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쿂转 !" 냦" !

" !짏接 !! 냦"

也是一部严肃的补史之作! 这

也表明" 作为曾经续修过纪传

体#国史$的史官"쇸芳对于#国

史$ 所载李弘的死因是有疑问

的" 而这疑问或许源于当时他

所能看到的史料" 或许直接来

源于高力士的口传% 而高力士

于圣历年间籍没入宫" 当时尚

不满十岁"据其本人墓志"武后

曾亲命 &女徒鞠育'(令受教

于内翰林)"因此他对于高宗武

后时代的传闻轶事" 即使不是

亲历者"也算是耳目所接"故而

*唐历$所载并非空穴来风+ 而

李泌这段话本是对肃宗的劝

谏 "最早见诸 *旧唐书,承天皇

帝倓传$"史源大约是李泌子李

繁记录其父传奇人生的 *�侯

家传$%李泌自幼年时便为玄宗

赏识"令其待诏翰林"뫅称与太

子诸王为布衣交" 他谓此说系

幼时所闻" 应即是玄宗时代宫

廷及上层流行的说法" 他引述

的时候或许有所增饰"但与*唐

历$论调一致"也意味着与高力

士的口传正相吻合 "故 *通鉴 $

谓 &时人以为天后酖之 )"是非

常慎重而妥当的说法%

쇭外从李弘去世之前数年

的活动轨迹来看" 也不太符合

因病去世的特征% 考李弘咸亨

二年-!"#.正月以皇太子监国"

此时据其死亡还有四年时间 "

虽然本传称其&多疾病"쫼政皆

决于至德等)"但本年高宗及武

后还在为他张罗婚事" 显然此

时即使身体状况不佳" 亦尚并

未对生活有重大影响+ 咸亨四

年 -!"$.七月///李弘去世前

十五个月///高宗在九成宫作

太子新宫" 并在次月令太子于

延福殿受诸司启事"同年十月"

李弘正式行婚礼" 至此亦看不

出李弘的身体状况有何异样 +

而高宗的这一切布置" 让我们

感受到他尽力栽培李弘的苦

心" 因而至少此时李弘的健康

问题远未引起高宗的担忧+ 之

后的一年 " 也就是上元元年

-!"%."现有的史料都没有记载

太子的行迹" 他似乎突然退出

了历史舞台" 直到最终突然薨

逝" 是否此时李弘的身体状况

有所恶化0 的确无法排除这种

可能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本

年十一月初一" 也就是李弘去

世前五个月" 高宗自西京赴东

都+ 내此前李弘受诸司事的延

福殿在九成宫" 即今陕西麟游

县境内"之后太子大婚"自当与

高宗同在一处" 因此此番赴东

都"李弘亦应随驾而行"故而最

后于东都苑内的合璧宫去世 +

据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两

京之间里距约八百五六十里 "

这一次行程前后二十三日 "而

李弘此时尚能耐受这样长时间

的旅途奔波" 可见此时其身体

尚不至太差+ 李弘最终去世的

合璧宫原名八关宫" 系高宗于

显庆五年所造" 其位置在苑最

西端"据考古发掘"即在洛阳市

西南 &!公里的辛店乡龙池沟

村"此宫落成后"高宗多次在春

夏间往彼处度夏" 上元二年的

这次巡幸"同样也是例行避暑"

李弘亦在随行之列" 此时距李

弘去世仅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

如若太子最终因慢性病致死 "

此时应已病入膏肓" 很难想象

他还能够随驾前往合璧宫+

쇭一方面" 高宗在李弘生

命的最后一刻" 뺹然想传位给

他+ 这在李弘死后所有以高宗

名义发出的制敕和高宗亲笔撰

写1亲手书石的*孝敬皇帝睿德

纪$中都表达得非常清楚"而李

弘遂因此突然死亡% 虽然现代

医学证明心绪激动的确会造成

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 最终导

致猝死" 但这通常发生于中老

年人身上" 一个二十四岁的年

轻人"因此遂至身亡"似乎不可

思议%再则高宗传位"风疹不能

听朝是很重要的原因" 如果李

弘此时已然危殆" 高宗如何可

能让健康状况更糟的太子来承

担这一重任0因此"即使李弘的

身体状况不佳" 但此时应还不

至于危重到很快去世%

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 "

高宗与武后的矛盾在麟德元年

-!!%. 杀上官仪之后已经暴露

无疑"对于高宗而言"最重要的

砝码便是太子李弘" 因此从他

被立为太子开始" 高宗就着力

对其加以培养" 李弘的多次监

国便出于这一目的% 폈其是李

弘去世前两年" 高宗特意为其

在九成宫营建新宫" 并让他处

理诸司启事" 这或许表明高宗

希望太子以九成宫为核心 "形

成自己的政治势力" 从而最终

能够将权力交到他手中% 高宗

希望传位于李弘" 一方面是出

于健康状况的考虑"쇭一方面"

太子即位"太上皇犹在"太后再

要垂帘听政" 似乎不太说得过

去%于是在合璧宫中"他将这个

想法告诉了李弘" 而李弘随即

因此死去2 李弘的死让高宗自

责不已"在他亲手撰写的*睿德

纪 $中 "他将爱子 &永诀于千

古)맩咎于自己的&不慈)+恭陵

选址缑山王子晋庙左近的懊来

山"大抵取其懊悔之意"高宗所

痛悔的或许正是他自己贸然的

传位念头" 直接造成了爱子的

身亡" 这也许是高宗对李弘唯

一的&不慈)+

无论如何"李弘已然去世"

高宗能做的只是给予他足够甚

至是过分的哀荣" 于是我们看

到了李弘被谥为孝敬皇帝 "同

时为了供奉恭陵" 高宗甚至重

置了贞观十八年已然废除了的

缑氏县" 而会家人于缑氏正是

王子晋传说最重要的场景 "或

许高宗情愿相信" 爱子只是升

仙而去"也许有一天还会在缑

山与家人相见 " 恭陵选址缑

氏 "或许正是缘于高宗这一寄

托 + 至此以后 "王子晋升仙成

为唐代悼念太子的惯用意象 "

之后 "祭祀章怀太子 1�德太

子等的歌词中都用到了这一

典故+ 因此在武后圣历二年撰

作 *升仙太子碑 $的时候 "不可

能不想起她的长子李弘" 甚至

我们可以认为武后之所以亲撰

这通大碑的一部分原因便在于

追思李弘+

李弘死后" 我们看到了高

宗的哀痛" 却看不到武后的态

度+同样"原本应该是往来洛阳

与嵩山之间交通要道的缑氏

县" 在武后登封之前也从未出

现在现有的记载中" 从碑文中

庙宇的颓败状况来看" 武后此

前也似乎从未关注过王子晋与

其破败已久的庙宇+ 而自从此

次巡幸之后" 恭陵所在的缑氏

县似乎成了往来两地的必经之

地 "之后的神功元年 -!'"."武

后专程来此寻访王子晋遗迹 "

圣历二年和久视元年" 她的两

次嵩山之行都取道此地" 甚至

还在缑氏县北十里建起了行

宫" 而恭陵在缑氏县东北五里

的懊来山上" 在行宫东南五里

有余"벸乎就在行宫旁边"面对

着近在咫尺的恭陵" 和代表着

孝敬皇帝的王子晋" 武后的心

绪应该颇为复杂+ 王家葵先生

认为当她在选择储君问题上举

棋不定之时" 想起了当年骤然

离世的长子李弘" 这一认识相

当具有启发性+ 的确" 周既代

唐" 六十七岁的武后身后的问

题已经变得非常现实" 各方早

在天授年间即展开了争夺3

天授二年!!럯阁舍人张

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

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뎤倩

以皇嗣在东宫"不可更立承嗣"

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 "

죔奏请切责上书者+ !#뻉唐书$

长倩传%"

此时"非但群臣反对"武后

自己的心意亦未有定准" 然而

&庆之固请不已"则天令-李.昭

德诘责之令散+ 昭德便杖杀庆

之" 余众乃息)-#뻉唐书$샮昭

德传%.+事平之后"李昭德的一

番话可谓一针见血3&웱有侄为

天子而为姑立庙乎2 以亲亲言

之"则天皇是陛下夫也"皇嗣是

陛下子也"陛下正合传之子孙"

为万代计+ 况陛下承天皇顾托

而有天下"若立承嗣"臣恐天皇

不血食矣+ ) !#뻉唐书$샮昭德

传 %"武后因而醒悟 "遂暂时打

消了立武承嗣的念头+ 这一论

调和后来狄仁杰的进谏如出一

辙"而最后也因此打动武后"펭

回中宗+的确"这是身为女性的

武后在此问题上的软肋所在 "

武周皇朝要千秋万代地姓武 "

当然需要一个武姓的继承人 "

虽然武后令李显和李旦都改姓

了武氏" 但他们仍旧是李唐王

室的血脉"他们即位"武氏先祖

仍旧不复血食+ 而武家子弟虽

然可以延续武周皇朝" 然而作

为女性的姑母" 武后自己身后

又如何享受侄子的祭祀0 这无

疑是武后称帝后必然会遇到的

两难局面" 而朝中两方面的势

力也围绕着这个问题频频展开

较量"直到二张和吉顼的出现+

张昌宗是神功元年" 평太

平公主推荐 " 入侍武后的 "后

人往往视此为宫闱秽事 "以为

笑谈 "实际上太平公主虽然身

嫁武氏 "但却是李唐方面的重

要人物 "显然太平公主希望通

过二张 "不露声色地对武后施

加影响+ 二张进入宫中之后立

刻获得了武后无条件的信任"

而他们也把关键的一票投给了

李唐3

张易之兄弟贵宠逾分"뻥不

全"请计于天官侍郞吉顼!!顼

曰$%天下思唐德久矣" 훷上春

秋高"武氏诸王殊非所属意#릫

何不从容请立庐陵" 以系生人

之望& '易之乃承间屡言之"퓲

天意乃易#볈知顼首谋"乃召问

顼#顼曰$%庐陵(쿠王皆陛下之

子"高宗切托于陛下"캨陛下裁

之# '퓲天意乃定+ !#治通鉴%

뻭二#쇹考异引#첷宾录%"

*첷宾录 $ 多出于国史实

录"其史料多可信"샠似的记载

亦见诸韩琬 *폹史台记$*新唐

书,狄仁杰传 $"而 *폹史台记 $

的作者韩琬与张昌宗曾有过交

往"*폹史台记$ 内容涉及武后

至开元时的各种轶事" 可谓当

时人记当时事"所述应极可靠+

*新唐书,狄仁杰传$ 的史源则

是记述狄公生平的 *狄梁公家

传$"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都表

明" 当时二张在立储问题上的

确起了关键作用+ 而*첷宾录$

中提到的吉顼也是武后所信任

的身边人"此前"当武后在诛杀

来俊臣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时

候" 吉顼趁着陪武后在苑中游

玩的机会进行劝说" 从而最终

促成了来俊臣的被诛+ 而吉顼

本人的立场"*通鉴$明言其&뢽

太子 )"可以相信 "吉顼背后的

李唐势力通过他成功地游说了

二张" 决定了圣历年间的政治

走向+

圣历元年九月" 李显终于

被立为皇太子" 这事实上已经

决定了武周王朝的覆灭和李唐

王朝的复辟"此后"武周朝政治

开始转向+立储后不到半年"武

后专程去了升仙太子庙" 并且

在这里盘桓了至少九天+ 这段

日子武后应住在离恭陵不远的

行宫+ 在这重立太子之后的微

妙时刻" 面对着近在咫尺的恭

陵"她的心情应该是复杂的+李

显并不是武后理想的太子人

选" 他被母亲赶下皇位最直接

的导火索是中宗欲以韦后父亲

韦玄贞为侍中" 엡炎与其相争

之时"뺹然说出&我以天下与韦

玄贞何不可)的昏话+他对韦后

的宠任" 显然是武后所不愿看

到的+ 其实武后对于李显的冷

落在更早的时候就有所表露 3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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톦稷以飞白体书就的&짽仙太子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