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精选5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我
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
关于学习演讲稿模板范文，希望会对大家的工作与学习有所
帮助。

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篇一

入宫之前，武则天的生活并不如意。他的少女时期随做官的
父亲在四川生活，后来，父亲去世，同父异母兄长对她们母
女很刻薄，因此武则天在长安和姐妹、母亲有过一段很艰难
的生活。

到了公元636年，即唐太宗贞观十年，太宗的皇后长孙氏病逝，
第二年，太宗听说武则天美貌出众，于是将她召进宫中做了
才人，这是级别很低的嫔妃，这时的武则天只有十四岁。不
过在封建社会，这个年龄的女子基本上都要出嫁了。

进宫之后，太宗赐给她武媚的称号，所以人们都叫她媚娘。
由于他性格倔强，不善于施展女人的温柔手段，所以不受太
宗的宠爱。这使得武则天进宫十二年后也没有为太宗生育一
男半女，才人的称号当然也没有改变、提升。

武则天的机会来自于太宗的儿子李治，即后来的高宗。

在太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便和李治产生了感情，至于发展
到什么程度，这在历史典籍中一般是不记载的，现在一些历
史小说的描写有它的合理性，但毕竟是文学的创作，不能全
信。

贞观二十二年，即公元649年，唐太宗去世，隐讳的说法是驾
崩。按照惯例，没有生育过的嫔妃们要出家做尼姑，生育过



的`则要打入冷宫，为死去的皇帝守寡，他们都是皇帝的“东
西”，即使皇帝死了，其他任何人也不能动。

武则天到感业寺出家后，并没有安心念佛，而是处心积虑地
想出来。到了第二年，太宗的忌日，高宗李治到感业寺里来
进香，武则天紧紧把握住了这次机会。她使高宗又回忆起了
先前的恋情，武则天的美貌加上旧情，促使高宗不再顾忌佛
教教规和礼教的约束，将武则天带回了皇宫。这就是封建帝
王至高无上权力的一次极好体现，自己喜欢的事，即使祖先
有过训令禁止，也可以找个借口去做。

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篇二

武则天，中国千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真正女皇帝，一个通身
传奇色彩的女子。从武媚，到宸妃，再到武皇后，她从一个
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美丽少女，逐渐蜕化为金銮殿上执掌
天下的帝王。

身为一个女子，她的锋芒震慑了天下，给了这自古来男尊女
卑的社会响亮的一掌;她的治世之才伴着她的一生的传奇一起，
在唐朝的历史上留下最为流光异彩的一笔。

然而，这样一个令天下人都为叹为观止的风云女子，在生命
的光芒消散之后，却只留下一尊厚重无言，默默矗立的无字
碑。人们都知时光荏苒，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凡古之帝
王，莫不想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于是乎或大修史书歌功颂
德，或请名家撰写碑文，极尽其所能之事。而武则天却偏偏
只留下一尊无法言说的无字碑自顾自地离去，留给天下之人
一地的困惑与不解。

武则天这座无字碑，可谓是无只言片字，却胜过千言万语。
她的一生固然是传奇，却并不只有传奇的辉煌，更有传奇的
晦涩。宫廷之中无时无刻不在的勾心斗角，权力之争;身为女
子却要挑起男子都难以胜任的苍生之重;高居金銮殿之上的寂



寞有几人知?为之牺牲一切，不择手段得来的尊宠之位，从未
停止遭受非议;即使治理有道，政通人和，国家兴旺，却又掩
盖不了严厉刑罚以及冤狱带来的怨声载道。她是一个传奇，
更是一个复杂的结，天下之人，如何评说，如何解，怕也总
是众口不一。但武则天便是武则天，是属于她自己的鲜明，
也是上天带给天下的一份生性不羁的大礼。既然有生之年已
然是一个争议，那身死之后又何妨再给世人一惊?这无字之碑
便是刻意留下一片空白，只待你后人有何感而发。而她自己
是否满意自己这一生，是否在功成名就之后为自己的不择手
段后悔过，所有人都无从得知。

但这一片沉默的空白，却让我们更深地记住了这个唐朝的奇
女子。宋金之后，人们渐渐开始在碑上刻写碑文。不知碑中
之文，是否合了武则天大帝的心呢?但一切已经无从得知。她
留给我们的是空白，却也是心中不灭的记忆与想念，是一坛
回味无穷的百味酒，一支百唱不厌的动魂歌。小小的一片留
白，看似是莫大的遗憾，却成就了一份不朽的凭吊与缅怀。

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篇三

武则天原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四品才人，赐号武媚。

太子李治一次在宫中遇见武才人，见她美貌，多看了几眼，
武氏报以媚笑，两人眉眼传情。

李世民去世之后，武氏在感业寺削发，当了尼姑。

李治即位，为高宗。太宗周年忌日，李治到寺里烧香，又见
到了出家的武氏。武氏对着李治流泪，李治也流下泪来。

情这种东西真怪，正经八儿的显得平淡，不合理得到的倒是
挑动了心。

李治的皇后王氏一直没有生育，李治求子心切，对萧淑妃宠



爱有加。王氏十分嫉妒，听说李治对着武氏流泪之事，便暗
中叫武氏蓄发，并劝李治接入后宫，想以此离间李治与萧妃
之情。

武氏入宫后，立即动了谋取皇后之位的心机。开始时，对皇
后低声下气，百般讨好，得到皇后的称赞。不久，武氏被拜
为二品昭仪。

武氏得到皇帝的专宠，皇后和萧淑妃反而被冷落。于是两人
结成同盟，不断在高宗面前说武氏坏话，可是皇帝一句也听
不进去，对武氏却言听计从。

永徽五年，武氏生一女婴，高宗钟爱异常，视若掌上明珠。
一天，王皇后前来探望，武氏却有意避开。等到皇后离去后，
武则天便用锦被扼杀了自已的亲生女儿。

高宗下朝，见女儿被害，大怒，下令追查凶手。侍奉宫女一
致诉说王皇后刚刚离开此地。武则天则哭得死去活来。

高宗认定女儿是皇后所害，顿生废立之心。后以害死孩子的
罪名废王皇后和萧淑妃为庶人。

王氏和萧氏被囚宫中，武则天派人将王氏和萧氏各打一百棍
杖，并割去手足，投入酒瓮中。

王、萧二人在酒瓮中哭喊了几天几夜才气绝而死。萧妃临死
时大骂：“阿武妖精，竟惨毒至此!愿来世转生为猫，阿武为
鼠，我要等将她喉咙咬断!”

武则天自此怕猫，下令宫中不准养猫。

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篇四

幽黑的夜幕中，布满了低沉的乌云，大雪漫天纷飞，刺骨的



寒风钻进每个角落。轿子在风雪中艰难地前行，透过帘子，
看到大明宫仍然明光锃亮，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圣帝削瘦、苍
老、疲惫的面孔。近来，政务繁忙，圣帝连夜赶工，她已是
耄耋之年，再加上此般折磨，她的身体更是虚弱，她的精神
越来越不好，时而萎靡不振，时而焦躁难眠……想到这儿，
我不禁走下了轿子。

“上官婉儿参见陛下。”“进来吧。”圣帝依然低着头，沉
浸在工作之中，望着她苍白的发丝，年迈缓慢的举止，我愁
肠寸断——前不久，圣帝自立为帝，但传统认为女人掌管朝
政，是违反夫规，为天地所不容。当时，从官到民，反抗起
义此起彼伏，为了平民愤，她不得不采取手段，日以继夜地
工作，镇压反抗，巩固大周的基业。

曾经，圣帝还是皇后，她怀着太平公主，即将临盆，体力不
支。而当时突阙进犯，正当先帝犹豫不定时，圣帝匆匆小跑
进来，当堂跪下，一再请求发兵。终于，在她的努力之下，
先帝同意发兵，保住了大唐的江山。

“陛下，明日再做可否?”我恭恭敬敬地问道。圣帝猛然站起，
严肃地说：“人君好比舟，人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也能覆
舟。要想治好国，就要获取民心，让百姓脱贫致富。此事关
百姓的温饱，朕怎可让百姓挨饿?朕的龙体与大周基业比起来，
轻如鸿毛。”

武则天演讲稿三分钟篇五

武则天(公元624年---7)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女皇帝，山
西文水县人。“则天”，是她的尊号。古时候，女孩一般是
没有名字的，即便有也不外传。她入宫以后，唐太宗李世民
给她取名叫武媚。当了女皇，她自己取名武zh*o。“zh*o”这个
字是武则天新造的。读音和意义都是和“照”字相同。她自
诩非常英明，双眼像太阳一样照耀太空。



武则天一生，始终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在她势掌朝政
期间，能注意选拔人才，重视农业生产，曾经做过一些有益
于历史发展的事;但是她宠信酷吏，结党营私，也干过许多不
利于人民的事。

武家女入宫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hu*，原来是山西有名的木材商人，因为帮
助唐高祖李渊夺取天下有功，曾做过工部尚书、荆州都督等
大官。他四十七岁那年，妻子杨氏生了第二个女儿，这就是
后来的武则天。过了十二年，武士hu*得病去世了。这时候的
武则天，已经长得如花似玉，非常漂亮。于是，“武家出了
美女”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最后传到了唐太
宗李世民的耳朵里。

有一天，唐太宗派传旨宦官飞马来到武家，当众宣读诏书：
封武则天为才人(宫中嫔妃的一种，是最低的一级)，命她即
刻进宫。

杨氏听完诏书，又惊又慌，心想：皇帝妻妾众多，除正妻皇
后以外，还有妃、嫔、婕妤、美人等级别，而才人的地位最
低，如果得不到皇帝宠爱，就要在深宫内院熬一辈子。想到
这里，她禁不住抱住女儿失声痛哭道：

“儿啊，想不到你父亲去世不久，家里就飞来横祸。你要是
进了宫去，只怕我们母女再也没有见面的日子啦!”

十四岁的武则天却很平静，反而笑着劝慰母亲说：

“母亲不必过分悲伤。依女儿看来，这不一定是件坏事
呢。”

“什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杨氏听说，惊愕地瞪着泪眼问
道。



“女儿此番进宫，只要事事察颜观色，处处小心待候，就能
博得皇上欢心。到那时候，不但女儿享不尽荣华富贵，还能
光耀门庭，给母亲脸上争光呢!”武则天一字一句地回答，显
得很自信。

杨氏这才明白，自己的女儿是把进宫看成进身的阶梯。想到
女儿自小聪明过人，八面玲珑，说不定真会得到皇上的宠爱。
杨氏这才不再哭了。隔了两天，武则天拜别了母亲，高高兴
兴地进了宫。

唐太宗召见她以后，发现这位武家女不仅长得美貌，而且彬
彬有礼，落落大方;问她几句话，还言辞委婉，对答如流。唐
太宗非常高兴，当即就赐给她一个名字叫“武媚”。

唐太宗比武媚大二十六岁，但是他很快就喜欢上这个聪明能
干的小姑娘了。

武媚与太子

公元643年，唐太宗年老多病，立了长子李治为太子，定下了
皇位继承人。这时候，武媚已经是快二十岁的少女了。进宫
以后，她学了不少文学和历史知识，唐太宗对她分外宠幸，
就是在卧病期间，也要她日夜陪伴服待。

太子李治早就听说武媚的名声，常常以探望父亲为理由，进
宫和武媚接近。武媚明明知道太子的心意，可表面上她装出
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一次，李治在唐太宗父亲病床边问候病情的时候，又偷偷
向武媚挤眉弄眼。武媚依旧装正经，不予理睬。等李治走后，
她故意对贴身的宫女说道：

“太子真是一片孝心，国事再忙，总忘不了每天要来探望父
皇病情。皇上把帝位传给他，真是好眼力。”



谁知贴身宫女听了以后，竟“扑哧”一笑说：

“亏得娘娘还是个聪明人儿，难道您还没有识透太子的心意?
他每次进宫，探望皇上的病情是假，和娘娘亲近是真。”

武媚听说，急忙喝住那宫女，心里却乐滋滋的。她暗自揣摩，
老皇帝看来是活不长了，这天下不久就是太子的。要是能和
太子相好，将来就有机会爬上去;若是得罪了他，往后休想有
出头的日子。主意拿定，武媚就不再在李治面前假装正经，
反而和他暗中眉来眼去，两个人很快好起来了。

公元649年，唐太宗病死了，太了李治当了皇帝，就是唐高宗。
按当时的规矩，皇帝死了，他的一般嫔妃就不能留在宫中了。
武媚因没有生过孩子，按宫规被送到感业寺当了尼姑。

王皇后的如意算盘

唐高宗即位以后，对他的王皇后并不喜欢，却宠爱萧淑妃。
王皇后对此十分苦恼。有一次，王皇后已经两天没见到唐高
宗了，就把待候他的宦官召来，探听高宗的行踪。那个宦官
支支吾吾，不肯讲出实情。王皇后故意双眼圆睁，厉声问道：

“怎么，当了一名内待宦官，就连皇后也不放在眼里啦!今天
不讲实话，你休想活着出去!”

“小人实在不知道啊!”

“胡说!来人呐!”

“娘娘息怒，容小人讲来。”

“快讲，若有半句慌言，小心脑袋!”

“是!”内侍宦官应了一声，就一五一十地说道：“这几天皇
上心绪烦闷，和大臣们议定朝政后，总要到感业寺和武媚娘



娘在一起，夜深以后才回宫安寝。”

王皇后听后又惊又喜。惊的是唐高宗竟不顾伦理道德，勾搭
上了先皇的妃子;喜的是她忽然想出了一个对付萧淑妃的法子。
于是，她就主动向唐高宗建议，把武媚堂而皇之地接回宫来。
唐高宗听了，自然乐得心花怒放。他不仅亲自去把比自己大
四岁的武媚接进了宫，还把她封为“昭仪”。

王皇后把武昭仪接回宫来，是为了夺取皇上对萧淑妃的宠幸，
出出自己胸中的闷气。谁知道，她自己也因此倒霉了。

武昭仪弄权

武昭仪刚回到皇宫的时候，对皇上和皇后真是百依百顺，很
快取得了这两位主子的欢心。唐高宗有了武昭仪，果然把萧
淑妃冷落在一边。王皇后见报复成功，起初心里很高兴，可
是又一想，自己并没有获得皇上的宠幸，就又对武昭仪嫉妒
起来。她想法离间高宗和武昭仪的关系。结果不但没有成功，
反而被心计多端的武昭仪给察觉了。于是，武昭仪决定耍弄
权术，除掉王皇后。

她先是对周围宫女、宦官非常关心，得到什么赏赐都要分给
众人一些。这样，王皇后和萧淑妃有什么活动，有人就会及
时向她报告，她再到皇帝那儿去告状。渐渐地，唐高宗对王
皇后和萧淑妃越来越不喜欢。

后来，武昭仪生了个女孩儿，高宗非常疼爱。一天，武昭仪
不在，王皇后来看了看女孩儿就走了。武昭仪回来后，知道
王皇后来过，就心生一计。她狠狠心，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掐
死了，然后又在闻讯赶来的.唐高宗面前哭诉道：

“女儿刚才还好端端的，我一转身她就断了气，准是有人暗
中下了毒手，请皇上作主查明凶手!”



高宗生气地对宫女喝问道：

“武娘娘离开的那会儿，谁到这里来了?”

“启奏万岁，皇后娘娘独自来过这里。”宫女们齐声回答。

“还有谁来过?”

“没有了。”

“难道皇后会……”

“啊!准是皇后下的毒手!”武昭仪趁机大哭起来，“她见我
生了孩子，早就嫉妒在心，今天终于做出了伤天害理的事。
请皇上明断是非。”

高宗虽然火冒三丈，因为拿不到确凿证据，一时很难处置王
皇后，却产生了废掉王皇后的念头。这样的事一多，唐高宗
终于下决心废掉了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

武皇后听政

唐高宗本来身体就不好，后来又得了风眩病，头晕眼花，看
不清东西。他就经常把朝中大事，交给武皇后替他处理。

武皇后趁机重用支持过自己的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把他们
提拔到重要的岗位上来，然后，唆使他们捏造罪名，先后害
死反对自己的褚遂良、长孙无忌等老臣。于是，朝中大臣站
在她一边的越来越多，政权实际上已经落入她的手中。

慢慢地，唐高宗也看出来，武皇后的势力太大，对自己不利。
他又背地里把宰相上官仪召到宫中，商议废掉武皇后。可武
皇后不是当年的王皇后了，她的亲信非常多，消息很快就传
到了她的耳朵里。武皇后先发制人，跑来质问唐高宗。唐高
宗惊慌万状，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宰相上官仪身上。可怜上



官仪被杀掉了，还株连了不少人。打这以后，连皇帝也管不
了武皇后的事了。唐高宗每次上朝，皇后都坐在帘子后面，
什么大主意都是皇后拿。

说起武皇后执掌大权，虽然心狠手毒，可她也真有些办法，
办了一些好事。

有一年，武皇后向唐高宗提出了十几条治理天下的建议。她
说：

“现在各地大兴土木的事太多了，耗费很多的民力，应该少
办这种事，让百姓们有时间去种好地，养好蚕，多打粮食多
织布，国家才富强。”

“行啊!”唐高宗一口答应。

“还有，现在不管是官家的还是私人的作坊，尽做那些奢侈
的东西，有什么大用处呢?应该下令，不得再做这些。”

唐高宗边听边点头，说：

“我看你经常穿着旧裙子，就是为了让大家都崇尚节俭吧?”

“是的。”

“这很好。”

“还有，我主张对百姓要讲好的道德，不要动不动就动刀动
枪，武力压服，那是不能服人心的。”

“好，就照皇后说的办。”

后来，武皇后提出的几条都实行了。各地都鼓励农民开荒种
地，军队也种粮屯田。还兴办了许多水利工程。几十年里，
农业生产一直很稳定。



女皇登基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了。谁来当皇帝呢?这只有武皇后说
了才算。原来的太子是皇后的亲生儿子李弘，因为和皇后不
和，被她用毒酒害死了。二儿子李贤接着做了太子，也不听
她的，武皇后就把他废了，后来又把他害死。所以，唐高宗
一死，三儿子李显即了位，是唐中宗。武则天成了太后。可
唐中宗刚当了两个月，因为惹恼了母亲，也被拉下马。四儿
子李旦接着当皇帝，是唐睿宗。实际上，谁当皇帝，都得听
太后的，皇帝根本不放在她的眼里。

武太后虽然大权在握，可她不满足。她想当女皇帝，成为名
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于是，她对自己的祖宗一一进行追封，
建了庙宇，为她当皇帝创造条件。哪些大臣们敢反对，她就
把他们降职。

有个被降职的大臣叫徐敬业，对武太后的行为非常不满，就
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召集了十几万人马，向朝廷进攻，要
求武太后把权力交还给皇帝。一个叫骆宾王的著名诗人也参
加了这场叛乱，还写了一篇文章，把武则天狠狠骂了一通，
号召朝廷文官武将起来反对她。

武太后看了这篇骂她的文章，一点也不生气，还笑了笑说：

“这文章写得不错呀，就是有许多内容不是真的。可惜写文
章这个人，当宰相的为什么白白放过，没有重用他呢?”

她没有惊慌，沉着地调兵遣将，只用了四十天就把叛乱镇压
下去了。别处几次叛乱也都让她收拾了。武太后能有效地控
制军队，说明当时她的政权是巩固的，也说明人民反对**。

武太后把反对她的人镇压下去以后，就放心大胆地要当皇帝
了。公元690年，她把国号改为周，自称圣神皇帝，成为我国
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封建女皇帝。当时，她已经是66岁的老人



了。后来，她就被尊称为则天皇帝。

告密之风

武则天当了皇帝，知道那些贵族不会打心底里拥护自己，就
想了很多办法对付这些人。有一个办法就是鼓励告密。谁有
什么对她不满的，被她知道了，就要治罪。她下令，凡是来
告密的，由官家供给马匹和管吃管住，如果告密属实，可以
当官;不实也不追究。就是普通种田的、打柴的人，都可以直
接面见皇帝告发别人。这一来，到京城告密的人，越来越多。

武则天靠这一手虽然得到了不少情报，可也给一些坏人钻了
空子。有些靠告密升了官的人，动用酷刑对付被告发的人。
说起那些刑法，让人难以忍受。有时候把犯人的手脚捆在一
根横木上来回转，叫“凤凰晒翅”;有时候让犯人双手捧着枷
跪在地上，再往枷上垒放砖，叫“仙人献果”……这些酷刑，
不知害死了多少无罪的人。

来俊臣找到周兴，问他：

“犯人不招供，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周兴说：

“这容易。我的办法是，准备一口大瓮，用木炭在外面加热，
把犯人放进瓮里，谁还敢不招认呢?”

“好，好极了!”来俊臣夸奖着，立刻让人抬来一口大瓮，又
对周兴说，“现在有人告发你谋反，我奉旨审问你，请你钻
到瓮里去吧!”

周兴听后，吓得抖索起来，连忙说：

“我招，我招!”



武则天重用周兴、来俊臣这样的人，使得大臣们整天战战兢
兢，彼此见了面，都不敢多说话，生怕说错了被人听去向女
皇告密。

心胸宽广的女皇

武则天对反对自己的人坚决镇压，对那些有才能的人，也能
重用。我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在武则天那时候，有了很
大发展。

武则天通过各种考试选拔人才，她自己还亲自考察学生，挑
选能人。不管出身高低，只要有本事，都能得到重用。这样，
在她手下，就有了一大批能干的文臣武将。武则天对他们很
信任。他们的话，只要对的她都能听，并不计较态度好坏。

有个挺有名的大臣叫狄仁杰，武则天让他当了宰相。有一次，
武则天想建造一座大佛像。钱不够，怎么办呢?她就准备让各
地的和尚尼姑每人每天出一个铜钱，作为捐款。狄仁杰知道
以后，劝女皇说：

“现在有的佛寺，盖得比宫殿还要华丽。和尚尼姑们都经常
勒索百姓，比官府还厉害。很多百姓干了一年还吃不饱，索
性不干活了，都去当和尚尼姑，到有的吃。这样，干活的人
越来越少，白吃饭的和尚尼姑越来越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哇?您一向主张爱护百姓，建佛的事，就不应该做了。”

武则天听了，很受感动，说：

“你说得对，我怎么能不听呢?建佛的事，就停下来吧!”

有一年三月，天气转暖了。可过了几天，又下了一场大雪。
有个官员认为这是瑞雪兆丰年，带领百官向武则天庆贺，说
了好些吉祥话，武则天也很高兴。可其中有个叫王求礼的官
不但不参加庆贺，还在一边冷笑。武则天很奇怪，就问：



“你这是怎么啦?”

“启奏陛下，”王求礼说，“现在已经是春天了，万物正在
发芽生长，忽然下雪使天气变冷，这是灾害，哪里是什么祥
兆呢?陛下万不可听那些奉承话。”

武则天听了，想了想，点了点头，说：

“还是你说得对，这场雪下得不是时候，不应该庆贺，倒应
该感到不安呢!”

这样的事，还有不少。武则天能听取规劝，是她受到大臣们
支持的重要原因。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位女皇能
够连续执政几十年，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武则天时期，政局
稳定，人口增加，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

被迫让位

公元7，武则天，得了重病。这时候，大权掌握在她的宠臣张
易之和张昌宗兄弟俩手里。他俩日夜守候在女皇身边，不许
别人进见，连太子也不行。

朝中大臣都恨透了张易之和张昌宗，就想乘武则天病重，发
动政变，除掉“二张”，恢复唐朝。

那天，大臣张柬之带着武士护拥着太子，来到武则天住的长
生殿门外。“二张”听外面人声嘈杂，连忙出来看，见来了
这么多人，知道大事不好，刚要逃跑，张柬之一挥手，武士
们上前把他们杀了，又闯进了长生殿。

武则天见来了这么多杀气腾腾的文官武将，大吃一惊，问：

“你们要干什么?”

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说：



“张易之和张昌宗干的坏事太多，我们已经把他俩杀死了!”

“陛下年迈有病，应该赶快让位给太子!”

“是啊，如今人心向着大唐，陛下不要固执了!”

武则天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只得答应传位给太
子李显。李显即位，恢复了唐的国号，他就是唐中宗。虽然
唐中宗对武则天还算尊重，可武则天连病带伤心，身体一天
不如一天。

不久，这位曾经威风了几十年的女皇，孤零零地死去了。她
一生活了八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