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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人物趣谈
 黄新聪编撰

唐 太 宗 大 治 天
下 ， 盛 极 一 时 ， 除 了
依 靠 他 手 下 的 一 大 批
谋 臣 武 将 外 ， 也 与 他
贤 淑 温 良 的 结 发 妻 子
长 孙 皇 后 的 辅 佐 分 不
开 。 贞 观 时 期 ， 唐 太
宗 治 理 天 下 ， 长 孙 皇
后 掌 管 内 庭 ， 自 始 至
终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支 持
唐 太 宗 ， 是 贞 观 之 治
不 可 或 缺 的 人 物 ， 成
为唐朝一代贤后。

长 孙 皇 后 ( 6 0 0 —
646年)，名长孙无垢，
小 字 观 音 婢 ， 河 南 洛
阳 人 ， 鲜 卑 族 ， 是 隋
朝 骁 卫 将 军 长 孙 晟 的
女 儿 ， 八 岁 丧 父 ， 由
舅 父 高 士 廉 抚 养 。 自
幼 精 通 文 史 ， 知 书 达
礼 、 正 直 善 良 ， 1 3 岁
时 嫁 给 李 世 民 。 唐 高
祖 李 渊 登 基 后 ， 册 封
她 为 秦 王 妃 。 唐 朝 初
年 ， 太 子 李 建 成 和 李
世 民 为 争 夺 皇 位 ， 发
生 了 激 烈 的 争 斗 。 李
建 成 一 伙 常 在 唐 高 祖
面 前 诬 陷 李 世 民 ， 企
图 借 刀 杀 人 。 在 险 恶
的 形 势 下 ， 秦 王 妃 勉
力 排 解 高 祖 对 李 世 民
的 嫌 猜 。 到 了 李 世 民
发 动 “ 玄 武 门 之 变 ”
的 紧 急 关 头 ， 秦 王 妃
又 挺 身 而 出 ， 亲 自 激
励 士 气 ， 引 导 将 士 进
入 宫 中 杀 掉 李 建 成 ，
促 成 了 事 变 成 功 。 李
世 民 登 基 后 立 她 为 皇
后。　

因 为 长 孙 皇 后 为
人 处 事 端 直 有 道 ， 唐
太 宗 对 她 十 分 器 重 ，

常 与 她 谈 论 国 家 大 事
及 赏 罚 之 事 。 长 孙 皇
后 不 愿 以 自 己 特 殊 的
身 份 干 预 国 家 大 事 ，
她 坚 持 自 己 的 处 事 原
则 ， 认 为 男 女 有 别 ，
应 各 司 其 责 ， 因 而 对
唐 太 宗 说 ： “ 母 鸡 司
晨 ， 终 非 正 道 ， 妇 人
预 闻 政 事 ， 亦 为 不
祥 。 ” 唐 太 宗 坚 持 要
听 她 的 政 见 ， 长 孙 皇
后 拗 不 过 他 ， 说 出 了
自 己 经 过 深 思 熟 虑 的
见解:“居安思危，任
贤 纳 谏 而 已 。 ” 长 孙
皇 后 常 以 自 己 的 端 庄
品 性 、 宽 宏 气 度 和 哲
理 睿 智 ， 影 响 和 感 化
唐 太 宗 的 思 想 行 为 及
治国理念。

长 孙 无 忌 是 长 孙
皇 后 的 哥 哥 ， 文 武 双
全 ， 早 年 与 李 世 民 是
至交，太原起兵后,长
孙 无 忌 追 随 李 世 民 东
征 西 讨 ， 立 下 赫 赫 战
功,是唐朝开国元勋。
李 世 民 登 基 后 想 让 长
孙 无 忌 出 任 掌 握 朝 政
大 权 的 宰 相 ， 长 孙 皇
后 却 奏 称 ： “ 妾 既 托
身 紫 宫 ， 尊 重 已 极 ，
实 不 愿 兄 弟 子 侄 布 列
朝 廷 。 汉 之 内 戚 吕
氏 、 霍 氏 之 祸 ， 可 谓
切 骨 之 戒 。 特 愿 圣 朝
勿 以 妾 兄 为 宰 相 。 ”
唐 太 宗 不 听 ， 仍 然 任
用 长 孙 无 忌 为 左 武 侯
大 将 军 、 吏 部 尚 书 、
右 仆 射 （ 宰 相 ） ， 并
可 自 由 出 入 宫 中 , 意
即 辅 政 。 长 孙 皇 后 又
秘 密 遣 人 与 长 孙 无 忌

商 定 ， 两 人 分 别 苦 求
逊 职 。 唐 太 宗 不 得 已
才 改 授 长 孙 无 忌 为 开
府 仪 同 三 司 。 后 人 评
论 长 孙 皇 后 反 对 内 戚
掌 握 权 柄 的 策 略 思 想
时 ， 认 为 这 是 “ 虑 之
深远”。

唐 太 宗 与 长 孙
皇 后 的 长 子 李 承 乾 自
幼 被 立 为 太 子 ， 由 乳
母 遂 安 夫 人 总 管 东 宫
的 日 常 用 度 。 遂 安 夫
人 常 在 长 孙 皇 后 面 前
进 言 ， 说 太 子 贵 为 未
来 君 王 ， 理 应 受 天 下
之 供 养 ， 然 而 日 常 用
度 捉 襟 见 肘 ， 一 应 器
物 都 很 寒 酸 。 因 此 多
次 要 求 增 加 费 用 。 但
长 孙 皇 后 并 不 因 为 是
自 己 的 爱 子 就 网 开 一
面 ， 她 说 ： “ 身 为 储
君 ， 来 日 方 长 ， 所 患
者 德 不 立 而 名 不 扬 ，
何 患 器 物 之 短 缺 与 用
度之不足！”

长 乐 公 主 是 唐
太 宗 与 长 孙 皇 后 的 掌
上 明 珠 ； 从 小 养 尊 处
优 ， 是 一 个 娇 贵 的 金
枝 玉 叶 。 将 出 嫁 时 ，
提 出 嫁 妆 要 比 永 嘉 公
主 加 倍 。 永 嘉 公 主 是
唐 太 宗 的 姐 姐 ， 出 嫁
时 正 逢 唐 初 百 业 待 兴
之 际 ， 嫁 妆 比 较 简
朴 。 丞 相 魏 征 听 说 后
上 朝 谏 道 ： “ 长 乐 公
主 之 礼 若 过 于 永 嘉 公
主 ， 于 情 于 理 皆 不
合 ， 长 幼 有 序 。 规 制
有 定 ， 还 望 陛 下 不 要
授 人 话 柄 ！ ” 唐 太 宗
很 不 以 为 然 。 回 宫

后 ， 随 口 把 魏 征 的 话
告 诉 了 长 孙 皇 后 ， 长
孙 皇 后 却 对 此 十 分 重
视 ， 她 称 赞 道 ： “ 魏
征 以 人 臣 之 疏 远 ，
能 抗 言 如 此 ， 实 为
难 得 ， 陛 下 不 可 不
从 。 ” 在 长 孙 皇 后 的
操 持 下 ， 长 乐 公 主 带
着 不 甚 丰 厚 的 嫁 妆 出
嫁了。

唐 太 宗 善 于 纳
谏 的 政 举 ， 也 得 益 于
长 孙 皇 后 的 良 言 劝
导 。 直 言 敢 谏 的 魏 征
经 常 触 犯 “ 龙 颜 ” ，
一 次 太 宗 退 朝 回 宫 ，
怒 气 冲 冲 地 说 要 杀 掉
魏 征 。 长 孙 皇 后 柔 声
问 明 了 原 由 ， 太 宗
说 ： “ 魏 征 经 常 在 朝
廷 之 上 辱 没 我 。 ” 长
孙 皇 后 悄 然 退 下 ， 一
会 儿 又 穿 着 朝 服 庄 重
地 跪 拜 唐 太 宗 ， 口
中 直 称 ： “ 恭 祝 陛
下 ！ ” 唐 太 宗 十 分 惊
讶 。 皇 后 说 ： “ 妾 闻
主 明 臣 直 。 今 魏 征

直 ， 由 陛 下 之 明 故
也 。 妾 敢 不 贺 ？ ”
唐 太 宗 听 后 觉 得 皇 后
说 得 甚 是 在 理 ， 从 此
对 魏 征 等 忠 臣 更 加 倚
重。

贞 观 八 年 ， 长
孙 皇 后 随 唐 太 宗 巡 幸
九 成 宫 ， 归 途 受 了 风
寒 ， 又 引 发 了 旧 日 痼
疾 ， 病 情 日 渐 加 重 。
太 子 承 乾 请 求 大 赦 囚
徒 并 送 入 道 观 为 母 后
祈 福 祛 疾 ， 群 臣 感 念
皇 后 盛 德 都 随 声 附
和 。 但 长 孙 皇 后 却 坚
决 反 对 ， 她 说 ： “ 赦
免 囚 徒 是 国 家 大 事 ，
道 观 更 是 清 静 之 地 ，
不 宜 搅 扰 。 何 必 因 我
一 妇 人 ， 而 乱 天 下 之
法 度 ！ ” 唐 太 宗 也 只
好 依 照 她 的 意 思 而 作
罢。

长 孙 皇 后 于 贞
观 十 年 夏 崩 逝 ， 享 年
仅 三 十 六 岁 。 弥 留 之
际 殷 殷 嘱 咐 唐 太 宗 善
待 贤 臣 ， 不 要 让 外 戚
位 居 显 要 ； 还 说 ： “
妾 生 无 益 于 人 ， 不 可
以 死 害 人 。 愿 勿 以 殡
葬 劳 费 天 下 ， 且 葬
者 藏 也 ， 欲 人 之 不
见 。 自 古 圣 贤 皆 崇 俭
薄 。 ” 请 求 死 后 薄
葬 ， 不 起 坟 ， 不 用 棺
椁 ， 一 切 从 简 。 太
宗 听 后 甚 为 感 动 。
长 孙 皇 后 去 世 时 ，
唐 太 宗 失 声 痛 哭 ，
称 ： “ 顾 内 失 吾 良
佐 ， 哀 不 可 已 矣 。 ”
又 说 ， 皇 后 “ 每 能 规
谏 ， 补 朕 之 阙 ” ， 以
后 入 宫 “ 不 复 闻 善
言 ” 。 长 孙 皇 后 以 贤
德 著 称 于 世 ， 死 后 葬
于 昭 陵 ， 尊 号 为 “
文 德 顺 圣 皇 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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