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韦后被斩

韦后被屋外震天的喊杀

声惊醒
，

她想起重俊政变时
，

她和唐中宗两个人跑到玄武
门的城楼上

，

依靠玄武门外的

禁军保护才逃得一命
，

于是连
衣服都没有穿好

，

就往玄武门
跑去

。

到了玄武门
，

韦后看到城
门大开

，

穿过去一看
，

飞骑的营
门也开着

。

韦后犹豫了一下
，

但
追兵的声音已经很近了

，

她只
好跑进飞骑的大营

。

一个留守
飞骑营房的士兵看到韦后进来
了

，

迎面就是一刀
，

韦后身首异
处

。

●

安乐画眉

安乐公主夫妇自从唐中宗
死后就住在宫里

，

看到外面火
光冲天

、

喊声动地
，

安乐公主知
道自己皇太女的梦做到了尽

头
。

安乐公主是唐朝第一美女
，

对自己的形象向来很注意
，

死
到临头之际

，

她想要留一个最
美丽的形象在人间

，

竟然不顾
外面追兵迫近

，

画起眉毛来
。

然
而万骑将士都是粗人

，

没有怜
香惜玉之心

，

就在安乐公主拿
起眉笔刚刚画出第一道的时
候

，

一个万骑士兵踢门进来
，

对
着安乐公主的脖子就是一刀

，

美人顿时香销玉殒
。

●

婉儿殒命

唐中宗死后
，

上官婉儿也
回到后宫居住

，

她听到外面的
喊杀声

，

马上明白是李唐宗室
造反

。

因为给自己留了后路
，

所

以她不慌不忙起身
，

命令宫女
点起蜡烛

，

找出当时她和太平
公主共同起草的唐中宗遗诏

，

打开大门
，

领着宫女迎接政变
者

。

很快
，

李隆基和刘幽求带兵
闯了进来

，

上官婉儿马上把遗
诏递了上去

，

按照她的想法
，

遗
诏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

。

刘幽
求把上官婉儿带到李隆基面
前

，

李隆基拿起遗诏看了看
，

然
后对上官婉儿说

，

上官昭容
，

你
果然是个聪明人

，

可惜现在是
非常时期

，

我要是不杀你
，

别人
就会猜疑

。

一声令下之后
，

上官
婉儿倒在了血泊之中

。

●

大功告成

除掉韦后
、

安乐公主和上
官婉儿

，

唐隆政变的主要部分
已经结束

，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
追歼韦后余党

，

这一任务是由
韦后当年的宠臣崔日用来完成
的

。

唐隆政变是唐朝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一次宫廷政变

，

比人
们熟知的

“

玄武门之变
”

动用
的兵力还要多

。

虽然唐隆政变
是由李隆基直接指挥的

，

但李
隆基无论在智慧还是在威望上
都还有欠成熟

，

与他相比
，

太
平公主的通盘策划之功更大

。

正是这场政变
，

奠定了太平公
主在李唐王朝的地位

，

也奠定
了太平公主日后权势熏天的基
础

。

●

禅让皇位

李旦和李重茂各有优势
，

也
各有劣势

。

按照中国古代帝制
，

父死子继
，

李重茂是唐中宗的儿
子

，

具有法统优势
；

但唐中宗是
暴卒

，

死前没有立太子
，

李重茂
的即位是韦后策划的

，

如今韦后
已败

，

他的皇位不够稳固
。

李旦
的优势在于他得到了政变集团
的拥护

，

是李唐宗室中当之无愧
的老大

，

极具实力
；

但李旦不具
有法统优势

。

法统优势和实力优
势相比较

，

实力优势更为重要
，

所以政变结束后不久
，

李重茂决
定禅让皇位给叔叔李旦

。

根据
《

资治通鉴
》

记载
，

面对
小皇帝的禅让之举

，

李旦
“

固
辞

”。

传统史学家一般都认为
，

这
是李旦的性格因素决定的

，

李旦
性格恬淡

，

一辈子不愿当皇帝
。

然而个人认为
，

李旦这时候坚决
推辞

，

并非性格原因
，

关键是因
为他的处境尴尬

。

在整个政变过
程中

，

李旦完全是一个局外人
，

没有一点功劳
，

忽然黄袍加身
，

没有说服力
。

●

三郎瞒父

按照常理推测
，

既然政变集
团准备让李旦当皇帝

，

就应该在
政变之前通知他

，

让他领导政
变

，

这样在政变后当皇帝就顺理
成章了

。

李旦之所以毫不知情
，

是因为有人刻意隐瞒
，

这个人就
是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

。

政变爆发前
，

有人提醒李隆
基应该通知李旦

。

据记载
，

这时
李隆基回答说

：“

我曹为此以徇
社稷考虑

，

事成福归于王
，

不成
以身死之

，

不以累王也
。 ”

意思是
我搞政变是为江山社稷考虑

，

事
成

，

就把天下让给父亲
，

事败
，

绝
对不连累父亲

。

政变即将结束
时

，

刘幽求建议李隆基说
，

大局
已定

，

应该让相王出来主持局
面

。

李隆基再次拒绝
，

直到政变
彻底结束

，

残敌追剿干净
，

李隆
基才将此事告诉了父亲

。

李隆基没有让李旦参与政

变
，

并非出于孝顺
，

而是自己想
当皇帝

。

李旦在整个李唐宗室之
中最有号召力

，

如果他参与政
变

，

李隆基在整个政变中的作用
就会大大降低

。

再加上李隆基是
庶出

，

没有优先继承权
，

所以他
左思右想

，

决定对相王封锁消
息

，

建立奇功
，

作为日后出人头
地的资本

。

●

太平助兄

在众大臣和李隆基
、

李隆基
大哥李成器的轮番说服下

，

李旦
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皇位

。

然而这
时坐在龙椅之上的还是小皇帝
李重茂

，

两个人如何实现权力的
交接呢

?

太平公主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

政变结束后
，

太平公主就住
在宫里

，

整日对李重茂进行思想
教育

，

李重茂主动禅让皇位就是
她教育的结果

。

看到李旦已经接
受群臣的推戴

，

太平公主又导演
了一场戏

。

政变后不久的一天
，

太平公主胁迫李重茂上朝
，

当时
正值唐中宗国丧期间

，

龙椅在大
殿的最东端

，

正对着的西边放着
一口大棺材

，

棺材里是唐中宗李
显的遗体

，

棺材旁还站着一个
人

，

就是相王李旦
。

站在群臣之
上的太平公主看到群臣就位

，

像
司仪一样说

，

国家多难
，

皇帝想
要禅让皇位给叔叔相王

，

大家觉
得如何

?

群臣面面相觑
，

没有人
敢说话

。

这时刘幽求说
，

皇帝能
够大公无私地禅让皇位

，

是能够
和尧舜媲美的高尚之举

，

应该成
全

。

说完这套鬼话之后
，

刘幽求
当即拿起早就准备好的禅位诏
书宣读起来

。

政变之后
，

李重茂虽然已经
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

可他并没有
想到事情如此突然

，

因此傻傻地
坐在龙椅上不下来

，

大殿之上的
气氛十分尴尬

。

太平公主三步并
成两步走到龙椅前对李重茂说

，

天下已经归心相王
，

孩子
，

这个
座位不是你的了

。

说完
，

太平公
主揪住了李重茂的领子

，

将他扔
在一边

，

然后到棺材旁抓住李旦

的手
，

把他拉到龙椅前
，

按坐在
御座之上

，

然后返身下殿
，

带领
文武大臣山呼万岁

。

相王李旦第
二次登基当了皇帝

。

●

李旦反击

相王李旦历经多次政治风
暴

，

知道自己这个皇帝的权力基
础并不稳固

。

面对功高难制的妹
妹和儿子

，

他必须学会在夹缝中
生存

。

登基之后
，

李旦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摆平儿子和妹妹的关系

。

通过唐隆政变
，

李旦充分见识了
儿子的心机和妹妹的威力

，

所以
刚一登基

，

他马上开始考虑如何
处理这两个人

。

李旦对李隆基采
取了打压的措施

，

按照当时的政
治传统

，

当了皇帝就要立太子
，

然而李旦却摆出了一副迟疑的
样子

，

想利用长子李成器打压李
隆基

。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

第一
个站出来反对的人恰恰就是李
成器

。

李成器认为国家在危亡的
情况下应该先考虑有功之臣

，

所
以自己不敢居李隆基之上

。

除此
之外

，

以刘幽求为代表的功臣也
反对立李成器为太子

。

在这种情
况下

，

李旦被迫立李隆基为太
子

。

虽然李旦压制李隆基没有取
得成功

，

但是他的这番作为给了
李隆基一个下马威

。

对于太平公
主

，

李旦采取了扶持的策略
，

他
给了太平公主三份厚礼

，

即增强
经济实力

、

提高家族实力和给予
更多的特权

。

●

先发制人

唐睿宗景云元年
(

公元
710

年
)

，

距离刚刚发生的唐隆
政变仅仅过去

4

个月
，

太平公
主就到处散布流言飞语说

，

太
子非长

，

不当立
。

为了达到目
的

，

太平公主采取了三项措
施

。

首先
，

监控太子的私生
活

，

企图从中找出漏洞
。

太平
公主把亲信安插到李隆基身
边

，

观察李隆基每天干了什
么

，

有没有沉湎酒色
，

有没有
不务正业

，

企图找出李隆基的
失德行为

。

其次
，

发动大臣向李旦提
出废黜太子

，

企图让大臣们以
臣子的名义迫使皇帝改变决
定

。

再次
，

太平公主恐吓李
旦

，

让李旦感觉李隆基对其统
治已经构成了威胁

。

李旦本来
就觉得李隆基心机很深

，

日后
会图谋不轨

，

太平公主就利用
他的恐惧心理

，

造谣生事
，

李
旦惶惶不可终日

，

总觉得李隆
基要夺权

。

●

遭遇反击

李隆基心机不输太平公
主

，

看到太平公主步步紧逼
，

他开始反击
，

针锋相对
。

李隆
基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检点
言行

，

不让太平公主抓住把
柄

。

第二步是在大臣之中培养

自己的力量
，

让大臣替自己反
驳太平公主的诽谤

，

太平公主
只要发难一次

，

李隆基这边的
大臣就回应一次

。

一次
，

太平
公主说太子非长

，

不当立
。

宰
相宋

璟

回答说
：“

东宫有大功
于天下

，

真宗庙社稷之主
，

公
主奈何忽有此意

?

”

意思是太
子是立了大功的人

，

是国家未
来的好主人

，

公主你怎么会说
出换太子这样的话啊

?

宋
璟

是

武则天时期的老臣
，

以性格耿
直

、

不畏强暴著称
，

在大臣之
中有很高的声望

，

他表明了立
场

，

别的宰相也就不敢再说什
么了

。

李隆基知道
，

想要在斗争
中取得成功不能光靠防范

，

至
少要做到攻防结合

，

所以他做
的第三项反击措施就是让自
己的两个支持者姚元之和宋
璟

主动找唐睿宗李旦谈话
，

姚
元之就是后来和宋

璟

齐名的
“

开元贤相
”

姚崇
。

两个人对唐
睿宗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的
方案

：

把李隆基的两个哥哥调
离政治中心

，

到外地当刺史
，

避免卷入纷繁复杂的宫廷斗
争

；

让李隆基的两个弟弟担任
太子卫队的将领

，

为太子服
务

；

让太平公主和她的丈夫到
东都洛阳

，

离开政治核心
。

●

太平落败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一番
斗法后

，

最后的裁决权摆在了
李旦面前

。

李旦当时颁布了两
条诏令

，

第一条诏令执行了姚
元之和宋

璟

的方略
，

唯一的修
改就是将太平公主安置到了
蒲州

，

而不是洛阳
。

蒲州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比洛阳距离长安近一些

，

李旦
之所以这样做

，

是考虑到一母

同胞之中只剩下太平公主一
人

，

不忍心将其安置到更远的
洛阳

。

李旦颁布的第二条诏令
就是让太子监国

，

六品以下官
员的任免和一般轻罪的惩罚
都由李隆基全权决定

。

姑侄斗
法的第一回合

，

以李隆基的胜
利

、

太平公主的失败告终
。

●

针锋相对

李旦的诏令刚一颁布
，

太
平公主和李隆基斗法的第二
回合就开始了

。

第二回合还是
太平公主首先发难

，

她直接找
到李隆基

，

声色俱厉地质问他
为什么如此对待自己和兄弟

。

太平公主是几朝元老
，

皇族的
领袖

，

又新立了大功
，

非常有
威慑力

，

她的质问让李隆基害
怕自己引起众怒

，

竟然选择了
背信弃义

。

为了证明清白
，

李隆基还
找到父亲李旦

，

说姚元之和宋
璟

是彻头彻尾的奸臣
，

他们挑
拨离间

，

请求李旦处死这两
人

。

最终
，

李旦将姚元之和宋
璟

贬到地方
。

没过几天
，

李隆
基的另外一个重要支持者

、

政
变功臣刘幽求也被革除宰相
一职

，

李隆基损失三员爱将
。

李隆基做了重大牺牲后
，

太平公主也有所表示
，

她决定
遵照诏令

，

远赴蒲州
，

第二回
合到此结束

。

一方面
，

太平公
主离开了政治中心长安

；

另一
方面

，

太子李隆基的重要党羽
被剪除

，

这一局的争斗两个人
打成了平手

。

通过两个回合的
斗法

，

人们得出结论
，

太平公
主和李隆基实力相当

，

但李隆
基稍占优势

，

斗争势必持续下
去

。

本版素材由央视《百家讲

坛》栏目提供

编辑 /李玉国 2008年 11月 4日 星期二

TEL：0392-2189936� E-mail：lyglkx@163.com

电视文摘

7

《百家讲坛》讲述太平公主传奇一生———

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五)

唐隆政变

公元 710 年，唐隆政变爆发，李隆基率领贴

身卫队来到玄武门，坐镇指挥。 与此同时，葛福

顺和陈玄礼分别率领一支劲旅突入宫中。 李隆

基在玄武门听见欢呼声后， 马上也率领卫队杀

进宫去，三路人马直奔韦后的寝宫。

睿宗登基

姑侄斗法

唐隆政变彻底除掉了韦后母女， 但并没有

解决谁当皇帝的问题。政变结束后，两个选择摆

在了人们面前， 让小皇帝李重茂接着当皇帝和

拥立相王李旦当皇帝。

唐睿宗时期，朝中出现了“一山二虎” 的局

面， 太平公主和太子李隆基都掌握了巨大的权

力。 当时，李旦无论面对任何事情，自己都不敢

擅自决定， 只有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两个人都同

意，李旦才敢签字。 天长日久，太平公主和李隆

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获得更大的权力，都

把对方视为眼中钉，姑侄二人的斗争开始了。

讲述人：蒙曼

李隆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