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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她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杀子、男宠、酷吏，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都与她有关，且因年代久远而真假莫辨，引人无限遐想。
顺理成章的，我们把她描述成“狐媚偏能惑主”的白骨精，“掩袖工馋”的苏妲己，“弑君鸠母，杀
姊屠兄”的变态杀人狂，“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东方不败，就是不像武则天本人。
的确，她身上有太多的谜团，侍奉两朝天子，竟然最终身居皇后高位；有太多的污蔑，千年演变层层
加码，把“摘瓜”的罪名就那么理所当然地塞给她了；有太多的坚韧，面对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的
反抗者，她决不放弃；有太多的心机，一个个人生的路口，她精准预言小心跨越，出手快捷“不留活
口”。
这来源于什么？
从初人宫廷到再度入宫，从母仪天下到一掌乾坤，她所有收获的源头，不是钱，不是爹，是——智慧
。
她像我们一样，突然有一天置身于繁复的人世间，一无所有，曾迷茫失措，曾感慨万千，甚至重归于
零，再次一无所有，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永远不知道那是怎样一种绝望与挣扎。
有多少人，就“认命”了，就让那些曾经的理想追随着抽油烟机而去了。
可是，这样真的会让你好受些吗？
你可以不渴望成功，可是，甘于平庸的生活也绝不会让你的生活更轻松。
除非你真的能做到“琴妻鹤子”“大隐隐于市”，任何凡尘俗事在你眼里都如浮云，那成。
她也像我们一样，是个心气很高的女孩子。
说她心高气傲应该不算太不靠谱，14岁入宫前和母亲分别时，一句“见天子庸知非福”，可见其淡定
，可见其野心勃勃兴致满满。
不过这种人，通常都会在残酷的生活现实面前“壮志未酬身先死”。
果然，接二连三的打击让她饱受心灵的煎熬。
可是，她没有把这当成一种结果。
而是在沉寂中不驻足，“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人能向身后望多远，才能重新向前走
多远。
经历过长夜痛哭，她的生命更丰厚。
她擅长汲取前人和自己的经验，从不会再犯相同的错误。
她的品质不是那种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脆弱，她有着惊人的、爆发力极强的生命力。
她之所以能飞速前进，是因为她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
正确评价别人才能正确看待自己，而一个有成就的人，总是一个高度自知的人。
要什么比做什么更重要。
人生来就免不了索取，没人教就会吃奶，长大了和别人争这争那，说白了我们都在向地球向社会要东
西，凭借我们各自的本领和智慧。
事实本来就是如此，所以干吗要假惺惺地说我不爱钱，我大公无私？
当然，这并不是说宁愿在宝马车上哭，不在自行车上笑。
获得的方式有很多。
武则天也拜金，向往权力、荣耀，可是，这是因为她要实现，一定要实现一个女人的尊严。
名利不过是尊严和社会价值的体现形式，而不是它本身能给人生带来更多的幸福。
放弃尊严去谈名利，在现实中会更痛苦。
在这个过程中她也放弃了很多，但最终，她成就了自己。
像武则天这样的传奇人生，本身就很值得一探究竟，不只是她所经历的事情，而是这过程中的心路历
程、人生感悟、成大事的心态等。
每个人都不可能复制别人的人生，只是在人生经历中，那样的心境和两难都不是每个人会遇到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皇武则天秘史>>

内容概要

由崔旭编著的《女皇武则天秘史》内容介绍：一生唯我独尊、敢做敢当的武则天，不仅心狠手辣，而
且行事往往令常人难以理解。
树碑立传，自古以来已成惯例。
然而，作为大周皇帝的武则天，冲破男尊女卑的罗网，打碎封建时代的桎梏，除掉所有的反对者。
一跃登上皇帝宝座，生前唯我独尊，治国安邦，死后却为自己立了一块没有任何文字的“无字碑”。

武则天这一非常之举，的确给后人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猜出这位女皇的真正用心。

她无疑是个传奇人物。
杀子、男宠、酷吏，这些惊心动魄的字眼都与她有关，且因年代久远而真假莫辨，引人无限遐想。
顺理成章的。
我们把她描述成“狐媚偏能惑主”的白骨精，“掩袖工馋”的苏妲己，“弑君鸠母，杀姊屠兄”的变
态杀人狂，“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的东方不败。
《女皇武则天秘史》告诉我们，其实，她也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不甘受命运摆布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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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咱们历史上这位唯一的“则天女皇”可真不是个简单的人物，有其父必有其女，她老爸也绝
对是够精明的人。
武氏原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
这里山平水静，土地、木植、矿藏资源都很丰富，我国历史上著名商业集团“晋商”，也是凭借这块
土地而发达，代代不息，名扬海内外。
这方水土给了“晋商”的睿智和资源，也给了她老爸武士彟发迹的条件。
在推敲历史之前，先来点文化普及：她爸叫武士什么？
由于武士饕的老爸忒不地道，给他起了这么个拗口的名字，这疑问就出来了：在字典里，“彟”念yue
；可是字典又说了，古同“蒦huo”。
解释：1.尺度。
2.用称称量（今口语中发音为“yao”，写做“约”。
例如：约两斤白菜。
）3.人名用字（武士援，武则天的老爸）。
那武则天她老爸到底叫什么？
据《旧唐书·韦思谦传》载：韦思谦，郑州阳武人也。
本名仁约，字思谦，以音类则天父讳，故称字焉⋯⋯看题目都知道这是韦思谦的传记，立传本来应该
称其本名韦仁约，但是因为读音和武则天的父亲相同，为尊者讳，只得用他的字“思谦”。
也即是说原名的“仁约”与则天之父“士彟”读音一样。
那就该读武士彟为“武士yue”，否则就算不上“以音类”了。
而且，古人的名与字多是相照应的。
比如，诸葛亮，字孔明，亮和明，呼应了；曹操，字孟德，操守和德行，呼应了；司马相如，字长卿
，相和卿，呼应了；武士彟，字信，信而守约，又呼应了。
由此，基本上可以坐实——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yue”。
而不是“武士hu6”，或者“武士yao”之类的。
武士彟他们家基本上算得上小康水平，加上读过书，脑子又活，做了第一批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身在晋地为晋商，到了父亲这一辈又增加了小本生意经营。
当年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早起晚归，做辛苦小买卖。
武士彟是家里的小儿子，父亲和兄长创家立业，他便获得了更多的爱护，并有了读书的机会。
武士彟既爱读书，又研究兵书，养成沉毅、坚定的性格，而且商人气十足——善谋，又好结交。
武士彟为人精明，运气也很好，话说隋文帝到了晚年，也抵御不了物质生活的诱惑，开始堕落，大兴
土木。
皇帝如此，官僚地主更以求田问宅为急务。
文水周围山峦谷地木材资源丰富，武士彟瞅准了这个商机，立马出手，伙同友人做起了木材生意。
由于他勤苦经营，不久成为百里知名的万元户。
挖得了人生第一桶金。
至于隋炀帝杨广，除了荒淫无耻、挥霍无度，更是一位狂热的建筑艺术爱好者。
到了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炀帝的堂弟——燧宁公杨达受诏与宰相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
。
武士彟探知消息后，熟知商业潜规则的他准备了一份厚礼求见老杨家的杨达，至于礼单内容，大家可
以充分发挥一下各自的想象力。
功夫不负有钱人，他终于顺利拿下了杨达，做成了这单大生意，并获得了长期供应营建洛阳的木材的
资格。
这不仅让武士彟财富横生、身价倍增，更让他由一般商人身份混迹于高官之中，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
可是照这么说，武则天应该是出身高贵，为什么几乎所有的史书和人物传记都说武则天出身“寒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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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何谈起？
这位鼎鼎大名的建筑材料供应商，搁现在可是呼风唤雨的大佬级别的人物；而且，武则天出生前后，
她老爸武士彟担任工部尚书（建设部部长，正三品），还被封为应国公（爵位，从一品），在今天看
来，这也算是省部级的领导干部和中央要员了。
综合以上两点，为什么还说他们家是“寒门”呢？
原因很简单：历史和现实是有差距的。
唐朝社会，虽然文明高度发达，但它依旧是封建社会，社会等级森严，门第观念很强。
当时，人被划分为士族和庶族两大阶级。
士族是上层社会的豪门大姓，庶族就是普通的平民百姓。
还有一点，你姓什么，他姓什么，也要分出个三六九等来，甚至会以中央红头文件的形式颁发，够狠
吧！
第二个原因，中国古代是个身份制社会，老百姓根据所从事的行业被分成四个等级。
第一等是士，就是知识分子，这是最高级的，因为有可能做官。
第二等是农，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农为本，所以农民比较受重视。
第三等是工，就是手工业者，靠手艺吃饭的人，比如铁匠等。
第四等也是最末一等，那才是商，靠流通来赚钱，自己不生产任何东西，当时人们认为这叫投机取巧
。
政府不但没有出口退税政策，反而制定了很多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魏晋南北朝（隋朝前面的那个时期，并不遥远），对商人特别歧视，商人出门不
能骑马，不能坐车，甚至穿鞋时两只鞋都不能一个颜色。
比方说你左脚穿个白鞋，那右脚就得穿个黑鞋，让人们老远一看就知道，这个人是个商人，是个下等
人。
这就叫只富不贵，虽然有钱，可是社会地位并不高。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钱总是一件让人惬意的事。
可接下来的一件事却让武士彟改变了既定生活轨迹，那时，他只好承认：“哥们栽了”。
武士彟是个十分上进的人，也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拥有更多的财富，以获取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
，却在无意之中得罪了贪财的隋朝尚书令（国家总理，正二品）杨素。
这下就惹了麻烦——杨素可是隋炀帝杨广的堂弟。
推想原因，大概是在回扣上，杨达和杨素分赃不均，武士彟打点好了下面的杨达，却没有打点好上面
的杨素。
没有捞够好处费的杨素，就要给武士彟罗织罪名了。
到底是生意人，闻到风声后，武士彟立即挥重金公关，连夜逃回老家并州。
这才保全了他和家人的性命。
金钱在权势面前，竟然败阵得如此之惨，纵有黄金万斛不及当权者的冷冷一笑。
堂堂国家总理当然犯不着跟一个商人死磕，所以，武士蘸逃走后，杨素也就没再追究。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场羞辱，若干年后由他的女儿报复了回来，当时已是大周朝女皇的武曌特地下旨
，杨素兄弟子孙世世代代不得为京官，理由是他挑拨杨勇杨广兄弟不和，对于隋帝国的覆灭负有完全
责任。
大周朝的女皇竟然为隋朝的废太子杨勇打抱不平起来了，这实在是件很有挖掘价值的事。
不难想象女皇当时的心情，大权在握，快意恩仇，看着当年位高权重的仇家一个个匍匐在自己的脚下
，那种快乐想必是世间的极致吧！
权力带来的诱惑不仅是吸引，还有勾引。
武士彟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不愿意这样一辈子老遭人鄙视，他不满足仅仅当个富翁，他还要改变自己
的身份，做出了他这辈子极其重要的一个决定——弃商从军。
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甚至要隐居起来。
可隐居也不是办法呀，还是赶紧另谋出路吧，要不然再撞到杨素这个死老头子的枪口上，那就必死无
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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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武士彟觉得从军是个光明的出路。
因为对寒门百姓来说，从军是不需要考察家世背景的，从军也是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皇武则天秘史>>

编辑推荐

《女皇武则天秘史》像武则天这样的传奇人生，本身就很值得一探究竟，不只是她所经历的事情，而
是这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人生感悟、成大事的心态等。
每个人都不可能复制别人的人生，只是在人生经历中，那样的心境和两难都不是每个人会遇到的。
中国历史上最受争议的皇帝，有很多人批判她，但没有人能忽视她：一生毁誉参半，功过任人评说.一
个不甘受命运摆布的女人.毅然投身权力的角逐一个千古褒贬不一绝无仅有的女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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