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睿宗传位
面对太平公主和李隆基

之间的激烈争斗
，

为了自己
的利益

，

唐睿宗李旦忽左忽
右搞平衡

。

慢慢地李旦发现
，

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足以
摆平这两个人的矛盾

，

反而
把朝政搞得混乱复杂

。

当时
有两件事对李旦的打击很大

，

这就是斜封官事件和宰相集
体罢免事件

。

●

朝令夕改
斜封官是唐中宗时期的

一个制度， 只要能够拿出
30

万钱贿赂宫廷贵妇， 就能当
官。 斜封官素质低下， 不懂
为官之道， 李旦对这个政治
弊端十分清楚， 他想扭转一
下政治风气， 所以一当上皇
帝就下了一道命令， 罢免所
有斜封官。 太平公主和李隆
基看到一大批斜封官被罢免，

都觉得自己笼络人心的时机
到了， 都准备讨好斜封官，

扩大势力。

李隆基派手下对李旦说：

“斜封官皆先帝所除， 恩命已
布， 姚元之等建议， 一朝尽
夺之， 彰先帝之过， 为陛下
招怨……” 意思是斜封官都
是先帝唐中宗封的， 你现在
罢免他们， 不是彰显你哥哥
的过失吗？ 另外， 斜封官的
官职都是花钱买来的， 现在
没当几年就罢免， 这些人能
不怨恨你吗？ 如果在他们的
鼓动之下四海沸腾， 你这个
皇帝还能当长久吗？ 李隆基
对李旦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李旦心有所动。

李隆基有所动作后， 太
平公主也开始行动了。 唐中
宗时期， 太平公主也是有权
力的宫廷贵妇之一， 很多斜
封官就是她一手提拔的， 所
以她亲自劝李旦不要一时鲁
莽。 除此之外， 她还找到了
一个叫慧范的和尚， 让他去
游说李旦。

在双方的压力下， 李旦
很快又发布了一道命令， 让
斜封官官复原职， 改革彻底
失败。 斜封官制度仍然存在，

一方面使朝政继续紊乱下去，

另一方面， 李旦朝令夕改，

威望下降。

●

灰心让位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的斗

争导致官员之间也争斗不断，

朝廷行政效率下降。 一天，

忍无可忍的李旦把所有宰相
叫到面前说： “政治混乱，

官员激增， 水旱灾害频繁，

人民生活也很痛苦， 我当皇
帝固然要负主要责任， 可你
们号称‘辅弼之臣’， 就不应
该负责任吗？” 一下子罢免了
当时所有的宰相。

李旦罢免宰相， 是想重
新安置一批既有能力又能听
他话的人。 但他发现， 自己
根本无法左右这些宰相的职
位， 商议下来， 四个宰相职

位仍然被太平公主和李隆基
瓜分了。

李旦灰心之余想清楚两
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就是太
平公主和李隆基现在势均力
敌， 难分高下， 自己想要坐
收渔人之利不太容易。 第二
个结论是他们两个人这样龙
争虎斗， 不仅不能给自己带
来好处， 而且对国家也不利，

国家不能定于一尊， 政局越
来越混乱， 大唐的国力也正
在削弱。 从李唐王朝发展的
大局考虑， 也从中国自古以
来父子相承的继承原则考虑，

他选择让位给儿子李隆基。

●

弄巧成拙
景云二年

4

月， 李旦刚
当上皇帝

10

个月后的一天，

他召集三品以上的高官， 提
出传位给太子李隆基， 问大
臣们是否可行。 大臣们都沉
默不语， 李旦只好宣布退朝，

让大臣们回家好好想想， 第
二天答复。

李隆基率先表明立场，

坚决不敢担当大任， 推辞了
李旦的好意。 此时太平公主
还在蒲州， 不方便直接表态，

于是她派出党羽劝唐睿宗不
要放弃权力， 这样一场闹剧
后， 李旦竟然放弃让位， 继
续当起了皇帝。 这时候， 太
平公主首先沉不住气了， 她

看到李隆基的权力节节攀升，

李旦又流露出传位的念头，

决定出击。

太平公主派一个术士找
到李旦， 术士对李旦说：

“臣最近仰观天象， 发现天空
中出现一颗彗星。” 在中国古
代， 彗星是除旧布新的象征，

术士得出结论， 恐怕太子要
当皇帝。 太平公主本想借此
让李旦防备李隆基， 然而事
情的发展并没有像太平公主
预料的那样， 李旦听完术士

的高论后不但没有惊慌失措，

反而说： “既然天象如此，

我就顺应天意， 传位给李隆
基。”

李旦的这一表态可谓石
破天惊， 太平公主聪明反被
聪明误， 将皇位拱手送给了
李隆基。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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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李隆
基就要成为皇帝， 李旦就要
成为太上皇， 太平公主遇到
了从政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挫
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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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土重来
退让从来都不是太平公主

的风格
，

只要有一线希望
，

她
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

所
以她要努力把失去的东西夺
回来

。

●

玄宗即位
阻止李旦传位没有可能，

太平公主决定在太上皇的权
力上做文章，她想让李旦不要
放弃所有权力，这样自己就有
上下其手的可能。太平公主找
到李旦， 说：“李隆基还年轻，

骤然接班肯定会紧张，你这个
当父亲的不能将天下大事就
这样交给一个孩子。 ”李旦觉

得有道理，虚心纳谏，决定保
留一点权力。

公元
712

年
8

月， 李隆基
和李旦父子达成协议，李隆基
即位，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
鼎鼎的唐玄宗。根据父子之间
达成的协议，太上皇李旦自称
为“朕”，命令称为“诰”，每五
天到正殿太极殿接见一次群
臣；李隆基则自称为“予”，命
令称为“制”和“敕”，一天一次

到偏殿武德殿办公。最关键的
一条是，三品以上官员的任命
和大刑罚都由太上皇批准，李
隆基处处受制于父亲李旦。

●

太平弄权
紧紧抓住太上皇还不够，

太平公主开始笼络大臣，她的
男宠这时候登场了。对于太平
公主来说，最重要的男宠有两
个，一个叫崔

氵是

，一个叫卢藏
用。 崔

氵是

出身于河北高门贵

族， 十分英俊， 而且聪明有
才干， 但为人狡猾善变。 卢
藏用也出身贵族， 年纪轻轻
就考中了进士， 此人心思活
络， 在书法和诗歌方面也很
有造诣， 是当时的文坛领袖。

李旦退位从实质上说并非心
甘情愿， 他时不时也怀念自
己过去当皇帝的滋味， 所以
他愿意做一些和李隆基意愿
相左的事情。 太平公主利用
了李旦这样的心态， 经常推
荐一些自己看中的人， 李旦
一般也会满足她的要求。 在
兄妹两个人的配合下， 很快

几个重要人物都被太平公主
推荐到了宰相的位置上。 无
论男宠还是宰相， 太平公主
用人有两个特点： 一是这些
人都非常有才干， 既是当时
的士林领袖， 又是政治精英，

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但这些人急功近利， 缺乏政
治节操。 无论怎样， 太平公
主的羽翼丰满了起来。 史书
记载， 当时七位宰相五出其
门。 上有李旦的庇护， 下有
拥护者的支持， 太平公主的
势力又重新伸张开来， 且不
可小觑。

《百家讲坛》讲述太平公主传奇一生———

几乎拥有天下的公主
(

六
)

剑拔弩张

李隆基虽然当上了皇帝
，

但是大权掌握在太上皇李旦
的手中

，

太平公主又控制了

多位宰相
，

所以李隆基真正
能够行使的权力很少

。

李隆
基想来想去

，

找出了症结所

在
，

只有除掉太平公主
，

自
己才能踏踏实实地当皇帝

。

●

再谋政变
当李隆基想采取一些措

施挑战太平公主的时候， 唐
隆政变的功臣刘幽求忽然主
动派人来找李隆基。 刘幽求
是个野心家， 在唐隆政变中
他是功臣， 而且是李隆基的
党羽， 他看出只有除掉太平
公主， 自己的主子、 皇帝李
隆基才能够真正大权独揽，

自己也才能真正被安插到理
想的位置上。 刘幽求靠政变
起家， 所以脑子里有一个固
定的政变思维， 这时， 他想
再搞一场政变。 政变需要军
队帮忙， 刘幽求马上找到李
隆基的心腹、 羽林将军张

日韦

说： “皇帝窝囊， 连累我们
这些皇帝的跟班也窝囊， 咱
们不如搞一场政变， 除掉太
平公主。 你有兵权， 你去劝
说皇帝， 皇帝肯定答应。” 张

日韦

是个粗人， 当即就去找了
李隆基。

●

计划流产
除掉太平公主是李隆基

日思夜想的事情， 现在居然
有大臣主动提出来， 正合了
他的心意。 李隆基对前来找
自己商议政变的张

日韦

说：

“这是大事， 千万不要泄露，

一旦时机成熟， 咱们再发难
也来得及。” 张

日韦

为人豪爽，

平时喜欢和人喝酒。 谁也没
有想到， 没过几天， 他就在
一次喝酒的时候和盘托出了
计划。 酒醒之后， 张

日韦

吓出
一身冷汗， 他赶紧找到李隆
基叙述了经过。 李隆基听后
也十分害怕， 他对张

日韦

说：

“你辜负我在先， 可别怪我对
不起你。” 李隆基当即写了一
纸奏疏， 上奏李旦， 说：

“刘幽求和张
日韦

两个人是奸
臣， 挑唆我和姑姑太平公主
的关系， 请太上皇裁决。” 李

旦得知情况后， 马上把刘幽
求和张

日韦

抓了起来， 起初以
疏间亲罪处以死刑， 后因为
李隆基的求情， 改为贬至南
部边疆， 调离李隆基的身边。

到此为止， 一场还在策划中
的政变彻底流产了。

●

如履薄冰
流产的政变不仅没能清

除太平公主的势力， 反倒给
李隆基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
的麻烦。 首先， 李隆基的势
力更加削弱。 其次， 太平公
主占尽舆论上的优势。 再次，

李旦和李隆基的关系也发生
了变化。 儿子计划的政变让
李旦不寒而栗， 害怕之余，

他重新和太平公主联合在了
一起。 在太平公主的鼓动之
下， 李旦抛出一条诰命， 让
李隆基做好巡行边疆的准备，

巡行的范围东至今北京一带，

西到今甘肃一带。 诰命一出，

对于李隆基来讲， 可谓晴天
霹雳， 这是他皇帝生涯的一
次巨大威胁。

太平之死
太平公主和李隆基都惴惴不

安地等待李旦宣布皇帝巡边的具
体日期

，

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
，

李旦又发布了一条诰命
，

皇帝巡
边推迟

。

很明显
，

李旦又犹豫了
，

换皇帝是一件大事
，

鲁莽不得
。

●

释放迷雾
巡边推迟并不代表李隆基已

经安全， 要想保住性命， 保住皇
位，只能在巡边之前动手。 这个想
法不仅仅是李隆基个人的想法，

也是整个李隆基集团的共识，李
隆基渐渐坚定了政变的决心。 从
实力上来看， 李隆基在谋臣和兵
力方面都不占优势，他想来想去，

决定冒险发动一场突然袭击，让
太平公主措手不及。

先天二年
7

月
2

日，李隆基忽
然找来太平公主的男宠崔

氵是

说
:

“我毕竟是皇帝， 你不如跟随我，

这样更有前途。 ”李隆基是不是真
想把崔

氵是

拉拢过来呢？并非如此，

李隆基知道崔
氵是

跟太平公主的关
系，他这样做是放烟雾弹，让崔

氵是

觉得皇帝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崔
氵是

很快找到了太平公主， 原原
本本把事情交代了一番， 说：“皇
帝黔驴技穷，连我都想笼络，没什
么本事。 ”太平公主对李隆基失去
了戒备。

●

兵贵神速
第二天清晨， 李隆基召集手

下，说：“根据可靠情报，太平公主
很快将发动政变， 为了保护国家，

我们必须在今天提前政变。 ”李隆
基首先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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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来到了皇帝
日常办公的武德殿，将太平公主手
下的两个羽林将军斩首，北衙禁军
群龙无首，失去了战斗力。接着，李
隆基又来到朝堂，还没等大臣们反
应过来，一通乱砍，好几位宰相都
死于非命。李隆基带兵从北向南一
路厮杀过来，其间，早有人哭喊着
给李旦报了信。 第二天，李旦正式
发布一道命令，彻底放权。

李隆基的政变针对性很强，

首先解决太平公主手下的文武大
臣，然后软禁太上皇李旦，一下子
控制住了局势， 太平公主的势力
很快被瓦解。 李隆基十分清楚，太
平公主之所以势力强盛、 咄咄逼
人，是因为上有李旦的支持，下有
追随她的文武大臣的帮助， 所以
李隆基根本就没有特别去管他的
主要对手太平公主。 就在李隆基
在宫里厮杀的时候， 太平公主闻
风而逃，她成了孤家寡人。

●

公主绝唱
太平公主逃到一座山寺之

中，躲了整整
3

天。

3

天里，太平公
主想明白一个问题， 自己与侄子
李隆基的斗争彻底结束， 她失败
了。 太平公主没有躲在山寺里苟
且偷安，

3

天后， 她回到了自己家
中。 守候在太平公主家里的官兵
看到太平公主回来， 马上奉上了
三尺白绫，太平公主长叹一声，悬
梁自尽，当时还不到

50

岁。 太平
公主死后，李隆基处死了她的

3

个
儿子， 唯一活下来的儿子叫薛崇
简， 唐隆政变时曾当过太平公主
和李隆基之间的联络员， 与李隆
基私交很好。 后来太平公主揽权，

薛崇简也曾多次劝谏太平公主，

为此， 太平公主常把他打得遍体
鳞伤。 李隆基饶恕了薛崇简，让他
官复原职，但从此以后改姓李，和
太平公主断绝关系。

李隆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终于做到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结束了太平公主的政治生涯。 随
着太平公主的死去，唐朝历史上一
段女性政治人物当家的时代也就
此结束。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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