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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武则天其人其文

苏 者 聪

翻开新旧唐书
,

对武则天的评价是极不公平的
,

唐时的一些文章亦复如几
。

它们用了最

恶毒的字眼诅咒她
,

贬斥她
,

嘲讽她
,

把她比做姐 己
、

褒似
,

说她是
“

牛匕鸡司 晨
” 、 ` ’

奸 人拓

妇
” 、 “

肆行不义
” 、 ` ’

贻祸邦家
” 。

骆宾王在《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中更是骂她为
“

妖孽
” , “

尴

服为心
,

豺狼成性
,

近押邪僻
,

残害忠 良
。 ” 《 旧唐书

·

玄宗纪 》 曰
: “

自武后移国三十余年
,

朝

廷罕有正人
,

附丽无非阴辈
。

……朋 比成风
,

廉耻都尽
。 ” 《新唐书

·

则天皇后纪 》 曰
: “

武后之

恶
,

不及于大戮
,

所谓幸免者也
。 ”
《通鉴纲 目》更是对武氏大如挞伐

,

胡致堂列举了她九大罪

状
。

这就是说武氏罪恶滔天
,

罪不容诛 了
。

究竟如何看待武则天 ? 我们不持传统偏见
,

不因袭 旧说
,

而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实事

求是地评价她的一生
。

武则天 ( 62 4一 7 0 5)
,

名矍
,

并州文水 (今 山西文水 )人
,

出身木材商家庭
,

父武士推随唐

高祖起兵反随
,

大有功于国
,

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
,

后任荆州都督
。

武九岁时
,

父死于荆州

任上
。

武氏貌美多才
,

机敏能诗
。

贞观十年长孙皇后死
,

翌年
,

唐太宗闻其有色
,

召入宫
,

立为才人 (妃殡称 号
,

最低级内官
.

为管皇帝食宿等事的侍妾 )
,

时年 十四岁
,

因长得妩媚动

人
,

赐 号武媚
。

武氏离娘家时
,

其母杨氏
“

愉泣与诀
” ,

而
“

后独 自如
” ,

曰
: “

见天 子 庸 知 非

福
,

何 儿女悲乎 ? ” ①可见其思想早熟
,

自小即 与众不 同
。

武初入宫
,

涉世未深
,

却显示了非凡的胆识
。

唐太宗有匹骏马叫狮子聪
,

非常暴烈
,

没

人能制服它
,

武氏对太宗说
: “

妾能制之
,

然须三物
,

一铁鞭
、

二铁挝
、

三 匕首
。

铁鞭击之不

服
,

则以挝挝其首
,

又不服
,

则以 匕首断其喉
。 ”

② 唐太宗很称赞她的气概
。

武则天善书法
,

尤善行书
,

得笔于晋王导
,

她所撰《升仙太子碑》
,

效法太宗《晋祠铭 》
,

笔法柔和圆俊
,

独具

武氏风格
。

《宣和书谱》赞她
“

有丈夫气
” 。

但武 氏入宫十三年
,

唐太宗死 武入感业寺为尼
。

高宗

李治曾为太 子侍太宗时
, “

见才人武氏 l加悦之
”

。

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相爱关系
。

高宗某 日行

香至感业寺
,

见武 氏
.

勾引起彼此对昔 日的旧情
, “

武氏见高宗黯然而泣
,

高宗亦 泣
。 ” ③ 当

时 王皇后正嫉 肖淑妃得宠
,

得知高宗正恋武氏
.

便阴今武氏蓄发
,

劝高宗纳之后宫 借以离

间淑妃
、

武氏因此得以 再度进宫
, “

卑辞屈体
”

侍奉王皇后
,

得其信任 王氏多次在高宗前称

赞武氏
,

末几
,

大得高宗宠幸
,

拜为昭仪 (昭仪为正二品
,

入九缤之列
,

比才人高两等 )
。

武

氏实际成了后妃争宠的工 具
,

她开初是被动的被利用
,

后来
,

当她剪除了淑妃
,

得皇帝皇后

信任
,

取得了某些权势和地位后 她变被动为主动
,

便设谋争夺皇后的凤冠
,

用计扼杀亲生

女以嫁祸于王皇后及其同党 从而独得高宗的宠信
,

后来又 因她生了 儿子
,

高宗于永徽六年

(公元 6 5 5 ) 废王皇后
,

之武氏为正宫皇后
。

加之 高宗 自显庆 (末年为公元 6 6 1 ) 后多苦风疾
,

“

风眩头重
,

目不能视
” ,

百司表奏
,

皆委 天后详决
, `·

天下大权
,

悉归 中宫
。

默陆杀生
,

决于



其 口 ” ,

天子只有
“

拱手而 已
” 。

此后武氏内辅国政二十余年
,

威势 与高宗无异
,

时人称 高 宗

为天皇
,

武后为天后
,

谓之
“

二圣
”

④
。

高宗不愿让武氏做皇帝
,

曾想禅位于 长
一

子李弘
,

武 氏

获知
,

即用毒酒将其害死
。

于是次 子李贤被立为太 子
,

后又被武氏废为庶人
,

弘道
一

元年 ( 公

元 6 8 3 ) 高米 明
,

第三 子显 (中宗 ) 继位
.

武氏称皇太后
,

临朝称制
。

但旋又废中宗 为庐 陵 1 :
,

立第四 户且 (睿宗 ) 为皇帝
。

不久自称皇帝
,

改国号日 周
,

在位二十二年
。

执政五十年
。

武氏在争夺皇后
,

谋取皇位过程中用尽了心机
,

先用阴谋
一

诡计排除了情敌
,

后用杀 r 火

亲的残酷 手段午得了帝 位
,

因此她遭到人们的非议
,

成为她一生中不 可饶恕的罪行
。

这甲有

是 炸炸恶之石: 确批评
,

也有封建伦理道德的偏见
,

因为中国是以封建纲常 认国
,

要求妇女三

从四德
,

和柔火顺
,

忍辱含垢
.

而武则天杀子灭亲
,

篡位夺权
。

统治男性
、

把天地
一

沮宗之法

翻 了个过
,

这不是造反么 ! 大逆不道么 ! 故武氏为传统习惯势力所不容
户

为宗法 观 念 所 不

容
,

为封建人伦道德所不吝
,

为固有的时俗偏 见所不容
。

如果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看 blI 题
,

她遭千 占唾骂
,

并非是怪事
。

更有一 些好事之徒
,

对武氏之恶添油加醋
,

愈演愈烈
,

如说武

则天杀工皇后
、

肖淑妃
,

切其手足
,

成为人鼠
,

惨不忍睹
。

此事是出白大历末年刘肃 《大唐

新语》 ,

模拟吕后残杀戚夫人为人俞的故事
,

纯属杜撰
,

后却传为信史
,

直至 目前出版的 书评

武则天时仍说
“

高宗王皇后与肖淑妃在与武则天争宠中一败涂地
,

这两个失败者便成了 新 皇

后的阶下囚
,

被各打二百杖
,

截去手足
,

装到酒瓷中
,

而后惨死
。 ” ⑤这样

,

就使讹传变成 了

真实
,

从而强化了对武则天的固有偏见
,

加重了她的罪恶
。

中国的封建帝位是由嫡
一

长
一

r 世袭的
,

除禅继被视为合法外
,

他人要想当皇帝
,

只有采取

阴谋暴力的手段
,

这儿乎是一个普遍现象
,

一种规律
,

远的不说
,

就说唐太宗李世民吧
,

他

在抢夺皇位时
、

杀其兄李建成
,

杀其弟李元吉
,

而成为有唐 一 代之君主
。

按封建伦理道德观

念看问题
,

骨肉相残
,

人性何在 ? 可历史如何评价他 ? 《新唐书》称之为
“

英主
” ,

说他
“

自古

功德兼隆
,

由汉以来未之有也
。 ” 《 旧唐书 》赞他

“

千载可称
,

一人而 己
。 ”

今人范文 i阑肯定 他
:

“

唐太宗杀李建成
、

李元吉
,

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 自卫
,

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 ”
时

同样是骨 肉相残
,

为什么一褒一 贬
。

大相径庭呢 ? 所以
,

评价一个统治者
,

不应看其夺权时

的手段 而应看其夺权后的政迹
,

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
,

而不能用性别判断是非
.

那是不

公 j卜的
,

也是不科学的
。

武则天是一位具有反传统精神
、

敢作敢为的女性
,

可谓是一位开拓型的巾帼英雄
、

在她

执政期间干 了许多前人所不敢干也不愿干的惊天动地的事情
,

乾封元年 (公元 6 6 6)
,

她做 皇

后时
,

即率内外命妇参加封禅典礼
,

打破历来只 由男性主持祭礼的习 俗
。

仪风 三 年 (公 元

67 8)
,

又独 自接受 百官四夷的朝贺
,

显示唐帝国女皇的威风
。

开耀元年 (公元 68 1)
,

她又主

持召开了一个
“

宴百官及命妇于麟德殿
”

的大会
,

让妇女参加政治活动
。

她还令刘思茂等文学

之士撰《列女传 》二十卷
、
《古今内范》一百卷

,

充分
一

肯定妇女的价值
,

弘扬妇女的历史作用
,

提尚妇女的社会地位
,

改变男尊女卑的旧观念
,

表现了武氏的非凡勇气和革新精神
,

对于变

革社会风气起 了积极作用
。

鲁迅 曾说
,

武则天做皇帝
,

谁敢说
“

男尊女卑 ! ” (势

武后还 曾向高宗提出治国之道
,

她的十二条建议
,

可谓是一个纲领性意见
:

一 奖励农

桑
,

减轻赋税摇役
; 二

、

免除京城长安附近地区人民的劳役
; 三

、

对百姓提倡以教化为主
,

少用武力 ; 四
、

禁止政府和地方的手工作坊生产奢侈品
; 五

、

减少土木兴 建
、

民 力 耗 费 ;

六
、

广开言路 ; 一

七
、

杜绝 谗口 ; 八
、

王公以下皆学习《老子》一书 ; 九
、

父在为母服
一

丧三年 ;

十
、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不再追核
; 十一

、

京官八品以上增薪体
; 十二

、

任事已久
,

而才

高位低的官员
,

应
一

于提升
。

这些意见
,

对于治国兴邦
,

发展经济
,

巩固唐王朝统治起了积极



作用
。

武氏重视屯田制
,

下令边远地区的军政长官实行屯田
。

永隆元年 (公元 680 )前后
,

在今

青海东部地 区的屯田达五千多顷
,

大足元年 (公元 70 p
,

凉州的屯田储粮可供几十年军用
,

从而减轻 了人 民的负 J
一

旦
,

加强了军事力星
。

注重农业生产
。

垂拱二年 (公元 68 6 )
,

她 以 自己的名义删定《兆人本业记 》
,

以指导农业

生产
,

奖厉j超产户
,

惩罚无故不事生产者
。

同时关心地少人 多地区的农民生 活
,

天 授 二 年

(公元 69 1:
,

下令关内雍
、

同
、

太 等 州 地 区 的百姓到洛州安置
,

鼓励他们就地垦荒
,

并免

租调三年
。

因灾荒而流亡的农民
,

也允许在洛州附近州县落户
,

免租调一年
。

从而使农民得到

温饱
,

社会秩序安定
,

农业生产得以发展
。

积极抵御外侮
,

是武则天的对外方针
。

唐朝初期与吐蕃
、

突厥
、

契丹等少数民族关系比

较紧张 边境常受侵扰
,

武氏收复了龟兹
、

于闻
、

疏勒
、

碎叶安西四镇
,

并派重兵把守
。

巩

固了西部边防
。

发展科举制
,

首创殿试与武举制度
,

起用中小地主知识分子
。

武则天亲 自在洛成殿考试

贡士
,

选拔人才
,

不 问等级
,

广开仕途
,

不计个人恩怨
,

委以重任
,

甚至重用有私仇的上官

婉儿
,

如
“

碗儿怜旨当诛
,

则天惜其才不杀
,

但默其面而已
。 ”

⑧ 对写讨伐她的檄文的骆 宾 王

未能录用
,

十分惋惜地说
: “

宰相之过也
,

人有如此才
,

而使流落不偶乎 ! ” 其襟怀豁达如此 !

她还提倡有真才实学者 自行举荐
,

许多贤士竞相奔赴
, ,

为之所用
。

据《资治通鉴 》 2 05卷 长 寿

元年载
: “

政 由己出
,

明察善断
,

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
。 ”

统观上述
,

武氏执政期间
,

唐朝社会安定
,

经济发达
,

商业交通出现了贞观时期未有的

繁荣
,

文化艺术蓬勃发展
,

是唐朝上升时期
,

它上承
“

贞观之治
” ,

下启玄宗
“

开元盛世
” .

为

形成唐朝全盛时期奠定了基础
。

故我们不能只视武则天阴谋篡权之术
,

而忽略其积极用 世之

方
,

她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

打破 了数千年男性一统天下的局面
,

其历史功迹是不可

抹煞 的
。

李自在《上云乐》诗中提 出
“

中国有七圣
” ,

其 中就包括了武则天
。

清赵翼《廿 二 史札

记 》卷十九
, ,

赞扬武氏纳谏知人
, “

自有不可及者
” , “

至用人行政之大端
,

则独握其纲
,

至老

不 可挠憾
”

「 “

不可谓非女 中英主也
。 ”

范文澜亦称赞她是
“

刚强机智的政治家
” , “

成功的皇帝
” ,

..

统 一 和强盛
,

在武则天统治的半个世纪里
,

得到切实的巩固
,

这是她对历史的 贡 献
。 ” `

口郭

沫若更是刘
一

她颂扬备至
: “

武后执掌政权五
一

十年
,

扶植 卜
`

层
,

奖掖后进
,

知人明敏
,

行事果断
,

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
,

使中国声 誉播于远域
,

凡读史有识者能类
一

言之
”
(0I

.

并赋诗日
: ` ’

一

反冕

李唐文物盛
,

权衡女帝智能全
” , `

没字碑头镌字满
,

准人能识 占坤元 !
”
刀 宋庆龄题词

: “

武则

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

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 ”
应

、

就是连恶毒诅 咒 她 的 《旧 唐

书》
,

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事实
,

说她
: ` ·

泛延党议
,

时礼正人
,

初虽扎鸡司晨
,

终能复子明辟
.

飞语辩元忠之罪
,

善 言慰仁杰之心
,

尊时宪而抑幸臣
,

听忠言而诛酷吏
。 ”

武则天在千余年积淀的封建制度的历史重压下
,

在礼教的残酷统治 卜
,

在世俗偏 见的侄

格
一

「
。

在故旧大臣
、

皇室贵族的坚决反对下
,

居然能当上皇帝
,

不知冲破了多少阻力
,

排除

了多少障碍
,

这固与她特有的胆 识
、

才干
、

魄力有关
,

一

也与她
“

素多智计
,

兼涉文史
”

具有丰

富丁“ 博的历史
、

文学知识有关
,

而更与当时的社会有关
,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

中外交 往比

较频繁 儒家思想统治不是那么苛严
,

思想比较活跃
,

这就为武氏走上政治舞台 创 造 了 条

件
。

冉因高宗 的昏庸无能
,

体弱多病
。

给她做女皇提供 了机会
。

我们不妨设想
:

如果仍是情

明于练的唐太宗执政
,

恐怕她就难以参政 了
。

武则天比较开明
,

没有要 人为她歌功项德
、

树碑立
.

传
,

遗言中交待在她墓前 立 一 无 字



碑
,

她一生的功过让后人评说
。

武则天 在历史上是以政治家著称
,

从而湮没了她在文学上的成就
。

武则天爱好诗文
,

倡

导君臣 唱和
,

臣僚竞赛
,

对于佳作子 以厚赐
,

如
“

夺袍以赐
”

的故事就曾传为历史佳话
。

《 l日唐

书》卷一百九十载
: “

则天幸洛阳龙门
,

令从官赋诗
,

左史东方虫L诗先成
,

则天 以锦袍赐之
。

及

之问诗成
,

则天称其 同愈高
,

夺虹袍以赏之
。 ”

由于武氏对诗歌的爱好与提倡
,

大大促进了唐

初诗歌的发展
,

鼓励了文人创作的积极性
,

其功绩是不可轻视的
。

她有《垂拱集》百卷
, 《金轮集 》六卷

,

大多为御用文人崔融
、

元万顷等人代作
。

《全唐诗 》

存诗四 十六首
,

有乐府多章
,

古朴典雅
,

似汉唐 山夫人《安世房 中歌》
。

其饮宴
、

出游
、

打 环

之类
,

亦不无佳作
,

我们试看其不同时期的一些代表作品
,

先看《如意娘》 :

看 朱成 碧 思纷纷
,

憔悴支离为忆君
。

不信比来长下泪
,

开箱验取石榴裙
,

此诗题 「注引《乐苑》日 : “

如意娘
,

商调曲
。

唐则天皇后所作也
。 ”

此诗写的是一个女子相思的

痛苦
,

可能是她二十多岁离宫作于感业寺 (今西安西北城外 )
,

为怀念高宗而作
。

武氏从太宗

赏识的才人而忽地沦落为尼
,

自是感到悲伤
。

她虽眷恋高宗
,

但又无缘亲近
,

无法倾诉相思

之苦
,

只有暗自流泪
,

让痛苦折磨自己
。

诗中写她忧伤憔悴
,

神魂颠倒
,

以致把红色看成绿

色
。 “

看朱成碧
” ,

语出梁王僧儒《夜愁示诸宾》 : “

谁知心眼乱
,

看朱忽成碧
。 ”

极写其 精 神恍

惚
、

丧魂落魄之情状
。

钟惺曰
: “

看朱成碧四字本奇
,

然尤觉思纷纷三字馈乱颠倒 得 无 可 奈

何
” , “

老孤媚甚
,

不媚不恶
。 ”

L 钟惺在艺术鉴赏中进行人身攻击
,

显然是固守传统的偏见
。

诗人为什么如此神魂不定 ? 紧接道出
“

忆君
”

之由
,

是她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

她究竟是想谁 ?

诗中末有明说
,

更显思情之含蓄隐秘
,

韵味悠深
。

末二句诗人以铁的事实

—
石榴裙上之斑

斑泪渍说明思情之强烈
、

痛苦之深沉
,

从而更加强了主题的说服力
。

诗歌写得缠绵徘恻
,

哀

怨低徊
,

露出她罗裙本色
,

颇具感人力量
,

堪称上乘之作
。

也许谁也未料到
: “

凶残
”

的武则

天也有过对爱情的渴求
,

相思的痛苦和忧郁之情怀
。

武氏 第二次进宫
,

身份地位发生了巨变
,

从宠妃到皇后
,

终至为皇帝
。

她为后时
,

常陪

侍高宗出游
,

写山写水
,

不无佳作
,

我们现列举数首
:

山窗游玉女
,

涧户对群峰
。

岩 顶翔双凤
,

潭心倒九龙
。

酒中浮竹叶
,

杯上 写芙蓉
。

故验家山赏
,

惟

有风入松

一
~

一 火游九龙潭》

三山 卜洞光玄篆
,

玉娇金峦镇紫微
。

均露均霜标胜 壤
,

交风交雨列皇瓷
。

万初高岩藏 日色
.

千寻幽

涧浴云衣
。

且驻欢筵赏仁智
,

碉鞍薄晚杂尘 飞
。

—
《石冻 》

前首诗
,

景物清新
、

幽静
、

闲逸
,

词句淡雅朴实
, 一

不事雕饰
。 “

酒中浮竹叶
一 ,

杯上写芙蓉
” ,

是素描
,

无脂粉气
。

而潭心倒影
、

风入松声
,

更是把九龙潭的天籁美写得有声有色
。

后诗所

写之石惊
,

即平乐 涧
。 “

万初高岩
” , “

千寻幽涧
” ,

把雄伟壮丽
、

磅礴气势的山水表现出来
,

诗不似出自妇人之手笔
。

武则天还有一首《 从驾幸少林寺并序》 ,

亦是人们称道的本色之作
。

极光妃营建之所
,

倍切载拎
。

逾凄远慕
,

聊题 即事
,

用述悲怀
。

陪莺游禁苑
,

侍赏出兰闹
。

云僵攒 峰盖
,

霞低插浪旅
。

日宫疏 涧户
,

月殿启岩扉
。

金轮转金地
,

香



阁曳香衣
。

铎吟轻吹发
,

播摇薄雾霏
。

昔 遇焚芝火
,

山红连野 飞
。

花 台无半影
,

莲塔有全辉
。

实赖能仁

力
,

枚资善世威
。

慈缘兴福绪
,

于此罄归依
。

风枝不可静
,

泣血竟何追
。

此是武则天陪侍高宗出游之作
。

虽极颂帝王之功德—
“

能仁力
” , “

善世威
” ,

但写景仍不失

清新俊逸
。 “

一

云僵攒峰盖
,

霞低插浪脐
。

日宫疏涧户
,

月殿启岩扉
。 ”

通过 云霞的衬托
,

把山水

写得十分雄伟壮丽 ;
借助 日月的映照

,

使山涧景色更加明丽清晰
。

诗的意境 阔 大
,

风 景 如

画
,

似在 目前
。

武则天做皇帝后
,

曾作过《腊 日宣诏幸上苑》一诗
:

明朝游上苑
,

火急报春知
。

花须连夜发
,

莫待晓风吹
。

此诗是说她明早要去上苑赏花
,

花儿必须在今夜开放
,

不能挨到明晨
,

这种令大 自然俯首听

命的气概显示了帝王的威严
,

给人一种振奋力量
,

从中透露盛唐气象
。

诗风 明 快
,

刚 毅 果

决
,

一气贯注
,

与早期所作《 如意娘 》凄苦哀惋诗风迥异
,

这是因为她此时的境遇与感业寺时

有天壤之别
,

她 已不是一个孤苦无告的尼姑
,

而是一个主宰着国家命运的君主
; 她不但要主

宰人事
,

而且要主宰 自然
,

主宰宇宙的一切
,

说明一个人地 位的变化
,

随之影响着思想感情

的变化和诗风的变化
。

这首诗在民间流传极广
,

但经过文人的加工和虚构
,

与诗原意大相悖逆
。

据《事物记原 》

载
:

武则天在一个隆冬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饮酒作乐
,

忽然狂兴上来
,

第二天清晨要赏花
、

她

乘酒兴写了这首诗
,

一夜之间
,

百花都乖乖地开
一

r
,

唯独牡丹抗旨不开
,

武则天勃然大怒
,

将牡丹贬到洛阳
。

不屈的牡丹一到洛阳就昂首怒放
,

这更惹恼 了武后
,

便下令放 火 烧 死 牡

丹
。

它的枝干虽然烧焦
,

但到第二年春天
,

又发了新芽
,

牡丹却开得更艳更多
。

清代诗人 丘

逢甲因此写
一

F了颂诗
: “

何事天香欲吐难
,

百花方奉武皇欢
。

洛阳一贬名尤重
,

不媚金轮独牡

丹 ! ”

显然这是站在传统保守势力的立场
,

持反对武则天的态度来编造这故事和诗歌的
。

清代陆

艇对武则天的《如意娘 》及《腊 日宣诏幸上苑》 二诗作 了充分肯定
,

曰
: “

后材智英睿
,

帝王之器
,

自是天地一时奇魄气运
。

宣诏上苑
,

花即夜发
,

不可知乎 ! 其所为诗有庄厚处
,

有流丽处
,

居然作者至如意一首
,

则是其本色也
。 ” L

除诗歌外
,

武则天还有一篇值得称道的传记文学—
一《苏氏织锦回文记》

,

鲜为人提到
,

兹录如下
:

窦 滔妻 苏氏 … … 名蕙字若兰
,

识 知精明
,

仪容秀丽
,

谦默 自守
,

不求显扬
,

行年十六
,

归于 窦氏
,

滔甚敬之
。

然 苏性近于急
,

颇伤嫉妒
。

滔字 连波
,

右将军子真之孙
,

郎之第二子也
,

风神秀伟
,

该通经

史
,

允文允武
,

时论高之
,

待 坚委 以心 瞥之任
,

备历显职
,

皆有政闻
。

迁秦州刺 史
,

以怜 旨 滴 戍 炖

煌
。

会坚寇晋襄阳
,

虑有危逼
,

藉滔才略
,

乃拜安南将 军留镇襄阳焉
。

初滔有宠姬赵 阳台
,

歌舞之妙
,

无 出其右
。

滔置之别所
,

苏氏知之
,

求而获焉
,

苦加摊辱
,

滔深 以为憾
。

阳台又专形苏氏之短
,

诌 毁交

至
,

滔益忿焉
,

苏氏时年 二十 一
。

及滔将镇襄阳
,

邀其 同往
,

苏氏忿之
,

不与偕行
,

滔遂携阳台之任
,

断其音问
,

苏氏悔恨 自伤
,

因织锦回文
,

五彩相 宣
,

莹心耀 目
。

其锦纵横八寸
,

题诗二百余首
,

计八百

余言
,

纵横
.

反覆
,

皆成章句
。

其文点画无缺
,

才情 之妙
,

超今迈古
,

名 曰漩巩图
。

然读者不能尽通
,

苏

氏笑而谓人 日
,

徘徊宛转
,

自成文章
,

非我佳 人
,

莫之能解
,

遂发苍头资致襄 阳焉
。

滔省览锦字
,

感其

妙绝
,

因送 阳台之关中
,

而具车徒 盛礼邀迎苏 氏
,

归于汉南
,

恩好愈重
。

苏氏著文词五千余言
,

属随季

丧乱
,

文字散落
,

追求不获
夕
而锦 字回文盛见传写

,

是近代闺怨之宗 旨
,

属文士咸龟镜 焉
。

联 听 政 之

暇
,

留心坟典
,

散帆之次
,

偶见斯图
,

因述若兰之才
,

复美连波之悔过
,

遂制此记
,

聊以 示将 来也
。

如

意元年五月一 日大周天册金轮皇帝御制
。



此文录 自《钦定全唐文》卷九十七
。

关于苏蕙的记载
,

在此之前见于房玄龄 《晋 书
·

列 女传》

中
,

文词简略
,

仅数十字
: “

滔符坚时为秦州刺史
,

被徙流沙
,

苏氏思之
,

织锦为回文旋图诗

以赚滔
,

宛转循环以读之
,

词甚凄惋
,

凡八百四十字
。 ”

对照房玄龄的记录
,

武则 天 的
“

回文
一

记
”

有以
一

「四个特点
:

一
、

翔实记载了苏蕙一生的经历
,

思想性格
,

才情容貌
,

婚后生活
,

爱情风波
,

文学成

就
。

她
“

识知精明
,

仪容秀丽
” , “

才情之妙
,

超今迈古
” ; 创作丰赡

, “

著文词五千余言
” ,

但

已
“

散落
” 。

这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蕙
,

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可贵的资料
。

二
、

详尽记述了苏蕙作织锦回文诗的原委
,

回文诗的规模特点— 其锦纵横八寸
,

题诗

二百余首
,

计八百余言
,

纵横反覆
,

皆成章句
。

诗本身情文并茂
,

又因织在锦上
,

更 具
“

五

彩相宣
,

莹心耀 目
”

的艺术魅力
,

成为难得的艺术珍品
,

反映了晋代女性苏蕙特异的聪 明 才

智
。

三
、

《晋书》认为苏蕙作织锦回文
,

是因滔
“

为秦州刺史
,

被徙流沙
” ,

因而作诗寄流徙敦

煌的丈夫 ; 而武则天否定了这一看法
,

她认为苏蕙的诗不是寄敦煌
,

而是寄镇守 襄 阳 的 窦

滔
,

因为当时形势有了变化
: “

会坚寇晋襄阳
,

虑有危逼
,

藉滔才略
,

乃拜安南将 军 留 镇 襄

阳
。 ”

而所寄之回文诗又不单是述相思之情
,

它有着更为复杂的情感
,

因窦家出现了纠葛
,

苏

蕙与滔之宠姬赵阳台发生了矛 盾
,

致使她与滔的感情不和
,

儿至破裂
。

当滔镇襄 阳时
,

苏蕙

忿然不与偕行
,

故滔携阳台赴任
,

苏蕙
“

悔恨 自伤
,

因织锦回文
。 ”

这一记载切实可信
,

发现了

前人所未发现的材料
,

可谓是武则天的一个贡献
。

四
、

此文叙事详尽细致
,

曲折生动
,

言简意赅
,

用词精美
,

流畅洗练
,

音韵铿锵
,

是一

篇优美的传记文学
。

纵观武则天的一生
,

论其政治上的功过
,

她的功大于过
,

可以算作三七开吧 ! 论其文学

上的功过
。

她有功无过
,

她不仅倡导诗文
,

促进了唐初诗歌的发展
; 而且身体力行

,

积极创

作诗文
,

无论是叙爱情
、

述山水
、

抒情志
、

记人物都生动感人
,

有佳作传世
.

她在中国文学

史上应 占有一席地位
。

注释
:

① 见《新唐书
·

则天皇后传 》
。

卿 《资治通鉴 》 2 0 6卷则天皇 后久视元年
。

③ 《资治通鉴 》 1 9 9卷高宗永徽五年
。

④ 《资治通鉴 》 2 0 0卷高宗显庆五年
, 《 旧唐书

·

则天皇后纪》
。

卿 高世瑜
: 《唐代妇女 》

,

三秦出版社 1 9 8 8年版
。

⑥卿 《中国通史简编 》修订本
,

第三编第一册
。

⑦ 《十四年
“

读经
” 》 。

⑧ 《旧唐书》卷五十一
。

L 《武则天》附录
。

@ 《游乾陵三首 ))o

@ 陈列在四川省广元市皇泽寺内
。

L 《名媛诗归 》卷 九
。

⑧ 《历朝名媛诗词》卷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