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韬光养晦

神龙二年， 太平公主忽然

因为民事纠纷被告上了法庭。

原来， 太平公主和长安一个寺

院里的和尚争夺磨面用的水碾。

最后水碾判给了寺院。 太平公

主败诉后， 不仅没有生气， 反

而露出了一丝笑容。 值得深思

的是， 神龙政变后， 太平公主

富可敌国， 怎么还会去跟和尚

争水碾呢?其次， 败诉后太平公

主为什么不怒反笑?要想解答这

两个疑问， 就得先看一看神龙

政变后太平公主的政治处境。

●

逢场作戏

神龙政变后
，

虽然太平公
主等功臣都得到了封赏

，

但唐
中宗想要借助武家力量打击功
臣的态势相当明显

，

在这种情
况下

，

无论太平公主还是相王
李旦

，

都觉得寒意凛凛
，

三兄
妹共同打江山

、

创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

。

太平公主一到长安
就与寺院里的和尚争水碾

，

闹
得沸沸扬扬

，

其实这只是太平
公主自己导演的一场戏

，

通过
演这场戏

，

她达到了两个目的
：

首先
，

太平公主想让唐中宗觉
得自己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

只爱钱财
。

在历史上
，

功臣爱

钱比爱权更让皇帝放心
。

其次
，

太平公主还想让唐中宗看到自
己并没有势力

，

连一个水碾都
搞不定

，

可见兴不起什么风浪
。

●

延揽人才

神龙政变后
，

唐中宗给了
太平公主很多钱财

，

太平公主
拿这些钱结交了很多士大夫

。

士大夫没有什么钱
，

太平公主
看出了这一点

，

就非常体贴他
们

，

给他们钱花
，

很多大臣都
愿意为她效力

。

从这一点上很
容易看出太平公主的政治家素
质

，

比她的哥哥唐中宗李显强
得多

。

●

联合相王

武则天时期
，

相王李旦和
太平公主都在武则天身边

，

接
触机会较多

，

关系密切
。

神龙
政变中

，

兄妹两个又一起立功
，

更是
“

同志
”

关系
。

政变之后
，

两个人一起被猜忌
，

所以只能
联合自保

。

神龙年间
，

李旦一
共嫁出了两个女儿

，

一个女儿
嫁给了太平公主的前夫薛绍的
堂弟

，

有人说乱了辈分
，

没错
，

但唐朝人不管辈分
，

反正嫁过
去了

。

另一个女儿就嫁给了太
平公主的追随者薛伯刚

。

通过
这样一些隐蔽的渠道

，

太平公
主和相王暗通信息

，

休戚与共
。

威风八面

神龙元年 (公元 705

年)，宰相张柬之联合太子李

显等人发动兵变，杀死二张

兄弟， 逼迫武则天退位，拥

立李显复位，史称“神龙政

变” 。 神龙政变直接导致大

周政权覆亡，同时也宣告武

则天正式退出政治舞台。 神

龙政变后， 太平公主的政

治、经济和生活地位大大提

高，势力大大增长，完全可

以称得上威风八面。 那么，

身为武则天心腹、在武周一

直非常得宠的太平公主是

如何面对这场朝廷变故的

呢?在变故中，她会扮演什

么角色，又发挥了什么作用

呢?

� �

●

监控母后

武则天晚年宠爱张易
之

、

张昌宗兄弟
，

太子和相
王常常一两个月都见不到
母亲一面

，

其他大臣见武则
天更是难上加难

。

在政变一
方

，

谁还有可能经常接触武
则天呢

?

只有太平公主
。

太
平公主在武则天的三个儿
女之中一向最得宠

，

圣历年
后

，

她经常帮武则天出谋划
策

，

武则天也觉得离不开
她

。

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

太平公主是女儿
，

没有继承
权

，

因此武则天对其没有防
备

，

还经常愿意和太平公主
聊天

。

政变集团之中
，

太平
公主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武
则天

，

也就由此担任了监控
武则天动向的工作

。

●

监控武家

当时武家实力非常强
大

，

武三思善于讨好别人
，

深得武则天的喜爱
。

武则天
晚年不轻易出门

，

但是几次
都到武三思家里去

。

另外
，

武则天晚年几项大的国家
工程也都是武三思主持的

。

监控武家的任务落在了太
平公主身上

，

太平公主是武
家的媳妇

，

这样一个身份让
她在武家走动显得十分合
理

。

值得一提的是
，

人们不
得不佩服太平公主当年挑
选丈夫的眼光

，

武攸暨眼看
着妻子忙里忙外

，

左右逢
源

，

竟然没有做任何干涉
，

也没有把太平公主的动向
报告给武家的任何人

，

他的
不作为其实成全了太平公
主的作为

。

●

安排内应

太平公主虽然有机会
接触武则天

，

但她毕竟不能
整天住在宫里

，

所以她也承
担了联络宫女

，

组织内应的
工作

。

太平公主是怎么做到
安插宫女做内应的呢

?

她借
助了一个关键人物

———

上
官婉儿

。

圣历年后
，

武则天
精力逐渐衰退

，

而上官婉儿
在武则天身边经过这么多
年的历练

，

政治上逐渐成
熟

，

这时候
，

武则天开始让
她参决朝廷里的大政

，

有时
候也让她起草一些诏书

，

所
以逐渐有了

“

内宰相
”

的称
号

。

上官婉儿年纪和太平公
主相仿

，

在武则天身边的时
间比太平公主还多

，

所以武
则天慢慢就把她当成女儿
一样看待

。

太平公主能够和
上官婉儿联手

，

政变的胜算
大大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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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俊政变

唐中宗为了巩固政权
，

联
合韦皇后

，

拉拢以武三思为首
的武家势力打击神龙政变功臣

，

同时遏制弟弟相王李旦和妹妹
太平公主

，

两兄妹噤若寒蝉
。

唐中宗的太子名叫李重
俊

，

整日不安其位
。

首先
，

李
重俊不是韦皇后的亲生儿子

，

韦皇后只有一个亲儿子
，

武则
天晚年时

，

因为议论二张兄弟
参政被武则天逼死

，

唐中宗当
了皇帝后

，

李重俊以庶子的身
份当上了皇太子

。

韦皇后冷言
冷语也罢了

，

更让李重俊不能
忍受的还有安乐公主

，

她甚至
直接称呼李重俊为奴才

。

堂堂太子被称作奴才
，

尊
严扫地

，

李重俊思来想去
，

觉
得安乐公主之所以嚣张

，

一方

面有父母的感情因素
，

但更重
要的还是因为她是武三思的儿
媳妇

。

武家父子在朝廷里官居
要职

，

所以父皇才不得不纵容
她

，

因此李重俊对武三思以及
曾经举荐武三思的上官婉儿恨
之入骨

。

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的情况下

，

李重俊决定政变
，

他开始寻找同盟军
。

当时朝廷
里有两拨儿人也痛恨武三思父
子

，

第一拨儿人是神龙政变的
功臣

，

第二拨儿人就是一部分
李唐宗室

。

准备就绪后
，

李重
俊决定兵分两路

，

第一路是主
力部队

，

由他本人亲自带领
，

由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亲自指
挥

。

另外一路是辅助部队
，

由
成王李千里率领

，

他的任务是
把守住宫城的各个宫门

，

以便

主力部队到时候能够顺利入
宫

。

神龙三年
(

公元
707

年
) 7

月
，

李千里首先率兵占据了各
个宫门

，

李重俊和李多祚一
起

，

率领着
300

多名羽林军
，

深夜到了城南武三思的家里
。

武三思一家都在熟睡之中
，

没
有任何思想准备就成了刀下之
鬼

。

除掉武三思父子后
，

李重
俊又赶紧往城北的宫中赶去

，

准备除掉上官婉儿
。

羽林军杀入宫中
，

唐中宗
李显夫妇

、

安乐公主以及上官
婉儿带着一帮宦官直奔玄武门
城楼

，

护驾的队伍和李重俊的
人马就在玄武门城楼下对峙

。

这时
，

李重俊犯了一个致命的
错误

，

在他的既定目标中
，

只
想铲除上官婉儿

，

并没有想杀
死皇帝

，

现在皇帝和上官婉儿
站在一起

，

是调整计划连皇帝
一块儿打还是跟皇帝寻求妥
协

，

李重俊迟疑了
。

兵贵神
速

，

李重俊的迟疑给了他人机
会

，

玄武门城楼上的一个宦官
杨思勖提起大刀就冲到玄武门
楼下

，

还没等李重俊
、

李多祚
这些人回过神来

，

手起刀落
，

就把李重俊一个前军总管的脑
袋砍了下来

。

李重俊军心大
乱

，

士兵纷纷倒戈
，

把李多祚
等几个重要将领的脑袋砍了下
来

。

太子李重俊一看情况不
好

，

赶紧带着几个亲密随从在
乱军之中冲了出去

，

一路向南

狂奔
，

却不想被一个妄图领功
的随从杀害

。

李重俊的死
，

标
志着重俊政变彻底失败

。

重俊
政变失败

，

唐中宗李显逃过一
劫

。

我们可以猜测
，

接下来唐中
宗李显肯定会将这件事情追查
到底

，

把参与政变的人员一网
打尽

。

那么
，

一直做缩头乌龟的
相王李旦和太平公主还能够置
身事外吗

?

首先
，

唐中宗把太子
李重俊的首级放进祖庙昭告祖
宗

，

然后再搬到武三思父子的
灵前祭奠冤魂

，

最后还悬挂在
朝堂之上警示大臣

。

唐中宗还
严令司法部门追查到底

，

然而
在审讯的过程中

，

一个犯人交
代了一件事

，

说相王李旦和太
平公主也是太子的同谋

。

唐中宗得知后
，

马上召见

了当时的御史中丞萧至忠
，

让
他亲自负责审理这个案子

，

太
平公主遇到了空前的危机

。

幸
运的是

，

由于太平公主之前招
才养士

，

乐善好施
，

很多士人
都得过她的救济

，

萧至忠也是
其中之一

。

萧至忠听到命令
后

，

泪流满面
，

他对唐中宗
说

： “

皇上啊
，

你富有四海
，

难道就容不下弟弟和妹妹吗
？”

萧至忠说了这样的话后
，

很多
大臣也纷纷上书求情

。

唐中宗
思来想去

，

最终认为相王李旦
和太平公主以谋反罪论处证据
不足

，

放过了两人
。

太平公主
和哥哥李旦再次逢凶化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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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

太平公主虽然步入政坛，又

表现出善于权谋的一面，但是慑

于母亲的淫威，她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都十分小心，不敢露出半点

锋芒。这样的局面从圣历年间开

始发生变化，衰老和疾病缠身的

武则天对于整个朝廷的控制能

力下降， 朝廷分化成了三股势

力。

●

内廷势力

代表人物张易之
、

张昌宗兄
弟

，

武则天晚年
，

张氏兄弟备受
宠爱和信任

，

所以他们身边慢慢
聚集了一些急于进取的官僚

，

在

朝廷之中也有了一些影响力
。

●

李家势力

武则天经过百转千回的思
考

，

最终还是决定让儿子李显当
自己的接班人

，

这表现出了回归
李唐的倾向性

。

随着李显当上皇
太子

，

他的弟弟相王李旦也解除
了

10

多年的软禁生涯
，

并且领
兵担任将军

。

李家的势力有了显
著的提升

。

●

武家势力

武周时期
，

武家子弟封王晋
爵

，

都担任军政要职
。

武则天晚
年

，

虽然她决定回归李唐
，

但是
并不想打压娘家人

，

所以对娘家
依旧照顾颇多

。

因此
，

武家的势
力反而还在提升之中

。

近李远武

李武两家都是左右未来的

政治势力， 太平公主的地位显

得极其微妙， 她有双重身份，

一方面是李家的女儿， 另外一

方面又是武家的媳妇。 具备双

重身份是太平公主的优势， 但

同时也有一定的风险， 因为这

种状态不稳定， 终非长久之计。

太平公主继承了母亲武则天的

智慧和性格， 又通过耳濡目染，

有了武则天的政治素养和政治

权谋。

虽然说太平公主再婚嫁给

了武家， 但在关键时刻， 她还

是被各方力量视作李家的女儿，

而不是武家的媳妇。 这其实有

唐朝时代背景的因素， 在唐朝，

女儿仍然被认为主要应该从属

于父亲， 而不是丈夫， 从属于

父亲是她们的先天身份， 终生

不可改变。

●

李家女儿

圣历二年
(

公元
699

年
)

，

武则天召集太子李显
、

相王李

旦
、

太平公主以及她的侄子武
三思

、

武攸暨
、

武攸宁一起到
明堂

，

跪成两排
，

对天发誓两
家以后永远和平共处

，

互帮互
扶

。

发完誓后
，

武则天还把他
们的誓言写到铁券之上

，

郑重
收藏到史馆之中

。

这件事最有
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太平公主和
她的丈夫武攸暨虽然是一家人

，

但在这时候却被分到了两个阵
营

，

在武则天心目中
，

太平公
主属于李家

，

而武攸暨属于武
家

。

●

联合上表

长安二年
(

公元
702

年
)

，

太平公主和她的哥哥太子李显
、

相王李旦联合上表武则天
，

要
求武则天封张昌宗为王

。

这时
候

，

武则天已经从洛阳迁回长
安

，

准备在长安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儿子李显

。

虽然武则天表

现了回归李唐的态势
，

可是二
张兄弟在政治上的力量不可小
视

，

如果他们反对
，

很可能导
致政治上不稳定因素的增多

。

因此
，

李显
、

李旦和太平公主
三兄妹联合上表

，

目的就是为
了讨好张昌宗

，

借助张昌宗再
去讨好武则天

，

让武则天赶快
定下接班的事

，

不再犹豫
。

这
说明在太平公主的心目中

，

她
应该是与两个哥哥站在一起的

。

●

卷入纷争

长安三年
(

公元
703

年
)

，

张昌宗状告当朝宰相
、

李显的
手下魏元忠

，

说魏元忠和太平
公主的情夫高戬议论说

，

皇帝
已经老了

，

不如侍奉太子长久
一点

。

这件事看起来矛头指向
魏元忠和高戬

，

实际上矛头直
指两个人背后的太子李显和太
平公主

。

张昌宗的这一举动
，

等于明示武则天
，

李显和太平
公主想要联合反对你

。

这说明
，

在政敌的心目中
，

太平公主也
被算成李家人

。

《百家讲坛》讲述太平公主传奇一生———

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