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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才女上官婉儿的故事绝世才女上官婉儿的故事（上）

要说唐代的洛阳，不能不说一代女皇武则天；要说武则天，大概也不能

不说上官婉儿。从本期开始，我们将分上、中、下三期，为大家讲述有关上

官婉儿的故事。

要说武则天身边的上官婉儿是一代绝世才女，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孟

老夫子曾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某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先让他（她）历尽人

间磨难。上官婉儿自然也不例外。

□李少咏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家道中落 祖父上官仪直谏招祸
上官仪是著名诗人，工于五言诗，在刘长卿之前

他的五言诗可以说无人能敌，时人多有仿效者，号为
“上官体”。他的代表作《入朝洛堤步月》，是凌晨入朝
时在洛河南岸即兴吟咏的，“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
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架构精巧，音韵清亮，
把一个志得意满的少壮派文人的情志展示得淋漓尽
致，据《隋唐嘉话》说，当时在场的人“群公望之”“犹
神仙焉”。

上官仪贞观初年进士及第，“对求贤策”“对用刑
宽猛策”两策颇见其治国才能，召授弘文馆直学士，
迁秘书郎。他常参加宫中宴会，也曾参与《晋书》的编
撰工作，很受太宗李世民器重。

高宗即位，上官仪为秘书少监，任西台侍郎，同
东西台三品也就是宰相了。按理讲他的人生该是顺

风顺水平步青云的，坏就坏在他文人的臭脾气不时
发作一下。酒场上发作一下还没有什么，他却在听了
高宗李治的牢骚后，秉承刚直肯谏的古士人遗风，便
建议高宗废去武则天的皇后之位。

李治本来只是发发牢骚，说过也就忘了，却太不
该把上官仪的建议再说给武则天。这一来，好了，武
则天一个翻手，暗地里指使后世称为小人奸臣的许
敬宗诬告上官仪参与谋反，将其判处死刑。一起死
的，还有上官仪的儿子也就是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
同时籍没其家。当时上官婉儿才几个月大，就随着母
亲郑氏被掳入宫中做了奴仆。虽然后来中宗李显即
位后为上官一家平反了冤狱，追封上官仪为中书令、
秦州都督、楚国公、以国礼改葬，肖像列入凌烟阁，但
那毕竟是后事了。

3 武皇赏花
上官才女受荐登场

上官婉儿 （资料图片）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出身显贵 女儿身也要称量天下
上官婉儿生于公元664年，她的出生就是一奇。

唐人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
事：上官婉儿降生的前夕，她母亲郑氏做了一个奇特
的梦，梦见一金甲巨人送给她一杆大秤，说：“持此称
量天下。”占梦的人告诉郑氏：“此为吉兆，当生贵子，
而秉国权衡。”

结果后来生出的是个女孩，人皆笑此胎梦无效，
唯独郑氏依然坚信不疑。据说有一次她刮着襁褓中
的婉儿的鼻子说：“要称量天下的就是你这个小丫头
片子呀？”襁褓中的婉儿竟然咿咿呀呀地仿佛在回答

“是呀”。由此郑氏决定把这个小女子培养成一个真
正的绝世人物。郑氏哪里会知道，一场灭门大祸已经

来到了她和女儿身边。
那一年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唐高宗李治

虽然还是皇帝，但皇后武则天已经一手遮天了。太宗
李世民因为担心自己杀兄戮弟夺得大位的经历再次
上演，才放弃和他一样英明神武的儿子李恪而选择
了李治这个温和懦弱的儿子继承皇位。此举却无意
中成就了那个震惊百代的武则天。

高宗李治向来体弱多病，这给了武则天把持朝
政的机会，眼看武则天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心里到底
还是不舒服的，不过他只敢在亲信的朝臣面前稍微
流露一点情绪，却不料这点情绪便激发了听者的忠
君热忱。这个听者正是婉儿的祖父上官仪。

当时的上官婉儿尚不知人事，也不知道
她母亲是怎么熬过来的，史书无记载，想来
也一定受尽了屈辱、历尽了艰辛。也许，支
撑郑氏活下去的，就是女儿的天生异象了。

不幸中的万幸，唐朝皇宫里有宫教博
士，教宫人学习书算，还有乐舞书画，有丰
富的典籍。而郑氏出身也是高门大户的郑
氏家族，诗书礼仪也是修习过的，若督促女
儿努力向学，长大后成为妃嫔或者宫廷女
官之类的也不是没有可能——思前想后，
这是那种处境下唯一的晋升机会。

唐高宗仪凤二年（公元677年）正月立
春日，淑气催暖，惠风和畅。武则天忽然想
到御园赏花。一声号令，众人前呼后拥，到
了御园，原想着会有一派百花争艳的好景
致，却因时令不到，不见想象中的那些景
象，随即下令剪裁百花以应天后之心。然
后还是按照惯例，要求百官赋诗祝贺，于是
众人在武后面前争相赋诗属对。

大家的吟咏虽然风光旖旎，却都不入
武后法耳法眼。惯于察言观色的许敬宗
见武后皱眉，小心翼翼地说：“宫里有个十
三四岁的小女孩儿，据说天赋异禀，过目
成诵，写诗作文，下笔立成，要不……”武
后一听，立马精神一振：“快快宣召来此！”

于是，上官婉儿登场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关注《绝世才女上官

婉儿的故事（中）》。

丘行恭（公元586年—公元665
年），洛阳人，丘和之子，唐初的一位
功勋卓著的大将。

丘行恭生性骁勇，能征善战。隋
大业后期，承继父志，与兄弟丘师利聚
集万余人居郿城以自保，群盗畏惧，不
敢冒犯。李渊起兵太原，攻入关中，丘
行恭率众迎于渭滨。秦王李世民入长
安，拜丘行恭为光禄大夫。后丘行恭
一直随李世民征战，先后消灭了薛举、
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
他出生入死，屡建功勋，是一名勇猛
善战的大将，累官至左府骁骑将军。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丘行恭
随李世民讨伐王世充。他随李世民
试探虚实，带数骑冲入敌阵。征战
中，秦王战马被敌兵射中，其他随从
皆战死，只有丘行恭奋力向前冲杀，
与秦王并行，并将自己的战马让给秦
王，自己断后，大声呼喊，威震敌阵，
并一连斩杀数敌，保护李世民突出重
围，最终，王世充战败。为表彰丘行
恭的功绩，唐贞观年间，太宗李世民
诏令镌刻丘行恭拔箭石雕，立于昭陵
前，以昭后世。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在玄武门之变中，丘行恭再立大

功，被擢升为左卫将军。贞观十四年
（公元640年），他因平息高昌叛乱有
功，被封为天水郡公，官至右武侯将
军。高宗继位，又升其为大将军，兼
冀、陕二州刺史。麟德二年（公元665
年），80岁的丘行恭去世。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丘行恭：骁勇善战 唐初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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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份导报=喝坛美酒+调味生活
大征订全线启动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刊于

1990年的《洛阳广播电视报》正式更名为《河洛生活导报》。

目前，《河洛生活导报》2015 年大征订已全线启动，全年定价

120元/份，零售价2.5元/份。订报尊享以下好礼：

●即日起至年底订报：120元/份，赠建洛调味品大礼包一提

（价值109元）+洛阳湖滨果汁一提（6瓶，价值36元）；

●即日起订阅两年：240元/两年，赠送九九龄维他醋一箱（价

值315元）+洛阳湖滨果汁一提（12瓶，价值72元）；

●即日起至年底订报抽奖：根据订报凭证（发票或订单）每月

抽取幸运读者300名，分别获赠毛铺苦荞酒（金荞、黑荞、小荞和品

尝酒）和九九龄维他醋等奖品，最高价值500元。

现在订报，不仅赠送超值大礼，
还有毛铺苦荞酒、
九九龄维他醋等超值奖品等您拿

2015年大征订全线启动，市（县）区各邮局均可订阅。
订阅专线：63355541 66778866

《河洛生活导报》别册《洛阳加油》文摘报，已在全市50余家重点加油站及王府井、万
达、宝龙等主流商圈向私家车主免费赠阅，敬请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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