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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武則天由一名女子到君臨天下，不僅挑戰了中國幾千年來男尊女卑的觀念，更在

歷史上留下她那轟轟烈烈的事蹟。時勢造英雄，英雄創時勢，她憑著自己的機智、

權謀與膽識，由才人、女尼、昭儀、皇后、太后、最後當上了大唐的皇帝，終其

一生不停的追求權力與地位。有人說武則天淫亂嗜殺、殘酷無情；也有人說她是

一位好國君，為後來大唐的開元之治奠下良好基礎；更有人說，她對佛教興盛的

貢獻是非常大的。在這種種的評論中，她是否就真的如世人所說的那樣呢?世人

對她有兩極化的觀感，也因此更引起筆者想對這位處心積慮、深不可測的女皇帝

做一番探討。在今日所處的現代社會裡，我們能從武則天的智慧與種種高明的手

段得到哪些啟示呢？是她的冷靜果斷、是她的用人之道、還是她超人的平衡能

力？ 

 

二正文： 

 

01 武則天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都不斷地學習，不斷地進取，從而將書本知識加

以系統化、理論化、並將理論付諸實踐。她還根據自身的體驗，總結出只屬於她

個人的獨特的管理模式。她一生的學習歷程，為她深厚的思想埋下了深刻的伏

筆。(註一) 

 

武則天會成為這麼一位聰明有才智的女皇，並不是沒有道理的。一個成功的人是

要時時刻刻的充實自己，培養自己的內涵。『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能把所

學習到的知識運用在生活周遭，並且把學到的知識轉化成自己特有的一種模式，

這真的是非常可貴的。古今中外凡成大業、立大志者，沒有不認真學習的，武則

天也不例外。 

 

02武昭儀在爭風邀寵的鬥爭中，初步戰勝了王皇后與蕭淑妃，穩固了自己在後

宮的地位；但是，她並沒有知足而止，仍是雄心勃勃，她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極

力謀得皇后寶座，以主宰六宮。有一天，將近中午時分，王皇后進來逗弄了一會

兒小公主，她抱著小孩子，憐愛如親生。直到小孩子睏了，才放下孩子，戀戀不

捨地離去。育嬰室變得異常肅靜，聽得見小公主均勻的呼吸聲。此時門輕輕的開

了，隨之，風一樣地閃進一個人來，她是武則天。她走到嬰床前，彎下腰去，在

那孩子的小臉上熱烈地，長時間地親吻了一下。與此同時，兩滴冰冷的淚珠滴在

孩子稚嫩的面頰上，驚得孩子猛地一動，轉過身去。就在那一剎那，一雙顫抖卻

有力的手扼住了孩子的脖子，越扼越緊…。武則天像個活死人一樣離開了育嬰

室，步履慌張地閃進一處佛堂，她是在贖罪，求佛祖寬恕她的罪過，也是在祈禱，

請佛祖保佑她成功。(註二) 

 



武則天為了能夠坐上皇后的寶座，不惜殺害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心軟的終究鬥不

過心狠的，王皇后在高宗心中的地位，從此完完全全的被武則天給取代了。 

世人對於她這樣的做法很不能認同，但是以身為一位母親的角度，她是多麼的痛

恨自己，多想愛護自己的女兒，在她的心中，這是永遠無法抹滅的痛。而以身為

一位小小的昭儀，和有崇高地位的皇后相比，當時她的心，完全被權力、地位鎖

住，眼前的女兒，就是她是否能夠一躍成后的重要關鍵，理所當然她選擇了殺死

女兒，而且有一種解脫的感覺，因為當皇后的日子不遠了。這件事常常被世人拿

來貶武則天，說她沒有人性，但是仔細想想，當一個人真的想要使自己的目標成

真時，整個腦袋充滿權慾地位，也許在當下，你就是第二個武則天了。 

 

03高宗生性仁儒，讓武后不放心朝政之事，性格中的好強驅使著她。每次上朝，

皇上在前視事，武后垂簾在後，直接聽政，政無大小，都直接由武后與高宗一道

裁決。於是，群臣朝謁，萬方奏表，都稱武后、高宗為『二聖』，武后名副其實

的成為執政皇后。從此，唐朝進入了『雙聖』統治時期。她在治理大國、討伐東

征，鞏固邊防上都做出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武則天不動聲色的表情下，心靈深處

在吶喊：男人能，女人也能，而且做得更好，卻為什麼在垂幕之後，統御萬眾，

為什麼只能是一個李家的兒媳，為什麼不能是名正言順的武氏女皇。從一般的嬪

妃上升為皇后，而後又成為輔政皇后，與皇帝並列聽政，有生殺予奪之權，能決

定天下萬事，一種權威和榮耀感在武氏的內心掀騰，自尊心得到極大的滿足。 

(註三) 

 

武則天終於當上了皇后，但也因為高宗的懦弱，讓她有了機會掌握朝政的一切，

然而她並不因此而心滿意足，她對自己的自信是可敬的，但是她的野心是可怕

的。她想要向天下證明，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一樣能，而且做得比男人更好﹗

她對皇位的期待就像飢渴的野狼，想要趕快把面前的獵物給征服，而她下個目標

就是征服天下，得到民心的愛戴，成為至高無上的武皇帝。時局的變遷，將武則

天一步一步推向她人生的高峰，也無形中塑造了她那獨特的人格。 

 

04 武則天在侍奉太宗時，就體會到了太宗所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帝王以民為本，而民以食為天。要治民就要先治農。武則天很重視農業，在武則

天為大臣所寫的《臣軌》中，有一篇叫做《利人章》，主要談發展農業的事。她

認為，天下之事很多，君主一個人不能事事都管，要有大大小小的官吏來幫助。

而幫助君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使百姓富足。她說，務農才能使百姓富足，

她要求各級官吏都要重視農業生產，省徭薄賦，不奪農時，嚴格禁止妨害農業生

產的奸商之類的活動。武則天不僅懂得『建國之本，必在安農』、『家給人足，則

國自安』的道理，而且又具有治國安邦與發展經濟的才能。早在她做皇后時，即

向高宗建言十二，其中第一條就是『勸農桑，薄賦斂』，如今大權在握，她更加

積極地致力於發展農業的生產了。(註四) 



武則天在太宗身旁當奴婢時，就時常會偷偷從太宗身上學習東西，並且把太宗當

成自己效法的對象。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武則天的機巧靈敏，也是她日後會

成為一代女皇的原因之一。武則天在當上皇帝之後，首先就著手改革大唐的農

業，一部分是想把國家推向最鼎盛的高峰，證明她也可以做得比男人好，一部分

是想要在無形之中收買人心，因為人民只要生活富裕，過得舒適，當然就不會對

女皇帝有太多的反叛抗爭。不管她真正的出發點是什麼，她為人民付出，給人民

最好最富裕的生活，在人民心中她永遠是位好皇帝。跟歷代王朝那種不管人民生

活，只求自己安樂的皇帝比起來，或許人民真正需要的是武則天這樣的皇帝， 這

時候性別已經不成問題了。 

 

05 武則天統治時期出現了以李喬、蘇味道、崔融、杜審言為一派的『文章四友』。

而和『四友』同時稍晚，在武則天的宮廷裡還出現了沈佺期、宋之問。他們皆因

善寫應制詩得到武則天的賞識，時稱『沈宋』。他們的重大貢獻是使律詩的形式

定型化。他們從前人和當代人應用形式格律的各種經驗中，再加琢磨，把已成熟

的形式肯定下來。此後，這種體裁便成為律詩的定型，為作詩人提供了可以遵循

的明確規格，這在詩歌發展史上是有很重要意義的。武則天除了推行進士考試著

重文學詞章外，那就是他本人也喜歡詩歌，據史書記載，武則天也寫了不少詩歌。 

武則天不僅自己寫詩，而且在朝臣集會時，也往往令朝臣賦詩。(註五) 

 

武則天也是位愛才惜才的皇帝，對於學問也是不容小覷的，只要是有才學的人，

武則天必會好好賞識一番。也因為有武則天的發掘和愛護，讓他們可以對文學有

更多的鑽研和貢獻。由此可見要成為一位皇帝，各方面都是要注重的，不光是國

家富裕就好，人民的素質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06 據說武則天臨終有遺言﹕『我死後，我墳前的石碑不要刻字，我的一生由後

人評說吧！』 

 

人，不管她的一生多麼的輝煌成功，最終都是要回歸大自然的。武則天的一生經

歷很多的大風大浪，不停的追求她的夢想，在歷史上也留下了一代女皇這個尊稱， 

但是她卻不想人們幫她在石碑上刻下任何一句話，或許她的一生只有她武則天最

了解。我悄悄的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一切就隨著她的離去而落幕了。 

 

三結論： 

武則天在歷史上獲得了至高無上的尊稱，也留下了她那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後

人對於她的評論有褒有貶，但是我們都無需對她做太多的揣測和評論，身在二十

一世紀的我們，對於那九世紀的人，就讓她永遠塵歸塵、土歸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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