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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话说女皇武则天，姓武名 。她当皇后时，号
“则天”；她初登女皇宝座，尊号“圣神皇帝”。她晚
年被迫退位后，其子中宗李显给她上尊号为“则天
大圣皇帝”。她临终遗言：“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
后。”她死后与高宗合葬乾陵，先后谥号为“则天大
圣皇后”、“则天顺圣皇后”，故史称武则天。
女皇武则天的一生，曲折坎坷，急流勇进，

波澜壮阔，极富传奇色彩。她的祖籍山西文水。
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她生于唐都长安。其父
武士 （音约） 为工部尚书，其母是隋朝宰相杨
达的女儿。武则天作为女儿的生涯，从唐高祖武
德七年至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她在京城长安
只住了两年多，便随父母辗转奔波于扬州（今江
苏扬州）、豫州（今河南汝州）、利州（今四川广
元）、荆州（今湖北荆州） 等地。在此过程中，她
不仅扩大了视野，感受到祖国山河的秀美，而且
跟母亲学文习字，背诵儒学、佛教经典，感受到
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

引 言
———魅力女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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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女皇武则天

贞观十一年 （637），上距父亲之死才两年，
她以貌美赢得唐太宗的欢心，被召入宫中立为才
人。作为嫔妃的武才人，侍奉太宗 12年，并未得
到太宗的爱情。贞观二十三年 （649） 五月 （农
历，下同），太宗病故，她作为无子女的嫔妃，入
感业寺当了尼姑。在太宗晚年，已爱上武才人的
太子李治，此时已登上皇位。在感业寺里，高宗
与武则天结合。永徽三年（652） 秋季，武则天生
下长子李弘（高宗第六子）。永徽四年（653），高
宗在王皇后的支持下，让 30岁的武则天第二次进
入大唐皇宫，不久立为正二品的昭仪。武则天再
度作为妻子，一当就是 30年。其中 2年昭仪，28
年皇后。武则天为皇后的 28年中，不仅创造了个
人一生中第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构建了天后与天
皇“二圣”共创盛唐的政治格局。唐高宗与则天
武后，政治上是志同道合的帝后，生活上是情深
意浓的伴侣。弘道元年（683） 十二月，高宗病逝
后，60 岁的武则天开始独掌政权，至神龙元年
（705） 正月，长达 21年之久。这是武则天一生中
第二个辉煌时期。其中前 6年，作为皇太后的武则
天临朝称制，为当女皇创造条件；后 15年作为女
皇的武则天君临天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
迹，从而使一代女皇成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一。
武则天集铁血女皇与魅力女人于一身。说她

是位铁血女皇，是指她雄才大略，明察善断，处
事果断，擅长用铁的手腕，打击政敌，逐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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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皇的宝座。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不惜借用酷吏
的残暴手段，威慑和铲除政敌。说她是位魅力女
人，是指她相貌出众，才兼文史，不仅令唐太宗、
高宗父子先后为其倾倒，而且令众多的“美少年”
云集“奉宸府”，围绕这位昔日的宸妃，说拉弹
唱，翩翩起舞。但是，武则天的爱情特别专一。
她一生只真正爱过一个男人，这就是她的丈夫唐
高宗。夫妻俩风风雨雨 37 年，相亲相爱 37 年。
作为母亲的武则天，从永徽三年（652），至龙朔
二年 （662），10 年中她为李治生下四个儿子李
弘、李贤、李显、李旦，总章元年 （668） 45 岁
的她，又为李治生下一个宝贝女儿太平公主。可
见夫妻间柔情似水，相爱甚深。其后，则天武后
一边辅政，一边陪伴多病的丈夫。弘道元年
（683）十一月，高宗病重，经御医针灸，眼睛一
瞬间明亮了；就在这一瞬间，60岁的武后竟高兴
得跳起来，举手过额，活像一个年轻姑娘，并亲
手挑选百匹彩绸赠送御医。这是高宗病危前，武
后所洒的一份爱的雨露。高宗病逝后，武则天遵
照高宗要返回故乡长安的遗愿，为其策划、营建
了一座气势恢弘、规模巨大的乾陵，并在《述圣
纪》的石碑上，镌刻上她亲笔撰写的碑文，尽情
讴歌了高宗的丰功伟绩，为“二圣”真挚的爱情，
留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作为情人的武则天，从唐高宗病逝后的第三

年，即垂拱元年（685） 开始，至神龙元年（705）
正月，20年间先后有薛怀义（冯小宝）、沈南 、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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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女皇武则天

张昌宗、张易之 4个男宠。但史实证明，这 4个
男宠不过是她掌中的玩物而已。薛怀义当了 10年
男宠，威风凛凛，骄横一时，官位至右卫大将军、
鄂国公，可谓天下第一男宠。但至证圣元年
（695） 二月，女皇一声令下，便杀掉了薛怀义，
焚尸白马寺。第二个男宠，是御医沈南 ，仅昙
花一现便离开了人世。神功元年（697），张昌宗、
张易之弟兄相继入宫，“二张”年轻美貌，风流
倜傥，是女皇晚年最活跃的两个男宠。神龙元年
（705） 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以杀“二张”为名，
发动军事政变。但“二张”被杀后，女皇十分镇
定，像没事一样，对叛军首领说：“小子（指二
张） 既诛，太子（李显） 可还东宫。”而当她确认
政变者是为夺取皇位，随即变得异常苍老。由此
可见，一代女皇对 4个男宠并无真正的爱情。她
临终遗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归陵”，就是要和她
所爱的唐高宗合葬乾陵，永远长眠在一起。
近 20年来，我主要研究女皇武则天和乾陵文

化。今天，我再次来到乾陵无字碑前，给大家讲
述魅力女皇的一生和无字碑之谜。这时，我仿佛
听到 1300多年前，武则天入葬乾陵时那悲壮、苍
凉的音乐声：那声音时而委婉时而铿锵，时而悲
壮时而苍凉，那源自盛唐皇室和大明宫的古老音
律，在广阔的关中平原、神州大地上飘荡开来。
那缓慢的节奏，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乐声，倾述
着魅力女皇一生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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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西文水县的武氏家族

话说武则天是唐朝并州文水人。史载，并州

（今山西太原） 西南有一个县，因境内有文谷水、

文水而叫文水县（今山西文水东），那就是武则天

的故乡，至今县内南徐村尚有则天圣母庙。武则

天的父亲叫武士彟。武姓源于姬姓。相传，西周

末年周平王从镐京东迁都城于洛邑 （今河南洛

阳），他的小儿子手上有个“武”字，因此周平王

少子的后代便姓武。这支武氏家族，不久由洛邑

迁往今安徽；至武士彟的六代祖武洽，又由今安

徽宿县迁往文水。从武洽至武则天的祖父武华，

一直住在文水，并且当过几代的地方官。但从武

华以下，家境衰落。武华共有四个儿子，即士裬、

士让、士逸、士彟。武士彟是武华的第四个儿子，

由农民变成木材商人。史书说他与同乡许文宝以

贩卖木材为职业，“常聚材木数万茎，一旦化为丛

林森茂，因致大富”。这位在文水一带绿化环境、

使森林茂盛的有功之人，由此变成远近闻名的富

豪。这里，春天披锦叠翠，流光溢彩；秋季郁郁

第一章 作为女儿的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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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女皇武则天

葱葱，瓜果飘香。于是，文水县秀美的地理环境，

富豪武士彟的名声，引来一位大官。这位大官就

是其后创建大唐帝国的李渊。

李渊（566—635），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东

部）。他说自己是西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从祖父

李虎开始，迁家至长安（今西

安市）。李虎为西魏大将，六

柱国之一。北周时，追封唐国

公。父李昞，北周柱国大将

军，袭唐国公。母独孤氏是鲜

卑贵族、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

女，与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

是亲姐妹。李渊袭爵唐国公，

在隋初受到重用。隋炀帝杨广

时，想利用他率军镇压山西农

民起义。大业十二年 （616）

十二月隋炀帝任命李渊为太原

留守。同时任命王威、高君雅

为副留守，用以监视李渊。李

渊甚有心计，表面上纵酒下

棋，暗中等待时机。他北上赴

任路过文水，到武士彟家居住

过。大业十三年（617），他又

多次到武家休闲娱乐，两人结成好朋友。李渊与

鲜卑族妻子窦氏共生四子，即长子建成，次子世

李渊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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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三子元霸 （早卒），四子元吉。次子李世民

（598—649） 这年 20岁，文武全才，李渊将其留

在身边。这时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壮大，将隋炀帝

围困在江都（今江苏扬州）。李渊看到大隋江山即

将垮台，便暗中策划起义。就在这年春季，武士

彟从文水奔赴太原，李渊任命他为行军司铠，职

责是掌管军中武器，并接受武士彟自撰的兵书

《古今兵要》，提拔他为中郎将，可见二人关系非

同一般。同年五月，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刘文静、

裴寂等人的支持下，以“通突厥”为罪名，杀掉

王威、高君雅，于太原起兵反隋。六月，建大将

军府，李渊任命武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接着，

命李建成、李世民分别统率左、右两路大军南下，

直指关中，以夺取天下，而留李元吉镇守太原。

武士彟随大军一起征战。十一月，李世民等军队

攻克长安。李渊并未立即称帝，立 13岁的代王杨

侑（炀帝孙） 为傀儡，是为隋恭帝。他自为大都

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掌握军政大

权。武德元年（618） 三月，炀帝在江都（今江苏

扬州） 被兵变的禁军将领令狐行达（宇文化及部

将） 勒死。五月，李渊逼迫杨侑退位，自立为皇

帝，国号大唐，建都长安，改元武德，因死后庙

号高祖，史称唐高祖。李渊建唐后，论功行赏，

武士彟是开国元勋之一，名列二级功臣，任职检

校并钺将军，拜光禄大夫，封大原郡公。武德三

第一章 作为女儿的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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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女皇武则天

年（620），又晋升为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事，正

三品，直至武德九年（626） 八月。正是在任工部

尚书期间，他的后妻杨氏生下第二个女儿武则天。

由此可见，武则天的家庭出身，应是由木材商人

上升为新官僚的家庭。

二、武士 、杨氏的第二个女儿

武士彟早年居住在山西文水时，已经娶妻生

子。妻子相里氏，山西汾阳人。生二子元庆、元

爽。元庆之子三思、元爽之子承嗣，后来都成为

武周时期的宰相。话说武德二年（619），相里氏

病死。武士彟的第二位妻子杨氏，是隋朝宰相杨

达 （字士达） 之女。杨氏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40多岁尚未出嫁。武德三年（620），高祖李渊亲

自主婚，令桂阳公主做媒，武士彟又娶杨氏为妻。

这一年武士彟 44岁，杨氏 42岁。两人相亲相爱。

第二年，杨氏便生下第一位千金，即后来的韩国

夫人；武德七年（624），杨氏又生下第二位千金，

即后来当了女皇的武则天。武则天生当多事之秋。

武德九年（626） 春季，有人告发赵郡王、扬州都

督李孝恭欲谋反，高祖召回李孝恭审讯，命工部

尚书武士彟检校扬州都督府长史。于是年仅 3岁

的武则天便随父母到达扬州（今江苏扬州）。同年

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在京城长安发动“玄武门

之变”，亲手射杀太子李建成，其部将尉迟敬德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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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上了皇太子。八月高祖李

渊退位，李世民称帝，史称唐太宗。他即位后不

久，便将武士彟从扬州召回，“使持节豫、息、

舒、道等四州诸军事、豫州都督，赐黄金二百

斤”。从此作为地方官的武氏家庭，又成了富豪。

武士彟在豫州（治今河南汝南） 当都督才一年多，

贞观元年（627）十二月，由于利州都督李孝常入

京城“谋反”被诛，太宗又调武士彟为利州都督，

管辖利、隆、始、静、西、龙等六州诸军事。贞

观二年 （628）正月，武士彟全家到达利州。同

年，年已 50岁的杨氏又生下第三个千金，即后来

的郭孝慎妻。利州，武德元年（618）设置，治所

绵谷（今四川广元），辖区相当于今四川旺苍、广

元、青川及陕西宁强等县市。广元地处嘉陵江畔，

山青水秀。古松掩映下的群山，栈道盘绕；泛着

广元皇泽寺

第一章 作为女儿的武则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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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波的嘉陵江，浪涛欢笑。武氏

三姊妹很喜欢这块宝地。武士彟

从贞观二年至五年（631），在利

州任职 4 年。这时，唐太宗的

“贞观之治”的各项措施，已经

惠及利州，武士彟在利州颇有政

绩。他招抚流亡人口，发展农业

生产，赈济贫乏，甚得民心。这

时，嘉陵江畔的武氏三姐妹，像

三朵鲜艳的花蕾，正在雨露的滋

润下成长。特别是武则天，从 5

岁到8 岁，天真活泼，性格开

朗，很逗人喜欢。由于她后来当

了女皇，这里便长期流传着许多关于武则天的传

说故事，迄今广元百姓仍以此为骄傲。话说贞观

五年（631） 十二月，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彟入

京上表，请唐太宗封禅，即亲赴泰山举行祭祀天

地的典礼，以庆祝大唐进入太平盛世。太宗以天

下尚未富裕，不愿意劳民伤财为理由，拒不接受。

但他仍然重用武士彟，随即调任武士彟为荆州大

都督，管辖荆、峡、沣、朗、岳、果、松七州诸

军事，从三品。治所荆州城在唐江陵县（今湖北

江陵），其北十里是纪南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都

城郢城），是历史上著名的南方军事重镇，地扼长

江中上游交通要冲。武士彟在荆州任职 4 年，

武则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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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万役之事，急农桑之业”，甚得当地百姓的好

评。唐太宗闻知后，下令褒奖。贞观九年（635）

五月，太上皇李渊于京城长安大安宫垂拱殿病故，

享年 70 岁。武士彟在荆州得知太上皇驾崩的消

息，悲伤至极，呕血而死，终年 59岁。这一年，

杨氏 57岁，武则天 12岁。从武德九年 （626）开

始，到贞观九年（635），武则天跟随父母先后奔

波扬州、豫州、利州、荆州等地。在扬州、豫州

时间较短，在利州和荆州各占四年。这 10年间，

武则天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成长为一名亭亭

玉立的少女。她的父亲武士彟尽职尽责、报效国

家的精神，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的母亲杨

氏不愧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她竭尽全力操劳家务，

严格管教三个女儿，特别是对二女儿的教育，费

尽心血，让其读诗诵经，熟悉佛教，兼及儒、道

二家，为日后的兼涉文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

为武家的二女儿，武则天在父母的管教下，虽无

暇到处游山玩水，但在节假日，她欣赏过利州嘉

陵江的秀丽风光，观瞻过荆州古城的宏伟气势。

此时此刻，总是令她陶醉，令她心旷神怡。由此，

她的审美情操得到磨砺，热爱祖国的观念得以培

育。这对后来她掌权时，能采取措施增强国力、

维护大唐皇朝的统一，不无裨益。

话说贞观九年（635） 五月，武士彟在荆州因

哀痛太上皇驾崩，大哭呕血而亡，并遗令归葬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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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因山为坟。荆州百姓“阖境哀恸，农商号于

野，士女哭于衢”。可见武士彟当 4年荆州都督很

得民心。太宗闻知也甚为感动，赐武士彟谥号为

“忠孝公”，赠礼部尚书，配食太上皇庙。并令并

州（治今山西太原） 大都督李 监护丧事，归葬

故乡文水，所需一切费用皆由官府供给。李 原

姓徐，名世 ，字懋功，是隋末瓦岗军的创始人

之一。降唐后，唐高祖赐他姓李，人称李世 。

后因避太宗名讳，单名 ，人称李 。李 是大唐

前期杰出的军事家。太宗曾评论说“李靖、李

二人，古之韩（信）、白（起）、卫（青）、霍（去

病） 岂能及也”，这并不过誉。贞观四年（630），

李 奉太宗命令，同兵部尚书李靖率军平定了东

突厥。所以太宗还说，朕用李 为并州都督远胜

修筑长城。这回他接到太宗的命令，立即南下荆

州，护送武士彟的灵柩和武氏全家返回武氏故里

并州文水县，把灵柩安葬在文水县一个靠山临水

的村庄，即今天的南徐村。

武则天这次的故乡之行，心情是十分悲痛的。

从后来她对父亲的追封和推崇可知，她是十分孝

敬和热爱父亲的。失去了武士彟，杨氏及三个女

儿便失去了靠山，从此家庭生活变得非常凄凉。

按照当时的丧礼，她们本该为武士彟墓守丧三年，

但由于不堪忍受武元爽、武元庆等人对她们的极

不礼貌，甚至虐待，她们便于贞观十一年（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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