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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据 还原一个真实的武则天
——2013中国广元·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论文摘登

【编前语】
9月1至3日，’2013中国广元·武则天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

天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我市举行。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及
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
学等国内各地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并提交论文。研讨会围绕“武
则天与广元”、“武则天与武周社会”、“关于武则天的评价”等议题进行
认真讨论，以期把武则天研究引向更加深入。今天，本报特摘登部分专
家学者论文，以飨读者。

孟宪实（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关键词】李勣 废王立武

传世文献是重要的历史资料，而史料
正是我们接近历史原貌的必经桥梁。但
是，文献等史料本身提供的信息是一方面，
研究者的理解是另外一方面，这都决定了
文献这种史料与历史真相之间的距离。
史料不仅提供了历史信息，也提供了历史
研究评价的检验标本。通过唐朝一位著
名的历史人物李勣的研究，本文再次遭遇
史料与历史研究的最核心问题。

李勣，原名李世勣，高宗即位之后，
避太宗讳而改名。李勣是唐初著名将
军，为唐朝统一天下，建立了卓越功勋，
凌烟阁功臣谱中赫然在列。李勣的历史
贡献多在军事方面，所以《旧唐书》和《新
唐书》都把他与李靖同传书写，证明这是
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唐太宗晚年曾经
评价过李勣的军事，认为他与薛万彻、李
道宗这三位当时还能领兵打仗的名将各
有特色。 褚遂良也曾在特殊时刻称他为
国家功臣。

李勣是国家功臣、著名战将，这些是

人所共知的，也不具争议性。李勣最具
争议性的行为是在废王立武事件中扮演
的角色，因为他支持唐高宗立武则天为
皇后，在关键时刻坚定了唐高宗的信心，
并最后取得了废王立武的胜利。但是，
李勣在废王立武中的作用，《旧唐书》本
传却只字未提，而《新唐书》本传记载的
却很详细：

帝欲立武昭仪为皇后，畏大臣异议，
未决。李义府、许敬宗又请废王皇后。
帝召勣与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计
之，勣称疾不至。帝曰：“皇后无子，罪莫
大于绝嗣，将废之。”遂良等持不可，志宁
顾望不对。帝后密访勣，曰：“将立昭仪，
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答曰：

“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帝意遂定，
而王后废。

对比 《通鉴》 与 《新唐书》 的叙
述，唐高宗召集的会议及各位大臣的反
应，《通鉴》比《新唐书·李勣传》记得
更详细，而对于李勣所起的作用，却是
相差无几：“他日，李勣入见，上问之
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
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
乎？’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

人！’帝意遂决。” 可见，《新唐书》和
《通鉴》对于李勣在武后确立一事上的
作用，看法是一致的。

因为《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
后世影响巨大，李勣拥护唐高宗废王立
武的立场也就成了历史定案。但是，如
何看待李勣的这个立场，因为与废王立
武的历史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
这一历史问题研究的重要关节点之一。

李勣、许敬宗、李义府成为拥护废王
立武的代表人物，在唐高宗与长孙无忌
的政治对峙中，他们是少数站在唐高宗
一边的朝臣，事实证明，他们的存在和努
力，为唐高宗最后取得废王立武的胜利
是居功甚伟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有二，
第一，都是唐高宗的东宫旧部，李勣和李
义府甚至更早；第二，他们或多或少都受
到过长孙无忌的排挤。李义府挺身而出
帮助唐高宗，完全可以看作是自我保护
的需要，不过，如果他与高宗的渊源是受
到排挤的原因的话，那么可以说，李义府
也确实别无选择了。

最后，我们依然要提及一个问题：许
敬宗、李义府在废王立武问题上的表现，
是在帮助唐高宗还是武则天？或者说，

他们是唐高宗的人还是武则天的人？这
样的问题几乎是荒诞的，但是千百年来，
传统史学却在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并且
一再提示我们：唐高宗如何弱智，而武则
天如何野心勃勃。因为他们的先入优
势，我们至今要理清这个问题，不仅有许
多阻力，而且还要有很多细致的工作要
做。

再回到李勣身上。在关键时刻，李
勣表态支持唐高宗，他的行为如何理解
才更合理？是因为武则天的出生地与他
自己的山东故乡有一致之处？是因为他
看到未来的武则天更会重视自己这个新
兴的地主阶层？王府也好、东宫也好，从
来这些合法且有一定独立性的组织都是
政治斗争的基本单位，故吏最容易形成
团队战力。唐高宗长期以来对李勣的信
任与尊重，唐太宗对李勣曾经有过的托
孤动作，包括坚定的忠君观念，还有就是
政治利益的计算，这些才是李勣头脑中
可能存在的意念。于是，李勣终于说出
了那句话：“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唐朝政治斗争的一侧天平，立刻被这句
话的重量压沉了。

论李勣与废王立武

金子修一（日本山梨大学教授）

【关键词】玄宗 祭祀 则天武后

一
笔者出版《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的研

究》之际，注意到在则天武后驾崩后的
中宗朝、睿宗朝的诏敕中，对则天武后
并非都是贬义的评价。于是，查阅了唐
代诏敕文中用什么词句评价以往皇帝，
做出如下归纳。在中宗即位时的〈中宗
即位赦〉（《唐大诏令集》卷二，神龙元年
〈705〉二月五日）中，将武后记为“则天
大圣皇帝”。在其后的中宗朝与睿宗朝
的诏敕中，尽管没有了称武后为皇帝的
词句，但直到睿宗向玄宗让位前不久，
可以发现提及武后的诏敕。然而到了
玄宗朝，不再看到言及武后的诏敕，因
此可认为，玄宗的登基对于如何评价武
后构成了一个转折点。并且，玄宗即位
后的开元四年（716）睿宗驾崩，与此同
时，则天武后的庙号从“天后圣帝武氏”
被改为“则天皇后武氏”。因此关于唐
朝如何评价则天武后，也可认为在玄宗
朝，特别是睿宗的驾崩构成了一个转
机。

而另一方面，玄宗即位后最初的亲
祀南郊祀是在开元一一年（723）冬至。
笔者曾对因开辟开元之治而享有盛名
的玄宗，为何迟至即位十多年后的开元

一一年才亲郊这一点感到困惑不解。
可是如果对则天武后的评价是在玄宗
即位后的睿宗驾崩时迎来了转机的话，
便不妨认为，玄宗亲政也是在该时期正
式实现的。那就有必要重新探讨到玄
宗开元一一年即位首次进行郊祀为止
的那段过程，特别是开元四年以后的政
策活动。笔者曾弄清玄宗朝郊祀、祭宗
庙之实际状况，并考察了其意义，但未
想到这一问题与退位后的睿宗这一人
物相关。因此，目前意识到有必要对玄
宗从开元四年至开元一一年的政策活
动重新加以探讨。

七
中宗向睿宗的帝位继承是在毒杀

中宗，临淄郡王的玄宗诛杀韦后等异常
局势下实现的，睿宗向玄宗让位后，玄
宗与太平公主的矛盾日益激化。太平
公主被打倒后，睿宗退出了政治舞台，
但看开元四年以后的玄宗的行动，可知
玄宗从即位当初起就对武后政治持否
定性态度，睿宗在世时不敢彻底推行，
睿宗驾崩后才积极地贯彻了自己的意
志。就这一点来看，中宗朝以后，睿宗
在唐代政治史上所起的作用相当巨大，
令人意外。至于韦后毒杀中宗，立安乐
公主为皇太女的动机，似乎也应留意睿
宗这一人物而重新加以探讨。

玄宗的祭祀和则天武后之关系

宁欣（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键词】民间记忆 政治错位

武则天时期，是城市文化大发展时
期，笔记小说的兴盛即是重要的表现，究
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则天及其以后，大兴科举，洛阳
成为政治中心，东都亦设选场，选人一度
达五万人，创立殿试和糊名等制度，政治
和社会影响很大，也使得文人举子聚集
洛阳。

二是开启园林兴造之风--园林豪宅
的兴造，开启后世兴造之风之先河，此后
有杨氏姐妹的豪宅，洛阳名园的建造，也
为这时期的城市文化奠定了基础。

三是浓郁城市文人文化的营造--此
前寄情于山水，此后流连于坊市。创作
出很多城市文学作品（诗歌、笔记、传
奇），主题和题材也更多的适应城市文化
需求，也打上更多城市生活的烙印。

四是形成规模的民谚，在城市文人文

化的熏染和推动下，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
件作为嘲讽的主要对象和内容，诗歌、传奇
也有这种趋势。民谚和榜贴交互呼应，
成为城市中下层文化的特色和亮点。也
说明即使是武则天时期，虽然存在酷吏
政治，大开杀戮之门，但对民间社会的
管制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鼓励民间社会
参与政治，如设置四匦，鼓励民间人士
揭发、投诉、提建议，注重提拔中下层
士人，因此不少文人也敢于在武则天一
朝记录和编撰嘲讽时政，传播和演绎坊
间传闻，而并没见受到打击和迫害。有
人认为武则天一朝经济发展、政治高压，
其实我们仔细审视，政治的严酷举措一
般是针对权贵阶层，对民间的政治约束
并没有出台什么具体举措，反倒是对民
间结社的限制比高宗时有所松弛。

民间传闻和记载似乎以负面为主，
但细分析，负面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是
对女主当国的不适应，认为是雌雄失序、
阴阳失和的反映；二是对作为男宠之臣
二张的嘲讽与愤怒，其实与第一个内容

是紧密联系的；三是对酷吏政治和腐败
奢侈的鞭挞；四是对选举过滥的揭露。
《朝野佥载》、《隋唐嘉话》记载则天朝事
迹比较多的，都是属于当朝人记当时
事。学者们都认为武则天时期，政治严
控，经济放松，但这些来自民间的记载和
广泛传播，似乎可以说明统治集团上层
和民间政治氛围是不同的，民间基本处
于一种比较宽松的状态，严酷的政治，惩
治的是：李唐宗室、反对派官僚，地方豪
强，并没有出台针对民间或普通百姓的
措施。我们反而看到，随着政治的深入
人心，特别是城市社会的发展，关注政
治、参与政治（主要是以民间的方式）成
为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不像魏晋南北朝
时期，距离百姓比较遥远，因此武则天时
期民间与朝廷的互动和信息交流更为广
泛而频繁，民间也更多的参与对时事的
褒贬与议论中。

武则天一朝，民间社会相对稳定，下
层民变虽屡有发生，但规模不大，政治严
控，但没有出台新的如增加赋役等经济

措施，在处理逃户的问题上，采取灵活和
宽松的政策和措施。在宗教问题上，也
是佞佛而不抑道。

此前对武则天评价的讨论，多集中
在上层、文人的层面。本文从民间及中
下层的角度审视了笔记小说中的记载，
分析民间的舆论与评价。

民间的记载很多也是很客观的，对
选举过滥的补救；对酷吏政治下兴起的
罗织之风的谨慎（在除掉了最主要的政
敌以后）；对民间假造祥瑞等谄媚的明察
与宽容；重视文采，大兴科举，不拘一格
选拔人才，提升了整个社会对文化素养
的追求与崇尚，爱才、惜才蔚然成风；

但对佞臣的纵容则未见采取任何补
救或反思举措；奢侈之风一直影响到开
元天宝。

据孟宪实的研究，高宗时期曾经禁
断民间私社，武则天时期则开始松弛，

“开始接受民间结社的部分原则”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武则天一朝并没有刻
意加强对民间的控制。

民间记忆与政治错位

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键词】五周政权 历史地位

武周政权是指武则天建立的大周
政权。这个政权建立于载初元年九月
九日（690.10.16），结束于神龙元年二月
四日(705.3.2)，在历史上存在了5252天，
即十四年二年月另二十五天，约十五年
时间。由于武周政权是在唐朝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了，后来又被唐朝所取代，
故人们一般不把它作为一代独立的朝
代看待，而是作为唐朝的组成部分来看
待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武周政权是唐
朝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但因武则天的
关系，学术界对这个政权还是相当关注
的。自二十世纪以来，曾有不少学者对
它进行过研究，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
认识。否定武则天的人往往把武周政
权乏得很低，认为武周时期是唐朝历史
上的低谷。说唐朝前期的历史就像一
个U字形，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是一个高
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是另一个高峰，
武则天当政的武周政权是处在两个高
峰之间的一个低谷。本文拟将武周政
权放在唐代的历史长河中进行系统考
察，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武周政权的历
史地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武周时期具有

重要的历史地位。我们不妨从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四个方面把唐太宗的贞
观时期、唐玄宗的开元时期与武则天的
武周时期放在同一个天平上加以比
较。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
这三个时期在体制上是一致的，从中央
到地方的行政体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
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局部的改
革，而不是全面的革命。大量事实表
明，武周时期的政治是比较开明的，为
开元之治在人才等方面做好了储备。
从这个角度来看，郭沫若先生说武则天

“政启开元，治宏贞观”是很有道理的。
从经济方面来看，武周时期比贞观时间
有了较大的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
还是商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为
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
文化方面，武周时期大胆创新，全面发
展，为盛唐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
件。从军事方面来看，武周时期维护了
辽阔的疆域，扩大了唐王朝在国际上的
影响。总之，武周时期虽然很短，只有
不到十五年时间，但它却是十分重要
的。它处于唐朝重要的发展阶段，决不
是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之间的低谷。
尽管由于它与唐王朝具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以至于人们不愿把它作为一个独
立的王朝来看待，但对于它的历史地
位，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论武周政权的历史地位

谭继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关键词】武则天 文化中国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立国之本，
是中国共识的根。中国是因文化认同和
文化共识而形成的，因此，文化中国的灵
魂是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
园。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
共同体是由其内部各子民族的文化组成
的。中华内部各个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
和种族来划分，而是以文化的差异特色
作为划分的标准。从文明起源时代起，
中华文明就因不同地域不同族群而形成
满天星斗似的起源地。这些起源地因文
化的差异和高低而形成不同的地域和民

族特色。而这些地域和民族特色文化早
在几千年前就认同于炎黄与华夏，认同
中原文化这个核心。认同华夏与中原形
成的凝聚力、向心力，是中华大一统文明
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根本精神动力。不
管其内部政治、军事上的分与合，统一或
纷争，即使如魏晋南北朝割据时代，其各
地域对文化中国的共识从来没有改过方
向，而只有越来越紧密和凝聚，越来越具
有向心力，南朝和北朝均以争夺中华文
化正统为荣，这正是隋唐能成为结束分
裂割据时代，成为强盛的大一统帝国的
精神支柱。“文化中国”共识的形成和发
展，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中华文明五千
年延续发展从不间断、成为世界四大古
文明独有的现象的奥秘所在，是中国文

化特殊的精神魅力。各个时代的重要历
史人物都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坚守，作
出了自己不同的历史贡献。

武则天是在自汉以来第二次大一统
帝国发展阶段，为文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涂
过一抹亮色的伟大历史人物，是初唐时期
文化中国的一个特殊文化符号。她对文
化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
但由于她的功与过均很突出，历史著作对
她的偏见也很突出，所以她对文化中国的
贡献反而被今天的研究者忽视了。《旧唐
书》对武则天的评价有功有过的肯定，比
《新唐书》全面否定的评价要公允。我就从
这里说起，《旧唐书》云：“史臣曰：……武后
夺嫡之谋也，振喉绝襁褓之儿，葅醢碎椒塗
之骨，其不道也甚矣。”武后的阴谋暴君、酷

吏冤狱一面，的确是“不道也甚矣”，但这一
面主要是针对唐宗室贵戚及其统治集团
的，当然也扩大化了。但她还有“知人安
民”的另一面则是值得肯定的。《旧唐书》又
云：“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
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辩元忠之罪，善言慰仁
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
吏”。《旧唐书》对武后的尊时宪、听忠言、礼
正人、得人心的这一面又是肯定的。这值
得肯定的一面，也就涉及到武后对“文化中
国”的积极贡献。现在来看，武后临朝称制
改国号，改唐为周，复又复唐明辟的前后反
复的举动，如果从“文化中国”的视角来解
读，应该是为了实现她以“周礼”为号召的
文化中国的理想，也是值得肯定的。

武则天与文化中国

梁永元（原广元市市志办副主任）

【关键词】史家 武则天 褒贬

察事物始终，明盛衰兴亡缘由，扬
善戒恶，秉笔直书，引导后世观今鉴古，
吸取得失教训，是史家天职。被古今推
崇的司马迁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
之言”。所作《史记》故能超过同时代人
的思想观念。既按诸侯国到孔子于《世
家》，也农民起义领袖陈涉于《世家》；既
按皇帝立《本纪》，也为临朝称制的吕后
立《本纪》。在七十二《列传》里更列有
不少少数民族、基层人物。

唐代自玄宗天宝末安史之乱后，逐
渐走向衰危，找妇女差池的人相继出现。

德宗时的沈既济认为：“吴兢修《唐
史》为武则天立《本纪》不宜曰‘上’”。
武则天以妇女君临天下不可谓“正”。
北宋修《资治通鉴》撰隋唐史的范祖禹
也说：自司马迁作吕后《本纪》后世为史
者惑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本纪》。

除《旧唐书》对武则天做皇帝称
“上”外，以后诸史一是不书武则天做皇

帝的大周号；再是不将武则天做皇帝时
称“上”只称为太后；三是在武则天《本
纪》里将出生年月地址削去，如此作是
按《春秋》之法示贬抑。但今日读史既
应看史家以《春秋》之法贬抑武则天；也
要看修史者当时所处的社会大背景；更
要知道中宗、睿宗及其子孙，文宗等对
他们的母皇、尊祖母的称颂。故史家大
贬之后，多有画龙点睛大赞扬。

神龙二年（706）正月，则天大圣皇
帝入葬乾陵前中宗特命以文章著世的
崔融作《则天大圣皇哀册文》。

《哀册文》对武则天的评价是中宗
兄弟及公卿大臣都认同的。唐代史家
以为有唐立世二百年无此文。

史家既有面对男尊女卑：“牝鸡司
晨为家之索”大伦理问题；也有面对社
会大背景问题；更有修史应“求实存真”
的前提，故贬中有褒。今日读史在看史
家书武则天捁权谋，任用酷吏，所谓陷
害王萧二妃后，作“人彘”及宠幸薛怀
义、张昌宗兄弟等过愆，更要看到褒扬
她任用实贤真才，修己安民的精辟论
证。

怎样理解史家对武则天的褒贬

梁咏涛 唐志工(皇泽寺博物馆馆长，馆员)
【关键词】五代 广政碑 校注

《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
后武氏新庙记》碑（以下简称《广政碑》），
该碑于 1954年 7月修筑宝成铁路时，在
皇泽寺老大门附近发现的，现存于皇泽
寺内，碑略呈长方形，残高94、宽89、厚21
厘米，字径 2-3厘米，质地为本地所产黄
沙岩，碑阳由上至下，从右至左书写，楷
书，计 29行，碑阴由上至下，从右至左书
写，楷书，计25行，碑阳文字横竖成行，碑
阴文字多行，横距较疏远，竖行上下文字
排列紧密。

此碑自出土以后，六十年代初，中国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明善先生实地考察
过。其后，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武则天的
出生地时，也对此碑的缺失文字作过相
关的增补和研究。到了八十年代，李之
勤先生“认为李奉虔就是这次修建武则
天新庙的倡议者和主持人。”同时对碑文
中李奉虔的籍贯、人物性格及升迁等问
题又作了大量的考证，最后，还对寺内历
史上有关武则天像的记载作了进一步的
梳理，使我们今天再进一步地认识“广政
碑”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

由于五代时期割据的时间较短暂，所
以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相对较少，对“广政
碑”内容的进一步研究，必然对了解五代后
蜀时期的历史问题有所帮助。在这里，我
们对碑文内容整理勘校中，得到一点新的

认识，提出来与大家共同探讨。
通过对“广政碑”正文中职官的校

补，使我们对碑文中的下半部分已残缺
者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碑文中李奉
虔的职官和文献中记载之职官比较，可
相互补充。从置买的庙产土地和建筑以
及日用供器和日用家具来看，五代后蜀
时期的统治者对皇泽寺的重建是至今有
明确记载的最大、最宏伟的一次。碑文
中对武则天及其父武士彟的追述，起到
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我们认为“广政碑”为利州节度使幕
府内丘（兵）马都监孙公、节度判官郭公、
观风判官兼供军判官沈公为后蜀时期的
昭武军节度使李奉虔建立。从文献来
看，李奉虔后期曾做“文思使”、“左右街

坊功德使”职位，前者管理皇室御用器皿
制作。后者负责庙宇整兴。再加上后蜀
开国皇帝孟知祥为李唐宗室至亲李克佣
之侄女婿，李克佣又受李唐宗室恩敕与
分封，而皇泽寺又属昭武军节度使治所
所在地唯一的纪念李唐“则天皇后庙”的
庙宇，李奉虔在利州任职的相当一段时
期内，曾祭于该寺并获灵验。总的来讲，

“广政碑”内容充分反映出后蜀时期承袭
了李唐文化，无论是职官称谓还是幕府
兵制，均无较大变化。

通过以上对“广政碑”的初步梳理，
使我们今后进一步在认识、研究晚唐、五
代时期社会变革问题时，有了可靠的实
物资料。

对广元五代《大蜀利州都督府皇泽寺唐则天皇
后武氏新庙记》碑的校注及相关问题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