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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傳 

 

壹●前言 

武則天是女人中的異類。很難拿她與某些著名的女人相比，有一點像精力旺盛的英國伊麗

莎白女王，也有點像法國亨利二世國王的皇后凱薩琳˙德˙梅迪奇的殘忍無情。針對一位兼具

犯罪行為與高超智慧的獨特人物做研究，武則天的野心已經到真正瘋狂的境地，但她的手段則

冷靜、精準，而且神智明顯的清楚。 

基於上兩點，此報告藉由「武則天傳」之閱讀來探討武則天的功與過，其內容包括武氏的

功、武氏的過，及思索她運用政治手段的的對或錯，及結論。 

 

貳●正文 

一、武則天的功績 

有兩派學者持有不同意見。一派說武則天的執政使得唐代倒退，另一派卻說她的執政期是一個

重要的交接點，要是沒有她的話就不可能有開元之治。我認為後者是較有道理的。 

01.政治方面 

A.唯才是用 

武則天道：世間難得一奇才。古之明君都是惜才如金的。太宗皇帝就是這樣。他用人不論

門第、不私親戚、不計仇怨，因此，人才歸之如流水，大唐事業得興旺發達。(註一)唐代的一

班名臣如狄仁傑婁師德、姚崇、宋璟、張說等人都是由武則天選拔出來的。 

a.有一次武則天要求宰相們推薦可以任員外郎之職的人。韋嗣立推薦岑義，但說：「只是

他的伯父岑長青犯過大罪被殺，恐薦用不妥。」，武則天說：「他只要有才幹就用，與他伯父 

犯過罪有什麼關係呢？」，遂封岑義為員外郎。(註二) 

b.張諫之曾發動政變推翻武則天，但她卻認為張諫之為有才能之士並加以重用之。 

B.首創殿試 

武則天首創殿試先例，於東都洛城殿前舉行規模宏大的考試。眾多的貢生從全國紛紛應召

前來，並由武則天親自面試。考察的內容十分充足且廣泛，從最死硬的經書，到國策的看法。

還有個人的操品、外貌儀態皆須接受檢視，最後任命官職。這是一次很不一樣的考試，跳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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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版的創新考試形式。 

C.創立自舉制度 

所謂的「自舉」制度，即毛遂自薦、自己申請為官。有一個叫延恩的銅匭即是為此專門開

設的。工商、農人、雜類皆可自薦授官。數次下求賢詔命各級官吏舉薦能人。唐太宗在貞觀年

間本有打算令人毛遂自薦，但宰相魏徵卻持有反對意見。唐太宗聽了魏徵的諫言便取消了。武

則天大膽的令人自薦，可見其不凡的膽識與氣度。 

D. 創設武舉，選拔軍事人才。(註三)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設立招收武官的「武舉」制度的皇帝即為武則天。武舉的科考內容為七

科，分別為射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才貌、言語及舉重，及格者即被選用。取用者跟進士

一樣皆舉行慶禮後分發至兵部。 

E.發展制科 

武則天所推行的科舉改革有些一直採用到清朝晚期。所謂制科就是應皇帝的臨時需要而設

的各目均按照皇帝的只意所選定(註四)，如賢良正科、下筆萬言科、博學宏辭科等。經此試後

毋需在經過吏部考試即可以任官。進士科科舉則年年舉行，縮短經科舉到任用的週期使得大量

的知識份子進入宮吏之列從中選材。在貞觀年間被錄取的進士為二百零五人而再武則天主政的

五十年中錄取人數多達一千餘人，平均每年比貞觀年增多一倍。人才大量的被擢用奠定治國基

礎。 

武則天十分注意對官吏的任免。她不僅非常注重官吏的培養和選拔，而且非常注重官吏的

考核和升降。她曾經撰寫過一本專門講述為臣之道的書，叫做《臣軌》，賜給各級官吏，讓他

們認真學習。(註五) 

02.社會方面 

相較於其他的皇帝，武則天比較善於處理階級矛盾和民族關係。在武則天當政的五十年間，

除了有過徐敬業等人的叛亂和少數民族貴族的幾次侵擾外，社會算是相當安定的、穩定的。 

03.經濟方面 

剛從隋末走出來的初唐全國的人口只有300多萬戶(註六)。到了神龍元年卻多達615萬戶(註

七)。武則天在農業上的主張有「勸農桑，薄賦徭」(註八)並繼續的推行均田制，並把勸課農桑、

開墾土地和安扶百姓作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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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文化方面 

武則天主持編定了世界第一部國家藥典、國家農書、大百科全書。於舊唐書則天本紀記載

他主辭編撰了《古今內範》、《玄覽》、《青宮紀要》、《少陽正範》、《維誠典訓》、《鳳

樓新誡》、《孝子烈女傳》、《內範要略》、《樂書要錄》、《百僚新誡》、《臣軌》、《垂

拱格》、《三教珠英》。雖然有些作品並未流傳下來，但是武則天確實有文化上的貢獻。她統

治的期間，文化得以振興。歷史上記載道，武則天能詩善文，並且十分的重視學術文化的發展，

在哲學宗教藝術等方面都有新氣象。 

二、武則天的過失 

01. 寵愛群小 

武則天寵信張易之、張宗昌，並且放任武氏親族集團。到了晚期朝政混濁。 

02. 任用酷吏 

在謀取政權時任用酷吏打擊反對者，濫殺無辜，許多人遭蒙冤枉。 

03. 告密成風 

未正式稱帝前武則天鼓勵告密，使得許多官員遭誣賴。社會風氣漸漸有萎靡的現象。稱帝

後武則天不再鼓勵告密，並重用正直的官員審查被誣賴的冤案。 

 

三、運用政治手段的對錯？ 

武則天運用的手段是殘酷的、無情的、陰險的，這是許多貶低她的批評之一小部分。不過

其中有部分都是些污衊之辭罷了。唐太宗於西元六二六年六月四日的清晨，以李建成、李元吉

意圖作亂，予以誅之為由，血刄其手足於玄武門內。唐太宗同樣是利用了殘酷的手段登上了皇

帝寶座，卻能因為後來的精勵圖治而被讚賞為聖賢英名的帝王。相反的，武則天的「殘暴」在

一部份人眼中是無法為她的功績所抵除的。最初提出武則天「殘暴」的說法是駱賓王在他所著

的《代徐敬業傳檄天下文》中所聞的，他舉出了罪狀但卻沒有真實的憑據。由政治的角度看來，

就武則天運用手段得取李氏天下跟李世民誅殺手足沒太大差別。只能說事實上政治本身就是嚴

酷的！手段的運用確實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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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武則天是一位剛腹自用、野心勃勃，又聰明絕頂的女人。她做了全中國，或全世界的女人

從未做過的事，她那藉以執政達半世紀之久的驚人政治手腕，已因她的風流韻事和晚年的荒淫

敗德，而黯然失色，她在中國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但仔細想想，她那些所謂荒淫敗德的事，是在父權社會下所產生的，她的風流韻事，大部

分皇帝都做過不是嗎？那為什麼皇帝們就不算是荒淫敗德呢？這實在是不公平啊！ 

 

肆●引註資料 

註一、http://www.epochtimes.com/b5/1/10/10/c6506.htm武則天的知人與納諫 

註二、同上 

註三、《女人天下的大謀略家 武則天》p.342。黃晨淳編著。好讀出版。 

註四、《大周皇帝武媚娘 叱吒風雲五十年》p.159。王志剛著。文圓國際出版。 

註五、《全唐文》卷95。〈臣軌序〉 

註六、《新唐書》卷51。〈食貨志〉 

註七、《唐會要》卷84〈戶口數〉 

註八、《新唐書》卷 76。〈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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