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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才女绝世才女
上官婉儿的故事上官婉儿的故事（（下下））

上期讲到，上官婉儿的才华得到武后认可，并得恩宠在武后身边掌管印

信，而且更是抓住机会展露了她冠盖天下的绝世才华。随着武则天权势日

渐膨大，上官婉儿的政治才华也不断得到磨砺提升。但是，毕竟两人之间有

着不共戴天的仇怨。所谓伴君如伴虎，上官婉儿也不例外。

□李少咏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政治才干显露
渐得武氏倚重

称量天下逞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2 登峰造极之时 奢侈淫乱弄权

赵普（公元922年—公元992年），字则平，原籍
幽州蓟县（今北京西南），15 岁时随父避乱迁居洛
阳。他是北宋的开国功臣，宋初三度为相，号称“半部

《论语》治天下”。
赵普自幼学习吏事，后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

年），成为匡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的幕
僚。后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掌管禁军及全国军队。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春，发生了“陈桥兵变”，赵匡
胤被拥立为皇帝。而赵普在事件中是酝酿者和策划
者，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因为一切都是秘密进行
的，所以，为了保持朝中和社会的稳定，赵普只得到
了右谏议大夫兼充枢密直学士的一般官职。

宋朝建立后，面临着种种威胁，特别是各地的割
据势力。赵普力主武力平定，他劝赵匡胤亲征，前后
平定赵筠、李重进等势力。赵普因功晋升为兵部侍郎
兼枢密副使。

赵匡胤“黄袍加身”后担心历史重演，赵普认为
应“稍夺其权，制以钱粮，收其精兵”，这成为“杯酒释
兵权”的基础。因此，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普
升为枢密使兼检校太保。此后，赵普又协助赵匡胤实
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措施，使北宋成为
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由于赵普对北宋的建立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所
以，他的官爵不断提升。先是为门下侍郎兼平章事，
到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又加右仆射、昭文殿大学
士。后由于涉嫌受贿，赵普被太祖赵匡胤贬为河阳三
城节度使，逐渐失去了宋太祖的宠爱和信任。

赵匡胤去世后，其弟赵光义继位，是为宋太宗。
赵普向太宗献媚，称其继位密诏是由自己书写的，并
帮助太宗消灭了皇族中的政敌，遂取得太宗的宠信，
赵普第二次入相，被提升为司徒兼侍中。但第二年又
被罢相，贬为武胜军节度使。雍熙三年（公元 986
年），太宗亲征北汉，但久攻不下，陷入进退维谷之
境。赵普三次上表，建议班师。太宗接受其意见，并改
封其为许国公，移武胜军节度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不久，第三次为相。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赵普以年老请退，被加
太师，封魏国公。这一年，赵普去世。太宗派员治丧，
追封尚书令、真定王，谥号忠献。

（资料提供：洛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赵普：
北宋开国功臣
宋初三度为相

镇平宛西（南阳西），古有“秦汉宛西酿酒作
坊林立”之说。2003 年被划为南水北调中线渠
首，酿酒之优势得天独厚。

伏牛山南麓优质红米，纯净水源孕育优质
农作物，专为酿酒所用，其所酿造的小米黄酒口
感醇厚，柔和鲜爽，十米开外，依然可闻其浓郁
醇香。

好来历闻香寻去，经好来历食品安全公众寻
鉴监督团数月的专项甄选，南阳市镇平县健生酒
业公司生产的红米酒被许可进入好来历·洛阳优
质生活必需品保障平台。

红米佳酿 其效有方
“酒，天之美禄也。面曲之酒，少饮则和血行

气，壮神御寒。”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这样
记载红米酒的医疗作用。

红米性温，可以健脾胃、活血去瘀，主要被用
于酿酒或药引。若消化不好，或是有腹胀的人士，
红米在中医所开的药方里并不难觅。因此有人用

“谷不饭用”的说法来形容红米，更有人用“液体
蛋糕”赞誉红米酒。

红米经过酿制，营养成分更易于人体吸收。
红米酒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钙、磷、铁及少量的锌、铜、镁、锰、硒等微
量元素，对于爱美的女性朋友可以说是抗氧化、
补血排毒养颜的天然佳品，还可帮助哺乳期妇
女下奶。

而对于男性来说，红米酒性情柔和，不刺头，
其酒精含量仅为16%，属营养价值极高的低酒精
度饮品，可提神醒脑。

中老年人饮之，可舒筋活血健脾，长饮之，可
强身健体和延年益寿。

好水好米 精工陈酿
丹江水，长又长，一汪碧水过南阳。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渠首，地处中原的南阳

盛产谷物，尤以专为酿酒所用的红小米为佳，其
酿酒资源非常丰富。

而南阳镇平县健生酒业有限公司，作为南阳
从事保健养生滋补酒、黄酒资源研发和生产销售
的龙头企业，多年来，在保持独特地方风味的基
础上，继承传统黄酒的手工酿酒工艺，健生酒业
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将中国传统酒文化与养生
理念有机地结合和升华。

健生酒业选取伏牛山红小米、糯米等优质原
料，经过优质水源的精工陈酿，同时将镇平境内
蕴藏的高含量“麦饭石”应用于黄酒酿造中，使其
具有蒸馏酒所不能及的营养、药用、烹调价值。

一酒多饮 醇厚悠长
是酒香，亦有米香。红米酒入口顺滑，当酒液

铺满舌面，醇厚的绵柔又轰然而起。层次分明，回
味悠长。

古有“煮酒论英雄”的说法，隔水加热至45℃
左右，最能提出酒香，还能增加酒的甘度，因此建
议温饮红米酒，暖人心肠又不致伤胃。

不过想要红米酒喝出潮范儿，冰镇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加冰块后若再加入话梅、柠檬、樱桃
等，口感酷似鸡尾酒，年轻人最喜欢。

当然，红米酒还可以用来做佐餐酒或泡制
药酒。用其烹饪所做出的美食，芳香浓郁，醉人
可口。 谢娜娜 赵卓 文/图

■好来历红米酒（银标·三年陈酿）
68元/提（500毫升×2瓶）
■好来历红米酒（金标·五年陈酿）
98元/提（500毫升×2瓶）
■24小时订购电话：
洛阳日报报业集团百姓一线通0379-66778866
售后服务及咨询电话：0379-63350000

醇香甘甜浓郁绵长 补血养颜营养丰富

好来历·红米酒风情上市
源自南水北调渠首的纯粮佳酿 区域

涧西区

西工区

洛龙区

老城区

高新区

伊川县

孟津县

吉利区

店名

好来历黄河路店

好来历南苑路店

好来历科技馆店

御福源便利店

建洛放心豆腐专卖店

好来历报业大厦店

好来历古城路店

好来历神都大厦店

好来历延光路店

好来历伊川店

好来历孟津店

好来历吉利店

联系人

郭媛

饶学富

高万敏

李志强

张建军

朱妍

史春燕

李鸿雁

姚兰

屈佳佳

吕大勤

翟向阳

地址

黄河路与辽宁路交叉口向北
30米路东（黄河路83号）

南苑路清华园正门口东

南昌路 1 号（市科技馆对面，
牡丹妇产医院向南100米）

凯旋路小学西门面

行署路菜市场中段彩板房04号

开元大道218号
报业大厦1809

古城路与学府街交叉口东北角
古城路农贸市场二楼8号门市

九都路定鼎立交桥东宇博大
酒店向北100米神都大厦1楼

延光路 10 号（延光路与翠微
路交叉口）创业服务中心6层

伊川大张盛德美向南50米
路西金利福珠宝店内

孟庄市场西出口

吉利区河阳路中段
吉利一中对面

联系方式

18638825888
61110132

15539729838

13837977347

18238822880

13939913936

0379-
63350000

13937966444

13213538007

60629179
18637928426

68361669

18137753577

13783165231

公元705年正月，神龙政变爆发，
上官婉儿的人生再一次发生突变。武
则天被逼退位后，李显复位并论功行
赏，上官婉儿先是拜为三品婕妤，后又
升为二品昭容，连她去世的母亲郑氏
也被追封为沛国夫人。上官婉儿的地
位，其实只在皇后韦氏一人之下，可谓
达到了她人生中权力的顶峰。

婉儿也错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生
的顶峰，开始尽情释放自己对权力、金
钱、情色的欲望，任其危险地膨胀着。
她得皇帝皇后准许，可以出宫建外宅
以供嬉游，外宅建造得高大奢华，亭台

楼阁巍巍，池沼水榭隐隐，雕梁画栋，
如同行宫。中宗也常引大臣前去宴
乐。她效仿武则天养面首，先是兵部
侍郎崔湜，风流俊秀，洛阳城著名的小
白脸，后经崔湜引见，他的兄弟崔莅、
崔液、崔涤也来了。兄弟四人时时陪
侍游冶，上官婉儿的私生活形同当年
的女皇。

她暗地弄权，私通关节，还支持武
三思设谋贬杀大臣，起草诏令时有意
贬抑李唐宗室而推崇武氏。她是这么
善于利用权力，这么炙手可热，一时之
间，投机钻营者，自动献身者，堵拥其

外宅之门。
她不知道，她的好日子到了这个

地步，已经物极必反，走到头了。
中宗景龙初年（公元707年），7月

里，太子李重俊联合左羽林大将军李
多祚，杀死武三思父子并追杀上官婉
儿。婉儿假传太子弑君夺位，得皇帝
皇后保护而幸免于难。

经此一变，上官婉儿痛定思痛，认
识到韦氏根基不稳，武家也不再是依
靠，而李唐宗室余威尚存，遂逐渐调整
策略，表面上依旧依附韦氏，暗地里却
开始结交李家人。

3 见风转舵求生 奈何死于刀下

有资料记载，天后武则天会见大
臣或者其他男宠的时候，喜欢命令上
官婉儿卧于案裙下，记录所奏之事。
一日，武则天召见张昌宗，婉儿止不住
好奇，悄悄抬头偷窥，被武则天发觉，
甚怒，取修指甲刀刺其面上，还不许她
拔掉。多么残忍的画面。然而疼痛远
远赶不上恐惧，婉儿诚惶诚恐，匍匐在
地，即刻作了一首《乞拔刀子诗》，武则
天才稍息怒气，许她下去治疗。

大概就从此时开始，婉儿改变了
很多，学会了权术，学会了逢迎，学会
了在权力的夹缝里顽强生存，千方百
计博得武则天的欢心。还好的是，她
一日强似一日的政治才干，也渐被武
则天所倚重。到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武则天开始放手让婉儿处理百司
奏表，参决朝廷政务，群臣奏章莫不经
过她手批阅，政令、诏书、祭拜祝词、官
员任免等莫不经过她手下达。那时的
上官婉儿，大概相当于今天中央办公
厅主任。

武则天是有名的疑心重的君王，
伴随在她身边，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
杀身之祸，因此婉儿谨慎小心到了极
致。可惜的是，上官婉儿看世事清楚，
却未能完全把握自己的命运。

公元 710 年，李隆基联手太平公
主，决定再次发动一场政变。太平公
主负责部署，李隆基负责联络军营，并
亲自率领禁军万骑，攻进皇宫，尽数诛
杀韦氏、安乐公主及其党羽。上官婉
儿以为自己不会有事，因为在此前她
已与太平公主联手，表明自己已心向
李唐，没有站错队。

她不知道，她和太平公主的联合

已经犯了大忌，因为当时的太平公主
已经成了李隆基心中隐隐的头号大
敌。才华绝世的上官婉儿与强势如其
母的太平公主联手了，李隆基怎么能够
容忍！所以，当婉儿向李隆基表功并款
款下拜时，李隆基开口了：“此婢妖淫，
渎乱宫闱，今日不诛，后悔无及！”然
后，手起刀落，一代才女委身于地。

尽管上官婉儿死了，但她的才华

不容忽视，于是开元初年（公元 713
年），唐玄宗李隆基又颁下诏令，着有
司搜集编录上官婉儿诗文，共得文集
20卷，又指派张说作序。张说的序言，
将婉儿与古代才女班昭、左棻（fēn）等
作比，认为非但才学不输于她们，而且
比她们多的是辅佐国政之功，她是一
朝之祥瑞，使女皇如得神助，使国家繁
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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