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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播放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以采访形式委托
我作导播时，我曾经谈到：武则天不是一个慈祥的母亲，因为她曾残忍地杀害她的亲生女儿和儿子；
武则天也不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因为她总是干涉自己的丈夫唐高宗的事情，不但把唐高宗的亲信大臣
一一剪除，而且否决唐高宗传位于太子、或者使太子监国等动议，迫使唐高宗在忧心忡忡中死去；武
则天甚至不是一个传统上的正经女人，因为她一生中与好多个男人发生了两性关系；所以如果持中国
封建传统观念看历史，武则天几乎一无是处。
不过，武则天又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但《新唐书·后妃传》说她“僭于上而治于下”，《剑桥中
国隋唐史》也说：“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
农村没有出现动乱，两次叛乱运动也都没有得到支持，这就提醒人们，农民的生活秩序比抱敌对态度
的历史学家经常断言的更为良好。
在人民中间，武后甚至可能是得人心的。
”当代著名的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把武则天50余年的执政生涯称为“革命”
，他评价说：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
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
可是她一手经营仍然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
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政。
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
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
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
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
功。
从海外学者对武则天的评价可以看出，所有从历史作用的角度对武则天的重新评价，都具有重新审视
中国文化传统的性质。
由于武则天是中国唯一一个具有名副其实的皇帝身份的女人，并且又是一个在政治作为方面可以与任
何一位伟大政治家媲美的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在容貌、才能、气魄等多方面都令敌对者所承认的女人
，于是在她辞世1300余年间，不断为人所谈论，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中少见的“永恒话题”。
这个“永恒话题”到了今天又有了提起的必要，应当说与我们需要借鉴唐代中国的历史经验有关。
那时，中国有丝绸——这相当于今天的美元：中国有四大发明——这相当于今天国际普遍承认的“高
科技”；中国有瓷器——这又相当于今天的德国轿车、日本家电、美国计算机等现代生活用具。
当时中国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具有开放与创造的气度，这种气度尤其浓缩到了现存陕西乾县的武则
天和唐高宗合葬的乾陵。
因为在乾陵，人们可以发现陵前的石像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生有双翼的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天马，
距离陵墓最近的守陵动物，竟然是来自非洲的雄狮。
就在石像生的队列中，有来自当时国外或者少数民族政权的6l尊宾王像，他们本为参加公元683年唐高
宗的葬礼而来，却体现出武则天曾经君临天下的历史事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乾陵出现的华表，本来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的门阙，可是在武则天时代，基座雕刻出
莲花——这是印度佛教文化的特征；华表躯干用带棱的圆柱体，显然具有巴比伦和东罗马的建筑特色
；华表上方有初升的太阳，可以想到波斯文化的内容，这样多的外来文化因素可以在中国熔为一炉，
并且实现根据中国实际需要的再创造，这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时代精神了。
这就是这个“永恒话题”可以在今天不厌其烦的理由之一。
更有意义的是一个所谓“华人金库”的社会流传话题与武则天时代发生了联系。
因为就是在唐代中国，出现了中国、阿拉伯、突厥、波斯、印度等许多民族争夺沙漠丝路的奇观，为
追求商业利润，避免在沙漠绿洲不断发生的战争中遭受损失，中外商人开始另觅海上商路，导致海船
运输商品迅速发展。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出现了超过汉代的商贸规模，于是中国商品凭借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海船，开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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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经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沿岸。
按照公元十世纪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记述，远航印度和波斯湾的中国商船，都是用铁钉铆牢，船板非
常坚固厚实的大船。
这些船制作坚固，货位充裕，抗风力强，以航行安全著称于南海、印度洋和日本海各地。
《苏莱曼游记》说：“在波斯湾的大部分中国船都是在西拉夫装货启程的，阿曼和巴士拉等口岸的货
物都事先运到西拉夫，然后装到中国船上。
”当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波斯湾内海水较浅，不便于中国大帆船航行。
特别是波斯湾航道有一名为陀尔达的地方，位于两山之间，航道狭窄，只有小海船才能通过，中国的
商船体积庞大，不易通过，只能借助当地的小海船来中转运输。
中国商船运量大，而且运载的商品价值高，于是当地特别增加过境税。
苏莱曼记录道：在南印度的故临，一艘中国船要交纳1000个迪尔汉(银币)，其他国家的船只则交纳一
至十个第纳尔(金币)。
一个第纳尔相当于22个迪尔汉，这说明中国商船所交纳的过境税相当于其他国家商船的4.6倍到46倍。
这也说明中国商品在海外价格高，经营中国商品，可以获得惊人的利润。
从唐代开始，在国际贸易中取得巨额利润的中国商品，以瓷器最具代表性。
地理学家伊本·法基于公元903年在《地理志》中称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为世界三大名牌货。
流行于西亚的《印度浪迹记》记载一个犹太商人公元883年至东方经商，30年后回到阿曼，以拥有大量
中国丝绸和瓷器成为当地巨富，他送给阿曼统治者的礼物，是“一件顶端镶金的深色瓷壶”，西方学
者认为这是一件产自中国唐代越窑的精制青瓷。
公元1001年巴格达的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最高行政长官)赏赐当地官员的宝物中，有300件唐五代时期的
中国瓷器。
公元1935年日本学者冈野繁藏等人在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考古发掘，发现了中国唐代绍兴越窑
和湖南长沙出产的瓷器。
最有说服力的考古发掘证据是2000年至2002年在广东阳江打捞出来的“南海一号”上的中国外销瓷器
形制，大多具有波斯与大食风格，说明中国人很早就懂得适应市场需要，实行“来样加工”，为此在
已经发现的22处广东唐代陶瓷窑址中，可以确定其中的八处为外销瓷窑。
唐代开创的中国外贸事业在宋元时期获得极大的拓展，以致大量中国人留居海上丝路沿岸各地，与当
地土著融合，建立起许多有华人渊源的国家。
这些国家依靠世界各地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在从事贸易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如美国学者贡德·
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说：“在1850年以前，亚洲是全球经济中心，而中国又是亚洲中心。
”所以世界各国的货币最后都以黄金、白银和宝石的形式集中到了海上丝路沿岸各国，尤其是东南亚
地区。
所谓“中华民族资产”，其实就是从唐代开始的中国历代民间对外贸易的财富积累。
这项华人民间财富积累既然始自唐代中国，就不能不想到开创大唐帝国这项如日中天事业的多位政治
家了，这里面，实际执政时间达45年之久的武则天有着极为突出的作用。
何况，引导中国民间贸易走向海外市场的重要媒介——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也正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
大量进入中国，这更促使我们对武则天个人和她所开创的时代作进一步的探讨。
如果想到世界历史上唯一能够与武则天媲美的俄罗斯的凯瑟琳二世要比她晚1100年，就会发现，今天
对武则天的探讨，其实也是对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的重新估量。
确实，在长期维护父系家长制传统的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深刻而长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伟
大女性，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而解释这样一个奇迹的发生，就不能再拘泥于已经习惯了的史学考据范畴，为此，我们的点评，宁可
采取可以联系现代生活的某些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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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朝——一个令人神往的时代，武则天——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皇。
武则天，在位15天，实际掌握朝政四五十年，在辉煌的唐代历史中，她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
元盛世”。
在她从公元683年临朝称制到公元705年年初宣布退位的21年间，共任命宰相75人，其中69人可以从历
史文献中查清由来。
这69人中竟然有19人被杀，至少22人被流贬。
武则天的政治手段由此可以管窥一班。
武则天称帝暗李氏唐朝皇家权势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她最好的武器就是皇家的极权欲望。
可以说武则天没有政治背景，因为她入宫时父亲已经撒手人寰；也可以说武则天没有政治背景，因为
她入宫时父亲已经撒手人寰；也可以说武则天有着强大的政治背景，因为她的身后是唐高宗！
得到与失去之间，武则天成就了她的“历史”。
人生有跌宕起伏，人生有爱恨情仇，谁也不能操控强者的命运，这是武则天留给世人的警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评武则天>>

作者简介

黄新亚，北京语言大学研究员，研究课题涉及唐史、丝绸之路、中国文化史等领域。
著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长安文化》、《司马迁评传》、《三秦文化》、《丝路文化.沙漠卷》
、《丝绸之路巡礼》、《再看明朝》、《中国魏晋南北朝艺术史》、《唐高祖李渊》、《人生智慧》
、《三国人才对话录》、《唐代城市生活长卷》、《三国智慧与经营谋略》、《商战精神》、《千古
君臣梦——李世民、魏征评传》、《民富而国安》、《中国文化史概论》等书和学术论文多篇。
多次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片、政论片撰稿人和电视剧导播，主要撰稿作品有：《大唐西域记》
（1990年）、《历史的见证》（1993年）、《解放》（1994年）、《新疆》（1995年）、《香港百年》
（1996-1997年）、《永远的丝路》（1998年），《青春中国》（1999年）。
主要导播的电视剧有：《唐明皇》（1993年），《武则天》（1995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评武则天>>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身世1.由商入仕的家庭2.容貌才识3.女性资本4.出生地第二章 崛起1.再度入宫2.废后之议3.武
氏封后4-1 报复·王皇后、萧淑妃4-2 报复·褚遂良4-3 报复·长孙无忌5.参政天机第三章 二圣临朝1.二
圣所面临的政治形势2.清除李义府3.封禅泰山4.建言十二事5-1 切实可行升“天后”5-2 天后·鸩李
弘5-3 天后·废李贤第四章 太后专权与废立皇帝1.唐高宗之良苦用心2.废新皇帝李哲3.武氏专权4.整顿
中枢第五章 武周革命1-1 杨州兵变1-2 扬州后变·讨武氏檄1-3 扬州兵变·铲除裴炎2.清洗军队将领3.告
密制度4.燕啄皇孙5.佛音第六章 天授女皇1-1 登基前的准备·继承人问题1-2 登基前准备·陈子昂功绩2.
宰相人选3.女皇登基4.剪除功臣5.男宠“二张”第七章 政权得失与女皇风流1-1 中宗复辟·再立太子李
显1-2 中宗复辟·“倒张”行动与事与逼宫2. 再议武则开与唐太宗的关系3.再议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关
系4.再议武则天与薛怀义的关系第八章 武周王朝得以维持的原因1.制度上的革命2.酷吏政治3.发展经济
第九章 女皇的边疆1.太宗皇的遗产2.唐蕃战和3.突厥与契丹附录玄武门之变的影响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评武则天>>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身世1.由商入仕的家庭武则天是武士彟的二女儿。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中国，没有出嫁的女人没有自己的名字，所以武则天是历史对武家这个终于发迹的
女儿后来的称呼。
《新唐书.外戚传》说：“武士彟字信，世殖赀，喜交结。
”证实武焉彟确实是一个为当时社会所看不起的商人。
偏偏正是这个商人身份的家世，造就了武则天这样一位大政治家。
中国的商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
公元前196年，56岁的孔夫子矢官周游列国，靠的是商人身份的弟子子贡以财力支持，可以“接驷连骑
，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搞礼”。
与孔夫子同时的智者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通过经商成为名杨天下的陶
朱公。
司马迁修《史记》时总结说：“他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
”以经商发财而争取社会地位的提高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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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本书是两年前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就职的老同学穆陵宁给我确定的一个题目，当时以为是自己专业范
围内的事情，又仅是“点评”，不必做那些吃力的史料考据工作，所以应允下来。
没想到还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勉强凑够当时敲定的字数，不能不承认自己已经“老化”。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到“免老”的规定，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认为人如果
到了56岁，便没有什么油水可以榨取，于是免除兵赋徭役，就是说虽然不享受“社会保险”，却也可
以坦然退休。
我应允写这本书时，恰好是56岁，竟然忘记自己已经老迈无用，作茧自缚，在所难免。
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一。
再从听我讲课的学生中调查得知：学生自从学会“上网”，便不肯再去吃力不讨好地读书。
只要批改一次学生的命题作文，就会发现学生的文章虽然不是相互抄袭，所用资料却是大同小异，甚
至错别字也都一样，原因非常清楚，大家都去寻找同一个网址，于是殊途同归地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吾辈不谙此道，自然不敢奢望有多少人来读这种与“网”保持相当距离的书。
写的书已经没有几个人读了，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二。
还发现周围的亲友，经常向我提出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中听到的问题，却从来不问学术界对此
类问题有何讨论，至少说明：目前的社会需求，只是一个简单的结论，至于得出结论的过程，竟然到
了无关紧要的地步。
我想我们这些已经数十年陷入求索误区的人，肯定已经游离到了主流社会之外，如同现在一大群人涌
入证券市场，需要的就是今天是“抛出”还是“买进”这一个答案，其他所有解释，都显得哕嗦。
这是我所悟“老化”之二。
中国古语，三者多矣！
围绕写书所悟还有许多，不敢一一提及，总之逼着我做出不能再重复这种业已老化的工作的决定。
偏偏湖南人民出版社还是愿意再冒一次老化的风险，尤其到北京来讨论稿件的责任编辑周熠女士，还
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使我怀疑写这本书也许还不过时。
尤其从穆陵宁与周熠都是女编辑这个角度，想到选择“讨论武则天”这个题目，其实也是一种对传统
的挑战。
中国的历史学与中国父系家长制传统社会结构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史官和史家都是男性，于是，我们
都习惯于用男性的眼光去审视历史，结果就不自觉地用传统史家讨论男性封建帝王的标准来讨论作为
女性封建帝王的武则天。
这样一来，对武则天“僭于上而治于下”的结论就长期束缚着我们的头脑。
尤其在“文革”期间，那位企图篡夺最高权力的江青一再抬高武则天的历史地位，更使得反思“文革
”者反其道而为之，对武则天“治于下”的政绩也不予承认了。
为此，改变我们审视历史的眼光，从女性的角度去讨论武则天，应该是一件有价值的工作。
按照这样一种审视角度，我们才可以理解，武则天并非全靠美色赢得唐高宗的爱情，因为唐高宗力图
挣脱唐太宗确定的顾命大臣的束缚，在缺少帮手时，不得不发挥武则天已经具备的政治能力。
就在唐高宗和武则天名副其实地掌握了大唐政权后，唐高宗突然患病，给了武则天扩大权势并且滋生
取而代之的野心。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而不断攫取男性社会的权力，当然会和传统的男性中心观念发生激烈的冲突，或者
说武则天不以坚决而残酷的手段捍卫自己的政治目标，就会早早败下阵来。
这样一来，武则天早就一分为二，她可以是妻子，可以是母亲，可以是女人，但她首先必须是一个政
治家，一个比传统的男性帝王更为严厉、更为凶悍、更为精明的帝王。
为此我们才可以理解，武则天在真正获得国家权力之后，会有那样多的乱性行为，直到晚年还要公开
征集男宠；她其实是在对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结构宣战，实现她那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构想。
可是，在确定了这样一种审视角度后，我才发现自己处于两难境地。
因为，我们必须从男性传统观念的史料中去寻找武则天挑战传统的理由，这就是传统历史学既定的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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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意味着身不由己，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走出误区，却并非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完成的任务。
近代史学的开山鼻祖王国维说过：“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
而不能信。
”大师提出问题不及结论就投湖自沈，更使吾辈痛感路漫漫其修远兮。
为此，这部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女编辑们鼓励下出现的书稿，只能算是在漫漫长途中的一小步，实在
不敢奢望会有什么影响。
交稿之后，感慨良多。
30年前通过“文革”后首次恢复高考，我和穆陵宁在青海师范大学同窗，当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为
什么被安排到了历史专业班。
好在我们都相信知识就是力量，求学可以改变命运，于是以亡羊补牢的方式，进入这样一个学术领域
，以为只要遵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路线，便可以达到从必然王国进入
自由王国的某种境界。
不想我们进入这个领域不过十数年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时代，于是突然
发现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价值标准与生活方式，一下子几乎荡然无存，我们在史无前例的最后时期被
安排的专业和职业和我们的知识结构一样，都到了应该退休、下岗的阶段。
好在我们一生磨难，促进了我们的反复思考，如同当年在农村种地，在工厂做工时一样，力所能及地
交出自己的劳动产品，不敢有丝毫的懒惰与马虎，虽然“老化”，却非空谈。
为此，就当作是与30年前老同学的一次合作吧！
合作是否成功，自然全由读者来检验。
以后也许还会写书，但可能不再这样写书和写这样的书。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点评武则天>>

编辑推荐

在长期维护父系家长制传统的中国，能够产生这样一个深刻而长期影响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伟大女性
，不能再拘泥于已经习惯了的史学考据范畴，为此，《点评武则天》的点评，宁可采取可以联系现代
生活的某些思维方式。
一个完整敢与《百家讲坛》PK的作品。
以唐代历史为背景，以权力纠葛为中心，以情感生活为侧面。
专家点评——由一个女人，看权势斗争，男女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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