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可同日而语:
胜败境遇迥异 苏秦说服赵侯

武则天想当皇帝的心思，如同曹魏时
的司马昭，路人皆知。但她受到贵族们的
普遍反对。在废中宗立睿宗的文明元年

（公元684年），驻扎于扬州的李敬业起兵
伐武，其谋士骆宾王还写了一篇著名的檄
文，即《伐武曌檄》。“曌”，读 zhào，是武则
天为自己取的名字，寓意像佛一样“光明
遍照”。《伐武曌缴》写得气势磅礴，据说，
连武则天也听得赞不绝口。当内侍读到

“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
媚偏能惑主”时，武则天哑然失笑。不久，
李敬业的伐武军队被击败。

在这样的情况下，围绕在武则天身边
的佛教集团站了出来，他们积极为武则天
称帝制造舆论，鸣锣开道，力求从理论上
证明武则天称帝名正言顺。

载初元年（公元690年）七月，东魏国
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上表说武后
是弥勒佛下世，应当代唐执政，武则天心
花怒放。再阅览由法明等几位和尚伪造
的《大云经》，武则天如获至宝。原来，此
经中有两段文字谈到女人可以做国王，这
真是正中下怀。其一是说，有一位叫净光
的天女，被佛预言当国王，因为这位天女
是菩萨化为女身；其二是说，净光天女现
受女身，天下诸人要奉此女以继王嗣。这
两段经文被这些和尚加以解释之后，成
为：此女既承正威服天下，所有国士悉来
承奉，无违拒者，此即要求当今大臣及百
姓等，尽忠者得子孙昌炽，如有背叛者，纵
使国家不诛，上天亦要降罚或让其自灭！
经过这样的解释，实际上等于说，武后当
承天命，任何人不得违抗。

在此之前，武则天为当女皇已做了不
少功课。垂拱四年（公元688年），洛河出
现一石，绘有宝图，有“圣母临人永昌常
业”字样。武则天据此举行盛大敬献宝图
仪式，她率文武百官祭天坛，称洛河为圣
河，禁捕鱼，称洛阳为“神都”，自称“圣母
神皇”。据考证，这一切均出自武则天侄
子武承嗣的策划。载初元年（公元690年）
八月，洛阳上万臣民三次请愿，请求武则
天当皇帝。当然，这也是有人授意。

《大云经》问世后，弥勒将下凡为女皇
君临天下的说法在民间广为流传，而武则
天也乐意自诩“弥勒”。水到渠成，当年十
月，武则天即在洛阳应天门登基，改国号

为“周”，改元“天授”。她的帝号最尊时称
“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即弥
勒。武则天以弥勒自居，在她执政时期，
弥勒的风头盖过诸佛。

武则天称帝后，论功行赏，伪造《大云
经》的十个法尚，皆赐爵县公，并赐紫袈裟
银龟袋。对和尚赐紫袈裟乃武皇首创，后
世多有仿效。武则天还敕两京、诸州各置
大云寺一所，均藏《大云经》，供高僧升座
讲解。一时，全国各地修建大云寺成风，
连疏勒、碎叶等偏远地区都有大云寺，洛
阳的大云寺在“东城之东，第五南北街”，
即今塔湾以西一带。

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则天下诏，
令释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列道士女冠之前。
她在诏书中说：“朕先蒙金口之记，又承宝
偈之文，历教表于当今，《大云》阐奥，明王
国之祯符，受开革命之阶，方启维新之运，
故释教应在道法上，僧尼应在道冠前。”

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受武则天重
用、在福先寺译经的印度僧人菩提流志译
出《宝雨经》十卷，内中有一段经文：东方有
一天子，名曰月光，乘五色云，来诣佛所。
佛乃告诉他说，“我寂灭后，你将要去瞻部
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实是菩萨，但现女
身，为自在主，经于多岁，正法教化，养育
众生，令修十善，能于我法广大住持，建立
塔寺，并以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供养沙
门”。这段文字比《大云经》说得更明白，
只差没有直接点出武则天的名字。经文
说的“摩诃支那”是中国，有一位菩萨现为
女身，在中国当皇帝，这不就是武氏吗？
武皇看了这段文字，好生欢喜，有《宝雨
经》中的佛意，武氏做皇帝就更有充足理由
了。于是，武则天亲自出马，为菩提流志
的新译佛经作序。

武则天借佛教登基，对佛门僧众十分
宽容。因此，武周时期，许多公私田宅，为
僧人占用；大内朝廷，僧人随便出入。这引
起各阶层人士不满，加剧了社会矛盾。

武则天自诩“弥勒”
《大云经》助其登基

□徐晓帆 司一智

成语词典

【成语】不可同日而语
【人物】苏秦
【释义】不能放在同一时间里来谈论，表

示两者差异太大，不能相提并论、互相比较。
【出处】《战国策·赵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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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玄（公元 542 年—公元 618 年），字文
升，北朝洛阳人。北周、隋时屡被委以重任，
皆能忠于职守。

卫玄善谋略。北周武帝为藩王时，即以
卫玄为记室，后迁给事上士，又袭爵兴势公。
武帝继位，官拜益州总管长史，不久迁太府中
大夫，治内史事，领京兆尹。宣帝时因忤旨被
免官。静帝时，杨坚为丞相，以卫玄检校熊
州。后来他以行军总管，率兵平定和州蛮人
反叛。隋朝建立后，卫玄升为淮州总管封同
轨郡公。仁寿初（公元601年前后），山獠反
叛，卫玄为资州刺史前往镇抚。他以惊人魄
力，单骑会獠人，獠帅深为叹服，遂归顺朝廷。

卫玄因功为遂州总管。炀帝继位，以卫玄为卫
尉卿。一年后，迁工部尚书，后拜魏郡太守、右
侯卫大将军。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转刑部
尚书。曾随炀帝征高丽，诸军多败，独卫玄全
军而还，因此，拜金紫光禄大夫。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炀帝再次亲征高
丽，命卫玄与代王杨侑留守长安，官拜京兆内
史，许以便宜行事，还令代王以师礼待之。杨玄
感乘炀帝亲征高丽之机，起兵黎阳，兵围东都。
卫玄率步骑七万增援洛阳。他率兵在洛阳近
郊与杨玄感苦战，使其无法集中力量攻洛阳。
炀帝盛赞卫玄乃社稷之臣，赐良田、甲第、资物
万计，仍令他还镇长安。大业十一年（公元615

年），炀帝令卫玄安抚关中地区。此时，关中地
区和全国各地一样，农民起义蜂起。卫玄见朝
政腐败，货贿公行，上表请求辞官还乡，炀帝不
许。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率兵入关，
代王杨侑开城投降。卫玄自知不能守，遂忧惧
称病，居于家中。不久，病卒，时年七十七岁。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卫玄：能攻能守善谋略 隋帝盛赞社稷臣

四处游说 屡屡受挫
战国后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

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
都有所增强，国力胜过其他六个诸侯国，于是
想吞并六国，统一天下。

纷争之中，出现了“合纵”和“连横”的政治
活动。弱国与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称为“合纵”；
弱国随从强国去进攻其他弱国，称为“连横”。

当时有个纵横家，名叫苏秦，他是洛阳
人，曾跟随著名思想家、谋略家鬼谷子学习。

学成后的苏秦先来到秦国，希望得到秦惠
王的重用，结果没有成功。离开秦国，苏秦来
到秦国东边的赵国游说。赵肃侯让他的弟弟，
也是丞相的奉阳君接见了苏秦。可是奉阳君
不喜欢苏秦，不管苏秦说什么，他都不听。

无奈，苏秦只好失望地离开赵国，来到燕

国，燕文侯接见了他。苏秦苦口婆心游说半
天，燕文侯终于同意资助他一辆车马、一些黄
金和绸缎，送他去赵国再次游说。

献上良策 反客为主
苏秦第二次来到赵国的时候，奉阳君已

经去世，这一回，赵肃侯接见了他。
苏秦向赵肃侯提出六国联合起来抵抗秦

国的主张。他详细分析了赵国和其他诸侯国
的关系：秦国早就有吞并赵国的想法了，只是
因为赵国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作为屏障，不
能派兵来侵犯赵国。如果韩国和魏国向秦国
投降，赵国可就保不住了。

赵肃侯一听，心里十分害怕，急着问苏秦
应该怎么办。

苏秦说，不如韩、魏、齐、楚、燕、赵六国联
合起来，共同对抗秦国。六国的土地面积加

起来是秦国的五倍，六国的兵力加起来是秦
国的十倍，只要六国齐心协力，就一定能打败
秦国。

苏秦又说：“打败别人和被别人打败，让
别人向自己称臣和自己向别人称臣，这两种
境遇‘不可同日而语’啊！”

赵肃侯听完苏秦的“合纵”主张，表示认
同，就给了他很多赏赐，让他游说各诸侯国加
入“合纵”联盟，共同对抗秦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