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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与洛阳系列

11 武则天与神都洛阳

□郑贞富

告别龟兹，玄奘西行 600 里，进入了跋禄迦
国，也就是现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周边区
域。玄奘他们找店住下歇息一晚，次日再向西北
行300里，到了凌山北原。

凌山就是葱岭，一般指帕米尔高原，是自汉武
帝以来开辟的丝绸之路之必经之地。这一高地位
于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地跨塔吉克斯坦、
中国和阿富汗，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主要山峰
均在 6000 米以上。玄奘笔下的葱岭“东西南北
各数千里，崖岭数百重，幽谷险峻，恒积冰雪，寒风
劲烈”，是对帕米尔高原形象、准确的描述。古代
中原地区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地的交通往来，往
往要取道葱岭。

玄奘一行来到山下，乌云笼罩，风雪纷飞。凌
山本是一座大雪山，常年冰雪不化，山道难行，如
今又遇到这等恶劣气候，玄奘他们是登是等呢？

玄奘他们的衣食住行及其用品本就简陋，如
果等风雪过后再走，必须找个地方落脚。可山脚
下不是冰川便是石壁，天地冰冷，四处漏风。此时
登与等基本相同。

玄奘决定登山！
他们沿着崎岖的山路开始攀爬，一步一滑，步

步惊心。行至中午，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埋锅做饭
的地方，只能用石头将锅支起来，悬釡而炊。晚上
休息，更是找不到一处干燥之地、洞穴之居，只能
露天靠着挂着冰凌的石壁卧冰而眠。这种环境，
便对当今户外运动者来说都是绝对的禁忌，况且
1300多年前更谈不上有户外装备，像帐篷、冲锋
衣、羽绒服、速干服、登山鞋等，因此很容易失温
丧命。可玄奘他们就是穿着棉衣布鞋，牵着牛马，
硬是用了7天时间成功翻越了凌山！可出来一清
点，令人痛心——随行原有29人，出来的只有十
几人，牛马损失过半。

玄奘西行为了求得无上正法，涉大河，走荒
漠，断水断粮闯过800里无人区；爬雪山，过草地，
忍饥挨冻，顶风冒雪。这是在为初心拼命。换句
话说，他求得的真经，不仅是用艰辛置换的，更是
拿命换来的。反之，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支
撑，没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这一路任何一
个艰难的时点，都可能就此止步。当然，也就没有
玄奘后来的成功，没有至今仍被纪念的玄奘法师
了。所以说，“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宝剑锋从磨
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自是千真万确的“真经”。

翻 越 雪 山

扫码阅读本栏目已
刊发文章

□沙宇飞

本报讯（洛报融媒记者 余子愚）近日，王经华《民
国书法拾遗》新书首发式暨座谈会在河洛文化文献馆
举行。

《民国书法拾遗》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
书以书法为切入点，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民国书法研
究。书中记述了民国时期大量的书法家交往的故事，
如书法家的访游题跋、刻碑记事、寻访古代碑刻书法名
迹，建立千唐志斋等。尤其是千唐志斋收藏的民国书
法石刻作品，栾川县常氏墓园石刻，河南大学原校长、
新安县人王广庆，千唐志斋创始人、新安县人张钫，民
国洛阳书法家林东郊、李振九等的书法往事，反映了民
国时期的洛阳书法史。

王经华，新安县人，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
南大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鸿仙书院名誉院长、千唐志
斋特约研究员，著有三国史论《浪花淘尽英雄》、散文随
笔集《雪泥鸿爪》、书法专著《民国书法百家咏议》等。

与会书法家、评论家、文史学者认为，《民国书法
拾遗》立足河南，面向全国，对民国书法进行了深入
研究，书中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弥足珍贵，
其视角、观点等具有独到之处，有着重要的史料价
值、书法研究价值和文化价值。

《民国书法拾遗》
新书首发

武则天的父亲叫武士彟（yuē），
祖上是北魏贵族。隋朝大业十一
年（公元615年），唐国公李渊到山
西任职，武士彟成为李渊的幕僚。

唐朝武德三年（公元620年），
武士彟丧偶。第二年，唐军攻克洛
阳，武士彟娶隋朝贵族杨达之女杨
氏。杨达的住宅在洛阳教义坊。

《两京城坊考》说：“教义坊，武后母
荣国夫人宅，后立太原寺。”武德七
年（公元624年），武则天出生于教
义坊。教义坊的位置，在今隋唐城
遗址植物园西北部。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十一
月，唐太宗听说武氏有才貌，便将
她纳入宫中，封为五品才人，赐名

“武媚”。贞观十七年（公元 643
年），太子李承乾被废，晋王李治被
立为太子。此后，在侍奉太宗之
际，武才人和李治相识并产生爱慕
之心。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
唐太宗驾崩，武才人依唐后宫之
例，入感业寺削发为尼。唐高宗永

徽二年（公元651年）五月，武氏再
度入宫，不久，成为皇后。

唐高宗显庆二年（公元657年）
闰正月，唐高宗与武则天率满朝文
武来到洛阳。当年十二月，大唐帝
国正式迁都洛阳，称洛阳为东都。
显庆五年(公元 660 年)十月，唐高
宗患风眩病，百司奏事请武则天裁
决。武则天生性刚强，机智明敏，
涉猎文史，处事都称皇帝之意，从
此委以政事，权力与皇帝相等。
上元元年（公元 674 年）八月，唐
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从
此，武则天在国内外威望更加提
高，外国使臣都共称唐高宗、武则
天为“二圣”。

弘道元年（公元 683 年）十二
月，高宗驾崩。次年，武则天废中
宗李显，开始临朝称制，改东都洛
阳为神都。天授元年（公元 690
年），武 则 天 称 帝 于 神 都 ，国 号
周。神龙元年（公元 705 年）正
月，武则天下诏退位，唐中宗李显
复辟。

武则天跟随了唐太宗 12 年，
她目睹了科举对贞观之治的重大
贡献。

唐太宗认为科举制可以选拔
人才，有利于巩固统治，他完善
了科举制度，科举也进入规范化
阶 段 ，进 士 科 成 为 最 重 要 的 科
目。有一次，唐太宗见新科进士
鱼贯而出，喜言：“天下英雄，入
我彀中。”

在唐高宗继位初期，围绕立武
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以长孙无忌
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与文人集团
在朝中形成尖锐的对立局面。文
人集团，是来自隋朝和唐初由科举
登第的普通文人，比如许敬宗、李
义府等。在是否立武氏为皇后的
问题上，文人集团坚决站在武氏一
边，终于助其成功。后来，武则天
褒奖他们的“翊赞之功”。

唐高宗、武则天迁都洛阳后，
为了削弱关陇贵族集团势力，进一

步提高了科举人才的地位，完善了
科举制。首先是在洛阳建立了专
门的考试机构，就是贡院。其次，
完善解试、省试制度。所谓解试，
是州府举行的考试，选出参加省试
的考生。唐代朝廷实行三省六部
制，由朝廷举行的科举，叫省试。
再次，省试的科目，固定在六科：秀
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
但是，科举考试并非每年都举行。

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在载初元
年（公元 690 年）初，举行全国省
试，在神都洛阳。放榜时间在二月
初二，但六科各科录取名额不同。
武则天下诏，在二月十四日，举行
殿试。

《唐会要》说：“载初元年二月
十四日，武太后试贡举人与洛城
殿，数日方毕。殿前试人，自兹始
也。”《通典·选举三》载：“武太后载
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
数日方了。殿前试人自此始。”

载初元年（公元 690 年）九
月九日，武则天宣布改唐为周，
改元天授。十二日，则天受尊号
为圣神皇帝，大周帝国建立。

次年，女皇确定了大周的科
举制度，确立了省选的程序，并
确定每年都按这样办。

女皇下诏，神都各太学的学
生和地方官学考出的优秀生叫
生徒，可以参加省试；州府考送
的叫乡贡，同样参加省试。省
试录取者，称贡士。最后，参加
殿试，由皇帝钦点录取者。由
皇帝钦点的殿试第一名，才是
状元。由于当时有六科，实际
上第一次殿试是六天，每科都
有状元，当年有六个状元，这是
最早的状元。

为了保证省试的公正性，武
则天重用狄仁杰。他于武周开
国次年九月由洛州司马升任地
官侍郎，代理尚书事务，并加授
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
武则天对他道：“你在汝南为官
时有良好的政绩，但有人在中
伤你，你可知道是谁吗？”狄仁
杰答道：“如果陛下认为臣做错
了，臣当改过；如果陛下明白臣
并无过错，这是臣的幸运。臣
不想知道中伤我的人是谁，还
会把他视为我的朋友。”武则天
大为叹服。

狄仁杰作为宰相，一直在主
持政务，包括主持科举，选拔了
一批优秀的人才。狄仁杰是在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明经及第，
出身平民，也是个普通的读书
人。但是，他是个伟大的政治
家，他主持科举，经武则天钦点，
选了姚崇、宋璟为进士。

武则天之后，进入唐玄宗开
元时期。唐玄宗先后任用姚崇、
宋璟为相，他们俩为开元盛世的
形成作出杰出贡献，史学家并称
姚崇、宋璟为“姚宋”。《新唐书》
赞：“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
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
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
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然唐
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

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
之遇合，盖难矣夫！”司马光在

《资治通鉴》中称赞：“姚崇尚通，
宋璟尚法。”

武周时期，还对科举制进行
了多项改革，创立武举科。长期
的太平盛世，由于没有大规模的
战争，那些地位比较低下的下级
军官和士兵失去了进身之阶。
武则天称帝建周后，首先要做的
就是笼络军心，以便取得军队对
她的支持。而在当时周边环境
相对安宁、极少发生战争的情况
下，通过军功来提高武人的地位
又是不现实的。于是，武则天创
立了武举科，列入科举，只是在
考试的内容方面与他科不同，试
应考者除马射等科目，并试军谋
策论。考试合格者，一样给予武
举出身，经吏部与兵部铨选后出
任较高级别的军职。武则天之
后，唐朝延续了这个制度，唐朝
名将郭子仪就是武举出身。

武 则 天 的 科 举 改 革 为 后
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也
为后来的科举制树立了一个
典范。22 武则天创立殿试

33 武周时期的科举制

一代女皇武则天，对科举
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完善了隋
唐以来的科举制。她创立了殿
试制度，天子门生、状元等新
词，在神都洛阳产生。她还创
立了武举制，这也是影响深远
的重大举措。

武则天
科举制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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