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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女人的历史。
    一个怎样的女人？
    她有着怎样的爱与恨？
而她的爱与恨又是怎样地悬浮于那个巨大的政治背景之上？
    上天降她于苦难之中，让她在襁褓里就沐浴了血雨腥风。
那是亲人的血，是亲人的生命在逝去。
于是她在苦难中长成，长成了一个非凡的女人。
那是生命最初的时刻，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她坚忍的人生。
她便是靠着顽强的毅力，终于以横溢的才华走出了后宫黑暗的永巷。
她摆脱了旧日的苦难，却又身陷于仇人的营垒。
她是在仇恨和复仇中生存并且成长的，她所面对的是那个曾将她的家族满门抄斩的女人⋯⋯然而她竟
然归顺了她，归顺了那个伟大的女皇。
那是女皇的魅力，还是这个女人宽广的胸怀？
她竟然可以如此地尽释前嫌，甚至于忘了家族的血海深仇，忘了她所面对的就是她日日夜夜想杀死的
仇人。
她不仅抛却了心中的仇恨，而且爱上了她的敌人，并且从此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她的主子赴汤蹈火。
    这究竟是个有着怎样经历的女人？
她的生命又是由什么构成的？
她何以能够在宦海中沉浮，而又久久不被淹没？
    这就是我想要知道的。
上官婉儿，那个几乎和武则天同样伟大的女人，她也同样热爱权力，热爱着女皇所给予她的政治生命
。
对婉儿来说，政治生命就等于是她的生命，因为她刚好是一个视政治为生命的女人，而又在政治领域
中拥有非凡的才华。
或者说婉儿就是个政治天才，她就像她那个时代帝国上空的一道长风。
她只是被她的奴婢身份限制了，是生存的恶劣环境使她不得不止于人臣的位置。
那是天意。
如果婉儿做了女皇，那天下不知又会是怎样一番壮观的景象。
    婉儿之所以吸引我，首先当然是她的名字。
很男性化的复姓“上官”，和很女性化的甚至是柔媚的“婉儿”这样组合起来——上官婉儿。
名字的魅力和意义很重要，那是我从来很在乎的。
    婉儿生活在没有男人的环境中，然而她的骨子里却天然有一种男子气概。
婉儿又天生是一个女人，因此她只能以女人阴柔的方式来生存。
上天赐予她聪明智慧，她便以此来雕琢自己。
在艰难的尘世中，她慢慢成了一个中庸狡黠、八面玲珑的女官。
她学会了左右逢源，学会了不卑不亢，以至于在偌大的男性朝廷中，唯有婉儿才堪称智慧的主宰，也
唯有婉儿才能够真正地权倾朝野，叱咤风云。
    婉儿几乎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在某种意义上，婉儿是比武则天更加了不起的女人。
武则天靠着她的美貌和对权力的无比热衷，先是爬上了皇后这个作为女人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进而
登基称帝，又拥有了皇帝这个只有男人才能取得的最高位置。
于是她扬眉吐气，颐指气使，她可以任性，可以威风，因为她总是高高在上，总能将世人踩在脚下，
然而婉儿不行。
因为她是侍女，她是奴婢，所以纵然她有千种风流万般能耐，也只能把它们深深地隐藏起来，隐藏在
女皇的光辉下，并在隐藏中使自己闪光璀璨，顽强地发出躲躲闪闪的光芒。
    永远被遮掩在武则天的阴影下，婉儿是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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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被武则天满门诛杀的身世，使她一出生就被烙上了仇恨的印记。
这仇恨，是婉儿的，也是武则天的，就夹在她们这两个同样伟大的女人中间，像一道屏障阻隔着，又
像是一团燃烧的火，随时可以将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毁灭。
而她们却要隔着那屏障那火焰朝夕相处，终日纠缠在一起，没有选择。
上天就是这样安排的，让她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充满了戏剧性。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也是真实的魅力，它在吸引我。
将两个有着夙仇的女人安置在一起，看她们怎样以智慧来驾驭这重复杂的关系。
这其中充满了一种探寻的乐趣，让你对那个充满了悬念的终局满怀期待。
武则天到底没有杀婉儿；而婉儿，也没有去杀她的仇人武则天。
那么她们是怎样共荣辱泯恩仇的呢？
这便是我在我的这部小说中所要探求的。
我把两个女人的内心铺排开来，沿着她们人生的轨迹，去寻找她们能将仇恨化解的真正原因。
如此解释着并且描述着，但那或许终究不是真实的，真正的谜底不在今天。
往事被尘封，今天的我们只能猜测。
随着武则天在上阳宫悲凉而悲壮地死去，随着婉儿被唐玄宗李隆基英勇地斩于刀下，历史便被这两个
卓越的女人带走了。
    所以，写婉儿便离不开武则天，武则天是这部作品中永远也绕不开的一座大山。
无法回避女皇，甚至不可能仅仅把她当做一个伟大的背景，因为她是婉儿终生依附的一个权力最大位
置最高，也是最智慧最强大最杰出的女人。
婉儿因她而生而死，又与她有着紧紧相连的政治命运。
二十七年的风风雨雨，婉儿始终和女皇生活在一起。
她恨她爱她，甚至被她黥刑之后，在脸颊上毕生佩戴的羞辱中，她还依然死心塌地地效忠于她。
她们是这部小说中互相依存互为依托的两个人。
她们终生纠葛在一起，戏剧性的爱与恨、生与死⋯⋯武则天死了，五年之后，婉儿便也死了。
比起年迈的武皇帝，婉儿也许不该过早地离开人世。
但婉儿还是死了。
这是命数。
因为自从她为武则天送别，就知道了她的生命将尽。
那是因为她们心有灵犀，那是她们生命的默契。
尽管婉儿又苟延残喘了五年，但那五年已形同虚设。
    尽管那五年她也曾辉煌灿烂，但那浮华的背后早已是命若游丝。
女皇的终结就是婉儿的终结。
婉儿唯有去殉了她那伟大的宗教，她的生命才会是完整的。
    也许婉儿并不是一个好女人。
著史的人总是把她说得作恶多端，好像所有阴谋诡计的始作俑者，都是这个诡诈奸猾的女人。
婉儿生于唐朝的混乱时代，她经历了大唐的衰败，武周的兴盛，李唐宗室的光复以及丑恶的武、韦之
乱。
在如此纷繁的更朝换代中，婉儿能一次次逃脱灭顶之灾，大概就是靠了她的诡计多端、足智多谋。
狡诈也好，聪明也罢，那是婉儿与生俱来的一种才能。
其实她人生的目标并不高，无非是活着。
而她又不幸生为卑贱者，那么她怎样生？
于是她便只能去逢迎那些能够给予她生存权利的权势者，譬如武则天，譬如唐中宗李显，甚至那个被
世人所不齿的奸佞小人武三思。
而婉儿接近他们的方式，就是运用她的天赋。
婉儿是那种能够全方位使用她的灵魂和肉体来保护自己的女人。
她用她的智慧为权势者出谋划策，厉兵秣马，同时，她也会利用她的身体取悦男人，安身立命。
在婉儿毕生的自我保护的战争中，她的身体也是一种智慧、一件武器——她要出色地利用它们，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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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通过身体的桥，抵达那个她无比渴望的生命的彼岸。
    然而婉儿是高贵的，甚至连她的卑鄙也是高贵的，婉儿到底是一个高贵于天下女人甚至高贵于武则
天的女人。
惟其高贵，婉儿才没有将那万千宠爱作为自己猎取权力的阶梯。
没有。
婉儿天生的高贵和优雅，使她更衷情于那往来唱和的千古诗篇和文人雅士的风月清谈。
婉儿的高贵还在于这个女人永远是有尺度的，她永远不会让自己去超越她自己的那个生存的限度。
那是一种难得的清醒和难得的自知之明，那是一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的把握。
旁观者清并不难，难的是当局者清。
这就是婉儿，她随时随地都能够清醒地知道，她是谁。
她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
她还知道她的每一个动作的目的是什么，每一次交易的目标又是谁？
在她的头顶总是明镜高悬，在她的身后总是夹紧的尾巴。
她不停地用智慧和身体同有权势的男人做着各种各样的交换。
她做得那么娴熟地道、流畅自然，以至看上去总是那么顺理成章天衣无缝。
但婉儿同时又知道她的这一份份交易有多肮脏多卑鄙，又是多么地不得已而为之。
她是在清醒地出卖着自己的身体和智慧，她别无选择。
那也是她生为婉儿的悲哀。
她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她是清醒地去作恶，去伤及他人的。
惟其清醒，婉儿才会更痛苦，更自责，更难以解脱，无法救赎。
她的高贵使她比世人更加懂得什么是道德良知，什么是天良丧尽。
她当然知道自己没有道德良知，她更知道她的道德良知就是生存。
无论真善美还是假丑恶，婉儿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活着。
活着是这个女人的唯一。
    婉儿所谙熟的另一条人生的道理，就是忍辱才能负重。
于是在婉儿的性格中，忍性便成了她挣扎于朝廷后官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
唯有忍，忍辱忍羞。
那是她的宫婢地位所致，但后来竟成为她做人处世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
她便在忍中周旋，死而后生，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婉儿的一生就是忍的一生。
她忍受着做西台侍郎的祖父上宫仪和父亲上官庭芝的被诛杀，忍受着和年轻的母亲一道被赶进掖庭为
奴，忍受着武则天在她的面颊剌上忤旨的墨迹；忍受着爱而不能、空房独守的女人的寂寞。
婉儿便是在这不尽的忍中，才真正堪以大任的。
只有忍辱，才能负重，这是一种人生品格与理想抱负的交易。
婉儿认同了这种人生的游戏规则，于是那所有的痛苦、艰难和不幸，那所有的逼迫、伤残和羞辱，便
都是可以承受了。
如此婉儿在忍中学会了承受，她也由此而拥有了一个女人的胸怀，那才是真正的虚怀若谷，后来便成
为了婉儿一种生命的状态：在隐忍中的那种真正的英雄气概。
于是婉儿才得以真正地参与朝政，在那个位同宰相、爵同诸王的昭容封号下，得心应手地在幕后操纵
着整个王朝。
    如此婉儿走在政治的路上。
必得政治，她才终于成为皇帝的嫔妃。
然而婉儿毕竟身为女人，她便也有着女人的爱和渴望，虚伪的或者真诚的，或者利用爱以达到别的什
么人生的目标。
    这便是我在我的书中所描写的另外的部分：婉儿的灵魂之爱和婉儿的身体之爱。
那将为我们揭示这个女人更多的也是更深刻的层面。
因为婉儿一直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便使她从少女时代就有了和皇室儿女们接近的可能。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官婉儿>>

她几乎和他们一道长大。
她的那一份天生的贵族资质和优雅气息，立刻赢得了皇子们对她生生不已的热情。
那时候她刚刚走进男孩子们的视野，那时候她还是那么质朴，那么纯真，不懂得宫廷里的残酷和丑恶
。
于是在那个纯真的年代，婉儿以她清澈的心灵，周旋在李贤、李显和李旦这三个英姿勃勃的兄弟之间
，任青春如流水。
那是一段怎样短暂的欢乐时光。
后来，所有由衷的爱情就全被政治剿杀了。
真正的东风无力百花残，一个又一个的皇太子弃她而去。
那是一段燃情的岁月，包含了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思恩怨怨。
生命中充满了青春的爱和恨，还有反叛之后的变态与扭曲。
无论爱有多深，都会被政治的铁腕捣碎。
当爱被毁灭，婉儿才开始成熟。
青春的挽歌是婉儿参透人生的代价。
她才知道身体究竟意味着什么，而爱情这种东西又是怎样的脆弱，怎样不堪一击。
    她不再眷恋那真正堪称爱的往事，接下来她便非常世俗地接受了武三思的身体的爱。
史书中将婉儿与武三思的关系说成是淫乱，她与他之间应当是那种纯粹的身体关系，或者说是一种由
身体所铸造的同盟的关系。
他们彼此需要，彼此利用，同时又彼此帮助，狼狈为奸。
同样是为了生存，婉儿同这个在宦海中的男人有着很深的也是很实际的关系。
她不能离开他，她甚至依恋他，只是在他们的关系中，唯独没有爱。
    而她爱的男人是有的，就是那个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崔浞。
那是在婉儿中年的时代，崔浞的出现就像是婉儿心中划过的一道迷人的闪电。
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诗所编织的，诗便是理想便是浪漫，也便是美好和忧伤。
一种心心相印的绝望，仿佛被置身于地狱的煎熬中。
他们在诗中彼此追求，他们用往来唱和，探求着精神和爱情的真谛。
他们唯有通过这吟唱，才能彼此触摸相知相与灵肉相依。
便是那诗的情愫，将他们的灵魂提升，也便是那诗的慰藉，才能让他们罪恶的心灵获得片刻的安宁和
解脱。
或者诗才是婉儿的真爱，她尽管置身于尔虞我诈的丑陋关系中，但是在她心的深处还是孤傲地执著地
迷恋着诗，迷恋着诗行所承载的那一份深情和洁净。
诗是无以替代的。
她便是因了这无以替代的诗，才爱上了那个诗情横溢的风流才子崔浞。
她觉得唯有同这个男人在一起，才能有一种超越肉体的沟通和提升。
那便是精神，是婉儿的另一重至诚至圣的境界。
    然而史书将婉儿与崔湜的这一重关系也大加挞伐，那是因为历史不能够理解一个身居高位、天资颖
悟的女人为什么总是需要男人，而且是那些口碑不好的势利小人。
所以历史不容忍，所以历史将婉儿与所有男人的关系，统统称为淫乱。
历史不允许婉儿这样的女人有真情有欲望，当然历史更不能容忍那些卑鄙龌龊的男人，对婉儿这种女
人的吸引和诱惑。
    便是因了这淫乱，婉儿才变得丰满了起来。
那几乎无所不在的至情至爱的献身。
于是婉儿在与她爱的男人的交往中，便表现出了一种女人的无私无畏的牺牲精神。
她总是以一种两肋插刀的义气，竭尽全力地去帮助那些和她有着关系的男人，特别是当他们遭逢了灭
顶之灾的时候。
譬如当武三思处境艰难，婉儿宁愿将自己用身体爱着的这个男人献给当权的韦皇后，救三思于危难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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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譬如她对那个崔浞，更是百般呵护。
鼎力提拔。
她不愿意自己用灵魂去爱的这个男人只是个抑郁不得志的小小的朝官，所以她才会不遗余力地举荐他
，让他一步一步地升迁，直到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宰相。
而当这个得意忘形的男人遭遇弹劾、贬官、流放的灾难时，婉儿又一次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为这个
危在旦夕的男人四处奔走，甚至再一次牺牲掉自己的爱和欲望，把崔浞送进那些能帮助他的女人的帷
帐之中。
所以历史疑问，这样的男人值得婉儿去帮助吗？
婉儿这样做是显示了她忠贞不渝的美好品性，还是在助纣为虐呢？
    婉儿不仅爱那些男人，帮助他们，并且还能够控制他们。
婉儿拥有着卓越的控制能力，这一点是从她的教母武则天那里学来的。
不同的是，武则天控制的是社稷天下，整个国家。
而婉儿控制的则是那些身居要位并且爱她倾慕她的男人。
从大唐皇帝中宗李显，到朝廷臣相武三思、崔浞。
而婉儿控制他们的方式之一，就是利用这些男人对她的爱。
男人痴迷于爱就自然英雄气短，而一旦英雄气短，他们自然就被婉儿玩弄于股掌之上了。
从此他们徒有励精图治之志，而他们全力以赴的，却是怎样获取昭容娘娘的欢心。
所以年少的唐玄宗李隆基强迫自己仇恨婉儿。
他知道只有恨这个女人才能不被她控制。
而只有彻底摆脱了这个女人的阴影，当时机到来的时候，他才能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杀了她。
    婉儿便是这样在皇室，朝廷和男人中周旋着。
在各种各样的势力中，她总是能够审时度势，高瞻远嘱，不断地调整自己，寻找到自己在其中进退有
据的理想位置。
她纠缠于政治的旋涡中，又游离于那个可怕的相互倾轧的政治机器外。
这需要怎样的智慧？
而婉儿是智者。
她总是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不仅看到眼前权力斗争中的各派势力的强弱，还能看到未来的天下将会
是属于谁的。
于是她才能未雨绸缪，今天就选好明天的位置，现在就开始依附未来的势力。
这便是婉儿的眼光，也让她能够在险恶的宫廷争斗中将生命坚持到了将近五十岁，并且从一个小小的
宫女，一直做到了那个掌握着朝中实际权力、操纵着王室各派势力的帝王的嫔妃。
    这样的婉儿，任人评说。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恨她畏惧她想杀掉她，而这所有仇恨她畏惧她又企图杀掉她的人又离不开她？
婉儿就是有这样的能力，她总是让自己无比重要。
于是她逃过了一劫又一劫，于是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婉儿终于难逃厄运，皇室中到底有个人站了出来，将刀刃悬在了婉儿的头顶。
这个英雄就是未来的那个伟大的君王李隆基。
他挺身而出，英勇地杀了婉儿，让这个权倾朝野的女人万劫不复。
但是杀了上官婉儿的李隆基从此便不得安宁。
也许剐刚下令杀了那个女人，他就已经开始后悔了。
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来补救这个死于他的意气之下的生命，他终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总觉得被什么
困扰着侵袭着，坐卧不宁。
以至于在他剐刚登基的开元初年，就忙不迭地让爱卿张说将这位才女娘娘的诗文二十卷结集成册，并
令其为婉儿作序。
或许如此补偿，就安了这位大唐天子的心，他毕竟是敬佩这个了不起的女人的。
他想由此而赶走那血腥的梦魇。
    幸好婉儿有名垂千古的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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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李隆基能找到救赎之路，毕竟是婉儿有诗文二十卷可供他完成这艰辛的良心与道德的自
我救赎。
这也是婉儿之于盛唐文化的意义，是古往今来的史学家们为什么总是将婉儿与男人的关系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却不遗余力地突出着她的贵族出身，和她在诗词中所表现出来的那非凡的才华。
所以婉儿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种很有文化底蕴的形象了——与诗和文相联系的一个旷世才女、大力
提倡诗词歌赋的一位杰出女官。
她总是奉劝当朝皇帝广置书馆，招揽学士；在她自己府邸开办的沙龙中，也总是文人汇集，诗意盎然
。
以至于在她的倾力倡导下，朝廷中竞相吟诗作赋，唱和往来，一时间竟靡然成风。
那是一番怎样的文化景观？
婉儿代表了什么？
她不单单是女人，是女官，是嫔妃，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
以婉儿为代表的宫廷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盛唐的文化。
    与此同时，婉儿还为提升女人的地位而竭尽全力。
在古老的、封建的、男权的社会中，女人犹如草芥。
是则天称帝这事实本身，开了女性问政的先河，从此妇女们便拥有了施展她们政治才华的无限可能和
广阔空间。
婉儿承前启后，继续鼎力为女性呼吁。
她先是提出为母亲服丧三年；接着又建议提高公主待遇，视公主如皇子亲王，造成男女同权。
再接下来婉儿鼓动所有被深锁后官、不见天日的皇帝近嬖们搬出后宫，在长安市内置设私宅，开始她
们作为人的新生活。
如此，女人的地位在不经意中被迅速地提高着。
婉儿的时代。
女人们不仅多问政事，而且拥有了她们自己的感情生活。
那是一个女性不断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时代，那是一个止于此的、可望而不可即曲并且很难超越的女性
权力的巅峰。
想想古往今来，有哪个女人能在一个疆域如此广阔的国家享有如此的权力和威望——武则天的女皇之
位；上官婉儿的权倾天下。
    便是这样的婉儿，让我对她的故事心驰神往。
我想走近她，想知道她在政治的涡流中怎样搏击，在精神的长河里又是怎样徜徉。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我绝不想让婉儿只是那个才华横溢的女诗人。
而且在我看来，婉儿的诗并不是那么好，甚至根本不好——没有性情贯穿其中，且多为应制之作。
尽管词甚绮丽，但毕竟浮艳雕琢，不曾有一首甚或一行能够千古传诵。
与她女诗人的作为相比较，倒是她在政治中的作为更令人钦佩。
那才是她的真正价值。
那样的生存方式，充满了戏剧性的人物关系，生命的哲学，与各种男人的纠葛，还有她对政治的病态
的迷恋以及她对身体的智慧运用⋯⋯所有的这些，反倒令我激动。
一种创作的欲望，想探询这个女人那惊心动魄的生命过程，想对她的一生扩展和深化，想在思想、在
政治、在欲望、在感情、在心灵、在肉体，总之在这个女人的所有的层面上去揭示她，了解她，阐释
她。
我还想尝试着解释这个女人所有行为的动机和背景，单单是这种尝试就使我对描述婉儿充满了激情和
兴致。
所以这将是充满了挑战和探索乐趣的一次写作的过程。
想想看，你是从蛛丝马迹中、丝丝缕缕地走进一个女人的心。
你是在一层一层地剥开她，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政治的历史的文化的⋯⋯这是个怎样的令人兴奋的
过程。
在历史的框架中，用你所拥有的那一份解释历史的能力，重新解释这些人，重新解释这些人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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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解释历史，这便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这还是一部需要用智慧来创造故事、解释人物的小说，因为在官场中权术中搏击的婉儿就是智慧的
。
所以你必得调动起你的全部智慧来丰满和丰富这个女人，使她恢复成那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一个令人敬佩、使人同情，有时候又让人蔑视甚至厌恶仇恨的女人。
一个真正的智者。
    但是当然，也许我最终还是不能够穷尽这个非凡女人的一生。
我只是把她同我曾经写过的武则天和高阳公主组合起来，使她们成为盛唐女性的一道奇异而壮丽的景
观。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些美丽非凡同时又成就非凡的女性们。
在遥远的皇宫里，她们各自演绎着自己如泣如诉的动人故事。
    然后风流云散。
    写作《上官婉儿》已拖了很久。
我曾经很多次提到我要写这部小说，但是直到今天才把它完成。
能完成《上官婉儿》我非常高兴。
这种高兴是过去不曾有过的。
因为完成了这本书就意味着我用一百万字完成了我所了解的盛唐皇室女性的历史。
无论如何这是个浩繁的工程。
这工程让我很久以来一直处在艰辛的劳作和疲惫的思考中。
于是当终结时，我如释重负。
我的心从此轻松，窗外是夏目的斜阳。
    用婉儿来结束这一切，真好。
在这个明媚的时刻，我只想告诉读者，婉儿是一个杰出的女人。
她生活在古代，和我们今天毫无关系，但是你应该知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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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语小说经典大系：上官婉儿》是一部女人的史诗，被武则天满门抄斩，却又被这位女皇欣赏
重用，引为心腹，无比真诚地投入每一次爱恋，却在爱人性命攸关之时将其送入他人的帷帐，隐忍地
周旋于各种势力之间，从微不足道的宫女，到权倾朝野的帝王嫔妃，李隆基终让她香消玉殒，却又在
开元初年就忙不迭将她的诗文结集成册，上官婉儿，儿乎与武则天同样非儿的女人。
　　上官婉儿是个和武则天一道长留于青史的女人。
她于襁褓中满门就被武则天诛杀，却终生与武则天爱恨情仇地纠葛在一起；她与则天皇帝的三个皇子
一道青梅竹马、恩恩怨怨地长大，在政治的剿杀下，一个又一个的皇太子却相继弃她而去；她无比真
诚地投入与武三思的世俗之爱、与崔湜的精神之爱，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将他们送入了别的女人帷幄；
她历经大唐的衰落、武周的兴盛、李唐的光复及丑恶的武韦之乱，却一次次依靠诡计与逃脱灭顶之灾
，甚至秉国权衡，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的命运；年少的李隆基为了逃避她的控制，毅然决然地刀刃
悬于她的头顶，却在登基之初就忙不迭地将她的诗文结集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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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玫，满族，1982
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市文学创作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委，一级作家，第十届、第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迄今已出版《我们家族的女人》、《朗园》、《秋天死于冬季》、《漫随流水》、《八月末》等长篇
小说20
部，《太阳峡谷》、《岁月如歌》、《我的灵魂不起舞》、《寻找伊索尔德》等中短篇小说集7
部，《一本打开的书》、《从这里到永恒》、《欲望旅程》、《戴着镣铐的舞蹈》等散文随笔集18部
，另有《赵玫文集》、《赵玫作品集》各4
卷，《阮玲玉》等电视剧本80 余集。
曾获第四、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1993 年获中国作家协会庄重文文学奖。
1994
年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参加“国际访问者计划”。
1998 年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
2011
年《漫随流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1990年代，她完成的百万言“唐宫女性三部曲”《武则天》、《高阳公主》和《上官婉儿》，给
历史小说增加了新的范本。

　　内容简介
上官婉儿是个和武则天一道长留于青史的女人。
她于襁褓中满门就被武则天诛杀，却终生与武则天爱恨情仇地纠葛在一起；她与则天皇帝的三个皇子
一道青梅竹马、恩恩怨怨地长大，在政治的剿杀下，一个又一个的皇太子却相继弃她而去；她无比真
诚地投入与武三思的世俗之爱、与崔湜的精神之爱，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将他们送入了别的女人帷幄；
她历经大唐的衰落、武周的兴盛、李唐的光复及丑恶的武韦之乱，却一次次依靠诡计与逃脱灭顶之灾
，甚至秉国权衡，在幕后操纵着整个王朝的命运；年少的李隆基为了逃避她的控制，毅然决然地刀刃
悬于她的头顶，却在登基之初就忙不迭地将她的诗文结集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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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最终她秉烛迎候着死亡。
那么美丽的生命，那么宁静如水的气度，在刀光剑影中，毁绝。
便也是瑰丽的死，无悔而无怨。
也不枉风云的一生。
只是那绵绵的情思断了，爱不再有生命可以附丽，这是怎样的哀婉、凄寂？
便让那生之一切随风而去。
 上官婉儿，这个和武则天一道长留于青史的女人。
 婉儿不是宫中的宠妃，而是秉国权衡的一代女杰。
以她的倾国倾城的美貌，还有她旷世的才华，将天下操纵于股掌之上。
那是上天赋予她的使命。
婉儿貌美，但不是那种国色天香，她没有可能利用她的美。
那美从她一出生，就注定不能给予她帮助，甚至连她的性命都不能保全，于是她沐着杀戮的血。
在襁褓中，那么小而柔弱的一个美丽的生命，睁大无知的眼睛，看那血色的辉煌。
不知道她还看到了什么？
透过壮丽的血光，那惨无人道的劫掠，然后便是长长的暗无天日的宫巷。
四季的冷暖，包笼着那个掖庭宫中的女孩儿。
从此婉儿不再哭泣，以为命定就是奴隶和囚徒。
也不再期待能有浮出沧海的那一天。
只在天真烂漫的少女时光，读书并且作文。
以为那就是最美的生活，以为如此能终其一生，平静而安宁。
深宫永巷中的婉儿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心里装满了她自己的内容。
 但是上天不让婉儿在诗文中成长。
她的心有一天突然被那个冷酷的皇后抢走了。
从此，什么是成长？
就是在无尽的苦难和林林总总的丑恶中挣扎。
在恨里，在阴谋诡计和相互的倾轧中挣扎。
那永远挥之不去的罪恶感，掩埋了往日的纯真无邪。
他们容不得一颗纯净的心。
这个新的群体邪恶，朝廷被无数邪恶到极致的人，组合着并且统治着。
而婉儿不幸身陷其中，那是怎样的生之悲哀。
在污水中挣扎着，出污泥而不染只是一种虚妄。
也许婉儿被武则天发现时是一滴透明的水珠，而到了婉儿死期抵达的时刻，她已经是浊水污泥般的最
黑也是最长的暗夜。
 是谁如此塑造了这个女人？
则天皇帝，还有肮脏卑鄙的朝廷。
忠诚和背叛。
被伤害和陷他人于涂炭之中。
真的爱和真的不爱。
爱而不曾有的性，淫乱中无法企及的爱，都是些什么？
就是婉儿的一生。
她真心爱过的男人，和她认真敷衍过的男人，全如浮萍一般，无望地随风飘转，只为着生命，只为着
一个目标，急流勇进，或者，忍气吞声。
就是这样，让心灵干回百转，让生命跌宕起伏，便也有挥洒智慧才华的乐趣在其中。
治人和治于人。
生或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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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死于非命的终局。
 便是婉儿，庄严而平静地秉烛迎向那利剑。
利剑在暗夜中闪着金属的冷光，但有烛光那温暖的照耀，还有悬浮在剑刃上的那死亡的勇气，死便明
亮而悲壮了起来。
只留下那万卷长诗，然后再散失，散失那“惟怅久离居”的别意。
再然后岁月将婉儿的诗句散失殆尽，只留下这个女人的千古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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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官婉儿》编辑推荐：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在宫廷恶劣的环境中，她有着怎样的爱与恨，她是
怎样的进退有据，又是怎样的卓越智慧。
作者以诗化的细腻笔触娓娓道来，还原一个至情至爱的上官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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