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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武则天在长达 45年的统治期间 ,其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平定叛乱势

力 、巩固统一国家;发展科举制度 、广泛选拔人才;实施轻徭薄赋 ,重视农业生产;胸襟气量宽

阔 ,善于纳谏从善。她是一位基本上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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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唐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中国历史上唯的一女皇帝———武则天 ,出生于唐初山西并州文水县一个

木材商人的家庭 。14岁时被唐太宗选入宫中 ,封为“才人” ,赐号“武媚” ,俗称“媚娘” 。唐太宗死后 ,她

被送进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太宗之子 ,李治)时又被召回宫中 ,封为“昭仪” ,永徽六年(公元 655

年)唐高宗废王皇后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高宗多病 ,武则天替他处理政事 ,逐渐掌握大权 。显庆五年

(公元 660年)受高宗委托参与决策政事 。武则天精通文史 ,明敏果断 ,朝臣把高宗和武后并称为“二

圣” ,而实权完全掌握在武则天手里 ,唐高宗不过空有其名罢了。弘道元年(公元 683年)唐高宗死 , 唐

中宗继位 ,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 ,朝中军国大权集于一身 。次年 ,她废掉唐中宗 ,立唐睿宗 ,以太后身分

临朝称制 。天授元年(公元 690年)她又废掉唐睿宗 ,改国号为“周” ,自立为帝 ,自称“圣神皇帝” ,成为中

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直到神龙元年(公元 705年)她 82岁时病死 ,前后执掌政权达 45年之久 。

对于武则天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 ,历来都有着不同的观点 ,褒贬不一 ,众说纷纭 。笔者认为:武

则天统治时期 ,对于国家的统一 ,政局的稳定 ,政治 、经济 、文化 、外交诸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对唐初 100多年鼎盛局面的延续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是个较有作为的女皇

帝 ,是一位基本上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应当恰如其分地认识她的历史作用 ,全面评价其功过得失 。

一 、平定叛乱势力 ,巩固国家统一

唐高宗死后 ,中宗即位 ,他是个没有多大作为的昏懦君王 。武则天当然不放心由他来治理国家 ,便

将中宗废掉 ,立睿宗 ,唐睿宗也缺乏治国的才干。而武则天本人精明强干 ,明敏果断 ,已有 20多年从政

治国的丰富经验 ,于是便临朝称制 ,把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 。天授元年(公元 690年),她正式称帝 ,改唐

为周 ,把洛阳改为神都 ,又改变了许多官职 、旗帜样式和官员服装的颜色 ,在家乡建了 7座武氏宗庙 ,对

祖宗一一加封 ,又大封武氏宗室及亲信为王 ,安置在重要位置上 ,而对唐朝旧臣猜忌怀疑 ,甚至排斥 ,把

反对她的官员贬职 、罢官 、处死 。武则天这些排斥异己的做法 ,引起了唐宗室和旧臣官僚的强烈不满 ,

“时诸武用事 ,唐宗室人人自危 ,众心愤惋” ,他们暗中策划用武力反抗武则天的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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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宅元年(684年),唐初大将李勣(原名徐世勣)之孙 ,眉州刺史徐敬业因坐赃被贬为柳州司马 ,他

心怀怨恨 ,与其弟徐敬猷及被贬官的唐之奇 、骆宾王 、杜求仁等 ,聚会扬州暗中策划起事 ,徐敬业自称匡

复上将 、领扬州大督都 ,以魏思温为军师 ,唐之奇 、杜求仁为左右长史 ,李宗臣 、薛宗璋为左右司马 ,发布

了由骆宾王起草的《讨武曌檄》 ,并以匡复庐陵王(唐中宗李显被废后封为庐陵王)为旗号 ,号召各地响

应 ,十多天内 ,兵力已扩充到 10多万人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 ,武则天并未表现出恐慌和畏惧 。她果断

地命令大将军李孝逸为扬州大总管 ,率领 30万大军前往镇压叛军。与此同时 ,武则天当机立断来稳定

朝廷内部 。高宗临死时受遗诏辅政的宰相裴炎 ,对讨伐叛乱未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参与徐敬业起兵的薛

仲璋又是他的外甥。武则天曾就平叛之事问计于裴炎 ,而裴炎却说:“皇帝年长 ,不亲政事 ,故竖子得以

为辞 ,若太后返政 ,则不讨自平 。”
[ 1]
(卷 203),武则天认为他是与叛军站在一边。于是 ,将裴炎逮捕下狱

后将其处死。安抚大臣程务挺为裴炎申辩 ,武则天派使者到军营将其斩首 。裴 、程二人都是手握大权的

朝臣 ,武则天把他们除掉 ,以此来稳定朝廷内部 ,便于派兵镇压叛军 ,表现出老练的政治才干。

徐敬业起兵后 ,企图夺取金陵(今南京市),实行封建割据 ,完全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李孝逸率大军

南下 ,阻溪一战 ,大败徐敬业 ,徐敬业想乘船从海上逃往高丽 ,被部将杀死 。唐之奇 、魏思温等余党也被

捕杀 。这次叛乱为时仅四五十天便被平定了。垂拱四年(688年)琅琊王李冲在博州 、越王李贞在豫州

分别起兵 ,但很快就被武则天派兵镇压下去了 。

徐敬业 、李冲 、李贞发动的叛乱 ,是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 。他们的叛乱行为只会导

致统一的国家走向分裂与变乱 ,既违背了人民的愿望 ,也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徐敬业企图夺取金陵

以割据江南 ,不惜用分裂的手段来保全自己 ,是根本得不到人民支持的。失民心者 ,焉有不败之理 ?而

武则天牢牢地控制着中央政权 ,迅速派兵平定叛乱 ,主观上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使大一统局面

迅速恢复 ,但在客观上却顺应了人民需要安宁稳定的愿望 ,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 ,有利于社

会经济 、文化的发展 ,起到了进步作用。所以 ,当时著名文人陈子昂说:“百姓思安久矣 ,故扬州构逆 ,殆

有五旬 ,而海内晏然 ,织尘不动……。” [ 1](卷 203)

值得一提的是 ,武则天在加强国家边防 ,改善与西北各民族的关系方面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高

宗咸亨三年(672年),吐蕃贵族出兵吞并了吐谷浑 ,攻占了唐朝的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武则天

一面派唐休璟 、王孝杰等率兵大破吐蕃兵 ,收复了安西四镇 ,在龟兹设置安西大都护府 ,屯兵镇守;一面

又争取恢复和亲 ,使双方关系缓和下来。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在庭州设置北庭大都护府 ,有效地

管理天山南北地区 ,巩固了唐朝对西北边疆的统治 。自那时起至今新疆便始终纳入我国的版图。

二 、发展科举制度 ,广泛选拔人才

唐初经高祖 、太宗两朝经济的发展 ,庶族地主大批涌现。他们有了经济实力之后 ,自然渴求相应的

政治地位 。但进入仁途并非易事 ,一是科举名额少 ,二是世族地主凭借特权 ,排挤庶族地主。武则天顺

应庶族地主的需求 ,继承了唐太宗以来的压制世族 、发展科举制的政策 ,庶族地主进入仕途之门开得更

大 ,这是值得肯定的 。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后 ,亲自在长安洛成殿策问进士 ,以文词取士 ,而不

重经学 ,破格录用优秀者 。这就是科举制中被称为“殿试”之首创 ,由武则天开创的殿试在此后封建社会

一千余年里一直延续下来 。殿试是武则天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表明她对科举取士选拔人才的注

重。唐太宗时 ,科举取士制度分两级制度 ,乡贡是在家自学士子学业有成向州县求举 ,经考试及格 ,由州

贡到尚书省接受吏部考试 。到武则天时又增加了殿试 ,由皇帝亲自考试 ,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备 。在武则

天以前 ,只有文人学士才能参加科举考试 ,武人则无进士门路 。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初设武举” ,

专门招收武人。考试科目有马射 、步射 、平射 、筒射 、马枪等 ,从中选拔有军事才能的人 。这就打破了科

举制中只有文人取士的限制 ,为武人进士开辟了道路 ,体现了武则天广开科举选拔人才的方针 。

唐太宗时 ,录取进士为 205人 ,而据徐松《登科记考》所载 ,在高宗 、武则天时期 ,录取进士多达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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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人 ,由此可见武则天对发展科举制度所做的努力 。除广泛实行开科取士政策之外 ,武则天还进一步扩

大选拔人才的范围。垂拱元年(685年)她宣布:“内外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 1](卷 203)让老百姓自

我举荐 ,这在武则天以前是没有先例的 ,从中可看出她渴慕贤才的迫切心情和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开明

政策 。她还时常注意发现人才 ,河东采访使张循宪 ,碰到不好解决的疑难事 ,常请当地被免职的小官张

嘉贞处理 ,每次都处理的相当稳妥 。于是张循宪向朝廷举荐张嘉贞 ,武则天亲自召见他并任命为监察御

史。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派出存抚史分十道巡察 、搜罗并举荐人才。第二年 ,武则天亲自召见存

抚史所举荐的人 ,都加以录用 ,并让这些被举荐的人试做某官 , “试官”制自此开始。朝廷官员数目大增 ,

正额不够 ,又广置员外官 。当时有人说“补阙连车载 ,拾遗凭斗量” 。武则天选拔了一大批文武人才 ,委

以重任 ,她先后任用的宰相有李昭德 、苏良嗣 、魏元忠 、杜行俭 、狄仁杰 、张柬之 、姚崇 、宋璟;边将如唐休

璟 、娄师德 、黑齿常之 、郭元振等。这些文臣武将 ,对于唐政局的稳定 、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作

用。是故 ,后人称其“当代谓知人之明 ,累朝赖多士之用” 。如她晚年提拔起来的姚崇 、宋璟 ,张九龄等人

到唐玄宗时都成了名相。善于用人 ,善用能人 ,是武则天治理政的政绩之一 。从各方面选拔有才能的人

主持军国大事 ,使朝廷内部不至于太腐败。明察善断 ,使她能成为一个较成功的皇帝 。

毋庸置疑 ,武则天以禄位收揽天下人才 ,借以笼络中小地主的人心 ,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官员中难免

有冗滥的弊端。尽管如此 ,武则天还是经常检查所任官吏是否称职 ,发现有不称职者 ,立即罢黜 、降职 、

流放 。正因如此 ,武则天在选才 、用人两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为古今不少人所称道。无怪乎北宋政治家 、

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称道武则天:“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 ,然不称职责 ,寻亦黜之 ,或加刑诛 ,

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 ,政由己出 ,明察善断 ,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
[ 1]
(卷 205)武则天把国家政事交

给有能力 、有才干的大臣 ,在武则天周围有才能者不乏其人 ,成为武则天驾驭政局的工具 。

三 、实施轻徭薄赋 ,重视农业生产

从唐初到安史之乱前的 100多年 ,是唐朝农业生产高度发展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鼎盛时期 ,唐朝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在这 100多年中 ,武则天执政竟达 45年之久 ,她对发展农业生产相当

重视。早在高宗上元元年(674年),武则天就上表高宗 ,提出治国的十二条建议。第一条便是“劝农桑 ,

轻徭赋” ,武则天把这一条作为治国之本 ,放在十二条之首 ,这表明她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光宅元年(684

年),武则天下令奖励农桑 ,并以此作为地方官吏治绩的标准 。州县境内 ,若是耕地不断增加 ,农民家有

余粮 ,当地官员可予以升迁。如果生产搞得不好 ,百姓背井离乡 ,逃荒要饭 ,则对当地官员给以降职或免

官。这项措施 ,对于督促地方官吏关心农业生产 ,起到了积极作用。武则天还注意安抚百姓 ,数次下令

减免租税徭役。天授元年(690年),她颁诏“天下咸蠲课役” 。这些减免赋役的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减轻

了劳动人民的负担 ,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 ,使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

为解决戍边军队的军粮问题 ,武则天下令边防驻军垦荒屯田以自给 ,这对于减轻农民负担 ,客观上

是有益的。永隆元年(680年),武则天“擢常之(即黑齿常之)为河源军经略使 ,开屯田五千余顷 ,岁收五

百余万石 ,由是战守有备焉。”
[ 1]
(卷 202)又如长安元年(701年)“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 ,尽

水陆之利” ,“积军粮支数十年”[ 1](卷 207)。仅以上例可见 ,武则天时期戍边屯田 ,收效是明显的 。仅就

当时户口的增长 ,可以证明武则天在安抚人民 、限制逃亡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是积极的。唐高宗永徽元

年(650年),全国有 380万户 ,而到神龙元年(705年)武则天死时 ,户口增至 615万户 。唐太宗颁布的均

田制 ,在武则天时期继续得以施行 。她继承了“贞观之治” ,重视农业生产 ,轻徭薄赋 ,限制逃亡 ,实行屯

田 ,奖励农桑 ,使生产发展 ,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 ,为后来的“开元之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 、胸襟气量宽阔 ,善于纳谏从善

唐太宗是以善纳谏而名垂青史的千古一帝。武则天多少也还能继承唐太宗纳谏的政治风度。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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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稳固后 ,有人劝谏她罢告密 、宽刑罚 ,她接受了这一劝谏。监察御史魏靖上疏 ,请求把酷吏来俊臣所兴

大狱加以复查 ,为受害者申冤 ,武则天即派人审理了不少人的冤案 ,并予平反。有人建议抽关市税 ,凤阁

舍人崔融上疏 ,提出了 6条反对意见 ,武则天也采纳了 。武则天在辅佐高宗时就大权在握 ,后来又废掉

中宗 、睿宗两个皇帝并自立为帝 ,这必然引起唐宗室和贵族大臣的反对 。但只要不是谋反叛逆的大罪 ,

她对于不同意见大多能够采取容忍的态度 ,即使心中不悦 ,也不多加怪罪 。骆宾王的《讨武曌檄》 ,揭露

了她的隐私 ,宣布了她的罪状 ,号召各地起来推翻她的统治 。檄文传到她手里 ,当她阅读到“一抔之土未

干 ,六尺之孤何托 ,试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谁家之天下 !”几句时不由矍然而起 ,问是谁的手笔 。显然 ,她

是为文词的犀利尖刻 、气势不凡 、极富煽动性的文笔所称奇 ,当得知是骆宾王所写 ,感慨地说:使这样有

才能的人流落在外 ,实在是宰相的过错 。她作为主宰一切的最高当权者 ,遭到这样少有的斥骂 、侮辱 ,不

仅没有表现出暴怒 ,还在为人才流落在外而惋惜 ,不但说明她对人才的重视 ,而且也显示其豁达心胸和

与众不同的气度 。由于存抚史在各地大力搜罗 、选拔人才 ,形成官员冗滥。有个叫沈全交的举人讽刺说

“糊心存抚史 ,眯目圣神皇” ,被御史抓了起来 ,责其诽谤朝政 ,请杖之朝堂 ,然后付法 。武则天听了笑着

说:“但使卿辈不滥 ,何恤人言 ,宜释其罪 。”此人因此幸免于追究 。

长寿元年(692年)右补阙朱敬则劝谏武则天 ,希望她能从秦朝兴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及时改变法

度 ,省刑宽禁 ,贬抑酷吏 ,铲除诬告 ,使天下百姓都高兴 ,过安乐生活。武则天深表赞赏 ,赐帛三百段 。久

视元年(公元 700年),针对武则天“多选美少年为奉宸内供奉” ,朱敬则又谏曰:“陛下内宠有易之 、昌宗

足矣 。近闻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明自媒衔 ,丑慢不耻 ,求为奉宸内供奉 ,无礼无仪 ,溢于朝廷 ,臣职在谏

诤 ,不敢不奏”。武则天听后说:“非卿之言 ,朕不知此” ,又赐给他彩绸百段[ 1](卷 206)。大臣苏安恒两次

上疏 ,批评武则天“贪其宝位 ,而忘母子深恩 ,将何圣颜见唐家宗庙” 。本来代唐自立为帝是她最忌讳之

事 ,而苏安恒却以此来羞辱她 ,武则天看后“亦不罪之” ,还亲自召见苏安恒 ,赐给他酒食。

武则天曾借助佛教为自己称帝造舆论 ,因此她竭力提倡佛教 ,下令大造佛像 、佛寺 。长安四年(704

年)“太后复税天下僧尼 ,作大象於白马阪” 。宰相李峤上疏 ,认为天下贫困的百姓还很多 ,造佛像要用钱

17万缗 ,如将其用来救济百姓 ,一户给钱一缗 ,就能救济 17万户 。既可拯救饥寒 ,节省劳役 ,又顺合佛

教大慈大悲的教义 ,使皇帝功德无量 ,百姓和佛祖都会高兴 ,与其修来世之福 ,还不如现在就得到善报。

监察御史张廷 也上书力谏 ,请停造佛像。武则天召见张廷 ,深为赞赏并下令停止修造佛像 。

长安四年(704年)十二月 ,李峤 、崔玄向武则天上疏说 ,以前酷吏任意实行酷刑造成许多冤案 ,请为

蒙受冤案的人昭雪。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 ,次年正月 ,大赦天下 ,除徐敬业 、李冲 、李贞等叛乱首领外 ,

一律赦免 。武则天处理这件涉及许多人积压几十年的冤案 ,前后只有两个月 ,可见速度之快。

武则天晚年 ,为谁来继承皇位颇费心思。她的侄儿武承嗣 、武三思为求得当太子 ,数次派人跟武则

天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 。”起初 ,武则天曾有立武氏子弟为太子的想法 ,但碍于当时朝臣和百

姓仍把豫王李旦作为皇位的当然继承人的现状 ,加之大臣们也不断向她劝谏 。狄仁杰是最受武则天信

任的大臣 ,他劝谏武则天说:“大帝(即唐高宗)以二子托陛下 ,陛下今欲移之他族 ,无乃非天意乎 !且姑

侄与母子孰亲? 陛下立子 ,则千秋万岁之后 ,配食太庙 ,承继无穷 ,立侄 ,则未闻侄为天下而附姑於庙

者。”
[ 1]
(卷 206)武则天一时无话可答 ,思想有所动摇 。正巧有一天 ,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我梦见大鹦鹉

两个翅膀都折断了 ,是什么缘故?”狄仁杰趁机借题发挥说:“武字 ,是您的姓 ,两个翅膀是指您的两个儿

子 ,您只要启用了两个儿子 ,双翅就会重新振飞。”此后武则天彻底打消了立侄为太子的念头 ,并把被废

为庐陵王的儿子以治病为名从外地接回京城 ,重新立为太子 。武承嗣恨不得为太子 ,意怏怏忧郁气愤而

死。从李显再次被立为太子的过程 ,可见这是武则天接受了大臣的意见 ,没有独断专行的结果 。

以上几例可见 ,武则天多少还能够承唐太宗善于纳谏的作风 ,这也是她能巩固自己统治的因素之

一。她得位虽然不正 ,但在社会上并未引起轩然大波 ,政局和社会仍然是稳定的 。适当接受不同意见和

建议 ,就不至于一意孤行 。武则天能够采纳臣下的合理意见 ,容许别人讲话 ,甚至对揭露她私生活的人

也能容忍 ,并能收回自己不正确的成命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帝王 ,能有如此宽阔的襟怀和气量 ,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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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封建帝王中亦是不多见的。当然 ,武则天的纳谏气度也可以从负面的角度来分析 ,但若从负面角度分

析 ,也不应仅对武则天一人而言 ,这有失公允 。尽管如此 ,她的这种做法毕竟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五 、结　语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 ,武则天在执政期间 ,镇压叛乱 ,反对分裂 ,巩固了国家统一 ,维护了社会稳

定;发展了科举制度 ,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抑制了世族地主势力 ,扩大了统治基础;重视农业生产 ,鼓励垦

荒 ,实行屯田 ,减免赋役 ,限制逃亡 ,减轻了劳动人民负担 ,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善于纳谏从善 ,容许

别人讲话 ,能够听取 、采纳臣下的合理建议 ,表现出宽阔的襟怀和宽容的气度。她统治时期采取的政治 、

经济措施可以说是唐太宗时期的继续。唐太宗开创的”贞观之治”昌盛局面 ,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继续向

前发展 ,国力强盛 ,为以后的“开元之治” ———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家称

她的统治有“贞观遗风” ,当代史学家郭沫若称赞她的统治是“政启开元 ,治宏贞观”。

不容否认 ,武则天毕竟是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和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别无二致 ,必然会带有剥

削压迫人民的阶级本性。她专权擅权 ,重用武氏家族;猜忌多疑 ,大兴告密之风 ,大搞特务政治;任用酷

吏 ,滥杀无辜;挥霍浪费 ,耗费民力 ,生活腐化糜烂 。特别是她的一些阴忍狠毒的手段 ,被后来一些野心

家所袭用 ,因此武则天遭到当时和后人的一些抨击。但是 ,拿她的政治成就和过失相比较 ,抛开历史上

对妇女掌权的歧视和传统偏见 ,笔者认为:武则天不失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 ,是中国历史上大约

300个皇帝中少数几个较有作为的帝王之一 ,是一位基本上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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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Appraisement of Empress WU Zetia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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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y:YU Huadong (1952-), male , Associate professor , Wuhan Unive rsty Journal ,

majo ring in lite rature , history and edi tt ing .

Abstract:In her reign that lasted as long as 45 years , Empress WU T se-t ien had posi tive ef fects

basically in four aspects:she pacified revolts and kept the nation united;she developed imperial

e xaminations and selected extensively persons wi th ability ;she reduced corvee and taxes , and at tached

impo rtance to farming and manufacturing;she remained to lerant and open-minded , and accepted

expostulations and advices alike.Empress WU Tse-tien is in substance a historic figure w o rthy o f high

compliment .

Key words:the Tang Dynasty;Empress WU T se-t ien;po sitive ef 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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