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讲  专制文明之巅 

一、君主集权的发展 
 
二、汉化与民族特色 
 
三、盛世隐忧 



穆宗 同治 

1861－1874 
← 德宗 光绪 

1875－1908 
← 溥仪  宣统 

1908－1911 

↓ 
文宗 咸丰 

1850－1861 
→ 宣宗 道光 

1820－1850 
→ 仁宗  嘉庆 

1796－1820 

↓ 
圣祖 康熙 

1661－1722 
← 世宗 雍正 

1722－1735 
← 高宗  乾隆 

1735－1795 

↓ 
世祖 顺治 

1643－1661 
→ 太宗 天聪 

1626－1643 
→ 太祖  天命 

1616－1626 

清朝帝系 
1616-1911 



一、君主集权的发展 

君主集权的发展 

1. 尊君卑臣    4.军机处 
 
2. 秘密立储    5. 内务府 
 
3. 奏折制度    6. 督抚制度 
 



君主集权的发展 
尊君卑臣 

臣广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武威出土的西汉“王杖诏书、令”册 
 
使西域大使五威左率都尉粪土臣   稽首再拜上书 
                                                          ——敦煌汉简 

明大臣四拜或五拜，清大臣始有三跪九叩之礼。 
 
明大臣可以侍坐，清大臣则奏对无不跪。 
 
明六曹答诏皆称“卿”，清则称“尔”。 
 
清大臣对皇帝奏折，皆自称“奴才”。 



君主集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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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利用血缘关系对族
人进行管理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
嫡长子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
形。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寺之手。未尝知
哀，未尝知忧，未尝知苦，未尝知惧者，
其亦危哉。 
 
                  ——（宋）黄伦《尚书精义》卷三九 



君主集权的发展 
秘密立储 

清朝建立初期，没有形成严格的嫡长子继承
制。太宗皇太极和世祖顺治即位时，都曾发
生政治风波。 

康熙十四年（1675），册立刚满周岁的嫡长
子胤礽为皇太子。 
“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系四海人心”。 
“凡皇太子服御诸物，俱用黄色。所定一切仪注，
几与朕相似”。 
康熙后期，两废太子，诸皇子争储。四子胤
禛即位。 



君主集权的发展 

雍正即位后，宣布秘密立储
决定。 
当日圣主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
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
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朕身
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
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
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
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
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
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
未可定。 
        ——《清世宗实录》卷一○ 

秘密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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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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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的发展 
乾
清
宫 

秘密立储匣→ 



君主集权的发展 

“朕历览诸史，今古异宜，知立储之不可行
与封建、井田等”。 
“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
于此”。 
“不可不立储，而尤不可显立储，最为良法
美意”。 
《钦定古今储贰金鉴》 
 
乾隆三十八年（1773），将秘密立储制制度
化。为防止意外，“又另书密封一匣，常以
随身”。 

秘密立储 



君主集权的发展 

秘密立储的制度，选贤重于嫡长，摆脱了
“嫡长”观念的束缚。排除了其他势力对皇
位继承的干扰，由皇帝全权决定皇位继承人，
是皇权强化的表现。 

秘密立储 



君主集权的发展 

本朝家法之严，即皇子读书一事，已迥绝千古。
余内直时，届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时部院百
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
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白纱灯一点
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乃日日如是。
既入书房，作诗文，每日皆有课程，未刻（下午1-3
时）毕，则又有满洲师父教国书、习国语及骑射等
事，薄暮始休。 
 
                    ——赵翼《檐曝杂记》卷一《皇子读书》 

秘密立储 



君主集权的发展 
这些皇子的教师都是翰林院中最博学的人。……
皇帝特别重视皇子们道德的培养，以及适合他们
身份的锻炼。……他希望他们能吃苦耐劳，尽早
地坚强起来，并习惯于简朴的生活。……到打猎
时，……整整一个月，这些年幼的皇子同皇帝一
起，终日在马上，任凭风吹日晒。……他们之中
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捕获几件野味回
来。……皇子们都能流利地讲满语和汉语。在繁
难的汉语学习中，他们进步很快。那时连最小的
皇子也已学过“四书”的前三部，并开始学习最
后一部了。……他让皇子们处在欧洲人无法办到
的最谨慎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法）白晋《康熙帝传》 



君主集权的发展 

通政司 → 内阁 → 皇帝 → 内阁 

票拟 批红 

清“皇帝之宝” 

奏折制度 

清初：奏本（私事）、题本（公事） 



君主集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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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集权的发展 

奏折制度是清朝的开
创 
 
康熙中叶，康熙皇帝
允许一些亲信官员用
奏折报告机密事件，
派遣专人投送京师，
不经过通政使司、内
阁，直达皇帝。皇帝
的批示，用朱笔写于
奏折上面，发还执行。 

奏折制度 清
圣
祖 

康熙皇帝  玄烨 



康熙朱批李煦奏折：“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
无中生有，议论大小事。朕无人可以托人打听，
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
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  
 
康熙朱批王鸿绪奏折：“京中有可闻之事，卿书
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一辑 



君主集权的发展 

大臣乃朕股肱耳目，所闻所见，即应上闻，若
不可用露章者，应当密奏。天下大矣，朕一人
闻见，岂能周知，若不令密奏，何由洞悉？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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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切奏折，皆朕亲批，诸王文武大臣等知有密
折，莫测其所言何事，自然各加警惧修省矣。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 



君主集权的发展 

雍正：此等奏折，皆本人封达
朕前，朕亲自览阅，亲笔批发，
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
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
侧。 
凡有密奏，密之一字最为切要。
臣不密则失身，稍有疏漏，传
播于外，经朕闻知，则贻害于
汝非浅，追悔莫及矣。 

奏折制度 

雍正以后，奏折应用的范围扩大，许多中级官员都
获得了使用奏折的权力。奏折逐渐成为清朝最重要
的官文书。 

雍正《硃批谕旨》 



君主集权的发展 
雍正： 
“朕将内制皮匣发于诸臣，令其封锁奏达，盖
取坚固缜密，他人不敢私开也”。 
“所有皇父朱批旨意，俱著敬谨查收进呈。或
抄写、留存、隐匿、焚弃，日后败露，断不宥
恕，定行从重治罪。……朕亲批密折，下次具
奏事件内，务须进呈，亦不可抄写留存”。  

奏折具有密、速、详的特点。通过奏折制度，
清代皇帝不仅能够多渠道地了解下情，对官僚
机构和官员个人的控制也大为强化。                        
乾隆十三年，废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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