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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女性上官婉儿

作者： 眭达明   发表时间：2006-12-13  被阅读：320次
 

 

    上官婉儿在唐代历史中是个颇富传奇的女性。她名义上是唐中宗的昭容

（唐朝皇后以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是为天人。昭仪、昭容、昭

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是为九摈。昭容在13位妃中名

列第六），且《旧唐书》、《新唐书》的“后妃传”中都有她的传记，实际

上却一直是女皇武则天的贴身秘书；她一出生就面临灭顶之灾，最后不但奇

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一步步走进权力中心；她和武则天有杀父杀祖之仇，

后来却成了女皇最贴心的人之一；她本是宫中奴婢，地位卑贱，后来却成了

权力很大的一代才女；她是唐家的媳妇，却处处为武家人说话；她没有死在

节愍太子李重俊的手里，最后却亡于唐玄宗李隆基的刀下……这些都构成了

她的传奇人生，增添了她的传奇色彩。 

    

    要了解上官婉儿，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陕西陕县（今

河南）人，初唐著名诗人，贞观进士，曾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宰相）

等职。他的诗婉媚工整，在宫中颇有影响：“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

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旧唐书·上

官仪传》）。 

    

    武则天刚入宫时，尚能屈身忍辱，不但能处处顺从唐高宗的旨意，而且

侍奉王皇后也十分谦恭有礼。王皇后失宠后，唐高宗排除不同意见，立武则

天为皇后。武则天得志之后，便恃势专权，唐高宗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

制，使得唐高宗难以忍受。有一个道士叫郭行其，武则天常引他进宫，并让

他施行用诅咒害人的“厌胜”邪术。在宫中服务的太监王伏胜揭发了这件

事。高宗听后，十分愤怒，打算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他秘密召来宰相上宫仪



商议这件事。上宫仪说：“皇后专权自恣，使天下之人失望，应该废黜她以

顺人心。”唐高宗于是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上官仪是秘书出身，

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不假思索，不一会儿便把废后诏书写好了。 

    

    然而武则天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为了牢牢控制唐高宗，早就在他周围

安置了密探。现在高宗要将她废为庶人，这些密探便跑去向武则天通风报

信。废后诏书的初稿这时还在高宗处，武则天一说此事，唐高宗便羞愧畏缩

起来，并后悔不该废黜她。唐高宗还怕武则天为此事而生怨恨，于是哄骗她

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武则天从此便深

恨上官仪和王伏胜，非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麟德元年（664）十二月，武则

天以上官仪、王伏胜与废太子李忠同“谋大逆”为借口，把他们一起杀掉。

同时被杀的还有上官仪的儿子即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等人。 

    

    上官婉儿刚好在这一年出生。按照封建社会株连亲属的做法，这个女婴

一出生就面临灭顶之灾。只因婉儿尚为乳婴，母亲郑氏又是太常少卿郑休远

之姊，武则天终于发了慈悲，免婉儿及其母亲一死，罚为宫中奴婢，算是带

罪管制的犯官家属，受到无情的冷落及役使。上官婉儿娘儿俩真算得上是劫

后余生了。 

    

    婉儿的母亲生在书香门第之家，是大家闺秀，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困境

中出人才。婉儿自幼就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之下，刻苦读书，钻研学问。缘

于天赋，加上受文学修养较高的母亲郑氏的影响，少年时代的婉儿文学才华

就初露锋芒，14岁便能写出不同凡响的诗文，其诗词风格与祖父上官仪颇为

相似，并将祖父绩丽浮艳的“上官体”发扬光大。这些诗在宫中广为流传，

有一天竟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十分爱赏。上官婉儿是罪犯的后代，按

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不能做官的，能保住性命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但武则

天识才爱才，毅然启用婉儿做自己的贴身秘书，让她负责文件起草和批阅奏

章。婉儿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明习吏事”（《旧唐书·列传第一·后妃

上》），也就是熟悉政务，很会处理事务，因此婉儿很快就成了武则天身边

非常得力的帮手。有一次，婉儿因某件事触犯了武则天的旨意，论罪当杀

头，武则天因爱惜她的才华，只在脸上刺墨而免其死罪。武则天执政有二三

十年之久，上官婉儿始终追随在她的身边，是一代女皇最得力的助手和参谋

之一。当初，婉儿还在母腹中时，她母亲郑氏梦见有人送给她一杆大秤，占

卜者说：你将生贵于掌握国家大权。后来生的是个女儿，知情者都笑占卜的



没说准。到婉儿长大掌秉了国家大政，果真应验了占卜者的预言。 

   

    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李显

继为皇帝，是为唐中宗。婉儿是武则天时期的红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按一

般常理，婉儿也会随着武则天的黯然消失而退出政治舞台。但婉儿有着卓越

的政治才干，她长期跟随武则天，耳濡目染，早已锻炼成为一个中庸狡黠、

八面玲珑的女官。她学会了左右逢源，学会了随机应变，因而具有不偏不

倚、不亢不卑地应付着一切事变的非凡能力。正因如此，唐中宗即位后，上

官婉儿在政治上不仅没有失势，反而更加得宠。《旧唐书·列传第一·后妃

上》说：“自圣历（697）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 （705），

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可见武则天下台后，上官婉儿又成了唐中宗的

秘书，由此不能不惊叹这位女性的超常应变能力。不久，唐中宗又按照武则

天早有的意愿，封上官婉儿为昭容，使她成了后宫高级嫔妃之一。如果说武

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那么，上官婉儿无疑是我

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嫔妃兼秘书的女性。 

 

    当初，唐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在房州有十五年之久，备尝艰辛。

可是，复位以后，他丝毫不知艰难，朝政荒疏。中宗软弱无能，韦皇后乘机

参与政事。其女儿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上官婉儿为讨好韦后，巩固自

己的权势，便把武则天以后的武家代表人物武三思引荐给韦后，使他们苟合

成奸。韦皇后和武三思便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韦后又把自己的

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祟训，结成韦武集团。专掌制诘的上官婉

儿则与之相呼应。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

除异己，左右政局。 

    

    韦后的野心不是一般的干政，而是想步武则天的后尘，重温女皇的美

梦。还在中宗复位的头一年，上官婉儿便给韦后出主意，要她仿效武则天的

做法，改易制度，以笼络人心，树立自己的声望。韦后于是“上表请天下士

庶为出母（被父亲休弃的妻子）服丧三年”。按照封建礼仪，只有为父亲服

丧三年的，而武则天当时尚未去世，所以这一着也是有意做给武则天看的。

在起草和发布诏书时，上官婉儿也是常常推尊武氏族人而排斥和贬抑李唐皇

家。由此可以看出，就是在武则天下台以后，上官婉儿也是处心积虑地维护

看武则天的威信和照顾武氏的利益。她对武则天可谓忠诚之至。韦后又按照



上官婉儿的主意，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旧唐书·列传

第一·后妃上》）。为丁者，即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成人年龄，人一旦成

了，即要承担为国家纳租税服劳役的义务。唐制原先规定二十一为丁，六十

为老。韦后此请，主观上是为了笼络人心，客观上对百姓也是有利的。上官

婉儿在长期协助武则天处理政事中，耳濡目染，对于政治上如何搞花样，是

颇为精通的。 

    

    母行女效。安乐公主虽然不懂政治，却也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她死皮

赖脸地要唐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以便有朝一日也能登上女皇宝座。昏庸的

中宗虽未答应安乐公主的无理要求，但也从未加以谴责。由于中宗的宠溺，

安乐公主在朝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更有甚者，安乐公主还自制公文，送给

中宗签发时故意把内容遮住，中宗居然笑而从之。 

    

    唐中宗又听任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势力和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势力相

互勾结。据《旧唐书》卷五十一中宗韦庶人传记载，武则天死后，武三思之

所以能很快得到唐中宗的信任重新掌权，并与韦皇后私通而互相利用，皆因

有上官婉儿从中穿针引线。武三思和韦后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后，严重

威胁太子李重俊的地位，李重俊心中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 （707）七月初六，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

变，杀死武三思、武祟训父子及其党羽10余人。然后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

入，直冲中宗所住宫殿，声言要捉拿上官婉儿。这时，上官婉儿和中宗、韦

后、安乐公主正在一起，上官婉儿即向中宗说：看太子的意思，索要我是次

要的，他们主要是想捉拿韦皇后和皇室全家。于是激怒了皇上和皇后，带着

婉儿登上玄武门城楼逃避兵乱，保护了婉儿。兵乱被平息后，婉儿劝皇上设

立诗文馆，广召天下诗文才子，邀请朝中善诗文的大臣，多次以皇帝名义举

办游宴活动，以赋诗唱和为主。婉儿自己常常代皇上、皇后、长宁公主、安

乐公主作几首诗以应唱和，所作诗词辞藻十分绮丽，一时广为流传，引得当

时朝野吟诗作文蔚然成风。 

    

    唐隆元年（710）六月初二，唐中宗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韦后秘不

发丧。次日，韦后亲总庶政，分派人员守备东都，匆匆立中宗的第四子温王

重茂为皇太子。上官婉儿负责起草中宗遗诏，原商定的内容是：“（韦）皇

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由于大臣宗楚客和韦温极力反对相王辅政，



韦氏私党遂改遗诏的内容为：“罢相王政事，由韦后临朝称制，专断军国政

事。” 

    

    六月二十日， 即中宗死后的第十八天，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起兵诛

讨韦皇后及其党羽。上官婉儿见李隆基带兵入宫，知已发生政变，遂手执灯

烛，率宫人相迎，冀免一死。她拿出自己起草的中宗遗诏原稿给李隆基的亲

信刘幽求看，想以此证明她并不反对相王（相王李旦是李隆基的父亲）辅

政，以求李隆基保住她的性命。刘幽求为之转呈李隆基，李不许，遂斩于旗

下。上官婉儿这位一代才女，最终成了封建皇室争权夺利的殉葬品，她的死

无疑是一出历史悲剧。 

    

    上官婉儿死后，李隆基曾专门差人收集婉儿的诗文，开元初编成20卷

《上官昭容文集》，并叫大手笔燕国公张说作序，序中称上官婉儿“风雅之

声，流于来叶”，对其文其人评价很高。 

    

    上官婉儿死了，她的文学成就却流传下来。她生长宫中，所作虽然皆应

制之诗，刻意修饰词藻，讲究对仗，真正反映妇女生活和心声的作品绝少。

但她的诗文创作一洗江左萎靡之风，力革南朝以来四六骈俪的章法，挣脱六

朝余风，使文风为之大变。 

                              (作者单位:江西省粮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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