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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前言

武则天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她从一个新贵族的女儿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又从唐太宗的才
人成为唐高宗的皇后，继而辅佐高宗，参预朝政，临朝称制，独揽大权，最后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
，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千百年来，有许多学者曾对
武则天进行过评价，但评价的结果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人说她荒淫残暴，无所作为，把她贬得很
低；有人说她用人纳谏，明察善断，把她抬得很高。虽然海内外学者对武则天进行了长期研究，并在
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至今仍未形成统一的结论。现在海内外有很多人关注武则天，这说明
武则天仍具有很大的魅力。武则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需要大家根据相关事实做出判断。    从
大量资料来看，武则天的一生大体上可分为六个阶段，即少年时代、两度进宫、参与朝政、临朝称制
、治理大周、直至退位以后。在八十二年的历史岁月中，有将近五十年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在大唐帝
国的政治舞台上，她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虽然是一位女性，但她的活
动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山西、陕西、四川、河南、湖北等地曾留下了她的足迹，有些地方至今还有许
多关于她的传说和遗迹。四川广元就是如此。这里有“江潭感孕”、“金莲显影”、“袁天罡相面”
等传说，还有“则天坝”、“梳妆楼”、“皇泽寺”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因此，广元等地的文史
工作者对武则天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梁永元先生就是其中之
一。    梁永元先生是四川广元人。他长期从事文史工作，曾任广元市地方志编委办副主任兼总编、四
川省地方协会理事、副编审、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唐史学会暨武则天研究会会员。现为中华
诗词学会、四川省诗词学会会员，长期致力于武则天的研究，先后发表文章二十余篇、近体诗百首，
总纂出版有《广元县志》等著作。最近，他又推出了他潜心研究的《武则天传》。这部著作是梁先生
研究武则天的结晶，全书以武则天的史实生为依据，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是研究武则天
的又一佳著。他的女儿梁咏涛先生请我给此书作序。咏涛先生也是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学者，父女二人
都从事武则天研究，可谓学界佳话。相信读者朋友通过这部著作可以加深对女皇武则天的了解。    王
双怀    2011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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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内容概要

《武则天正传》由粱永元著，全书以编年体为主，为避免事件的发生结果前后割离，亦兼采纪事本末
体，对高祖、太宗、高宗、武则天时期有影响的人物作有简介。
    《武则天正传》突破编年史、断代史常例，囊括武则天身前、身后事，特分为三卷：
    卷一：“武则天生平”。分43节记武氏世系、武则天降生及生活、学习、政治活动：
    卷二：“武则天盖棺前后”。分唐、五代、宋元、明清、近现代对武则天的评说；
    卷三：由现代上溯至唐代对武则天生地生年的议论与碑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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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书籍目录

序
凡例
第一卷 武则天生平
 1. 武氏世系
 2. 武信首敲仕宦大门
 3. 经营木材致富
 4. 结识李渊步青云
 5. 高祖李渊为武信主婚续弦
 6. 武信宦历扬、豫、利三州
 7. 应国夫人江潭感孕
 8. 武照随父至荆州
 9. 随母扶父灵柩还乡
 10. 初至长安
 11. 武照首次入宫
 12. 待守后宫
 13. 结识皇太子李治
 14. 李君羡做“女主武王”的替罪羊
 15. 武才人做比丘尼
 16. 二进宫
 17. 从夹缝中脱颖而出做皇后
 18. 参政、预政
 19. 日月双悬照乾坤
 20. 东征与革新内政
 21. 西讨与安边
 22. 中外山呼二圣
 23. 皇帝祭天皇后祭地
 24. 与毁誉相关的皇后家事
 25. 建言十二事
 26. 在实践中拔擢将相
 27. 李贤的被废
 28. 天皇驾崩李显继位与被废
 29. 将荣誉光环献给天皇大帝
 30. 平定徐敬业叛乱
 31. 镇压政敌
 32. 拜洛盛况
 33. 称帝前奏
 34. 大周圣神皇帝
 35. 武周开国政要
 36. 封嵩山(中岳)
 37. 内平契丹外御突厥
 38. 李显重做皇太子
 39. 武氏、李氏昭告天地结盟
 40. 营造盛世气氛
 41. 稳步过渡
 42. 宫廷政变的导火线
 43. 金轮圣神皇帝禅位周唐易帜
第二卷 武则天盖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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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1. 李唐儿孙上法祖母扬长避短
 2. 五代人有褒有贬不没其绩
 3. 宋人既褒且贬“垂戒后世”
 4. 明清时女皇在毁誉中享盛名
 5. 近现代历史天秤向女皇一方倾斜
第三卷 唐宋以来碑志史籍对武则天生地生年的记载
 1. 女皇出生利州的争议所由起
 2. 唐宋史籍、碑、志载武则天出生于利州
附 武则天父(士彟字信)女年谱简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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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章节摘录

武则天，祖籍并州(山西)文水人，出生于利州(四川广元)，崩于大周神龙元年(705)。    她是中国历史
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有影响的杰出政治家；也是世界中世纪所有女皇中最有权威的女皇帝。一
千多年来，由于人们所处时代及道德观念的不同，对她的褒贬毁誉也就不一。    唐代著名文人骆宾王
，从门第观念出发，首先攻讦她“性非温顺，地实寒微”，鼓动一些门阀士族起来推翻她的政权，但
终告失败。    中国固有的门阀士族观念，由来已久。魏晋时，士族制度一形成，士族、庶族之间，鸿
沟越来越大。东晋以后，凡士族子弟，不须考绩，就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或获得一定官职。
而庶族则要凭军功、考绩方能得官。士族讲门第，不与庶族通婚、来往、同席。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
制，而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勃海高氏兼并土地的做法仍未停止。隋文帝鉴于这种弊端，
方取消选任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实行分科考试拔擢官吏。唐代仍继承隋代科举考试选拔官吏制。太宗
为消除士族门阀观念，特重新修订《氏族志》，却仍未达到预期目的。骆宾王攻讦武则天“地实寒微
”，就是一例。武则天做皇后及临朝称制前后，都为此付出高昂代价。故本书述她一生及身后，也特
地将她父母亲世系、家世及她的出生都一一加以考订。    1.武氏世系    据多种史籍记载，武氏虽非关陇
士族，却也不是一般寒门庶族。    “武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日‘武’，遂以为氏。
汉有武臣，为赵王。梁邹孝侯臣。生德。德生东武亭侯最。最生敬襄侯婴。婴生中涓、济阴侯山附，
后以酎金国除。山附生陈留太守、内黄侯都。都生汝南太守宜，字文达。宜二子：尚、浮。浮生元海
，司徒、左长史。生临漳令静，字伯济。静生烈字文照。烈生光禄勋笃，字猗伯。笃生太常、中垒校
尉悌，字周笃。悌生九江太守、临颖侯端。端生魏侍中、南昌侯周。周三子：陔、韶、茂。陔字元夏
，晋左仆射、薛定侯。陔生泰山太守嗣薛侯越。越生威远将军、嗣薛侯铺。铺生太子洗马嘏。嘏生洛
州长史、归义侯念。念生平北将军、五兵尚书晋阳公洽、别封大陵县(文水东北)，赐田五十顷，因居
之。生祭酒神龟。龟生本州大中正、司徒越王长史、袭寿阳公克己。己生北齐镇远将军、袭寿阳公居
常。常生后周永昌王谘议参军俭。生华，隋东都丞。华生四子：士棱字彦威，士让字冲，士逸字逖，
士彟字信。”四子武信即武则天父亲。武华还有一个女儿。    武则天为她父亲所立的碑明确载其先：
“居沛之竹邑，晋尚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薛侯陔其后也。六代祖洽仕魏封于晋阳，食采文水，子孙因
家焉。”说明武则天的祖籍是山西文水。《攀龙台碑》与史籍所载全符。    武则天的母亲是杨氏。按
记载：    杨氏出自姬姓。周宣王子尚父封为杨侯。一云晋武公子伯桥生文，文生突，羊舌大夫也。又
云晋之公族食邑于羊舌，凡三县：一曰铜鞮，二日杨氏，三日平阳。突生职，职五子：赤、胖、鲋、
虎、季夙。赤字伯华，为铜鞮大夫，生子容。肸字叔向，亦日叔誉。鲋字叔鱼。虎字叔罴，号羊舌四
族。叔向晋太傅，食采杨氏，其地平阳杨氏县是也。叔向生伯石，字食我，以邑为氏，号日杨石，党
于祁盈，盈得罪于晋，并灭羊舌氏，叔向子孙逃于华山仙谷，遂居华阴。有杨章者，生苞、朗、款皆
为公卿。其后世孙渠，渠生铉、燕北郡守。生元寿，后魏武川镇司马。生惠嘏，太原郡守。烈，平原
太守，其重孙杨坚，即隋文帝。另观王房出自杨渠孙杨兴，后魏新平郡守。生国，国孙杨绍后周赐姓
屋吕引氏。隋初恢复杨姓。生士雄，隋雍州牧、司空，封观德王。士达，隋纳言(宰相)、始安恭侯。
他就是武则天的外祖父。    从武则天父亲的高曾祖考世系看，她的祖父以上，也是世有公侯；从她母
亲杨氏家族看，不唯是名门望族，世代公侯，其母亲杨夫人，还带有隋文帝杨坚这一脉的皇族血统。
只是武氏家族，至武信曾祖父武俭之时，仅为后周永昌王的谘议参军。祖父武华，也仅做过隋朝的东
都丞，并不是显官名宦。唐初，士族门阀观念仍然存在。在官场或一些宴饮场合，出身卑微，会受歧
视，这是武信热心进取的原因。    2.武信首敲仕宦大门    武信(以下除所引原文外，武士彟均以字称武
信)，生于北齐隆化元年，即陈宣帝顼的大建八年(576)。《旧唐书·武士彟传》的撰者在其述评中，
对唐人原始记载持怀疑态度。并说：载窥他传，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
，削而不书。    也即认为：许敬宗，曾支持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他后来修《唐史》，一定也掺有吹
捧武信的成分。史评中，隐隐表露，武信不应有那么光荣的经历与功绩。许多事迹，也就因而被删去
。时至今日，借助唐宋人碑铭、《笔记》、杂录，以及《太原事迹》、《册府元龟》、《太平御览》
、《太平广记》，方志等，以印证正史所记，将有益而无害。    武则天为其父亲、母亲所撰碑铭，纵
多溢美之词，我想那也只是过分夸大其功绩。至于对武信个人经历，如身世、职务升擢、工作调动、
任职期中的主要事迹，我认为还是可以补史之阙的。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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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上世纪60年代初，我阅读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时，将诸史记载武则天事迹与唐宋时碑铭、杂
记等对照，觉得史书所记的某些事，还值得探索，也决定写一部《武则天传》。后参加中国唐史学会
暨武则天学术研究会，受到专家教授们启迪，便更觉应完成此作。    当我与广元市地方志编委办同事
完成对市属五部县志的辅导、审查及纂修成《广元县志》退休后，经过十四年努力，始得如愿以偿。 
  此书付梓时，我对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图书馆、广元市志办、广元市图书馆与温江图
书馆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感谢广元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及曾子益、唐全林、陈
先明、李茂森、杨知人等领导与各方面同志关照，使《武则天正传》得以顺利完成。    在此，我特对
给予关照的所有领导和同志表示深切和诚挚的谢意！    梁永远    八旬晋三。2010年9月    于广元市府宿
舍3号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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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编辑推荐

武则天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她从一个新贵族的女儿成为唐太宗的才人，又从唐太宗的才
人成为唐高宗的皇后，继而辅佐高宗，参预朝政，临朝称制，独揽大权，最后破天荒地登上皇帝宝座
，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部《武则天正传》是梁
永元先生研究武则天的结晶，全书以武则天的史实生为依据，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是研
究武则天的又一佳著。相信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加深对女皇武则天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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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正传》

精彩短评

1、谢谢梁先生十几年辛勤考证，作则天大帝之正传。虽然则天大帝并不需要人来为她正名，但我们
需要一个鼓舞、激励和榜样，来复兴一段的灿烂的文明！
2、包装还行，可仔细一看，好多错字，比如作者名，前面和后面的字都不一样，郁闷啊，盗版书啊
！以后还敢买么？
3、看过了，给我想象买的书内容有些不一样，热爱历史的可以看看
4、武则天正传还可以吧，还没看呢
5、不错哟～是正版啦～
6、还没读，内容预览了一下，还不错，书的质量很好，应该是一本值得看的书籍哦。
7、读过几个版本的武则天传，，南宫博写的是小说向不作数，，梁羽生《女帝奇英传》本来就是小
说，，有史家笔法，，但终归是刻意的拔高了武则天，，林语堂先生的《武则天正传》，，名字叫做
正传，，其实是一路骂人骂到底，，林大师让我失望啊。。还是这本比较好，，内容翔实，态度客观
。——武则天，，政治才能堪与太宗比肩！！
8、其实我还没有开始看，随手翻翻的感受是⋯⋯这真的是一本正史。排版一般，有注解，看着应该
不会太累。感觉字句还是较严谨的，不会有读小说的感觉，而且附录什么的太有爱了～作者对于武则
天的评价应该还算是中肯的吧（没细读嘛），没有刻意的褒贬，这一点我觉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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