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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中国封建时代唯一的女性帝王。过去的史册大多将之描绘

成一个狡诈、冷血、贪婪、淫秽的形象，书之为暴君，但却不知武则天

是一个容止妩媚、才情卓著、智慧非常、性格坚定、成就斐然的女人，

是一个为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由于封建社会是男

性主宰世界的时代，那些站在男权政治立场、拥有话语权的史家，为杜

绝后来的才智女性去效法武则天，故而极端地将之丑恶化、凶残化和淫

荡化。他们妖魔化武则天似乎真就达到了目的，因为从那以后，中国历

史上再也没有诞生过登极的女性。

武则天是被后人著书立说研究最多的一位历史人物，也是被后人评

论得最互为矛盾的一位人物。那些传记和研究著作，对武则天描绘最多

的是她参与的那些宫廷斗争，其中刻画最细腻的是她的私生活。而将许

多原本就与她无关的事件全部改头换面、加油添醋地栽赃陷害与她，其

目的就是要抹杀这个女人伟大的功绩和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份绝代的光

芒。

武则天十四岁初入宫廷被李世民赐名“媚娘”，后来她登基建立大

周王朝自名为“武曌”，退位后被儿子封为“则天大圣皇帝”，后被改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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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则天顺圣皇后”，从此被人敬称为“武则天”。武则天叫什么名字？

出生在哪里？真实年龄是多少？长期以来一直语焉不详。上世纪六十年

代，经郭沫若先生考证，武则天于“武德七年 （624） 出生在四川广

元”，但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武则天出生地是“四川广元？陕西长安？

山西文水？”的争论。经笔者长期研究认为，武则天应于“贞观二年

（628） 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利州（今属四川）”，其父母为其取的初始

名字应该叫做“武元华”。这些学术观点笔者在 2008年发表在《乾陵文

化研究》的学术论文《解密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中做了充分的

论述，笔者在 2009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解密武则天》和 2010

年由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凤鸣利州》两书中用了大量的文献、文物

等证据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武则天、武曌、武媚娘、武元华，她不仅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

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诗人、音乐家和书法家。她的四十六首诗

歌和大量文章收录于《全唐诗》和《全唐文》，她存世的书法作品《升

仙太子之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 100幅传世书法作品”之一，而这

些，却大多不为世人所知。武则天其实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封建社

会历史进程中诞生出的一位伟大的知识女性。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说，“在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

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

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人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

用人之术。”鲁迅说过，“武则天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郭沫若曾

题联盛赞武则天为“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

今天，就让“我”幻化为不同的身份，飘忽穿行在一千三百多年前

的那段历史中，以不同的角色去体验那些惊心动魄的场景，去见证那些

动人心弦的故事。“我”就是路人甲、路人乙、路人丙，就是历史的感

知者，让“我”来作为旁证去告诉世人一个真实的、绝代芳华的武则

天。为武则天正名，其实就是为全天下的知识女性正名。

如此而已……

2011年 3月 12日于武则天故里四川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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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一种很美的花，因其开放的时间短暂，

被寓意了很多精神层面的意义。昙花也是佛国之

花，与莲花同尊，它原本是一年四季都要盛放的

花神，但昙花却恋上了天天来给她浇水的我。我

不过是佛国仙园里一名普通的园丁，我与昙花私

密的爱情被佛祖看破，于是佛祖施法只准昙花每

年花开一次。佛祖将我贬去灵鹫山修炼佛法，好

让我忘掉前尘，忘却昙花女神。我牢记佛训，修

炼多年，渐有所成。我终于忘记了昙花，但昙花

却始终也忘却不了我。我住在灵鹫山上与大鹏金

翅鸟为伴，每年暮春的傍晚我就要下山去到仙园

采集露水为佛祖煎茶。昙花知道了我的这一行踪，

她便把一年的精气全集中于我到达仙园的那一刻绽放，昙花希望我能看她

一眼，希望我能回忆起她的爱情来。但是，

千百年过去了，我年年在暮春时节下山取

露，美丽的昙花也年年在那时怒放，我却

始终没有再看那美丽的昙花一眼。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

电，应作如是观。

这就是昙花。昙花一放，不为别的，

就为了那片刻的灿烂。这本书不是讲植物

的习性和传说，而是要讲一个伟大的帝国，

这个伟大的帝国是由一个女人开创的。但

在讲这个女人开创的伟大帝国之前，还得护法韦陀

昙花女神

01．昙花一现

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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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讲一个昙花一放的王朝。这

个昙花一放的王朝或可作为本书

的序篇。

历史还得再往前跨出一大

步，华夏文明史上最混乱的时期

莫过于一千五百年前的南北朝时

期。在南北朝的西魏时期诞生了

一位玉树临风、文武兼备的美男

子，他叫独孤信。独孤信的小女

儿为隋朝开国皇帝杨坚的夫人文

献皇后独孤伽罗。

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是中国历

史上少有的铁腕醋坛子，皇帝杨坚在文献皇后生前几乎就没有一丝胆子去

宠幸一下其他美女。杨坚夫妇的第二个儿子杨广倒是完全继承了外祖父独

孤信的基因，杨广才二十出头就被任命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他率领五

十多万大军向富庶、强大的陈国发起了攻击。在杨广的率领下，隋军抢渡

长江天险，横扫江南。杨广带领的军队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所向披靡，

所到之处，秋毫无犯，竟至天下皆称赞杨广贤明。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杨

广完成了中华的大统一，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已经南北分裂了上百年，而战

乱已近四百年了啊，从此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和平强盛的时代。但就因为杨

广比自己的哥哥出生时间晚，就算他于国家有再大的功劳，也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太子之位落进了大哥杨勇的口袋，雄才大略的杨广那心里确实不甘

啊。杨广在文学才情上完全超越了外祖父独孤信，后来的历史除给他的头

上扣有一顶“暴君”的黑帽子外，却也公正地给杨广加冕了一顶光彩照人

的“隋代诗人”的桂冠。杨广曾写过一首《春江花月夜》的诗，其诗云：

暮江平未动，春花满正开。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杨广的诗虽然不能与后来唐朝张若虚那首脍炙人口的《春江花月夜》

独孤信绘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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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孤伽罗像

相提并论，但平心而论，杨广仅使用了二十个汉字也将“春江花月夜”描

写得很是到位。说杨广是诗人，你千万别不服气。

文学青年杨广当不成储君，但他懂得隐忍，懂得韬光养晦。终于，杨

广以他孝顺父母、崇敬佛法、艰苦朴素、礼贤下士、不近声色、为人谦逊

和学习上进的诗人形象骗取了母亲独孤伽罗的信任，从而成功取代了大哥

杨勇坐在了太子的大位上。当了太子的杨广依然很低调，他读书、写诗、

礼佛，就算对待下人也是和蔼可亲。杨广知道，他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小

心翼翼地静静等待。杨广在等待中也很有耐性，他居然在等待皇位的日子

里写了一部佛学著作《法华玄宗》，这著作足足有二十多卷，非平常人所能

做到。

仁寿二年（602），杨坚的皇后独

孤伽罗去世了。身边一下没有了悍妇

的管束，年过花甲的皇帝杨坚忽然像

焕发了青春一样，他似乎是想把逝去

的青春韶华追回来，故一改勤俭爱民

皇帝的形象，开始大肆纵情声色，头

发已经花白了的杨坚天天都在美人堆

里摸爬滚打，享受着万般风情和那可

餐的秀色。看见父皇不顾一切地坠入

花丛，太子杨广心里暗自欢喜，他知

道，他苦苦的等待就快要结束了。果

不其然，仁寿四年（604），春天四月间，离文献皇后独孤伽罗去世还不到

两年，六十三岁的杨坚就被女色掏空了身体而病倒。这年的夏天还没有过

完，七月，杨坚就猝死在仁寿宫。

关于杨坚的死最吸引人的版本是“弑父论”，说是杨广在父皇病重时去

探宫，恰巧遇见父亲的宠妃宣华夫人正在换衣服，光艳照人的宣华夫人更

换内衣的样子一下撩动了这个大龄文艺男青年的春心，于是杨广一时兴起

就上前搂抱调戏，娇羞的宣华夫人好不容易挣脱了储君的淫爪而跑进杨坚

病房哭述委屈。杨坚一听怒不可遏，擂床大叫：“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

误我！”随即叫来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庆说：“叫吾儿来见朕！”不

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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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杨坚像

知原委的柳述、元庆二人忙说：“太子已赶来见驾，臣等即刻去请。”杨坚

忙喊：“是杨勇，不是杨广！”但一切为时已晚，宰相杨素早已被太子杨广

收买，杨素即刻将柳述和元庆逮

捕下狱。杨广挑选了三十名健壮

的亲信太监穿上宫女服饰，暗藏

木棍，在右庶子张衡的指挥下进

到杨坚的寝宫。不久，张衡出来

宣布：“皇上驾崩！”执掌大隋王

朝二十四年的杨坚就这样不明不

白地“暴亡”了，杨广终于登上

了他梦寐以求的帝位。

那位引发了宫廷政变的宣华

夫人虽说名义上是杨广的后妈，

但在杨坚死去的当晚，皇帝杨广

就命我给宣华夫人送去了一个精

美的锦盒。美艳绝色的宣华夫人

接到这个锦盒时，花容失色，娇

柔的身躯颤抖不已，根本就没有

勇气去打开那个盒子。我心里也想，这锦盒里一定是丹顶红之类的药水，

这个绝代佳人即将香消玉殒着实让人不忍。当宣华夫人的侍女惊恐地打开

那只锦盒时，却立即欢呼开来，锦盒里是一枚红丝线编就的同心结和两只

洁白的玉环。就在隋文帝杨坚死去的当天晚上，杨坚的爱妃宣华夫人就被

他儿子杨广笑纳收编了，于是这个文学皇帝也因此落下个“淫母”的恶名。

次年杨广改元大业（605），他开始以一个伟大帝王的胸怀去实施他的

宏图大业。他修造运河、西巡张掖、创立科举、开发西域，他在西巡张掖

时还写下了千古名篇《饮马长城窟行》。杨广在那诗篇的字里行间中无不透

露出一个伟大帝王的雄心壮志，就是现在读来也让人倍生豪情。美男子杨

广原本是可以成就为一个伟大的君主的，但他当皇帝的十五年，却是让后

来的历史学家想破了头骨也想不通的十五年。杨广好像在一夜之间如中魔

一样，忽然就从一个意气风发、才华卓越、英明伟大的皇帝变成了一个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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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低下、荒淫无比、神经错乱的市

井流氓。杨广后来巡幸江都、三征

高丽、横征暴敛、滥杀无辜，以至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一座华丽的

大厦轰然倒下，杨广也在江都（今

属江苏） 被叛军所杀，这些让人伤

感的故事暂且放下不提。强大无比

的隋王朝在杨广的统治下像昙花一

样怒放出了华丽的容颜，但却在顷

刻间凋谢了。

昙花王朝在怒放时还有一位与

本书相关的重要人物需要出场，他

就是杨广同宗不同房的亲戚、弘农

望族人氏杨达。杨达在隋朝累任尚书、纳言，被封遂宁公，后来成为杨广

的宰相。大龄文学男青年杨广一心要讨伐高丽，他三次倾全国之力并御驾

亲征，但都无功而返，反而因为发动战争搞垮了国家经济。

大业八年 （612） 的春天，杨广再次向全国下达了远征高丽的皇帝诏

令。那天我随宰相杨达下朝归来，头上的天空很是阴霾，我把宰相送到书

房，宰相的爱女杨玉贞正在书案前作画。玉贞小姐从小不爱女红，却喜欢

读经阅史、习书作画和研读佛经。在那样的时代，一个学历如此高的豪门

望族之女是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可嫁郎君的。青春易逝，韶华渐老，玉贞

小姐在不经意间就过了而立之龄。杨达对爱女玉贞宠爱非常，可家有大龄

玉女而不嫁这也让宰相杨达忧心忡忡。但国家处在动乱岁月，各地造反叛

乱不断，为了军国大事，身为宰相的杨达昼夜操劳，哪还有空闲来过问女

儿的终身大事呢。所幸玉贞小姐成天沉浸在书籍经卷之中而乐此不疲，对

红尘之事是一点也没有兴趣。

我将宰相杨达送至书房，大龄文艺女青年玉贞小姐像小姑娘一样扑进

爹爹的怀中。玉贞要父亲去欣赏她刚画的一幅《凤凰牡丹图》，玉贞小姐还

要我也来近前观赏。我不过是宰相身边的侍卫长，一介武夫哪懂什么艺术

隋炀帝杨广像

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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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只得说了一句“小姐画的凤凰好像真的一样啊”。玉贞小姐却抢白我了

一句：“令狐将军，你啥时看见过凤凰喃？”杨达大笑着为我解围说：“呵

呵，他没见过凤凰，难道还没见过牡丹花儿吗？”

我识趣地离开了书房，刚去到前庭就接到了下属的通报，说有一个从

并州（今属山西） 来的军官前来拜见宰相并欲献书。我在前厅以宰相侍卫

长的身份接见了那个鹰扬府队正武士彟。当武士彟进到大厅时，我的眼前

一亮，这个稳健宽厚的中年军官一派精神闪烁、意气风发的样子。武士彟

带来了一套书籍，他说想献给宰相。于是我通报了宰相，宰相要我领武士

彟去书房晋见。当我领着武士彟来到书房，小姐玉贞还在画上题着诗。一

身戎装的武士彟笔直地站立厅中，他双手捧着一个木匣，在向宰相汇报着

什么。我意外地发现小姐玉贞不时抬起头来，偷偷地看着这个从并州而来

的鹰扬府队正。后来发生的故事也证明宰相杨达同时发现了女儿的这个秘

密，因为宰相事后要我把武士彟安排到馆舍后顺便去问问他的家事。

在驿馆里，我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询问了这个鹰扬府队正的婚姻状况，

很遗憾的是，他在并州文水老家已有妻室。当然，我在给宰相杨达汇报时

顺便还说了句：“这个武士彟人品看来还不错，但他不过是一个鹰扬府队

正，官职小得手下才只有几十个兵。”宰相杨达一边听着我的汇报，一边在

翻阅着武士彟献给他的书，杨达轻声说着：“不错不错，还有些见地。后

生可畏，前途无量啊，可惜他已经成家，不然———”我见宰相摇摇头，轻

叹一声，然后就将武士彟献的那一匣书放到了书架的最上层，从此再没有

翻阅过。

这时的大隋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天下群雄并起，各路豪杰拥兵自

重，竟与朝廷分庭抗礼起来。可皇帝杨广竟置混乱的王朝于不顾，他还要

再次举全国之兵去远征高丽。身为宰相的杨达也只好将女儿的终身大事暂

时放下，全身心投入到那场即将耗尽隋朝国力的战争中去。杨广自恃少年

时期就开始征战疆场，打仗对他来说完全是小儿游戏，他还完全沉浸在当

年率领五十万铁骑飞渡长江、横扫江南、统一华夏的往事中。但是今非昔

比，当年所向披靡的隋军在高丽人的顽强抵抗下总是尸横遍野。杨广的军

事才能好像也似江郎才尽一般，他指挥的百万大军像无头的苍蝇一样，四

处碰壁，三次征伐高丽都大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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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场战斗甚是惨烈，宰

相杨达指挥隋军已经攻到了高

丽京师汉城的城墙下面，那高

大坚硬的城墙已经被隋军攻开

了一个大大的口子，城墙下面

敌我双方士兵的尸体堆积如山，

隋军士兵踏着那些尸体开始爬

城，城楼眼看就要被攻克。但

此时高丽人却在高高的城楼上

举起了白旗，他们要向隋军投

降。高丽人举白旗已经不是第

一次了，可每次隋军一停止攻

击，他们就又会重整队伍来加强防御，然后又与隋军展开厮杀。这次他们

故伎重演，把白旗举得比哪一次都高，目的就是要让在后面督军的杨广看

见。果然，那脑子进水的皇帝杨广看见高丽人的白旗后就派快马传来了命

令，他要杨达停止进攻，他要亲临城下去接受高丽王的投降，他要享受胜

利，他太需要一场胜利来证明他的英明和伟大了。皇帝杨广耀武扬威地带

领大队仪仗来到汉城城下，那仪仗队里竟全是身穿华服的美女宫人，吹吹

打打、舞舞跳跳，杨广像是不远千山万水远道而来参加艺术节日的盛会一

样。那华丽的皇家仪仗队直看得刚才还在冲锋陷阵的隋军全体征战将士目

瞪口呆。

我站在宰相杨达的身边，杨达见皇帝带着这样的花花队伍前来受降，

他竟立在马上不知所措了，以至于手上带血的战刀都掉在了地上。我急忙

提醒宰相，快快下马接驾，杨达这才滚鞍下马，匍匐于地，全体隋军将士

也匍匐于地高呼万岁。没想到，那得到了喘息机会的高丽人却忽然大开城

门，发疯样地向隋军阵营发起了冲锋，那些已经放下武器，甚至脱掉了铠

甲在唱歌跳舞以庆祝胜利的隋军将士被这突如其来的冲锋打蒙了头，隋军

阵营一片混乱，随即兵败如山倒，几十万隋军像潮水一样退去。那些穿扮

得花花绿绿的美女和宫人、那些吹拉弹唱的仪仗队旋即成了高丽人的刀下

之鬼。

萧皇后绘像

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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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杨广在宰相杨达的护卫下仓皇败逃，隋军一路丢盔卸甲、自相践

踏，百万东征高丽的大军最后只剩数千骑兵随皇帝杨广败回江都。我护卫

着宰相杨达一路回撤，刚入中原，杨达就气血攻心一病不起。我含着眼泪

护送着主人西还，可还没有回到长安，杨达就两眼圆睁，望着苍穹，没来

得及留下一句话来就撒手尘寰了。

当杨达的遗体运回长安时，玉贞小姐哭了个死去活来。杨达被皇帝杨

广赐以国葬，赠吏部尚书，封始安侯。在安葬了父亲后，玉贞小姐似乎看

破了红尘，她坚持去了荐福寺皈依佛门。荐福寺的住持望着满面忧伤的杨

玉贞，没有同意玉贞小姐的落发之请，只准她作为居士留住寺内。就这样，

杨玉贞开始了她长达十年的青灯黄卷生活，她天天诵经礼佛，为父超度。

当看到玉贞小姐孤零的身影踏进那古柏森森的庙宇时，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可我一个宰相府的职业军人，在隋朝即将分崩离析的时候，又能为家主的

孤女做些什么呢？此时的我忽然想到那个不久前来宰相府献书的并州鹰扬

府队正武士彟，宰相杨达原本对这个稳健的军人寄予了一丝期望的，但是

皇帝杨广发动的第三次讨伐高丽的战争却让一切皆成了泡影。隋王朝就像

我当年在佛国仙园浇灌的昙花一样，一瞬绽放，旋即成梦。

华丽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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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渊像

独孤信，本名独孤如愿，鲜卑望

族，祖籍云中 （今属山西）。独孤信少

年时就生得高大英俊、风流倜傥、才貌

出众，且喜爱修饰，讲究穿戴，用现在

的话讲那叫时尚。不仅如此，独孤信还

膂力过人、武功盖世、能征惯战，骑马

射箭、舞刀弄枪都是一流高手，打遍天

下几无敌手，故在军营之中享有“独孤

郎”之美誉，乃当时北朝的第一帅哥加

硬汉。独孤郎为国家冲锋陷阵，屡立战

功，被西魏权臣宇文泰赐名为信，成为威震四方的一代名将。独孤信有

七子七女，其中三个女儿先后成为三个朝代的皇后，因此后来的历史教

科书称独孤信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国丈”。其长女是北周明敬皇后，

小女乃隋文献皇后，四女生前虽不是什么皇后，但却生下了一个儿子叫

李渊。

李渊与隋炀帝杨广年龄相仿，且是亲表兄弟，他在七岁时父亲就去世

了，于是李渊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唐国公”。隋文帝杨坚在世时，将李渊

看做是自家的子侄，亦是本家的外甥，对他照顾有加。当那个文学皇帝杨

广将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李渊见天下大乱，群雄并起，隋王朝这

条舰船眼见就要搁浅，李渊虽与杨广是亲表兄弟，但他可不愿与杨隋战船

一道沉没。李渊与他的儿子们便暗中招兵买马，为自己的未来做起了打

算。

大业十二年（616），杨广见大厦将倾，回天无术，于是就干脆破罐子

破摔，索性不问政事，成天就眠花宿柳。他喜欢看江都 （扬州） 的昙花，

02．从龙首义

从龙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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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带着大批的美女离开京城南巡去了江都。也许杨广觉得自家表兄弟要比

外人可靠些，于是就任命表弟李渊去领兵安抚并州太原。

一日，李渊领军前往河西镇压反隋的农民起义军，途经文水驻扎，文

水富商武士彟前来晋见。李渊初见武士彟很有好感，见这人虽是商人，但

学识渊博，谈吐自若，非同一般，对天下大势竟了如指掌。

武士彟年轻时以贩卖木材为业，时值皇帝杨广在全国各地大兴土

木、广建行宫，武士彟因此大赚特赚，很快就富甲一方。但在那个风云

激荡的时代，有钱不等于有地位，于是武士彟苦心钻研兵法，写成了 《

古今典要》三十卷，希望有朝一日也可以投身到那风云际会之中去一试

牛刀。适逢李渊带领军队路过文水，武士彟便拿出巨额家资赠与李渊以

充作军费，李渊甚为感动。武士彟热情邀请李渊去家中一叙，李渊便欣

然前往。当武士彟将自己研究兵法的心得 《古今典要》 三十卷呈送在

李渊面前时，李渊顿时对这个木材商人刮目相看，于是李渊“虚心结

契，握手推诚”，视武士彟若兄弟。其实，武士彟在大业七年 （611） 就

完成了这部兵法著作，如同当今的文学青年初入文坛投稿杂志社一样，

武士彟将著作呈送给过很多当朝权贵，但都被轻慢。当他看见李渊郑重

其事地收下了这部兵法著述后，

当即感激涕零，认为自己遇到

了人生知己，于是便把家财全

部送与李渊以助其招兵买马扩

大势力，支持李渊在那风雨飘

摇的隋朝大餐中去分得一杯羹。

大业十三年（617），反隋的

队伍愈来愈多，遍地烽烟越烧越

旺，隋王朝的统治呈江河日下之

势。此时的皇帝杨广也无可奈

何，他躲在江都过着醉生梦死的

生活。一日，杨广面对镜子，摸

着自己白皙颀长的脖子对身边的 萧皇后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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