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隋唐 

課題三：唐的建國與盛世 

第三章：武后施政的特色（延伸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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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徽之治 

- 太宗死後，李治即位，是為唐高宗。 

- 高宗勤勉政事，重用太宗舊臣，依太宗法度施政，頗有貞觀遺風。 

- 高宗統治下國家有長足發展，全國人口從公元 648 年（貞觀二十二年）的 360 萬戶，增加到公元 652 年（永徽三年）380 萬戶。 

- 永徽三年，編成《唐律疏議》，對當時周邊國家及中國以後的法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高宗先後平定漠北、西突厥，又相繼破百濟，滅高句麗。唐朝疆域達到鼎盛。 

- 史稱「永徽之治」。 

 

 

 



 



二、武后干政 

2.1 武氏出身 

- 武則天，史籍沒有記載其名字，父親為開國勳舊武士彠次女，母親楊氏為繼室。 

- 武則天為唐高宗皇后時，稱則天順聖皇后，後世遂稱她為武則天。 

 

2.2 武氏入宮 

- 公元 637 年（貞觀十一年），被選入宮為才人，賜號武媚。 

- 公元 643 年（貞觀十七年），太子李承乾被廢，晉王李治被立為太子，常入宮，武則天得以認識李治。 

- 太宗死後，妃嬪依例入感業寺為尼，唐高宗於三年守孝期滿，即召回武氏，封為昭儀。 

- 武氏入宮後，與王皇后及蕭淑妃鬥爭，武氏獲勝被立為后，後者二人被廢。 

 

2.3 武后專權 

- 高宗後期因健康問題，政事落入武后之手。 

- 公元 674 年（上元元年），高宗和武后上尊天皇天后，並稱二聖。 

- 公元 683 年（弘道元年），唐高宗病逝，太子李顯即位，是為唐中宗。武后被尊為皇太后。 

- 高宗遺詔，若遇軍國大事而不決者，由武后定奪。 

- 公元 684 年（光宅元年），武后因事廢中宗為廬陵王，改立第四子李旦為帝，是為唐睿宗，武后臨朝稱制，自專朝政。 

- 唐宗室舊臣先後起兵討武后，皆被武后派兵平定。 

 

2.4 則天皇帝 

- 公元 690 年，武后自立為帝，改名為「曌」，意為日月當空，建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改睿宗為皇嗣。 

- 武則天成為中國第一個女皇帝。 

- 武則天執政期間，任用姚崇、張柬之等名相輔佐，頗能延續貞觀盛世氣象。 

- 公元 705 年（神龍元年）正月，武則天病篤，宰相張柬之等大臣率禁軍發動政變，逼武則天退位，史稱「神龍革命」。 

 

      



三、武后施政特色 

- 武后施政可分為善政與劣政兩方面。 

 

3.1 善政方面 

- 武則天被尊天后，即上表「建言十二事」，以富國強民，善用人才。 

- 武則天為天后時，召集大批文人學士，大量修書，先後撰成《玄覽》、《孝子傳》、《列女傳》、《臣軌》等書。雖原意是與

太子賢相爭，但有利推行孝行風氣。時稱這些文人為「北門學士」。 

- 武則天執政期間，悉心訪問人才，得姚崇等名相輔佐，頗能延續貞觀盛世氣象。 

- 她特別重視科舉，親自策問貢士，開創殿前試士之法，並刻意提拔新興文詞之士，壓抑關隴世族，對日後唐代社會變動影響甚

鉅。 

 

3.2 劣政方面 

- 武則天為鞏固權位，大量起用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等，大開告密之風，壓制反對勢力。 

- 他們刑訊逼供，濫殺無辜，誣陷於人，使不少文臣武將蒙受不白之冤。 

- 武則天放手選官，使官僚集團急劇增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3.3 爭議方面 

- 武則天於舊史書中最為人詬病是蓄有男寵，有違道德。 

- 清朝史學家趙翼認為皇帝之妃嬪以千百計，武則天身為女皇帝只蓄男寵數人，不足深怪。 

- 武則天對這些男寵，未曾賦予太大權柄，影響施政。 

 

 

 

 

 

 



四、武后施政影響 

- 武則天打擊反對她的關隴集團，將長孫無忌、褚遂良等人趕出政治權力中心，消除了阻礙社會發展的門閥政治。 

- 武則天重視科舉，用人不看門第，刺激了一般人讀書學習的熱情，無形中加強了社會流動。 

- 武后稱帝的舉動，鼓舞了有政治企圖心的女性。其後太平公主、韋皇后、安樂公主，皆有強烈的政治欲望，而曾經權傾一時，

這是李唐前期政治史的特色。 

- 武則天的統治上承貞觀、永徽遺風，維持大唐國勢，下啟開元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