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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政治斗争与武士彟形象之变迁

杨永康 王宇男
( 山西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唐代政治斗争对武士彟形象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士彟形象随着政局

的演变而变化。在“废王立武”的皇后废立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

的政治地位，通过赠官、加爵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令其配享唐高祖

庙，武士彟被许敬宗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武周革命之后，武士彟被尊奉为武

周太祖，为了论证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峤将武士彟建构成舜、禹一样的圣王，其完美形象

被推至顶峰。李唐复辟之后，武士彟的政治地位陡然下降，其形象也跌至谷底，最终被史

官塑造成“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地影响着武士彟政

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官方对武士彟形象的塑造与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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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彟，并州文水人，武则天的父亲，因追随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位列太原元谋功臣，贞观九

年( 635) 因病去世。武周长安元年( 701) ，武则天在昊陵之上为武士彟树立了一块巨大的石碑《攀

龙台碑》，碑文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表彰和宣扬了他的功德，重新建构了武士彟的形象。这座“攀

龙台碑”代表着武周政权对武士彟的盖棺定论，其碑文所塑造的武士彟形象与《旧唐书》本传的记

载差异巨大，在《攀龙台碑》的碑文中，武士彟是德才兼备的圣王，为唐朝立下了重要的功勋; 在《旧

唐书》的传文中，武士彟的形象则比较负面，虽然位列开国功臣，却没有多大功劳，还因“迂诞取

媚”，被唐高祖李渊批评。两者反差为何如此之大? 笔者认为，唐代政治斗争对武士彟形象塑造产

生了重要影响，武士彟形象随着政局的演变而变化，经过官方多次建构。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武则

天政治地位的升降，武则天在政治斗争中的成败，直接影响着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升降，进而影响到

官方对武士彟形象的塑造与历史书写。

一、太原元谋: 贞观年间武士彟形象之书写

隋大业十三年( 617) ，天下起兵反隋的队伍蜂拥而起，李渊乘势从太原起兵，进攻长安。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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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 618) ，李渊接受其所立隋恭帝杨侑的禅让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并逐步消灭各地割据势

力，统一全国。
武士彟是最早参与李渊太原起义的重要成员之一，根据成书于唐武德年间的《大唐创业起居

注》记载，太原起兵之初，武士彟是第一批被李渊授予官职的人员:

以世子为陇西公，为左领军大都督，左三统军等隶焉。二郎为炖煌公，为右领军大都督，右

三统军等隶焉。世子仍为太原郡守。命裴寂、刘文静为大将军府长史司马，以殷开山、刘正会、
温大雅、唐俭、权弘寿、卢阶、思德平、武士彟等为掾属、记室、参左等官。以鹰扬王长阶、姜宝

谊、杨毛，京兆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等分为左右统军、副统军。自外文武职员，随才诠用。①

武德元年，李渊称帝之初即表彰追随他太原起兵的功臣，武士彟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据《旧唐

书》载:

尚书令、秦王某，尚书左仆射裴寂及文静，特恕二死。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右骁卫大将

军刘弘基、右屯卫大将军窦琮、左翊卫大将军柴绍、内史侍郎唐俭、吏部侍郎殷开山、鸿胪卿刘

世龙、卫尉少卿刘政会、都水监赵文恪、库部郎中武士彟、骠骑将军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左
屯卫府长史许世绪等十四人，约免一死。②

由免死名录可知，李渊此次共褒奖功臣十七人，秦王李世民同裴寂、刘文静因贡献突出而特恕二死，

其余功臣则以功约免一死，武士彟位列其中。同其他朝代在开国时论功行赏一样，武德元年的这份

免死名录可以说是李渊对开国功臣身份的首次认定，武士彟能进入这份名单，足可见其对李唐建国

著有功勋以及李渊对他的肯定。毫无疑问，武德时期的武士彟是以李渊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成

员之一。太原元从的身份奠定了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武德时期武士彟颇受李渊信任和恩宠，官职很

快由库部郎中升迁至工部尚书，并被封为应国公。
贞观时期，武士彟在统治集团中的政治地位略有下降，这应该是受玄武门之变的影响。武德九

年( 626) ，秦王李世民通过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追随李世民的秦府僚佐得到重用，

武士彟作为李渊所倚重的太原元谋功臣自然会略被疏远。贞观时期，武士彟依然获得唐太宗的任

用，却没有得到进一步提拔，历任豫州都督、利州都督、荆州都督，始终以“外放”官的身份活跃于政

坛。武德九年，武士彟死于荆州都督任上，朝廷追赠礼部尚书，谥曰“定”，身后并无特殊礼遇之处。
贞观六年( 632) ，唐太宗令高士廉等撰《氏族志》，以此来提高李唐皇族与权贵的地位，文水武氏不

在其中。贞观十七年( 643) ，唐太宗表彰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武士彟亦不在列。“上命图画功臣赵

公长孙无忌、赵郡元王孝恭、莱成公杜如晦、郑文贞公魏征、梁公房玄龄、申公高士廉、鄂公尉迟敬

德、卫公李靖、宋公萧瑀、褒忠壮公段志玄、夔公刘弘基、蒋忠公屈突通、郧节公殷开山、谯襄公柴绍、
邳襄公长孙顺德、郧公张亮、陈公侯君集、郯襄公张公谨、卢公程知节、永兴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刘

政会、莒公唐俭、英公李世勣、胡壮公秦叔宝等于凌烟阁。”③贞观时期，凌烟阁功臣取代太原元谋功

臣成为功臣集团的核心成员。考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太原元谋功臣中仅有长孙顺德、刘弘基、殷
开山、柴绍、刘政会、唐俭六人在列，足见贞观时期太原元谋功臣的政治地位逐渐被边缘化。

唐代官方第一次对武士彟生平事迹进行完整的记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完成的。《唐会

要》卷六三《修国史》记载:“贞观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龄、给事中许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

所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④此次撰修的《太宗实录》，即《今上实录》，起自李唐创业，迄于贞

观十四年( 640) 。按照唐代撰修实录惯例，大臣去世之后应将传记附于当朝实录之中，武士彟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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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太宗两朝而卒于贞观九年，故其传应附于《太宗实录》之中。虽然此本《太宗实录》没有流传

下来，武士彟的附传也无从考察，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当时功臣集团的政治格局大致勾勒出国史

中武士彟的面貌。首先，武士彟太原元谋功臣的形象得以维持。唐太宗虽然会通过撰修国史突出

自己以及秦府功臣的历史地位，但不会否定李渊及其太原元谋功臣的功业，毕竟这关系到李唐王朝

统治的合法性。唐太宗虽然没有重用武士彟，但两人之间没有政治冲突，他们的关系也没有恶化，

武士彟的政治生涯得以善终，实录中的形象应该是正面积极的。然而，武士彟的形象显然不能与凌

烟阁功臣相提并论，这是由武士彟的政治地位决定的。其次，武士彟具备一定的地方治理才干。这

一点可以从武士彟的谥号上反映出来，武士彟谥号为“定”，依照唐朝谥法:“大虑静民曰定，安民法

古曰定，追补前过曰定，安民大虑曰定，纯行不爽曰定。”①可见武士彟历任多方都督，有安民之功，

才会被有司定谥为“定”。谥号代表着官方对官员的盖棺论定，实录一定会按照谥号所对应的评价

对武士彟形象进行建构。

二、配享功臣:“废王立武”政治斗争与武士彟形象的抬高

唐高宗即位之后，武则天获得宠幸，李治决意废黜原配王皇后，立武氏为后，围绕“废王立武”
问题，朝廷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永徽六年( 655) ，在唐高宗的授意下，许敬宗等人发起了“废王

立武”的政治斗争，朝堂上形成了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挺王派”和以许敬宗、李义府为核心

的“挺武派”。由于唐高宗和武则天强有力的支持，许敬宗一派获得胜利，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王皇

后被废，褚遂良被贬官外放，长孙无忌一派受到沉重的打击，许敬宗因功官拜侍中，监修国史，成为

宰相。显庆四年( 659) ，在唐高宗的默许之下，许敬宗等人又发动“长孙无忌谋反案”，长孙无忌被

外贬黔州安置，最终被逼自杀，褚遂良、柳奭、韩瑗等人被牵连，其家族继续受到打击。至此，以长孙

无忌、褚遂良为代表的元老派被一网打尽，唐高宗和武则天取得了政治斗争的胜利。
武则天被立为皇后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

是抬高武氏家族和武士彟的政治地位。在门阀意识和宗法观念浓厚的唐代，个人的政治地位是需

要家族的政治地位支撑的，抬高家族和祖宗的政治地位也就是抬高自己。“废王立武”虽获成功，

但亦暴露了武则天门第不高的问题，反对“立武”的大臣就是以武则天并非高门氏族为借口。显庆

四年，在武则天的授意下，许敬宗、李义府等人以贞观《氏族志》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高宗下诏

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修成后的《姓氏录》“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

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②，原属寒门的文水武氏成了氏族中的第一等。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举措就

是推尊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在宗法制度盛行的社会，尊崇父母就是抬高自己。武则天不断地通

过推动对武士彟的加赠，提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永徽五年( 654) 三月庚申，唐高宗“加赠武德功

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武士彟获赠“并州都督”。③ 显庆元年( 656) 二月，“赠武士彟司徒，赐爵周

国公”。④司徒位列三公，属正一品，这与武士彟死后获赠的礼部尚书相较是一次极大的飞跃。显庆

四年三月，武士彟配享唐高祖庙庭，而此前配享高祖庙的功臣仅有赠司空淮安靖王李神通、赠司空

河间元王李孝恭、尚书右仆射郧国公殷开山、赠民部尚书渝国公刘政会等四人，其中李神通和李孝

恭是李唐宗室，殷开山和刘政会名列凌烟阁功臣，⑤武士彟一跃成为唐初功臣集团的核心人物。此

时官方对武士彟政治地位的定位与太原元谋功臣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政治地位以及官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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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必然带来官方历史书写的变化。
显庆四年，长孙无忌、褚遂良一派被彻底打倒，许敬宗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授意下，开始着手篡

改实录和国史，利用修史在舆论上对长孙无忌、褚遂良进行攻击。① 显庆四年二月五日，中书令许

敬宗等五人受诏，“撰贞观二十三年( 649) 以后至显庆三年实录”，②即唐高宗李治的实录。与此同

时，许敬宗还修改了《太宗实录》。太宗时期的武士彟仅仅是功臣集团的二等人物，高宗时期的武

士彟已经变成功臣集团的一等人物，政治地位获得了跨越式的提升。贞观时期的武士彟的政治地

位不够显达，《太宗实录》所附传记难免简单寒酸一些，无法与武士彟当前的政治地位相匹配，武则

天显然会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在她的授意下，许敬宗利用改写《太宗实录》的机会，重新撰写了武士

彟传。许敬宗重新撰写的武士彟传，今天已经看不到完整的版本，但有学者在考察《册府元龟》中

有关武士彟的内容后，认为其中部分内容系截取了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③ 笔者认同这种说法。
对比《旧唐书》对其他太原元谋功臣以及秦府功臣事迹的描写，《册府元龟》的相关材料全部是对武

士彟的溢美之词，其中有些情节可能是虚构出来的。分析这些材料可知，许敬宗主要从以下三个方

面对武士彟进行了美化和抬高。
首先，美化武士彟的品行和才能。“才器详敏，少有大节，及长，深沉多大略，每读书，见扶主立

忠之事，未尝不三复研寻，尝以慷慨扬名为志。”④将武士彟塑造成德才兼备的佐命之臣。“唐武士

彟武德中为工部尚书，判六尚书，赐实封八百户。士彟为性廉俭，期于止足，殊恩虽被，固辞不受，前

后三让，方遂所陈。”⑤高度赞扬武士彟谦让知足的品德。无论是太原元谋功臣还是秦府功臣之中，

这样完美的人格仅此一例。
其次，美化武士彟的治绩。例如，武士彟任职扬州都督府长史期间，“开辟田畴，示以刑礼，数

月之间，歌谣载路”⑥，“移丹阳郡于都，不日而就，时论以为明干”⑦。又如，“贞观中为荆州都督，初

届任时，有白狼嘉禾出于境内。至是，太宗手敕曰: ‘公比洁冬冰，方思春日，奸吏豪右，畏威怀惠，

善政所暨，祥祉屡臻，白狼见于郊坰，嘉禾生于垅亩，其感应如此。’”⑧通过收录唐太宗手诏表彰武

士彟治理地方的功绩。武士彟仕宦生涯后期一直在地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中央政治运作，唯有美化

地方治绩，才能抬高其政治地位，这也是无奈的选择。考虑到武士彟在贞观时期与李世民的关系一

般，没有得到重用，这样的描写是令人怀疑的。
最后，美化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借以突显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辅佐之功。“时武士彟

为司铠参军事，诘朝尝于街内独行，闻空中有人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彟寻声不见有人，乃以此白

高祖并进兵书，高祖悦之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好心，当同富贵耳。’其夜，士彟

梦高祖乘马上天，旦以状闻。高祖大悦，于是出入卧内，委以心腹。”⑨武士彟的辅佐之功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 其一，向李渊进献兵书; 其二，做梦李渊乘马上天，预言李渊是天命真人。因为这两个

举动，武士彟获得高祖的赏识，许以同富贵，委以心腹。这样的描述颇能拉近武士彟与李渊之间的

距离，抬高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地位，将他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但是如果考虑到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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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起兵时武士彟的地位，这样的描写显然有些夸大其词。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此时的

武士彟仅仅被授以掾属、记室、参左这样的官职，在李渊的部属中级别较低，排名也靠后，显然算不

上太原元谋的核心成员，此时能够称得上李渊心腹的只有裴寂和刘文静。
以上所引材料均出自《册府元龟》，并非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全貌，但足以证明武士彟的品德

和功绩被有意夸大了，武士彟的形象也被有意美化和抬高了，许敬宗按照配享功臣的标准对武士彟

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为武周革命之后武则天进一步推尊其父奠定了

基础。

三、武周太祖: 武周革命与武士彟形象之圣王化

唐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总揽朝政，通过一系列操作，最终实现改朝换代，建立武周政权。显庆五

年( 660) ，唐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官奏事，“或使皇后决之”，武则天开始参与朝政; 上元元

年( 674) ，百官尊高宗为天皇，武则天为天后，并称二圣; 光宅元年( 684) ，武后遂废唐中宗为庐陵

王，立第四子豫王李旦为帝，武后临朝称制，自专朝政。天授元年( 690) ，武则天正式称帝，建立武

周，李旦被降为皇嗣。
天子为天下大宗，武则天想要称帝，就必须建构自身的宗法地位。武则天在推动武周革命的过

程中，通过礼制建设，不断地提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扩大武氏家族的影响力，最终实现了将文水武

氏建设成天下大宗的目的。总章元年( 668) ，朝廷表彰武德、贞观功臣，“太原元从，西府旧僚，今亲

详览，具为等级。赠司徒士彟，赠司空开山……并立为第一功臣”①，武士彟名列第一功臣集团首

席。咸亨元年( 670) ，“加赠司徒周忠孝公武士彟为太尉、太原王，夫人为王妃”②，为了表彰武士彟

功德，高宗还亲自撰书了“太原王碑”③，并于仪凤三年( 678) 在文水县置太原王武士彟庙④。武士

彟的爵位由国公晋升为郡王，政治地位实现了飞跃。光宅元年( 684) ，武则天作五代祠堂于文水，

追尊士彟为太师、魏定王。⑤ 武士彟的爵位由郡王晋升到亲王，位极人臣。永昌元年( 689) ，武则天

以士彟配明堂，尊其为“周忠孝太皇”，改文水陵为章德陵。⑥ 天授元年( 690) ，立“武氏七庙于神

都”，并追尊“忠孝太皇曰太祖孝明高皇帝”，⑦次年又“改章德陵为昊陵”⑧。武则天称帝之后，按照

传统宗庙制度，建立武氏七庙，武士彟被尊奉为武周太祖皇帝，一应礼制完全按照皇帝的规格对待，

武士彟身后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
圣历二年( 699) ，武则天将管理武士彟陵寝的昊陵署改称为攀龙台。长安元年( 701) ，又在

昊陵前树立了一座巨大的石碑，这便是《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又称为攀龙台碑，“高五丈，阔九

尺，厚三尺”，⑨形制巨大。碑文由宰相李峤撰文，相王李旦书丹，碑文内容主要记叙了武士彟的家

世渊源、生平事迹，表彰和宣扬了武氏家族及武士彟的丰功伟绩。攀龙台碑宏大的规格和华丽的碑

文结合在一起，见证着武周官方对武士彟生平事迹的盖棺论定，也建构着武周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

性。在攀龙台碑文中，李峤熟练地利用传统的天命有德的故事模式，将武士彟塑造成比肩舜禹的圣

王，以此论证武周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首先，通过捏造祥瑞，宣扬天命在兹。“母文穆皇后，尝祈晋祠于水滨，得文石一枚，大如燕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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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紫文，成日月两字，异而吞之，其夕梦日入寝门，光耀满室，已而怀孕，遂产帝焉。及载诞之宵，

梦人称唐叔虞者谓后曰:‘余受命于帝，保护圣子。’惊寤而帝已生。明日，紫气氛氲，覆冒其城上，

俄而化为五色，仿佛若文绣之衣，左右亲宾，莫不骇异。及长，龙颜方面，身长八尺，背有黑子，象北

斗之形。”①在这段对武士彟出生情状的描述中糅杂了多位帝王的祥瑞，文穆皇后吞石而孕的情节

颇似简狄吞玄鸟蛋而生契的故事，梦日入寝门的情节模仿了汉武帝母亲王娡梦日入怀的故事，“龙

颜”“黑子”仿照了刘邦的故事。在天人感应思想流行的背景下，虚构这样的情节就是为了证明武

士彟受天命护佑，承担着为武周开基的责任。
其次，将武士彟与古代圣王相提并论，对其进行美化和抬高。“则知肇创云雷，非一圣之事; 奄

荒区夏，由浸昌之业。是以岐酆受命，武王戢商野之戈; 谯亳开基，文后迁汉宫之鼎。”②论及武士彟

对武周的开创作用时，将他跟周文王和曹操相比拟。“若乃观文察理，睹奥钩深，推六画而见三才，

覆四营而穷万象，斯乃风皇之所以际天人也。敦本抑未，纳祜蠲邪，探秘术于九门，致成功于六府，

斯乃大帝之所以慈氓庶也。语奇正纵横之术，论帝王仁义之兵，教豸区武熊罴，作舟车器械，斯乃轩

后之所以张武功也。温良浚哲，惇懿文明，观象乎藻火之衣，听言于宫商之律，斯乃妫水之所以昭文

德也。声为律而身为度，勤于国而匮于家，沐雨而栉风，卑宫而菲食，斯乃夏王之所以求诸已也。引

罪让德，持尊下卑，虚襟于药石之言，屈体于刍荛之议，斯乃商后之所以听于人也。不傲不逸，多艺

多才，求贤审官，兴法立度，通刑政之要，达礼乐之情，斯乃周公之所以勤王事也。宫墙罕测，性道难

闻，笔削所裁，群贤无措言之地，宪章所缀，百代成不刊之式，斯乃孔宣父之所以正人伦也。”③论及

武士彟的才能与功绩，将他跟伏羲、炎帝、黄帝、舜帝、夏禹、商汤、周公、孔子等圣王和圣人相比较。
“似文命之匡虞历，都君之辅唐政”，论及武士彟辅佐唐朝的功勋，将他大禹和舜帝相提并论。通过

大量运用比喻的手法，将武士彟塑造成圣王。
最后，以“忠孝”为基调塑造武士彟的品德，证明其以德配位。武士彟去世后，官方最初议定的

谥号为“定”，后来又特意改谥为“忠孝”。忠孝是儒家价值观最重要的价值标准，也是品评人物最

核心的要素。碑文着力从“孝”和“忠”两个方面，叙述武士彟的相关事迹。“太后尝被重疾，不愈经

时，帝扶侍起居，品尝药物，仅踰苍舒称象之岁，未及子建诵诗之年，履不正絇，衣不解带，及丁茶蓼，

号慕呕血，七日无水浆之膳，三年罢盐酪之滋。扶杖而行，殆至毁减，虽孝文之服勤累载，高宗之谅

阴三祀，无以加也……及文穆之弃代也，帝庐于墓茔，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丧纪之节，复如居穆后之

哀。有芝草生于庐前，群鸟数万，衔土集于坟上，山中旧多猛兽，行李艰阻，至是皆逃窜绝迹。”④碑

文对武士彟孝敬父母的细节予以细致的刻画。宗法制度确立皇权的正统地位和传承统系，“孝”的

观念是宗法制度的重要基石，帝王“孝”的品行对于建构政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具有特殊的意义，

这也是碑文不惮繁琐，详加虚美的根本原因。碑文还极力刻画武士彟为唐王朝尽忠尽责的形象。
“高祖亦虚心结契，握手推诚，周文之得姜牙，载以騑服，成汤之逢伊尹，告之宗庙，便应爪牙之任，

即承心膂之托。”⑤将武士彟比作姜子牙、伊尹，对李渊忠心耿耿。“又梦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

日月，于是具以状白，并献所撰兵书。高祖大欢，益以自负，置其书于箱箧，后皆按以从事。闻程昱

之梦，即以为名，听张良之言，皆纳其策，所谓天授，岂但人谋。”⑥把武士彟做梦、进献兵书的行为与

程昱、张良相类比，借以说明武士彟深受李渊信任。“九年，唐高祖崩，帝奉讳号恸，因以成疾，太宗

遣名医诊疗，道路相望。医以病候将深，劝令进药，帝因举声大哭，呕血而崩。敬想忠义之风，缅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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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主之分，求诸古昔，未之闻也。”①将武士彟之死描述为因李渊去世悲痛而亡，凸显其重情重义。
为了建构武士彟完美的圣王形象，碑文捏造和篡改了很多史实。例如，碑文对武士彟早年的事

迹进行了虚构，说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名望，汉王杨谅曾亲自登门造访，请武士彟出山。武士彟来

到京师以后，满朝文武无不敬仰，宰相杨素嫉妒生恨，竟想加害于他，幸赖观德王杨雄和吏部尚书牛

弘的庇护才避免祸难。当时的武士彟只是一介平民，竟能为满朝大臣所瞩目，明显是编造出来的故

事。又如，碑文说武士彟去世之后，官方给予的谥号的“忠孝”，但事实上，武士彟最初的谥号是

“定”，显庆四年以后才改为“忠孝”。再如，根据碑文记载:“武德元年，拜内史令，帝累让不受，改授

纳言，又固辞。”内史令、纳言均为初唐時代的宰相，以武士彟在太原元谋功臣中的地位，李渊是不

可能任命他当宰相的。再如，碑文记载武士彟“梦从高祖乘马登天，俱以手扪日月”，这段文字显然

是在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的文本基础上修改而来的，许敬宗的原文是“士彟梦高祖乘马上天”，

许敬宗的说法是李渊一人乘马上天，李峤的说法是武士彟跟随李渊一起上天，并一同用手扪日月，

这样的修改显然是为了论证武士彟与李渊同样享有天命。
《攀龙台碑》碑文是特定时期武周政治的产物，其目的是为了论证武周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

性，在论述武士彟生平事迹之时，虚构与夸张之处比比皆是，并不是一篇合格的史传之文。武则天

曾经希望将《攀龙台碑》塑造的武士彟形象载入史册，长安三年( 703) ，“令特进梁王三思与纳言李

峤，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农少卿徐彦伯，凤阁舍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坚，左史刘知幾，直史馆

吴兢等修唐史，采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②只是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倒台，这篇碑文

也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意义，逐渐被人冷落，武周时期所构建的“圣王”武士彟也就此被人遗忘。

四、迂诞取媚: 李唐复辟与武士彟形象之贬损

神龙元年( 705) ，武则天病重，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武则天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

弟，拥戴太子李显复位，“复国号，依旧为唐。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地、日月、
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已前故事”③，李唐政权正式复辟。在这一过程中，武氏家族虽得益于

“李武政权”的旧有结构而暂时未遭清算④，但主心骨武则天倒台还是意味着武氏家族大厦将倾。
事实也确实如此，神龙元年，武三思、武攸暨、武懿宗等人均遭降等; ⑤神龙三年( 707) ，李重俊发动

政变诛杀武三思、武崇训; 唐隆元年( 710)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合发动政变，诛韦、武党; 先天二年

( 713) ，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至此，盘踞于李唐权力中枢的武氏家族势力被

彻底消灭，李唐的统治得到进一步巩固。
随着李唐政权的复辟，武周政权的垮台，武氏家族的失势，武周时期一度被抬高成武周太祖的

武士彟也由此走下神坛。神龙元年五月，“迁周庙七主于西京崇尊庙”⑥。景云元年( 710) ，“废武

氏崇恩庙及昊陵、顺陵”⑦。先天二年，唐玄宗李隆基更是削去武士彟的帝号，降其为太原郡王，昊

陵改称太原王墓。⑧ 武士彟政治地位及礼制规格的急剧下降，必然引发官方对他的重新评价。“开

元四年( 716) 十一月十四日，修史官刘子玄、吴兢撰《睿宗实录》二十卷，《则天实录》三十卷，《中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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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 875，《攀龙台碑》，第 4619 页。
王溥:《唐会要》卷 63，《修国史》，第 1291 页。亦见于刘知幾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卷 12《古今正史》中:“长安中，余

与正谏大夫朱敬则、司封郎中徐坚、左拾遗吴兢奉诏更撰唐书，勒成八十卷。”
《旧唐书》卷 7，《中宗本纪》。
参见黄永年《说李武政权》，《人文杂志》1982 年第 1 期。
《旧唐书》卷 7《中宗本纪》载:“降梁王武三思为德静郡王，定王武攸暨为乐寿郡王，河内王武懿宗等十余人并降为国公。”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 208，《唐纪二十四》中宗神龙元年五月壬午，第 6590 页。
《旧唐书》卷 7，《睿宗本纪》。
《旧唐书》卷 8《玄宗本纪》:“己丑，周孝明高皇帝依旧追赠太原王，宜去帝号; 孝明皇后宜称太原王妃; 昊陵、顺陵并称太

原王及妃墓。”



实录》二十卷，成，以闻。”①这次修史活动形成了三朝实录的最终定本，标志着官方对“武周革命”
至“先天政变”期间复杂的政治斗争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这一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进

行了盖棺定论。武士彟作为武则天的父亲，其生平事迹必然会在记载在《则天实录》之中，官方也

会重新塑造武士彟的形象。唐玄宗时期，官方还试图修撰国史。开元十四年( 726) ，吴兢奏请在家

中编撰《唐书》，“敕兢就集贤院修成其书，俄又令就史馆”，但很快就因“书事不当”被贬。② 其后韦

述接任了修撰国史的任务，“国史自令狐德棻至于吴兢，虽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

类例，补遗续缺，勒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③韦述之后，柳芳又继续修撰国史，“与同职韦述受诏添

修吴兢所撰国史，杀青未竟而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④纪传体国史中的武士彟形

象一定会跟《则天实录》保持一致，因为它们都体现了开元时期的官方立场。
《旧唐书》的史料主要取自实录及国史，《旧唐书·武士彟传》的史料主要来源于韦述、柳芳所

撰国史，透过《旧唐书·武士彟传》可以看到李唐复辟之后官方是如何重新评价武士彟的。《旧唐

书·武士彟传》的史臣这样说:“武士彟首参起义，例封功臣，无戡难之劳，有因人之迹，载窥他传，

过为褒词。虑当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笔，凡涉虚美，削而不书。”⑤《旧唐书》的史臣对武士彟的评

价要比许敬宗和李峤低得多，说他虽然名列太原元谋功臣，却没有什么功劳，全靠依附唐高祖李渊

才获得提拔，认为许敬宗过于美化武士彟，很多话不可信。其主要依据来自于正文中这样一段

记载:

时盗贼蜂起，士彟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

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及义兵将起，高祖募人，遣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分统之。王

威、高君雅阴谓士彟曰:“弘基等皆背征三卫，所犯当死，安得领兵? 吾欲禁身推覈。”士彟曰:

“此并唐公之客也，若尔，便大纷纭。”威等由是疑而不发。留守司兵田德平又欲劝威等鞫问募

人之状，士彟谓德平曰:“讨捕之兵，总隶唐公; 王威、高君雅等，并寄坐耳，彼何能为!”德平遂

止。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初，义师将起，

士彟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 “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 “汝王威之党

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 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⑥

这段文字记述了武士彟在太原起义中的主要事迹，与许敬宗的记载明显不同，其所塑造的武士彟形

象与许敬宗所塑造的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首先，否定武士彟的元谋之功，说他并不知道李渊要起

兵。其次，否定武士彟与李渊的亲密关系，说他是王威之党。最后，否定武士彟的品行，说他梦李渊

升为天子是为了取媚李渊。仔细考量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脚的。如前所述，太原起兵之初李渊设

官分职武士彟已经是李渊的正式部属了，他怎么会是王威之党呢? 他是负责管理行军铠甲的官员，

怎么会不事先预知呢? 武士彟加入李渊起义阵营绝不可能是临时起意。况且文本中也有自相矛盾

之处，一方面说武士彟不预知，另一方面又说他“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 一方面说武

士彟是王威之党，另一方面又说他多次阻止王威、高君雅陷害李渊。这些矛盾之处，其实都是官方

改造许敬宗所撰武士彟传不够彻底的结果。
《旧唐书·武士彟传》通过恶意改造许敬宗《武士彟传》的文本，贬低武士彟的做法还是相当明

显的。以武士彟献兵书、造梦的情节为例，许敬宗的记载是献兵书的当夜，武士彟梦见李渊乘马上

天，时间间隔极短，经过《旧唐书》的改造变成了时间间隔很长的两件事，献兵书发生在起兵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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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溥:《唐会要》卷 63，《史馆上·修国史》，第 1291 页。
《旧唐书》卷 102，《吴兢传》。
《旧唐书》卷 102，《韦述传》。
《旧唐书》卷 149，《柳登传》。
《旧唐书》卷 58，《武士彟传》。
《旧唐书》卷 58，《武士彟传》。



造梦发生在李渊称帝之后，通过这样的改造，武士彟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太原起义的辅佐功

臣变成了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如果说许敬宗对武士彟的美化还有一些史实依据，李唐复辟之后

国史对武士彟的丑化则完全没有从史实出发，纯粹是文字游戏，为了贬低而贬低，根本原因在于李

隆基发动“先天政变”之后，武氏家族已然被认为是祸乱李唐的罪魁祸首，武士彟的形象自然好不

到哪里去。
综上所述，武士彟如果不是武则天的父亲，他的形象大概率与大多数太原元谋功臣一样，正面

积极，略显平淡无奇，但是因为他是武则天的父亲，身份敏感，即便去世之后，身后事依然备受官方

关注。随着武则天在政坛上的崛起、武周王朝的建立以及李唐王朝的复辟，武士彟的形象也经历了

多次变化。在“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赠官、
加爵等一系列措施，不断推高武士彟的政治地位，最终实现配享唐高祖庙，在许敬宗的笔下武士彟

的形象也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被塑造成太原元谋功臣的核心人物。武周革命之后，武士彟被尊奉为

武周太祖，为了论证武周政权的合法性，李峤将武士彟建构成舜禹一样的圣王，其完美形象被推至

顶峰。李唐复辟之后，随着武氏家族被清洗，武士彟的政治地位的陡然下降，其形象也跌至谷底，被

塑造成“迂诞取媚”的平庸之辈。武士彟形象演变的例证，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本形成

的复杂性，历史人物的形象建构和盖棺论定与政治斗争密不可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政治关系

过于密切，造成了史学屈从于政治、服从于权力的修史格局，政治斗争胜利者的意志在官方历史书

写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官方史学很难客观公正地评价敏感的政

治人物。从政治斗争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方如何塑造和书写历史人物，探讨中国古代官方传记文

本的形成机制，对于批评和考订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and Changes in the Images of Wu Shiyue in the Tang Dynasty

Yang Yongkang ＆ Wang Yunan

［Abstract］The political struggles in the Tang Dynast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shaping of
Wu Shiyue’s images which changed with the evolution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political struggle of“Deposing Wang Queen and confering titles of Queen on Wu Zetian”( 废王立武) ，

Wu Zetian continuously elevated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Wu Shiyue through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granting titles and honors，making her father sharing the honour at a sacrificial ceremony in the temple of
Emperor Gaozong，and commanding Xu Jingzong to mold Wu Shiyue into the core personages of initial
men who achieved notable merit in Taiyuan． After the“Wu Zhou Ｒevolution”，Wu Shiyue was revered as
the Taizu of Zhou．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 Zhou regime，Li Qiao shaped Wu Shiyue into a
sage king likes Shun and Yu，which means that his perfect image had been culminated．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ang，Wu Shiyue’s political status declined and his image hit the lowest point，and finally，

been built into a sycophantic mediocre person by historians． Wu Zetian’s success or failure in the
political struggle，directly affects the rise and fall of Wu Shiyue’s political status and the official shaping
of Wu Shiyue’s imges．

［Key words］Wu Shiyue Panlongtai Tablet Wu Zetian Wu Zhou Ｒevolution

( 责任编辑 汪高鑫)

9

史学史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