贡献是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
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
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
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
当然，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
她信图、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在政治上她曾重用酷吏，陷害正人，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
但总的说来，武则天执政时期，她的每一项政绩的取得都伴随着矛盾冲突。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千古女皇>>

但是无论如何，武则天统治时期，政治上虽然有一些动荡，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仍保持平稳发展。
而纵观武则天的一生，她经历了太多的风浪，却又能在风浪中使自己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奇迹
般地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帝国。
因此，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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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通文史多权谋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美貌和智慧于一身狡诈和狠毒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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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她天天都在思虑着如何给新皇帝传书。
于是，她又想起当年荐自己入宫的太宗的杨德妃，如今自然已是皇太妃了。
对了，应该找她，她与当今皇上的关系不错。
但是，自己身入空门，如同置身囚笼，不要说进不得皇宫，就连寺外也难得出去一趟。
该让谁当这个鸿雁传书的信使呢？
她想起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她的大姐。
大姐早年因家境落魄，匆匆忙忙地嫁给了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
几年之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取名贺兰敏之。
不久又生了一个女儿，叫贺兰敏若。
丈夫虽说官职低些，年龄大些，但夫妇二人相亲相爱，小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不料几年后，贺兰越石忽得暴病而亡，姐姐又过起了同母亲一样的孤儿寡母的孀居生活。
那时候，武媚在宫中备受冷落，家中的事不能管也管不了，姐姐只好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中，祖孙三人
相依为命。
武媚出家为尼之后，一直瞒着家里，她羞于向家人启齿，更怕母亲为自己伤心。
可现在顾不了这么多了，她找到那位主持师太，向她诉说着自己的思家之苦，恳请寺里送信给她姐姐
，让姐姐来看看她。
这不算什么难事，寺里清规戒律再严，让家中的女眷来探视一下还是允许的。
姐姐来了，姊妹俩像两个苦瓜，经历不同，命运都是一样的苦。
她们抱头痛哭了一场。
武媚要姐姐帮她传信。
血书捎出去了，却如石沉大海，再无消息。
武媚娘以为李治早把自己当作一时偷欢的“旧姘头”忘掉了，扔弃了。
其实，她是误会和冤枉了李治。
她哪里知道，作为大唐新天子的高宗李治。
日日夜夜、每时每刻都在牵肠挂肚地思念着她。
他一直在找机会去见她，只是，初登大宝，诸事缠身，他需要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来处理这些军国大事
。
虽然贵为天子也不敢造次。
他在苦思冥想着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终于找到了，在父皇周年忌日的时候，他要降尊纡贵，亲往感业寺拈香祭奠，为父皇的在天之灵祈
求冥福。
他扳着指头等着这个日子。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旗罗伞扇、前呼后拥的皇家仪仗，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朱雀大街，一向冷冷清清的感业寺一片欢腾。
这是百年不遇的盛事，庶民百姓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寺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人们都想一睹新皇
帝的风采。
寺内的众僧尼们更是欣喜若狂，她们万分感激新天子的浩荡皇恩，小寺一经当今皇上光临，以后必定
万方朝拜，香火旺盛。
她们更为皇上的一片孝心而深受感动，人人都毫不怀疑，新皇上是为老皇上祈福而来。
只有武媚娘一个人心里清楚，皇上是为她而来的。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他总算没有忘记她，谢天谢地。
见面之后，李治对她说：“武媚，不瞒你说，具体的日子还定不下。
先帝殡天，朕要守制三年，这是祖宗定下的成例。
你又曾是先帝的人，朕要接你进宫，总得等守丧期满。
当然，所谓三年，不过是二十七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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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到那时，找个让人信服的理由，你便可以堂而皇之的进宫了。
你还要多体谅朕的苦衷才是。
”说得都是实在话，武媚不是糊涂人，自然不会再胡搅歪缠。
便对他嫣然一笑说：“只要皇上不变，武媚再受一年苦也无妨。
”高宗皇上见心上人终于笑了，顿时心花怒放。
当下一歪身子，将武媚压在了身下。
长满胡须的嘴巴火团一般印在了她的樱唇上。
这是一个久违了的热吻，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情与爱，都融化在这个长长的热吻里。
可是，武媚娘这次以佛门净地为借口，没有让李治得手，她在吊他的胃口，皇上无可奈何地走了，又
回到了那座咫尺天涯的宫城里去了。
武媚经过了一次感情风暴的袭击，更陷入了度日如年的渴盼之中。
本来还要一年多武媚娘才能进宫，可是不到一年就有一个武媚娘意想不到的好消息，王皇后派人要她
即日起重新蓄发。
原来是王皇后背着高宗皇上命她蓄发，既不是要加害于她，也不是出自宽厚和仁慈，而是由后官里一
场愈演愈烈的争宠战引发的。
这位王皇后出身于世家大族，父母皆为李唐王室的姻亲。
其曾祖母便是唐高祖李渊的妹妹同安长公主。
当年，同安长公主见她这个重孙女长得美貌出众，便将她引见给唐太宗。
太宗一见，确是貌美如仙，便将她许配给自己的九皇子李治。
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她便成了太子妃。
等到李治登基称帝，改元永徽之后，她也就顺理成章的披上了凤冠，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
娘娘。
与武媚娘相比，这位外貌美丽，却头脑简单，心智平庸的王皇后，简直是命运的宠儿。
她不需争也不用抢，坐享其成，毫不费力地便登上了皇后的宝座。
而年轻的皇上，此时却已经有了四个儿子。
长子李忠，次子李孝，三子李上金，四子李素节。
前三个儿子倒无所谓，他们都是后宫里地位卑微的宫女们所生，对王皇后构不成什么威胁。
最要命的是四子素节，他是萧淑妃所生。
这萧淑妃可是王皇后的劲敌。
她恨自己这个不争气的肚皮，恨这块貌似肥美，却不长五谷的盐碱地。
她不能怨皇上，帝王家历来以子嗣昌盛、后继有人为千年大计。
一个女人不生育，就是在民间也是“七出”的罪名，更何况一个没有子嗣的皇后？
看来，自己败在萧淑妃的手下，恐怕是早晚的事。
她不敢想像，自己一旦从皇后的宝座上跌下来会是个什么样子？
被打入冷宫，食粗粝，穿破衣，独宿独眠，孤寂落漠，以泪洗面直至白头？
还是被捏造个什么罪名，横遭杀害，甚至株连九族？
每想到这里，王皇后便感到后脊梁飕飕地直冒凉气，她感到了大难就要临头的绝望和无助。
这在这个时候，她想到了武媚娘。
武媚抚摸着那一绺绺柔软光滑的短发，对着一面菱花铜镜看了一遍又一遍，这时王皇后又派上次那两
个宫女宣她进宫。
武媚深觉怪异，这王皇后从何时开始潜心向佛了？
但这是懿旨，她不好多问，赶紧换了一身上次皇后赐给的宫中穿戴，坐了一乘小轿，一路转街走巷，
进了后宫。
在皇后寝殿的左侧，早已收拾出一个临时寝室。
虽说稍简单些，也是素雅洁静，绮窗绣户。
茶几、杌凳、坐榻、梳妆台等一应俱全，靠墙一张宽大的红木床上，锦衾缎褥铺放的整整齐齐，令人
不解的是，床头上居然并排摆放着两个绣花枕头，让武媚看得脸红耳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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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媚扫视了一眼屋内的摆设，也不顾得多想，忙向坐在绣榻上的王皇后伏下身去，叩首说道：“小尼
武媚叩见皇后，祝皇后娘娘千岁千千岁。
”王皇后笑容可掬，忙命赐座，然后笑盈盈地说道：“武才人，咱们分手一年多了。
这一年多你受苦了，我知你虽然身入空门，而凡心未消，尘缘未了，特接你进宫来散散心，解解闷儿
。
”武媚抬眼看看皇后，猜度着她接自己进宫的真正用意，口里却问道：“娘娘不是让小尼来陪您诵经
参禅吗？
小尼渡人佛门不久，对佛理禅义参悟甚浅，尚请娘娘多多包涵。
”王皇后神秘一笑：“那不过是对寺里众尼说的话。
今日请你来，是让你见一个人，以偿百年宿债。
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那边看看。
”说完，不等武媚开口，便抽身走出屋外，到自己的寝殿里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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