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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5_AD_A6_E6_c39_537413.htm 自顺治元年清兵入

关，满清王朝即开始了对整个中国的长期统治。为了适应关

内汉族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满清统治者继承了

大量明朝的制度，出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也创建了一些新制

度，如康熙三十年后就出现了一种特有的上行文密折。 密折

实际上仍然属于奏折的范围，因具有保密要求而被称为密折

。该种文书发源于康熙朝后期，兴盛于雍正朝并形成了完备

的密折制度，到乾隆朝仍广泛使用，至嘉庆年间日趋减少。

康乾时期是清朝统治的代表时期，此间国力强盛、国务甚繁

，而这些事务的书面载体之一就是密折。从某种程度上可以

说它是清代公文的主体，也是区别于前朝公文的一个重要标

志。 密折也作“密摺”，折是折叠之意，因用折叠的纸缮写

而得名。每一折纸数不一，少则一张，多则十余张。密折能

舒展叠合，使用十分方便。根据奏事的不同，折纸分为素纸

、黄面黄纸、黄绫面黄纸、白绫面白纸四种，一般陈事多压

迫能够素纸。密折外还须有封套，封套上书有“密”、“密

奏”或“密折”等字样。为保密起见，雍正时期还用锁匣呈

送密折，君臣各持一把钥匙，这样就可以确保文书的安全。 

清朝初年沿袭的是明朝的内阁制。内阁承担着一切具体行政

事务的办理工作，包括京内外大臣的上奏，皇帝颁布的各种

制、诏、诰、敕，都由内阁中转。因此，内阁的特殊地位逐

渐为各种势力所看重，而成为结党营私，掌握票拟的工具，

严重影响了皇权的统治。特别是康熙子嗣众多，争夺皇权的



斗争几近白热化。为更多地获取第一手资料，及时掌握民间

动态，康熙便命令一些亲信随从用密折向他报告，直达御前

。雍正时则更加积极地推广严格的密折制度。军机处虽然逐

步取代内阁成为皇帝的御前秘书机构，但密折作为上行文的

主要形式，因为由上书官员亲自书写、直接送至奏事处进而

呈送皇帝，省去了若干中间环节，而不致经多人转手泄露内

容，所以在国家文书工作中有着重要而独特的地位。 密折均

是面呈君王的。康熙时只有如李 、曹寅这样的亲信才可以上

奏，雍正时获准密奏的官员的范围有了极大的扩展：布政使

、按察使、学政等地方大员，甚至一些道员、知府也获得了

该项权利。这样就使得皇权的网越撒越大，有利于皇帝全面

掌握全国的情况，。 密折“直达御前”的特点决定了其内容

多与君王有关，按内容性质大致可分为请安奏、谢恩奏、缴

批奏和陈事奏四类。前三类多用于官员向皇帝表达个人意愿

，是亲信与皇帝之间的非正式沟通，第四类“陈事折”则具

有丰富的实质内容和意义。如康熙中叶以后，江南多地，曾

令李 ：“今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语，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

书折奏闻才好。”以后，曹寅、李 就上奏了太仓起事、张念

一聚众起事、江南科场案等事件，使密折成为统治者了解民

情的有力工具。雍正时的保密性进一步加强，因而其内容多

了对官员的考察、监督，“不特尔闽省事情，即别省吏治、

戎政以至廷臣臧否，朕之一切举措或得失，但有所闻，不必

待访的确，先即密奏以闻。”臣僚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别人所

奏之内容，因而每个人不得不小心谨慎。据《雍正朱批谕旨

》载：“⋯⋯耳目不广，见闻未周，何以宣达下情，洞悉庶



务？”于是，从天候、粮价、水利到政绩考核、官员弹劾，

甚至是鸡毛蒜皮之事，无不进显，无人不在君王控制之下。 

无疑，所涉人员的广泛，所涉事由的广泛，使得密折这一文

书形式在封建传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首先，密折可以使

下情有效上达，书记君主能尽可能全面、即使地了解地方政

务、人事等方面的第一手情况，这就为其调整治国方略、人

事任免提供了有利依据。其次，密折打通了臣下与君主之间

的障碍，使言论能够直接传给皇帝，给臣属以直接与皇帝对

话的机会，有助于整个封建统治内部的团结和思想、政策的

一致。再次，密折的使用缩短了公文传递的周期，消除了内

容被泄露纂改的可能性，有助于整个行政体系的高效运转。 

总之，清代的密折不仅有效地承担着清代政治统治的历史重

任，也为我国现代文书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良好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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