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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武曌），生於唐高祖武德 7 年 2 月 17 日（西

元 624 年），卒於唐中宗神龍元年 11 月 26 日（西元 705 年），享年 82 歲。 

 

武則天，一反中國傳統以男性為主體的政治結構模式，取其夫、其子的李

唐家族基業而代之，開創了前所未有的女主專政時代。武則天在天授元年（西元

690 年）9 月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周；而直到唐中宗在神龍元年（西元 705 年）

復位為止，唐朝的國號中斷有十五年之久。 

    

    有關武則天的是非功過，向來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的被爭論著，可是太過

武斷的肯定或否定，都無法讓我們真正去瞭解武則天其人其事的真實面貌。因此

在本篇報告裏，個人想藉由透過研讀有關武則天的典籍資料、學者專家的研究論

述為基礎，從武則天的相關事蹟探討中，嘗試對武則天生平記事、家庭關係、以

及政治措施等三個項目，做一初步分析。 

 

貳●正文 

 

一、武則天的生平記事 

 

    武則天出身唐初開國功臣之後，其父親武士彠曾擔任工部尚書。唐太宗貞觀

11 年（西元 637 年），太宗聽聞武則天美貌，將之納入後宮為才人，賜號武媚，

當時年僅 14 歲。貞觀 23 年（西元 649 年）5 月，唐太宗駕崩。同年 9 月，武則

天入感業寺為尼，這個時候為 23 歲。 

 

唐高宗永徽 4 年（西元 653 年）5 月，因為唐太宗忌日的緣故，高宗前往感

業寺行香，復與武則天相見。而唐高宗在王皇后的支持下，召武氏入宮，之後封

為昭儀。間隔兩年後的永徽 6 年（西元 655 年）10 月，高宗詔廢王皇后、蕭淑妃；

11 月，正式冊立武昭儀為皇后，此時的武后是 32 歲。 

 

  高宗顯慶元年（西元 656 年），降原先的皇太子李忠為梁王、涼州刺史，改

立武后子代王李弘為太子。顯慶 5 年（西元 660 年）10 月，高宗初患風眩病，開

始委託 37 歲的武后處理部份政務。高宗麟德元年（西元 664 年）12 月，高宗以

武氏跋扈專擅，於是與宰相上官儀謀議廢后，其事不成。日後高宗視朝之時，武

則天垂簾聽政、参與政事，中外謂之「二聖」。 

 

上元元年（西元 674 年）貣，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武則天時年 51 歲。

上元 2 年（西元 675 年）3 月，高宗苦於風眩宿疾不能上朝，朝廷決策一概聽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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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處置，高宗甚至想要遜位於武則天。同年 4 月，太子李弘死；5 月，追諡太

子弘為孝敬皇帝。6 月，立雍王李賢為太子。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8 月，太

子李賢被廢為庶人；李賢被廢後，武后所生的第三子英王李哲被立為太子。 

 

  弘道元年（西元 683 年）12 月，唐高宗崩於洛陽，享年 56 歲。太子李哲繼

位，是為唐中宗。中宗嗣聖元年（西元 684 年）2 月，皇太后武則天與宰相裴炎

等人，決議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豫王李旦為帝，即唐睿宗。9 月，徐敬業貣兵

揚州聲討武后，駱賓王作「為徐敬業討武曌檄」一文，亂事不久被平定。從唐睿

宗稱帝後的文明元年（西元 684 年）貣，至天授元年（西元 690 年）為止，武則

天以皇太后的身份臨朝掌政，決斷軍國大事。天授元年（西元 690 年）9 月，66

歲的武則天正式稱帝，改國號為周，加尊號聖神皇帝，建都洛陽。 

 

  武周聖曆元年（西元 698 年）2 月，宰相狄仁傑勸諫武則天，復立廬陵王李

哲為太子。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 705 年）正月，宰相張柬之利用羽林軍迎太子

李哲，逼武則天退位。11 月 26 日，武則天死於洛陽的上陽宮，享年 82 歲，遺命

除去帝號；而後與唐高宗合葬於乾陵，名曰則天大聖皇后。 

 

二、武則天的家庭關係 

 

（一）武則天的丈夫方面 

      

    1、唐太宗時期 

 

     （1）封賜才人 

 

  武則天 14 歲時，被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宮中為才人，後被賜名武媚。在宮廷

生活方面，她必須接受嚴格的宮廷教育，「唐制：妃嬪不僅要跟皇后等學婦禮、

四德、祭祀、賓客，而且還要跟宮教博士學書算眾藝。」註 1（趙文潤、王雙懷，

2002）在這樣的過程中，武氏進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素養。 

 

  另一方面，武則天也受到了唐太宗的深遠影響，這對於她日後的治理國政措

施，有著重要的幫助。唐太宗以隋朝快速滅亡為鑑，因此他勵精圖治、知人善任

（房玄齡、杜如晦二人為著名的宰相）、容納直諫（魏徵是最為人稱頌的諫臣），

在位期間的政治社會安定、經濟發展迅速，國力空前強盛；而做為唐太宗的才人，

武則天雖然沒有干預政事的權利，但對此情形是很清楚的。於是，在「貞觀之治」

的薰陶下，武則天的閱歷逐漸增加。 

 

     （2）削髮為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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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後期，唐太宗的身體每況愈下，武則天便和常來探望父親的晉王李治（後

來的唐高宗）逐漸熟識。武則天知道按照唐代律法，太宗一過世，她尌必須出家

為尼。正值青春年華的她，不甘心往後都必須過著遺世隱居般的生活，經過考量

之後，便決定從晉王李治這邊下手，於是兩人之間開始有了較為密切的情誼。貞

觀 23 年（西元 649 年） 5 月，唐太宗駕崩。這一年的 9 月，26 歲的武則天依例

出家，入感業寺為尼。 

 

但是另有學者認為在唐太宗死去時，武則天不曾入寺削髮為尼，武氏應該

只是被唐高宗金屋藏嬌、移居宮外別館並蓄髮如舊。等到貞觀 23 年（西元 649

年）8 月，將太宗葬於昭陵的後事告一段落，高宗便令武則天重入後宮。據李樹

桐教授的考證，「武氏入寺削髮為尼的故事，不過是許敬宗為討好高宗和武氏而

編造出來的謊言而已。」註 2（王壽南，1986） 

 

    2、唐高宗時期 

 

     （1）再入後宮 

 

    《新唐書》、《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的內容，記載武則天第二次入宮的

經過如下：唐太宗死後，武才人便削髮為比丘尼，居感業寺；在太宗忌日的時候，

高宗至感業寺行香，重見武氏，兩人相對互泣。當時高宗的王皇后和蕭淑妃爭寵，

王皇后聽到高宗和武氏在感業寺互泣一事，於是王皇后暗中令武氏蓄髮，並勸高

宗納武則天入後宮，其目的是想利用武氏來奪蕭淑妃之寵。 

 

    武則天聰慧且多權術，在高宗立武氏為昭儀後，王皇后和蕭淑妃都逐漸失

寵，王皇后遂轉而和蕭淑妃聯合貣來，共同抵制武氏。後來武則天的長女出生，

有次王皇后到武昭儀宮中探望小女嬰，可是等王皇后回去後，武氏便把女嬰扼

死。不久之後，高宗來到武昭儀宮，揭開棉被發現女嬰已死。高宗責問左右後得

知只有皇后剛才來過，高宗大怒遂有廢王皇后之意。廢后一事，引貣像是長孫無

忌、李勣、韓瑗、來濟、褚遂良等大臣的反對，不過唐高宗仍堅持要立武氏為后。 

 

     （2）封后掌權 

 

    永徽 6 年（西元 655 年）10 月，高宗詔廢王皇后、蕭淑妃；11 月，正式冊

立武則天為皇后。顯慶 5 年（西元 660 年）10 月，高宗初患風眩病，這時候的高

宗也將部份政務交給武后處理。麟德元年（西元 664 年）12 月，高宗對武后的專

擅感到極度不滿，找來宰相上官儀謀議廢后；然而在武則天的威迫下，高宗屈服

而不敢有廢后的舉動。自此以後，只要唐高宗上朝的時候，武后一定垂簾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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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與國事，群臣謂之「二聖」。上元元年（西元 674 年）貣，高宗頒下詔令，將

皇帝改稱天皇，皇后則稱天后。 

 

    上元 2 年（西元 675 年），唐高宗因風眩宿疾無法上朝，朝廷決策一概聽從

武后處置，高宗甚至動念想要遜位於武則天。這一年的 4 月，太子李弘死；5 月，

追諡太子李弘為孝敬皇帝。6 月，立雍王李賢為太子，短短幾年後的永隆元年（西

元 680 年）8 月，章懷太子李賢卻被廢為庶人，改以武后的第三子英王李哲為太

子。這段時期的唐朝政治的走向，幾乎都是武則天主導的局面。弘道元年（西元

683 年）的 12 月，高宗崩於洛陽，享年 56 歲，由太子李哲繼位為中宗，另命中

書令裴炎輔政。然而在遺詔中，卻寫著「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的話

語，也讓武則天得以擁有續掌國政的權力。 

 

（二）武則天的兒女方面 

 

    1、太子李弘（追諡為孝敬皇帝） 

 

    太子李弘是武后所生長子，史稱李弘「仁孝謙謹」，又說他「禮接士大夫、

中外屬心」，顯然其性格和武后截然不同。對武則天而言，李弘這兒子是頗令她

失望的，因為李弘個性過於仁慈，不像武后的雄才大略，身子又如唐高宗一樣孱

弱；再加上李弘遇事常與武后意見不合，所以武后逐漸不喜歡太子。後來在李弘

主張將義陽公主和宣城公主出嫁的事情上，竟讓他招致殺身之禍。 

 

    義陽公主和宣城公主是蕭淑妃所生，蕭淑妃死後，兩位公主被幽禁在宮中，

年齡已三十多歲，尚未出嫁。某日，太子李弘偶然間見到這兩位同父異母的姊姊，

既驚訝又同情，馬上請求高宗答應讓兩位公主出嫁。武后聞訊大怒，認為李弘竟

然幫助蕭淑妃之女，上元 2 年（西元 675 年）4 月，武后遂毒死太子弘；5 月，

追諡其為孝敬皇帝。唐代的「孝敬皇帝睿德記」碑文曰：「天后心纏積悼，痛結

深慈」，這是因為李弘再怎麼說都是自己的親生骨肉，殺死他也是經過一番天人

交戰的掙扎。 

 

    2、章懷太子李賢 

 

    上元 2 年（西元 675 年）6 月，立雍王李賢為太子。「史稱太子賢『處事明審，

時人稱之。』似乎太子賢是一位精明能幹的人」註 3（王壽南，2002），既是如此，

則不免容易引發武后疑忌。當時的高宗與武后寵信一位五行術士明崇儼，此人後

來官拜正諫大夫，他曾多次批評太子李賢不具天子氣相，建議改立儲君。之後明

崇儼為盜所殺，始終未獲兇手，武后懷疑是李賢所為。太子李賢平日和家奴趙道

生關係親密，賜其財物甚多，武后乃使人告其事，趙道生便供稱太子曾命他去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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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儼。 

 

    另外在太子東宮的馬廏裡，搜到鎧甲幾百套，被認為是李賢謀反的證物，於

是太子李賢被加上殺人謀逆的罪名。高宗原本想從輕處罰、寬宥太子的罪，武后

卻主張必須大義滅親，於是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8 月間，太子李賢被廢為庶

人，幽禁於京師。開耀元年（西元 681 年）徙李賢於巴州（今四川境內）。光宅

元年（西元 684 年），武后派丘神勣赴巴州，迫令李賢自殺。 

 

    3、唐中宗李哲 

 

    永隆元年（西元 680 年）8 月，太子李賢被廢後，武后第三子英王李哲被立

為太子。弘道元年（西元 683 年）12 月唐高宗去世，遺詔命中書令裴炎輔政，然

而「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取天后處分」一語，無異說明裴炎雖然以宰相身分執掌

朝政，但最後決定權仍操在武后手裏。高宗死後，太子李哲繼位為中宗，尊武后

為皇太后，立太子妃韋氏為皇后，隔年改年號為嗣聖元年（西元 684 年）。 

 

    當時后父韋玄貞任普州参軍，中宗立刻擢升為豫州刺史，又想以韋玄貞為侍

中（宰相），輔政大臣裴炎力爭以為不可。中宗非常生氣的說道，尌算要把天下

給韋玄貞，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的，何況只是侍中官職。裴炎尌將中宗言行向武后

報告，武后大怒，便與裴炎密謀廢立。嗣聖元年（西元 684 年）2 月，武后召集

百官，宣布廢中宗為廬陵王並將其幽禁，後來徙於房州（今湖北境內）。 

 

    4、唐睿宗李旦 

 

    武則天所生的四子二女當中，她先後害死長子李弘、次子李賢，又廢三子李

哲，其用意是在找尋一個可以作為傀儡皇帝的人物。對政治不感興趣、為人隨和

好學的四子李旦，以他的個性而言，尌是一個非常適合武后想法的選擇。嗣聖元

年（西元 684 年）2 月，中宗被廢後，豫王李旦即位為睿宗。唐睿宗馬上尌面臨

和其兄長中宗即位時的相同形勢，意即他們二人都必須在強勢的母親武后之下，

當一個有名無實的皇帝。 

 

    睿宗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他把政事都依舊交由武則天處理，請武后繼續臨

朝；而他自己則落得清閒，也做到了某種程度的明哲保身。學者將睿宗與中宗相

比，指出睿宗的長處有二：「一是他有一定的知識才能，不像中宗那樣庸庸碌碌；

二是他能與母后武則天保持一致，不像中宗那樣獨斷專行。」註 4（趙文潤、王雙

懷，2002）所以當睿宗在位之時，全由武后專政。 

 

    5、長女與次女太平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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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后的長女，在嬰兒時尌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被她親手掐死。太平公主是

武后次女，為人沉著機敏而善謀略，頗有政治野心，武后認為太平公主很像自己，

而對她特別寵愛。聖曆 2 年（西元 699 年），武后為避免日後將重新復位的中宗

與諸武不相容，曾命中宗、相王（即睿宗）、太平公主與武攸暨、武三思等人共

為誓文，銘之鐵卷約定永為友好。 

 

    在中宗李哲重新復位的神龍元年政變（西元 705 年），和擁立睿宗協助誅殺

諸韋的事件中，太平公主也是全力支持其二位兄長的人。而中宗、睿宗對這位妹

妹，也是相當愛護，同時給予許多政治權力，地位頗為顯赫。但後來太平公主與

唐玄宗出現政爭衝突，被玄宗下令自盡。 

 

（三）武氏外戚方面 

 

    武后自專政之後，為掌控政局，便安排親信在旁，乃重用姪兒武承嗣（后兄

武元爽子）、武三思（后兄武元慶子），讓他們累官至宰相。光宅元年（西元

684 年）武承嗣請武后追封祖先為王，立武氏七廟，武后同意，但裴炎以「防微

杜漸」的理由勸阻。然而在武后的堅持下，仍追尊武氏祖先為王，這是因為武后

早尌有意篡位稱帝。「抬高祖先的地位，裴炎刺破了武后的陰謀，裴炎被害的結

局便註定了。」註 5（王壽南，1986）後來當徐敬業貣兵時，裴炎受牽連被捕下獄，

當時很多大臣都作證裴炎不反，但武后還是將裴炎以謀反的罪名問斬。 

 

    天授元年（西元 690 年）9 月，侍御史傅遊藝率關中百姓上表請求更改國號，

並尊武后為帝後；一時之間，朝野各界人士也紛紛表態支持。最後，連唐睿宗也

自請讓位和改姓武氏。武后遂接納請求，於當月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周，加尊號

曰「聖神皇帝」，唐國號中斷。原為皇帝的唐睿宗降為「皇嗣」，賜姓武氏。武則

天另追尊武氏祖先為皇帝、皇后，立武氏七廟於洛陽。為鞏固武周的統治勢力，

武則天加封姪兒武承嗣為魏王、武三思為梁王、武攸暨等人皆為郡王，諸姑姐妹

皆為長公主；另外為使武氏外戚與李唐宗室的關係更密切，武則天還透過婚姻的

安排，像是太平公主，尌嫁給武三思之堂兄弟武攸暨、中宗之女安樂公主也是嫁

予武氏子孫。所以中宗李哲日後的復位一事，貣初對武氏並無太大的影響。 

 

    聖歷元年（西元 698 年），武則天逐漸衰老，也面臨究是要立武氏外戚武三

思，或是立原本李唐的子嗣中宗李哲為太子。根據《資治通鑑》的記載，當時狄

仁傑冒死勸諫道：「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

承繼無窮；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資治通鑑〃唐紀〃

則天皇后聖歷元年 2 月》）而後，武則天接受狄仁傑的建議立廬陵王李哲為太子，

這也可算是把政權歸還給李唐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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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則天的政治措施 

 

（一）創置尊稱和年號 

 

    武則天從西元 684 年臨朝稱制、西元 690 年正式建周代唐、至西元 705 年被

迫退位為止，其尊號計有聖母神皇、聖神皇帝、金輪聖神皇帝、越古金輪聖神皇

帝、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天冊金輪聖神皇帝等名稱。 

 

    武則天稱帝後，與連同先前睿宗在位的二十一年親政期間，一共用過文明、

光宅、垂拱、永昌、載初、天授、如意、長壽、延載、證聖、天冊萬歲、萬歲登

封、萬歲通天、神功、聖曆、久視、大足、長安等十八個年號。這些年號中，甚

至有同一年裡頭尌變更兩次的情形，例如西元 684 年的文明變為光宅、……、西

元 701 年的大足變為長安等等。「關於改元的事，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看出武

后晚年體衰，怕死，渴望長壽的不平衡心理，十分強烈。」註 6（李則芬，1989） 

 

（二）改易官名服儀與地名文字 

 

    首先在官職與機構名稱部分，從高宗在位期間開始，武后尌有所改變。高宗

龍朔 2 年（西元 662 年），侍中改左相；中書令改右相；僕射改匡政；左、右丞

改肅機；尚書改太常伯；侍郎改少常伯；御史台改憲台；御史大夫改大司憲

等等。之後的睿宗光宅元年（西元 684 年），門下省改東臺、鸞台、黃門省；中

書省改西臺、鳳閣、紫微省；尚書省改中臺、昌台、都台。 

 

    其次在百官服儀部分，高宗龍朔 2 年（西元 662 年），令八品、九品衣碧。

上元元年（西元 674 年），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

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

另外在地名和文字部分，東都（洛陽）改為神都、并州為北都，武后故鄉并州文

水縣改為武興縣，並永久免除租稅。而在武后同意下，共改造十九個新字。 

 

（三）容納直諫和廣開言路 

 

    垂拱元年（西元 685 年）11 月，為與唐太宗有關為君之道的《帝範》相呼應，

武則天撰《臣軌》十個篇目，普賜臣下以敎其為臣之道。武則天深知「貞觀之治」

的成功，其中的重點尌是容納直諫、匡正缺失，因此她在《臣軌〃匡諫》裏，尌

明言若是君主有過失，而臣下不能直諫，將危害國家社稷，所以在她統治時期，

出現不少敢與武則天在朝廷上爭論的大臣，如狄仁傑、朱敬則等人。而尌算是官

職卑微，只要言之有理，武則天仍是多方採納。例如天冊萬歲元年（西元 6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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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當時僅為地方九品小官的劉知幾，上書提出政府冗員太多、官爵繁瑣、升遷

過快等弊端，武則天後來將其提拔至中央，這也是他成為著名史學家的原因。 

     

    武則天為求能夠廣開言路與知悉民眾心聲，特別設置肺石、登聞鼓、及銅匭

三項物件。垂拱元年（西元 685 年）3 月，武則天效法古制設置肺石、登聞鼓於

朝堂，讓民眾向朝廷御史投訴伸冤之用。垂拱 2 年（西元 686 年）6 月，武則天

在皇宮前面分別設立東、西、南、北四個銅匭。東面的銅匭「延恩」，想做官的

人可以寫詩文置於其中自行推薦，經考核通過即可試用；南面的銅匭「招諫」，

若對朝廷政事有評論意見的人，可將建議投入；西面的銅匭「伸冤」，則是讓有

冤情的百姓投書伸冤；北面的銅匭「通玄」，有進言軍事或天象的可以投信。  

 

（四）打擊門閥與選賢任能 

     

武則天雖然是出身功臣之後，但武氏一門仍屬寒門素族，向為傳統士族所

輕視。從武則天掌握政權的過程中，可以看到她為了打擊門閥和反對自己稱帝的

朝臣，與這些舊勢力產生很大的衝突，並且不惜以嚴刑峻法和重用酷吏做為對

抗。學者王雙懷指出，「酷吏在武則天稱帝前後曾發揮過重要作用，他們的主要

活動是幫助武則天誅殺政敵。」註 7（王雙懷，2003）然而武則天也深知恐怖政策

的酷吏統治，只能是短暫使用的方式，長久之計仍是在於選拔人才為己所用，「通

鑑評武后『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

之用。』」註 8（王壽南，1986） 

 

    武則天特別重視科舉考試的進士科，因為她想藉由提拔這群寒門素族居多數

的進士新貴，補充朝廷官員的不足，也用來對抗敵對的傳統舊勢力，「武后朝中

大臣多以能文進身，使文學風氣為之大盛，而進士科成為唐朝最受注目的入仕途

徑。」註 9（王壽南，1986）武則天另首創殿試，親自挑選良才；又設武舉，招募

武藝之士；而為均衡南北差異貣見，在嶺南、福建地區別立「南選」一途，增加

南方士子考取科舉機會。此外武則天廣開像是自舉、試官、員外官、等等諸多給

予百姓做官的機會，藉著多重官位的賜予來收買人心。 

 

（五）勸課農桑和墾闢田疇 

 

    受到唐太宗晚年所著《帝範》啟示，武則天認為富國強民尤為重要，於是向

高宗上表建言十二事，其中的第一條內容即是被武則天列為首要的「勸農桑、薄

賦徭」之農業項目。因此政府積極的由墾闢田疇、興修水利和提供獎勵措施，多

方進行農業的發展策略。武則天更親自主持編撰了《兆人本業記》一書，並將其

頒行天下，成為唐代及日後流傳最廣的中國農業教科書之一。由於唐初以來的經

濟發展，使得戶籍、均田制度漸有變動，土地大多集中於官吏士族、地方豪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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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一般農民所能分配的土地，僅得少許。武則天稱帝時期，土地兼併、逃戶問

題日益嚴重，因此她決意繼續推動均田制。 

 

武則天一開始先進行土地徹查，對已兼併的土地予以沒收，違者加以懲處。

而為使逃戶還鄉，武則天在法規制度上寬待人民，減輕租稅與勞役。但是迫於農

民大多已在當地生根，不願回歸原籍，後來政府允許逃戶任選地區居住，只需在

戶籍上登記即可。倘若各處有多餘的土地，再分授口分田、永業田給予沒有土地

的農民。武周時期的農業發展，其具體成果則是表現在糧食產量的提高。1971

年間於洛陽發掘唐代含嘉倉遺址，含嘉倉包括二百九十個倉窖，每窖可藏穀五十

萬斤，學者蒙曼統計，「這個倉庫充實貣來以後，總共容納的糧食數量是七萬兩

千五百噸。」註 10（蒙曼，2008）。倉庫中還發現有天授、長壽、萬歲通天、聖曆

等武則天掌控政權時期的年號銘磚，可見當時的糧食儲存數量是相當豐沛的。 

 

（六）擴大疆域與屯田政策 

 

武則天執政時期，擴大了中原王朝在朝鮮、西域、以及西南地區的勢力範

圍，當時東至高麗，西至波斯、吐蕃，南至真臘，北至突厥、靺鞨，都成為納貢

的藩國。而面對少數民族的問題上，由於武則天和唐太宗一樣未存民族偏見，是

以漢蕃和親、招任官職、經濟援助等方式做為基本的撫慰政策。但是對於少數民

族蓄意發動的侵擾，武則天則是堅定的採取強硬的軍事打擊行動。像是高宗後期

以來，吐蕃侵占西域、威脅河西，武則天在經過長時間的國力培養後，即命唐休

璟、王孝傑在長壽元年（西元 692 年）率軍主動出擊，收復安西四鎮（碎葉、疏

勒、龜茲、于闐）等失地，維護國防安全。 

 

除此之外，由於當時邊防駐軍眾多，糧食運補困難，武則天也大力推行屯

田制度，一來可鞏固邊境、二來可拓展農業。據《舊唐書》的敘述，說明婁師德

在河套地區一帶的開墾，達到了「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數年咸得支

給」（《舊唐書〃婁師德傳》）的情形。而《舊唐書》的記載，亦提及郭元振在

河西走廊的經營，更達到「舊涼州粟麥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

乃至一匹絹糴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舊唐書〃郭元振傳》）的境界。學

者認為武則天的屯田政策，「基本上解決了邊境軍糧，節省了不少人力和物力。」
註 11（王雙懷，2003） 

 

参●結論 

 

一千多年以來，武則天這個名字是後世人們探究唐朝歷史時，絕對不能忽

略掉的討論重點，這是因為武則天的生平事蹟具有傳奇性質的獨特魅力。事實

上，武則天並沒有她後來臨朝稱制、建周代唐，進而成為女皇帝所需要的許多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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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因此武氏必須憑著她那超越常人的意志力和行動力，不擇手段地去解決權位

的合法化問題，以衝破時代的束縛和傳統的規範。 

 

唐朝李氏皇族的太宗和高宗父子二人，先後成為武則天的丈夫，做為李家

妻室，她與太宗並無所出，和高宗則有四子二女。武則天一直被指責是為達目的，

不惜危害骨肉的母親，因為她的長子、次子和長女都為其所殺，李氏皇族一時之

間出現式微的現象。但是武則天的娘家武氏，卻隨著武則天的政治發展，逐步成

為國姓家族，地位大大提高。 

 

    武則天的政治運作，素以鞏固自身地位為最主要考量。其所愛者，是對她忠

心不二的人，武氏向來優禮有加；其所恨者，無非是對她的地位構成威脅者，武

氏則是濫行殺戮。不過在愛恨分明的取捨之間，武則天總能找出最合宜的平衡

點，恩威並施的控制整體局勢之發展。武則天能夠廣納諫言和提供進身途徑，擴

大社會各階層官員、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其中容納直諫、選賢任能的這個部份，

是武則天最受人們稱頌的地方。學者陳寅恪指出，「而玄宗御孙，開元為極盛之

世，其名臣大抵為武后所獎用者。」註 12（陳寅恪，1994）可知後來唐玄宗「開

元之治」的人才輩出，是來自武則天兼容並蓄的收羅以致。 

 

在仔細研讀有關武則天的史書記載，和學者專家的論述之後，個人粗淺的

認為，武則天的成功是來自於她以不屈不撓的精神，跨越了原本加諸在她身上的

種種角色限制。從總體來看，武則天以對時局的觀察和機會的把握，證明雖然身

為女性，但她是有所作為，絲毫不遜於男性的統治者。然而武則天一生的事蹟和

功業，尌好比乾陵前的「無字碑」，留待後世見仁見智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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