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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出山
韦后采取的系列措施惹

怒了太平公主
，

太平公主本
来适应能力很强

，

李家是她
的娘家

，

武家是她的婆家
，

无论李家王朝还是武家王
朝

，

她都能安享荣华富贵
，

可如果韦后当皇帝
，

以她的
身份肯定无法容纳新政权

。

太平公主决定发动政变
，

推
翻韦后

，

保住李唐王朝
。

然
而

，

太平公主并没有去找实
力最强的相王李旦

，

主要原
因是

：

首先
，

李旦目标太
大

；

其次
，

太平公主不满足
于仅当一个参与者

，

更想当
一个主导者

。

●

三郎请缨
正当太平公主为寻找

合作者犯难的时候， 相王
李旦的儿子李隆基主动找
到了她。 李隆基是相王李
旦侧妃所生的儿子， 庶出，

排行老三， 人称“三郎” 。

李三郎第一次出名是在他
7

岁的时候。 一次， 他带着
自己的卫队到朝堂上给武
则天请安， 当时值班的将

军正好是武则天的堂侄武
义宗。 武义宗是个胆小鬼，

却仗着自己是武则天的堂
侄看不起李家人， 于是就
对着李隆基的卫队发威，

以为李隆基会怕他。 没想
到，

7

岁的李隆基马上瞪着
眼睛说： “这是我家的朝
堂， 我的卫队轮得着你来
教训吗

?

” 此话一出， 武义
宗哑口无言， 武则天在朝
堂之上看见自己的孙子小
小年纪就有如此威风， 哈
哈大笑。 自从这件事后，

李隆基名声大噪。 如今，

李隆基看到韦后咄咄逼人，

临朝称制， 再也坐不住了。

●

姑侄合谋
怎样才能既拯救李唐

王朝又从中谋取到利益呢？

李隆基最终瞒住他的父亲
相王李旦， 偷偷溜出家门
来找姑姑太平公主。 太平

公主明白， 李隆基是庶出
的老三， 虽然能力很强，

但在讲究嫡出、 庶出长幼
顺序的唐朝， 他的身份并
不占优势， 现在他大概看
出来政局要发生变动， 想
建立奇功。 想明白了李隆
基的心思， 太平公主大喜，

这不正是自己要找的人吗？

一个是姑姑， 一个是侄子，

自然是政坛老手太平公主
占了优势。 同时， 李隆基
虽说是庶出的老三， 但毕
竟是相王的儿子， 如果跟
他合作还能够借助相王的
隐性政治影响力。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各
怀心思， 两个人一拍即合，

太平公主建议， 二人各自
发挥优势， 自己负责幕后
策划， 李隆基负责动员组
织军队。 在唐朝的军事力
量中， 万骑是皇帝的贴身

护卫， 控制了万骑， 就等
于控制了皇帝， 而李隆基
恰恰与万骑的两个中级将
领葛福顺和陈玄礼关系非
同寻常。

●

如虎添翼
太平公主紧锣密鼓地策

划政变， 李隆基加紧了向禁
军的渗透， 政变已经暗暗发
动起来， 很快就又有两个能
人向他们靠拢。 这两个人一
个叫刘幽求， 一个叫钟少
经。

刘幽求， 制举出身， 武
则天时期任县尉， 人很聪
明， 但心高气傲。 一次， 本
州刺史说了他几句， 刘幽求
马上辞官归隐， 后来虽然再
度出山， 但岁月蹉跎， 到唐
隆元年时已经年过半百。 钟
少经， 小吏出身， 擅长书
法， 武则天时期一些大型建
筑的匾额都由他所写。 钟少
经虽然有本事， 但到唐隆元
年的时候， 也只混到一个五
品的小官。 刘幽求和钟少经
都是野心家， 他们总觉得自

己怀才不遇， 天天盼着出人
头地。

刘幽求和钟少经的加
盟， 充实了太平公主一方的
智囊团。 另外， 钟少经负责
看管禁园， 出了禁园南门就
是皇宫的北门玄武门， 玄武
门在整个唐朝拥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因为进入玄武门就
是皇帝居住的后宫， 这使太
平公主和李隆基占尽了地理
优势。

《百家讲坛》讲述太平公主传奇一生———

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四)

中宗之死
景龙四年6月的一天，

唐中宗李显在吃了韦后让人
给他送来的一碗汤饼(面条)
后，离奇死亡，成为唐朝历
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根据
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记
载，唐中宗是被人毒死的。

●

毒死论
按照《资治通鉴》 的记

载， 韦后的两个情人杨均和
马秦客害怕他们和皇后私通
的事情泄露出去， 皇帝怪罪
他们， 而韦后本身想当皇
帝， 安乐公主也有私心， 所
以几拨儿都觉得唐中宗碍手
碍脚的人就合谋毒死了唐中
宗。

这些人是如何下毒的呢
?

大家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的情
景： 杨均善于烹调， 由他来
做汤饼； 马秦客是个医生，

由他来下毒； 安乐公主和韦
后在背后做主谋。 这天半
夜， 唐中宗还在处理事务，

忽然觉得肚中饥饿， 这时安
乐公主笑吟吟地托着一个盘
子走进来， 说： “父皇， 这
是母后让厨师精心准备的。”

唐中宗很高兴， 可吃完之后
觉得腹内疼痛如绞， 过了一
会儿就七窍流血而亡。 以上

类似于影视剧镜头般的描述
来自人们的想象， 事实上，

正史也基本上认为韦后和安
乐公主确实存在合谋的迹
象， 并利用杨马二人的优势
把唐中宗毒死。

●

疾病论
首先， 现存史料中第一

次提到唐中宗被韦后毒死，

是在唐中宗死后半个多月的
唐隆政变中， 这次政变是针
对韦后发动的， 当时指挥政
变的一个将军对他手下的士

兵说， 韦后毒死先帝， 所以
要杀死她为先帝报仇。 特殊
情况下说出的理由是不是确
有其事， 值得怀疑。 其次，

《旧唐书·安乐公主传》 提到
了安乐公主贪污纳贿等诸多
劣迹， 却唯独没有记载她曾
经给父亲下毒这件事。 再
次， 韦后和安乐公主死后，

都是以礼安葬的， 如果当时
就认定她们是弑君的凶手，

根本不可能承认她们的身
份。 最后， 韦后和安乐公主
当时没有毒死唐中宗的现实
需要， 无论毒死皇帝、 丈夫
还是父亲， 按照唐律来讲都
是十恶不赦之罪。 同时， 虽
然韦后和安乐公主都想当皇

帝， 但她们此时的政治积累
不足， 如果唐中宗活着， 她
们还可以继续借助唐中宗来
发展势力。

唐中宗的死因， 很可能
是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 李
唐皇室一直有心脑血管疾病
的家族遗传病史， 唐高祖李
渊、 唐高宗李治都死于心脑
血管疾病， 他们的后代有这
种病的可能性很高。 无论这
个推测如何， 唐中宗之死对
于当时派系林立的唐朝政坛
来讲都是一场大地震。 更重
要的是， 唐中宗没有意识到
自己会如此早地离开人世，

所以根本没有立定太子。

韦后专权
唐中宗暴毙，死前没有

立定太子，所有人把目光集
中到了韦后身上。韦后和唐
中宗没有儿子，唐中宗的庶
出儿子中，31岁的李重福和
16岁的李重茂成为了皇帝的
候选人。由于李重福是当年
害死韦后亲生儿子的元凶之
一，所以她决定让更容易控
制的李重茂当皇帝。

●

遗诏造假
韦后准备以唐中宗的名

义写一份遗诏， 在遗诏中明
确指定由李重茂接班。 很快，

韦后请来了当时的第一才女
上官婉儿。 按照韦后的授意，

这份假遗诏至少要包含两方
面的内容， 立李重茂当太子
和让韦后辅政。

重俊政变爆发后， 上官
婉儿已经意识到了李唐的复
兴是大势所趋， 如何让遗诏
既符合韦后的利益， 又能利
用遗诏向李唐皇室伸出橄榄
枝， 为自己留下更大的生存
空间

?

上官婉儿想到了大名

鼎鼎的太平公主。 上官婉儿
连夜把太平公主请进宫中，

交代了前因后果， 两个人很
快就制定了一个方略， 起草
了一份假遗诏。 假遗诏有三
条主要内容： 第一，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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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重茂为太子； 第二，

韦后知政事； 第三， 相王李
旦参谋政事。 关键的第三条
就是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平
衡李唐皇室和韦后势力的保
证。

●

打压李氏
遗诏很快遭到了首席宰

相、 中书令宗楚客的否决。

宗楚客是武则天的堂外甥，

是一个小人， 这个人先依
附武三思， 后依附韦后，

靠着自己与武则天的亲戚
关系， 不断巴结当权派。

宗楚客看到这份遗诏后，

一下子看出了问题， 他找
到另一个宰相、 韦后的堂
兄韦温说， 这个遗诏起草
得不地道， 太子年轻， 母
亲辅政名正言顺， 相王李

旦算什么， 古礼讲究“叔
嫂不通问”， 怎么能一起辅
政呢

?

两个人马上动员其他
宰相联名上书， 废除遗诏。

就这样， 在宗楚客和韦温
等人的威逼利诱下， 所有
宰相都签下了要求修改遗
诏的有关条款， 解除相王
李旦参谋朝政的地位。

●

效仿女皇
有了宰相集体署名要求

废止遗诏的事情后， 韦后干
脆把唐中宗死去的消息瞒了
下来。 接着紧锣密鼓地干了
五件大事： 第一，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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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丁到均州防范李重福； 第
二， 派两个心腹宰相到东都
洛阳稳定局势； 第三， 安抚
李旦， 升其为太尉； 第四，

控制政府， 也就是宰相集
团； 第五， 也是最重要的，

掌握兵权。 这和当年唐高宗
死后武则天的部署一模一
样， 韦后的想法昭然若揭。

然而， 武则天当年一番部
署， 最后当了皇帝； 可韦后
搞了这样一场模仿秀后， 马
上激起了李唐皇族的强烈反
对。

东风催变
有了太平公主的谋划

，

有了李
隆基的军事动员

，

又有了一帮能人
的加盟

，

政变就只欠导火线了
。

●

高官反水
韦后有一个宠臣叫崔日用， 和

宰相宗楚客是莫逆之交。 一天， 宗
楚客和崔日用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

宗楚客吹牛说， 韦后万事俱备， 很
快就要把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两个
人除掉。 崔日用是个聪明人， 最近
一段时间他冷眼旁观韦后和太平公
主两方势力的发展， 现在听宗楚客
这么吹牛， 忽然觉得自己站错了队。

回到家里， 崔日用思考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他决定反水， 投奔太平公主
和李隆基。

唐隆元年
(

公元
710

年
) 6

月的
一天， 长安宝昌寺来了一个神秘的
香客， 这个香客既不进正殿， 也不
烧香拜佛， 直接转到后面的僧房找
到一个和尚， 两个人嘀嘀咕咕说了
一阵子后， 和尚就急急忙忙地离开
了宝昌寺。 这个神秘的香客就是崔
日用， 他拜托和尚去找李隆基， 告
诉他韦后可能要有所举动， 让他们
抓紧时间， 如果需要内应， 自己可
以帮忙。

●

万骑遭欺
唐中宗死后， 韦后派了两个将

军来到万骑， 一个是她的堂侄， 一
个是她的外甥。 这两个人都是纨绔
子弟， 从没在军队干过， 所以心虚，

商量后他们决定， 打人立威。 此后，

两个人看哪个万骑将士不顺眼， 抓
过来就是一顿鞭子， 几天下来， 挨
他们打的人已经不在少数。 万骑将
士是皇帝的贴身卫队， 都是一些心
高气傲之人， 挨打的将士纷纷找到
自己的老长官葛福顺和陈玄礼诉苦。

葛福顺和陈玄礼很快找到了李隆基，

李隆基试探说
:

“这两个小将军号称
是将军， 其实不过是两个光杆司令。

只要你们二位发话， 难道万骑的将
士们会不听

?

” 葛福顺和陈玄礼听出
李隆基话里有话， 马上表态说：

“只要王爷肯出头， 您指到哪儿我们
打到哪儿。”

●

政变插曲
唐隆元年

6

月， 唐隆政变正式
启动。 按照太平公主的计划， 这一天
的黄昏时分， 李隆基换上一身便装，

悄悄来到钟少经家门前， 准备在钟家
指挥政变。 到了钟少经家门前， 李隆
基举手敲门，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
个时候， 钟少经胆怯了。 任凭李隆基
在门外怎么敲门， 钟少经就是装聋作
哑不开门。 危急关头， 钟少经的妻子
对钟少经说： “你辅佐皇室， 是为国
家出力。 再说， 你事先已经与他们同
谋， 就算现在退出， 日后追查起来，

你能躲得过去吗
?

” 一席话点醒了钟少
经， 他赶紧开门， 把李隆基请了进来。

从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出唐朝妇女整体
表现出的风范和胆略， 武则天、 太平
公主、 韦后这样的政治女强人层出不
穷， 是建立在社会大背景基础之上的。

●

山雨欲来
李隆基在钟少经家静等夜幕降

临， 二鼓时分， 他推门一看， 天降
流星雨， 一旁的刘幽求说， 天降流
星是吉兆， 赶紧动手。 李隆基一点
头， 葛福顺带领一队万骑士兵进入
了万骑的营房， 手起刀落， 砍掉了
韦后派到禁军的将领的脑袋。 葛福
顺随后对士兵高呼： “韦后毒死先
帝， 妄图篡权， 今夜我们就要杀死
韦后为先帝报仇。” 他接着说： “韦
家子弟只要比马鞭高的， 一个都不
留。 哪个士兵敢怀有二心， 帮助逆
党， 日后必定株连三族。” 万骑将士
本来已经恨透韦家子弟， 这时候都
表示坚决拥护。 之后， 葛福顺拎着
几颗人头来到了李隆基面前， 李隆
基用火把验看后， 放下心来， 干掉
这几个人， 就等于掌握了军队。 开
弓没有回头箭， 现在无论胜败， 政
变只能继续。

本版素材由央视《百家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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