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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研究武则天及其时代的新著

—
评 《武则天新传 》

王 大 胜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而载入史册
.

古往今来
,

多少贤哲给予她褒贬不一的评论
,

但即便

是近 几十年所撰写的武则天传记也很难冲破种种樊篱
,

对武则天及其时代以全面
、

公正的评价
。

杨剑虹教授

的新著 《武则天新传 》 则是一部试图撩拨重重迷雾
,

全面 展示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的著述
。

《武则天新传》 最大的特点就是比较全面客观地评叙了武则天及武则天时代
。

以往的武则天传记偏重于

武则天性格的叙述
,

或局限于政治活动的评叙
。

《武则天新传 》 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
,

不仅叙述了武则

天一生的重大活动
,

而且用大量笔墨展示了武则天时代的全貌
。

作者虽未言及武则天时代这一概念
,

但他不

仅论述了武则天在位前后 (包括唐高宗时期的参政
、

临朝称制
、

大权在握几个时期 ) 为巩固 自己的统治推行

改革措施等方面的种种努力
,

专题研究了武则天时代巩固边防和对外经济
、

文化的交流
,

而且还独具慧眼
,

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以往为武则天作传者所忽视的思想统治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

这些内容涵盖了武则天时

代的方方面面
。

很显然
,

武则天时代包含了唐高宗统治时期
。

我们抛开一些枝节问题
,

从唐代乃至中华民族

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武则天时代
。

唐代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
、

对外交流等方面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

是贞观

之治的继承发展
;
而正是武则天时代各方面的繁荣

,

为唐朝鼎盛时期— 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反过

来
,

作者正是为武则天时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找准了位置
,

自然也为这个时代的创造者武则天找到了给其

公正客观评价的理由和根据
。

著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

观点新是 《武则天新传 》 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

作者广泛地吸取了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
,

这些成果不仅是

史学界的
,

还有其他领域的
,

如旧史学家以为太子李弘为鸿杀
,

而最新医学研究结果表明他死于肺结核
。

一

些有关武则天及其时代评价的重大问题溶入了作者的大量的研究心得
,

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

使人耳 目一新
。

如以往一论及唐高宗李治
,

则以傀倡皇帝相称
,

但该书运用丰富的史料
,

从关心民苦
,

促进生产发展
,

革新

政治
,

打击西突厥的割据势力
,

统一西部边疆以及对外经济
、

文化交流方面评述李治的功过得失
,

令人信服

地 得出李治是一位较有作为的皇帝的结论
;
再如有论者以 《朝野金载》 卷 5 中一则史料得出裴炎是野心家的

结论
,

该书不拘泥于 已有见解
,

大胆质疑
,

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
,

经过填密论证
,

否定了这则史料
,

还历史

以真实
.

更可贵的是作者深入到历史表象背后
,

从大量历史文件分析中得出极为重要的结论
。

如秦代和隋代

皆因严刑峻法二世而亡
,

而武则天同样实行酷吏政治却未灭亡
,

作者从武则天在酷刑实施范围
、

打击对象
、

打击程度及严惩酷吏等方面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

《武则天新传 》 的第三个显著特点是引用了新史料— 敦煌
、

吐鲁番出土文书
。

近几十年
,

敦煌
、

吐鲁番

文书作为一种珍贵的史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

各国学者争相运用
,

力图把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不断引向

深入
。

《武则夭新传 》 的作者自然也没有忽视新史料对研究武则天时代的重大意义
。

作者在本书第六章第三

节
“

推行改革措施
”
中大量引用了出土文书

。

如用 《长安三年三月十六 日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 》 文书
,

以证

明长安三年武则天在全国进行户籍检查前曾下达过括逃并对括还人户给复二年勒 合等重要内容
。

这种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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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有利于逃户 回乡生产
,

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 又如作者分析武则天能称帝与其推崇佛教有关时

,

引

用了敦煌写本 《大云经疏》
,

经文告诉人们
,

女王要
“
威服天下

” ,

只有俯首听命之人才能子孙昌盛
,

否则只

有灭亡一条路
,

通过这个疏为其称帝大造舆论
.

新史料的引用大大丰富了 《武则天新传》 的内容
,

为公正客

观地评价武则天及其时代提供了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

视角新
、

方法新是 《武则天新传 》 的第四个特点
。

作者为了找到武则天性格的形成轨迹
,

专门列出
“

家

庭和父母的影响
” 、 “

唐太宗对武才人的影响
”

等小节
,

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
,

分析推断出武则天性格的形成

过程
.

这些新方法
、

新视角的运用使读者耳目一新
。

作者没有静止运用这些新方法
,

而是在政治斗争这一大

环境中去进行动态分析
,

得出了一些令人折服的结论
。

如武则天债佛是人所共知的
,

洛阳龙门卢舍娜佛就是

明证
。

作者以此不仅言及其父母
、

唐太宗信佛
,

以及其出家为尼
,

在感业寺三年青灯黄卷生活的影响
,

更兼

有李唐以道家为国教
,

武则天想称帝必须借助佛教以抑制道教势力
,

利用佛教 《大云经 》
、

《宝雨经 》 等中女

人可为帝的解释
,

为自己登上帝位大造舆论
。

新方法
、

新视角成功的运用
,

为 《武则天新传》 增色不少
。

撰写一部武则天传
,

是杨剑虹教授几十年的夙愿
。

他为 《武则天新传 》 的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

作为一

位严肃历史学家撰写一本信史
,

杨教授对史料的爬梳用功甚精
,

做到了言必有证
。

这部著作论述了武则天时

代的历史全貌
,

突出了
“

新
” ,

不愧是一部研究武则天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
。

《武则天新传》 行文流畅
,

文字

典雅优美
,

可读性强
,

它的出版必将受到历史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欢迎
。

(贵任编辑 吴友法 )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

专题优秀论文评选揭晓

湖北省 1 9 9 3一 1 9 9 4 年度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

专题优秀论文评选工作

已经结束
。

19 6 篇论文获奖
,

其中荣誉奖 2 篇
、

一等奖 10 篇
、

二等奖 29 篇
、

三等奖 15 5 篇
。

我刊报送的 5 篇论文全部获奖
。

这 5 篇论文获奖情况是
: 《三峡库 区开发性移民的思路与对

策 》 (辜胜阻
、

李 珍 ) 获荣誉 奖
、

《初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我 国国际私法制度 》

(李双元
、

胡振杰 ) 获一等奖
、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思考 》 (梅荣政 ) 获二等奖
、

《略论邓小平对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 (段启咸 ) 等二篇文章获三等奖
。

n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

召开了
“

颁奖 暨市场经济与期刊工作理论研讨会
” 。

我刊副主编张炳煊出席了会议
。

与会者就

市场与期刊工作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
。

(无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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