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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位皇帝。
从650年到683年，在位时间是34年，比父亲唐太宗多出整整十年。
唐高宗统治唐朝34年，在唐朝的21位皇帝中(包括武则天)，他统治唐朝的时间仅次子唐玄宗(46年)。
那么唐高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皇帝呢？
虽然大家不是专门研究唐史的专家，对于唐高宗也应该有所耳闻。
请仔细想一想我们印象中的唐高宗，我们对他的评价是怎样的呢？
四个字：“软弱无能”。
一个统治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皇帝，竟然是一位软弱无能之辈，而且统治时间还那么长久？
这到底可信不可信呢？
唐高宗真是软弱无能吗？
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说。
《旧唐书·高宗本纪》的“、史臣日”，说高宗即位以前还不错，有长者之风，从即位开始，立刻判
若两人。
荡情后宫，荒于政局，废掉王皇后，让舅舅蒙冤。
忠良靠边，小人得志。
导致国家基础破坏，宗社空虚。
这样的评论当然也只能用软弱无能来概括，甚至比软弱无能更糟。
清人褚人获的《隋唐演义》、民国时蔡宗藩的《唐史演义》都这么说。
那么，唐高宗李治到底是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软弱指的是否是性格，这要在具体的事情中显示出来。
是否无能呢？
我们要看他把国家治理得如何。
历史研究是以既往的人物和故事为对象的，我们要通过相关的证据，或者文字或者文物去接近当时，
了解事实，专业的说法就是通过史料接近史实。
但是如果史料记载有出入，有矛盾，我们怎么办呢？
这就是歧路亡羊的故事。
一旦走错了路，那就会失去目标，甚至会南辕北辙。
于是史学的研究工作多半是对史料的甄别，甚至要对史料进行百般挑剔，可是，这不陷于矛盾了吗？
是的。
既要依靠史料，还不能完全相信史料。
举一个容易明白的例子。
侦探破案，要面对许多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现象，真相只能有一个，但是证据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如何识破假象、认清真相，就是侦探的责任。
历史学家的使命也是如此，去伪存真，弄清历史真相，就是历史研究。
历史研究的乐趣正在这里，弄清楚一个千古之谜，如同破解了一个大案件，那内心的愉悦是无法言说
的。
只要你身在其中，其中的乐趣自然容易体会。
本次讲座，通过一系列历史事实，剖析唐高宗那个时代，解析唐高宗的朝廷，回归历史现场，同情、
理解当事人。
我讲的唐高宗，也许与你的印象很不一样。
复原唐高宗，就是我的使命。
今天，我们首先从唐高宗的早年生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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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光溢彩的盛唐岁月里，谁的时代里国土最辽阔？
谁的统治下“良吏”最多？
历代帝王视之为事业巅峰的封禅大典，由谁最先成功举行？
唐高宗。
    为了接上父亲的班，他隐忍，但绝不坐以待毙。
当一个个疯狂争夺的兄弟倒在阋墙之争的血泊里，人们才发现，一直默默无闻的李治原来并非无所作
为，他只是以退为进，把“用弱”的策略发挥到了极致。
    为了接好父亲的班，他妥协，但绝不懦弱。
当步步进逼的权臣把他逼到墙角，他只好“突围”——废王立武，流放褚遂良、处死长孙无忌，为我
们上演了一场“皇帝是怎样炼成”的大戏。
    后世的史学家，因为篡夺皇权的武则天而不惜把李治写得懦弱无能。
但又有多少人意识到，培养武则天本就是李治有意为之——他要证明给世人看，“废王立武”是多么
英明的决定。
历史的真相绝非女主专政，而是夫唱妇随；绝非后宫干政，而是夫妻协力。
武则天的篡权，在李治时期甚至没有一点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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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宪实，黑龙江省讷河人。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
在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领域学有专长。

    他强调学术性与普及性得统一，以专业史学家的眼光，用最通俗的方式讲述历史。
不仅着力于讲述的生动有趣、知识的准确翔实，更把传达“历史的意识”作为首要目标。
是罕见的在通俗性和专业性两个领域都备受推崇的作者。

    著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等。
2006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2007年5月主讲《贞观之治》
，2008年4月主讲《唐高宗的真相》。
为电视剧《贞观之治》的编剧（与作家阿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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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废后风波——唐高宗与武则天之一公元655年，26岁的唐高宗李治不顾众宰相的反对，坚持废掉王皇后
，立武则天为后。
废王立武，就是唐高宗的玄武门之变，这一事件标志着高宗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皇帝的威权。
为了抬高武则天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废王立武的决策正确，高宗要求百官朝拜皇后，下令
将武氏家族列入一等士族，甚至让武则天参预朝政。
一时间，武则天以及武氏一族风光无限。
不过，八年之后，公元664年年底，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出现问题，废后风波骤然而起——唐高宗要
废去武则天的皇后地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情况是这样的：首先，从远的背景来说，皇后参预朝政以后，专作威福，
皇帝也受制于皇后，不胜其忿。
其次，导火索是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与皇后为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
皇上于是大怒，招来宰相上官仪。
上官仪说皇后专横，人民很愤怒，废了她算了。
皇帝说正合朕意，立刻命令上官仪起草诏书。
可是，皇帝没有想到，自己身边的人都是皇后的密探，密探们一看，这还得了，大家于是拼命往后宫
奔跑告诉了皇后。
皇后立刻到皇帝身边亲自辩护。
皇上一看皇后来了，起草的诏书就在当场，被皇后抓了一个现行，立刻吓破了胆，缩了回去，不敢宣
布废黜皇后。
可是，皇帝怕皇后怨恨自己啊，只好把责任推给上官仪，说是上官仪教自己的，自己开始可是没有这
个心思的。
结果呢？
大家可想而知。
上官仪成了替罪羊。
不仅如此，他们发现上官仪跟王伏胜有过一样的经历，就是都伺候过废太子李忠，于是他们的政治动
机就昭然若揭。
最后，把他们和曾经伺候过的主子，一起打成谋反集团，李忠赐死，上官仪等杀掉。
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几乎没有任何先兆。
所以，我们要找出背后的真相，还是要费一番周折的。
我们能够看到这么几个问题：首先，唐高宗要废皇后，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临时决定。
其次，唐高宗不敢面对皇后武则天，而武则天能够从容自我申辩，说明两人之间还是唐高宗方面心虚
。
如果是因为武则天专横，高宗要废后也算是理由充足。
如果确实因为武则天长期以来专横跋扈，那么高宗可以仔细安排，从容废黜她，为什么会如此仓促呢
？
按理说，唐高宗经历过废王立武事件，应该懂得废去皇后不是一件小事，而且多年辛苦抬举武则天，
如今这么一废，不是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吗？
另外，到底为什么唐高宗如此心虚呢？
这让人不得不产生很多怀疑，而《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竟然没有认真交待。
其实，《通鉴》的记载不是独家发明，它来自《新唐书》。
但是，即使《新唐书》也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它们使用的统一口径是唐高宗性格问题，面对真理不敢坚持。
究竟是唐高宗的性格问题还是另有隐情呢？
655年立为皇后之后，武则天又相继生下了第三子李显（656）、第四个儿子李旦（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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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是恩爱夫妻，这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让皇帝突然说要废后呢？
如果说是皇后专横，史书却没有记载任何一件具体的事情。
皇帝和皇后的冲突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
对于很多女人而言，皇帝这个人就是一块大肥肉，能够跟皇帝有所亲近，大约就是女人最成功的人生
境界。
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后宫的事情可以自己说了算，所以就把自己的姐姐引入宫中。
高宗很高兴，封了他的姐姐为韩国夫人。
韩国夫人生有一男一女，正在家里守寡，得到高宗的欣赏，一定心里高兴。
请注意，这个欣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里说的可是发生了床笫关系的那种。
这是不是武则天原来的心愿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韩国夫人呢，运气也是有限，享福没有几年就去世了。
但是，她的位置又有了接班人，那就是她自己的亲生女儿。
看起来，唐高宗更喜欢这个年轻女孩，给她一个封号叫做魏国夫人，武则天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对的动
作。
说不定，武则天也暗自高兴，看看，你这个皇帝还是跳不出我的手心。
不过，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向武则天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什么方向呢？
唐高宗很想给魏国夫人一个正式的内命妇名号。
这有什么重要的吗？
当然有。
所谓的魏国夫人是外命妇，在制度上并非属于皇帝的女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唐高宗跟魏国夫人的关
系是非法的。
而所谓的正式名号，就是嫔妃一类的内命妇，内命妇的一个简称就是“内职”，那就是皇帝的合法女
人。
如果真的给魏国夫人一个正式的内职，那么这个小外甥女跟皇帝的关系就成了合法的。
不仅如此，她跟自己的姨姨武则天就成了名正言顺的二女共一夫。
这样一来，对于武则天而言，心里的别扭是可想而知的。
甚至于，武则天还意识到了某种危险性。
所以，她坚决反对高宗给魏国夫人正式身份。
《资治通鉴》在废后风波几年以后的相关记载里才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并不提它与废后风波的关系。
看来，皇帝跟自己的外甥女两人发生关系，武则天并不反对，但是要给一个正式的名号，武则天是不
同意的。
没有记载说魏国夫人是什么态度，猜测起来应该是站在背后支持皇帝。
皇帝与皇后在这件事上发生了争执，可能有一段时间沟通困难。
所谓皇帝受到皇后的限制，到底是什么事呢？
现在能找到的就是此事。
宦官王伏胜，一定是发现了皇帝和皇后之间发生了问题，所以才敢于在郭行真道士入宫以后去告发。
内宫有和尚道士往来，那是常事。
如果皇帝和皇后不是出现了问题，王伏胜打死也不敢告发。
皇帝正在郁闷，心旌动摇，为什么不乘机废了皇后呢？
说不定这个时候皇帝还想到，干脆让魏国夫人当皇后也不错啊。
于是找来上官仪商量。
上官仪是一个风流才子，贞观时期的进士，他的诗歌被称作上官体，在长安是著名的帅哥明星。
他写的诗，是长安时尚的风向标，每一首出来，立刻被传抄。
但是，文学水平跟政治是两码事，政治谋划方面，上官仪还是一个新手。
上官仪见皇帝要废皇后，赶紧表态支持，也没有考虑一下，皇帝此时的想法，究竟是深思熟虑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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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时的冲动？
当初废皇后，搞得天翻地覆，现在废皇后，会有哪些问题，会产生哪些后果，严重的后果应该怎样预
防等等，反正，这些他都没有考虑，当场表态支持，也一定把理由使劲夸大一番，如同又作一首新诗
。
于是，一时冲动的皇帝，遇到了诗性大发的诗人，两人兴冲冲地过家家，连身边的人都觉得太儿戏。
结果，当皇后急匆匆赶来问个究竟的时候，连皇帝本人都傻了眼。
没有办法解释啊。
其实，换另外一个人，也会劝劝皇上，废皇后不是小事，皇上应该仔细想想清楚。
那样，皇上也许不会如此。
但是，偏偏是上官仪。
皇上冲动，他比皇上还冲动。
于是，一切后果只好由他来承担。
上官仪原来被废太子李忠的属官，可巧王伏胜也服侍过李忠。
后来，他们二人跟李忠一起被打成谋反集团，远在黔州的李忠竟然被赐死。
有人当了替死鬼，风波也就过去了。
对于唐高宗和武皇后来说，这次争风吃醋的风波闹得有点大，所以也应该巴不得快点过去，而且肯定
是谁也不愿再提起。
另外一位当事人魏国夫人，又与唐高宗回复了原状，没有正式身份，但保持着旧日的暧昧关系。
这种关系又维持了两年。
《资治通鉴》记载，乾封元年（666）八月，魏国夫人被武则天毒死。
当时皇帝皇后封禅泰山完成，返回了西京长安。
武则天的哥哥始州刺史武惟良、淄州刺史武怀运与天下诸州刺史一道陪同皇帝登泰山，然后又一道陪
驾回京师，武惟良等献食，皇后偷偷在食物中放了毒药，结果魏国夫人食而暴卒。
这是《资治通鉴》的说法。
而诸书的记载，并不完全相同。
魏国夫人被毒死的事，是发生在宫廷之内还是武则天母亲宁国夫人宅第，有两种说法。
大概在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已经无法弄清楚这次投毒事件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了，面对
不同的说法只好选择一个了。
此事如果发生在宫廷里，也还有问题。
其实，唐朝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皇帝的饮食，似乎也包括嫔妃们的饮食。
按常理推测，即使是地方刺史献食，这个机构也应该负责品尝，怎么还是让武则天找到投毒的机会呢
？
魏国夫人之死，现在的历史记载，异口同声指向武则天，在没有新资料的情况下，存疑也只能存疑，
试图破解还是太困难了。
总之，这些很快都成了过眼云烟。
一切都恢复原来状态，高宗和武则天依然是恩爱夫妻。
高宗和武则天的感情还不至于如此脆弱，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一次考验。
高宗一定深深地歉疚。
史书记载，从此以后，皇帝允许皇后垂帘听政，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再次提高，两人被称作二圣，这可
以看作是皇帝对废后风波的歉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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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94年9月，我刚刚投到吴宗国先生门下。
此前，我大学毕业后已在新疆师范大学教书十一年。
对于做学生而言，我是老兵新传，但是对于历史研究，依然有很多迷茫。
有一天，我战战兢兢地问吴先生：“历史研究如何发挥推动历史的作用？
”吴先生微笑，而微笑之后，吴先生通常会反问：这要问你啊。
但这次，先生没有反问，而是简单有力地说道：转变为常识。
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折磨我很久，虽然身在历史学界已经多年，但是一直不能很清晰地把握本学科的
价值。
仅仅是搞清楚历史过程不能满足我们的疑问，一个学科如果没有现实的意义，它的存在价值不是很值
得质疑吗？
那么历史研究的价值何在呢？
我提出的问题，已经预先设定历史研究有推动历史的作用，问题的焦点放在推动历史的路径上。
从研究到常识，正是史学研究发挥作用的途径，传播是必经之路。
先生的回答，简明扼要，我在迷茫中如同看到了一盏明灯。
多年以后，我从编写电视剧《贞观之治》到电视讲座《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以及这次的《
唐高宗的真相》，与传播不期相遇。
回想与当初先生的教导暗合，应该不是偶然的。
好在，在这些很通俗的讲座中，自认为也加入了比较专业的思考。
如果说，此前的历史研究，是先有学术成果后有通俗传播的话，那么这次正好相反。
学术思考不是以学术论文的方式首先发表，而是用这种比较通俗的方式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想起来，
也别有一番风味。
感谢吴宗国先生再次为我写序。
有先生的支持，学生就会感到心里踏实。
去年，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制《唐高宗的真相》的讲座。
这本小书就是在讲稿基础上增改而成的。
出版的内容要多出许多，一些是原本讲座中有而因故没有播出的，一些是讲座没有而后来增加的。
我一直不能很好地按照教案讲，所以讲座不足的部分，总有许多要添加补充。
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心教育专题部主任魏淑青女士一向对我多有鼓励，百家讲坛的负责人万卫先生、策
划解如光先生，一直热心地关照我的讲座和图书出版。
编导张长虹、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一直为我不成熟的讲座加工添彩，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十分
辛苦。
请接受我诚挚的谢忱。
从2005年10月起足足两年，每个周六我都会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度过。
我们有一个“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小组”，整理近些年吐鲁番出土的古代文书。
在荣新江先生的领导下，我们小组的工作很有成效，最近我们研究整理的成果《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
》即将出版面世。
因为要在百家讲坛录制讲座，很多本该我负责的工作只好由荣新江先生完成。
没有荣先生和小组其他成员的理解、承担与支持，讲座很难完成。
感谢荣新江先生，感谢整理小组的全体成员。
本书最终决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让我有一点点回报的心绪。
刘方老师是我长期敬重的师长，本书由她牵头编辑，让我满心荣光。
编辑岳秀坤、张晗等，虽然此前未曾谋面，但是他们认认真真的工作精神让我很是感动。
沈睿文、江晓辉为本书提供了很多帮助，虽然原本就是朋友，但是真诚的致谢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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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拨开千年迷雾，还原历史本真。
《唐高宗的真相》以作者在CCTV-10百家讲坛所作同名讲座，为基础整理润色而成。
唐史专家讲述《唐高宗的真相》。
号称盛大的唐代国土，在谁的时代最为辽阔？
唐太宗梦寐以求的封禅大典，在谁的时代首先成功举办？
唐高宗李治。
李治让贞观之治再上一个新台阶，给开元盛世打下更牢固的基础。
然而，千年以来，人们只记得，他是英明圣主李世民的乖儿子，他是铁腕女皇武则天的弱丈夫。
其实唐高宗李治外圆内方、胆大心细，敢想敢为。
没有高宗时代的发展、巩固、铺垫，贞观之治就只是短暂的高潮，开元盛世将成为无源之水。
作者在爬梳、甄别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大胆为唐高宗翻案，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不一样的唐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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