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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歷代王朝，皆以男性掌權者居多，在這三百多位皇帝中，獨獨出現了一位女

兒身—武則天。自古以來，能統馭天下且維持國家河清海宴者，實在是屈指可數，

而當武則天以一代女皇之姿出現於歷史上時，確實引起後代人不少的疑惑及興

趣。 

 

後世對於武則天代唐自立的評論，有褒有貶，功過是非眾說紛紜。有人說她敗壞

倫理，荒淫無度……等，而初唐四傑之一的駱賓王，更在《為徐敬業討武曌檄》

一文中，評論武則天道：「入宮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在舊史中甚至說：「武后之惡，不及於大戮，所謂倖免者也。」 

 

身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工讒善媚的手段，自然不可缺少；為了登上夢寐

以求的皇位，打擊異己、掃除障礙更是必備的手段。但在歷史上，武則天也並非

無貢獻。 

 

武則天建立武周後，充分運用了自己的政治才華。她繼續太宗的政策，改革內政、

富國強兵，使國力強盛，解除了邊境的外患，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誠如宋慶齡女

士所說：「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時代傑出的的女政治家」，在

她一統天下，權傾一時時，她的魄力及氣概更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就連

政治家毛澤東先生也忍不住讚賞道：「武則天確實是個治國天才，她既有容人之

量，又有識人之智，還有用人之術，你覺得武則天不簡單，我也覺得她不簡單，

簡直就是了不起。」 

 

且不論這些評價是褒亦是貶，不可否認的是，武則天對傳統的挑戰，對命運的抗

爭，對世俗的反叛，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功業，也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不可抹滅的一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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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生平概述 

 

武則天（624年 2月 17日－705年 12月 16日），本名武照（漢語拼音：zhào，是

「照」在則天文字中的寫法），為皇太后臨朝稱制後始改為「武曌」（曌，取其「雙

目當空」之意）。 

 

她為唐高宗則天順聖皇后，又稱為武后、武皇……等。是唐高宗李治（655年—

683年在位）的皇后、唐朝第一位皇太后（683年—690年在位）、武周皇帝（690

年—705年在位），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祖籍在并州文山（今山西省），出生於唐首都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為唐開國

功臣武士彠的第二個女兒，母親為楊氏。武則天從小性格剛直，不習女工，唯喜

愛讀書，故知書達禮，深諳政事。童年時代，曾隨父母遍遊名山大川，閱歷深厚，

培養了她的眼界和才幹。 

 

◎〈636年〉貞觀十年，十四歲入後宮為才人時，唐太宗因其美貌賜名媚，故人

稱「武媚娘」。 

◎〈643年〉貞觀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廢，晉王李治(即為日後的唐高宗)被立。 

◎〈649年〉貞觀二十三年，唐太宗崩殂，唐高宗即位。武則天削髮為尼，入感

業寺。 

◎〈651年〉永徽二年，高宗複召武則天入宮為妃。 

◎〈655年〉永徽五年，繼任皇后。 

◎〈659年〉顯慶四年，武則天捏造罪名，將老臣長孫無忌、韓瑗、來濟等人削

職免官，貶出京師。至此，朝廷中反對派的大臣都被貶或殺，一個不剩。 

◎〈660年〉顯慶五年，高宗患頭風之疾，遂命武則天代理朝政。 

◎〈683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逝，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武則天被尊為皇

太后。 

◎〈684年〉光宅元年，武則天廢唐中宗，立第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武

則天臨朝稱制。同年九月，徐敬業、徐敬猷兄弟聯合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

等，以支持廬陵王(李顯)為號召，舉兵造反。武則天命人率兵前往征討。十一月，

徐敬業兵敗自殺。 

◎〈690年〉天授元年，武則天正式稱帝，廢唐自立，建武周。 

◎〈705年〉神龍元年，武則天身染重病，臥床不起，被迫傳位給太子李顯，尊

號為則天大聖皇帝。同年十一月卒於上陽宮，年八十二。 

◎〈706年〉神龍二年，與高宗合葬乾陵。結束了武則天傳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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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宮 

 

唐朝初年，一位著名的相師─袁天綱，應都督府長史武士彠之邀前往武家替武家

人看相。武士彠抱了一襁褓中的嬰兒讓袁天綱相看。袁天綱端詳了半天才又對他

說到：「這是異人啊！若為女子，必為天下主。」因為這句話，武士彠特別重視

為這嬰孩取名。他想起《論語．泰伯》中的一句話：「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天最大，只有堯能法天。於是，他將這嬰孩取名為─「則天」。 

 

貞觀十一年，武則天奉詔入宮服侍太宗。但是她的深宮生活似乎不是那麼樣的順

遂。貞觀末年，太白星屢次在白晝出現；據說這預示著天子更迭改朝換代的惡兆。

再加上《祕記》中記載著：「唐三代而亡，女王武氏滅唐。」使得太宗心存疑竇，

密召太史令李淳風垂詢此事。當李淳風告知此人已在宮中時，太宗想以大開殺戒

來防止禍變，但被李淳風以「天之所命，人不能違」為由勸止。如此，武則天才

倖免於難。 

 

武則天身為太宗才人，卻沒有為太宗生養子嗣，也沒能得到太宗的寵遇。於是在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駕崩後，武則天與其他未生養子嗣的宮人們一起進了感業

寺。但是早在太宗駕崩前，武則天早已替自己安排了後路，找到了可依靠的人─

太子治。李治為武則天的美貌與多情的目光吸引，也為她的聰明才智而心動。 

 

在永徽元年，高宗李治以行香祈福之名，到感業寺見武則天，卻苦無理由將她接

進宮中。而王皇后在聽說了高宗和武則天的事後，便慫恿高宗將武則天納入宮

中。原來那時因蕭淑妃深受高宗寵愛，王皇后便希望以武則天離間高宗對蕭淑妃

的專寵。於是，永徽五年，武則天重返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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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積極奪權 

 

武則天入宮後被封為昭儀，漸漸取代了蕭淑妃成為高宗的新寵。但是，很顯然的，

她對這一切並未感到滿足。她不甘只做為昭儀，她的目的是入主中宮，取代王皇

后。不久，武則天生了一個女兒，頗受高宗寵愛。她為了爭奪皇后之位，便親手

扼殺了自己的女兒，並嫁禍於王皇后。後來，武則天又向高宗稟報王皇后與她的

母親行邪教巫術，詛咒自己，高宗大為驚怒，又想起小公主的死，就決心要廢王

皇后，改立武則天為后。但，對於廢后之事許多開國元老都持反對之見。而另一

位老臣李勣則對高宗說：「天子冊后唯天子意願為重，毋須為臣下左右。」因此，

永徽六年十月，武則天被冊立為后。  

  

入主中宮後的武則天開始大動干戈，對反對立她為后的大臣展開報復。顯慶四

年，武后與她的心腹許敬宗聯手剪除了她的敵對勢力：長孫無忌、褚逐良、柳奭、

韓瑗等人。許敬宗三度向高宗奏報長孫無忌圖謀造反，高宗哀嘆親臣不忠，剝奪

其封爵采邑，並貶逐黔州。但長孫無忌在第二年就於憂憤交加的心情中自縊而

亡。這是武后的第一場勝利，自此獨攬朝中大權。 

 

顯慶五年後，高宗因苦風眩頭重，目不能視，又因武后心性明敏，智謀達變，處

事皆稱旨，深合高宗心意，於是他索性將國家政事委託於她。後來武則天逐漸自

作主張，把持政權。高宗漸有不滿，起了廢武后之心，命上官儀起草詔書廢武則

天。廢后詔書墨跡還未乾，武后就趕到高宗面前質問此事。高宗生性懦弱，面對

武后的質問，便將一切責任都推給上官儀承擔。上官儀因此遭到滅門之禍。此後，

每當高宗臨朝，武則天必「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與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

宮，黜陟殺生，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群臣朝拜和中外表章奏議，皆把高

宗與武后合稱為「二聖」。高宗成了傀儡皇帝，武則天的政治權力牢牢地鞏固住

了。 

 

上元二年，太子紘突然死去。不久，又立李賢為太子。後來武則天藉口太子賢寵

近男色，私藏鎧甲，將他貶為庶人。弘道元年，高宗駕崩，太子哲即位，是為唐

中宗。中宗即位後，在任用韋玄貞一事上自作主張，被皇太后武則天廢為廬陵王。

又立李旦為睿宗。武則天以太后身份臨朝稱制，使李旦成為名符其實的「影子皇

帝」。睿宗曾三次向太后請求退位，武則天在第三次接受了睿宗的禪讓。 

 

天授元年九月九日，武則天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加冕的女皇，自稱聖神皇帝，建

國號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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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集權政治 

 

武則天在宮中開設學館，招攬儒士，設置北門學士，論學著述，又密奏參決朝政，

以分割宰相權力。武則天也針對時局，提出十二條建議（建言十二事），勸課農

桑，薄賦徭，禁浮巧，省功廢力役，廣言路，杜讒口等，深得高宗讚許。武則天

也主持修撰《姓氏錄》，凡是在當朝得到五品官者都可升為士流，進一步貫徹了

太宗「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級」的精神，擴大了政權的基礎。 

 

武則天一方面大興冤獄，任用酷吏；一方面又放手招官，吸引更多的人為己用。

又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大開告密之門，並設銅匭，專收告密信件。只要告密有功，

就可得到封賞。同時大開科舉，廣選官吏。首創「殿試」，又設「南選」，開武舉，

下詔舉賢，允許自舉。各地舉人全部擢任，給以試官，高者試舍人、給事中，次

者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從此唐朝職官制度中出現了試官和

員外官。雖然武則天任官不甚選擇，但卻嚴格考察，對於不稱職者加以黜免，甚

至刑誅。 

 

武則天統治時期，替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搭起了聯繫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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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武周沒落 

 

聖曆元年，武則天將廬陵王李哲（李顯）迎還，立為太子，又賜姓武氏。試圖將

傳子與傳同姓統一起來。 

 

在此同時，武則天的男寵張昌宗及張易之兩兄弟恃寵作亂、權傾朝野，引起朝中

大臣不滿。武則天的統制由於他倆變得岌岌可危。神龍元年正月二十二日，東宮

太子哲及張柬之等人，趁著武則天臥病不起時發起革命，是為神龍革命。有人一

心想殺了武則天的男寵們；有人則希望能藉此匡復大唐。不論目的為何，這確是

一大好時機。 

 

張柬之等人帶兵進宮逼迫武則天承認了太子親政後，立即誅殺二張的同黨。神龍

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子顯再次登上皇位，是為中宗的第二次登基。武則天被尊

為上皇，於上陽宮內靜養病體。二月四日，朝廷昭告天下，正式恢復大唐國號，

武周政權正式結束。 

 

神龍元年時十一月二十六日，武則天在上陽宮溘然駕崩。她臨終前遺制：「祔廟

歸陵，去帝號，稱則天大聖皇后。」中宗按武則天遺願，與高宗合葬在乾陵，並

在她的墓前立了無字碑，任後人去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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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縱觀武則天的一生，可說是多彩多姿，從偶然入宮到奪取政權，甚至代唐自立、

建立武周，這其中的歷程，是相當艱辛的。況且中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的觀念

根深蒂固，女人想要走仕途，成功名，或是有所作為，都無異於是痴人說夢話。

至於想登峰造極當皇帝，更是驚世駭俗，大逆不道的。因此，她總是被認為是牝

雞司晨的首開惡例，直至近代，才逐漸為人所接受。 

 

但無庸置疑地，一個原本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最後竟然能稱霸天下，其中必定

得使出許多手段來清除異己。為了皇位，她陷害忠良，甚至不惜親手殺害自己的

骨肉……等，在在都顯示出她奪權的渴望及殘暴的一面，也成為後世所詬病的地

方。 

 

但武則天確實是個善於納諫、任人為賢的治國安邦高手。她在位期間，時禮正人，

遵時憲而抑幸臣，聽忠言而誅酷吏並且反對戰爭，主張休養生息，但一旦涉及主

權、國土問題時，也絕不猶豫、果敢用兵。因此，文人郭沫若先生說：「武則天

是政為『開元』，治宏『貞觀』。」此句說明了她上承貞觀，下起開元的功業。 

 

武則天死前，曾立下遺詔：「死後的墓碑，只立碑，不刻字，自己的功過留給後

人評說。」叱吒政壇五十餘年的她，建立了諸多功績，卻在身後留下一片空白，

任憑褒貶。僅此就足以看出，這一介女流的胸懷與度量。 

 

現代是個男女平等、和諧的社會，女人可以在家相夫教子，當然也可以當總統、

做大官。然而，作為婦女平權運動的先驅，一代女皇武則天的智謀與精神，仍然

值得我們從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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