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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
总　　序

　　十年之前，我们主持编辑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在诸位同道的一起努力

下，陆续面世，并立即激起不小的社会反响，不仅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案头之书，对

于推动中国传播研究之功，亦是有目共睹。自此之后，我们就一直抱有一个念头，待

到恰当时机，一定要出版一套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著作。十年后的今天，

想法变成了现实：“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终于与大家见面。

酝酿十年，一旦落定，自有诸种因缘际会，但也不完全是偶然和巧合。第一，由

于中外学术交流和对话频繁，我国传播研究的视野及水平，早已今非昔比。第二，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意识到要着力于研究中国的传播实践，还为此做出了自

己的努力。从近些年的学术讨论和发表的成果看，进展是明显的。第三，一批具有

良好学术训练的新生力量，开始崭露头角。“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虽然不能说就是

这种趋势的必然结果，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要出版这样一套文丛，显然是痴

人说梦。当然，传播革命带来的社会巨变，也是推动文丛出版的一个机遇。因为这

让全社会进一步深刻意识到传播对于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重大影响，传播研究的意义

和价值由此得到前所未有的全面彰显，同时中国传播实践的新变化及其新经验，也

为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无穷的活力，即此而言，“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的

出版可谓正逢其时。

“能够代表中国传播研究水平”的设想，不是表示唯此独尊，而是表示不想流于

一般。目今出书堪称平常，事实上每年所出之书不下成千上万，在如此花团锦簇、琳

琅满目的图景中，若希望这套书能独树一帜引人注目，唯有依赖质量———“代表中国

传播研究水平”。所谓代表者，无需多言，依据的自是文丛编委会的标准，也不妨说，

是复旦关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理解和眼光。在书后所附的征稿启事中，写有这样

的十六个字：“理论意识，经验取向，全球视野，本土关怀”，实乃此种要求的概括性表

达。具体而言，就是研究者要自觉地运用理论，去发现并建构传播的问题，避免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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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事或一地鸡毛；问题是根生于中国传播的实际经验及其脉络之中，力戒凿空之论，

更要防止生搬硬套概念理论。在此基础上，研究能揭示出对人类传播具有共通性的

理论意义。坦率说，这十六个字，并无新鲜之处，其实也就是经验性学术研究的一般

通则，但就目前新闻传播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仍然有大力提倡之必要。这些年，我

们复旦同仁在研究生培养和科研中一直秉承并贯彻这十六字方针，并由此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现在，将这十六个字在总序中告知于众，一方面是为亮明文

丛编选之宗旨；另一方面，实也有借此引领中国传播研究，使之向更高水平进展之

意。当然，这十六个字仅是入选文丛的最低门槛，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入选著作需有

自己的创见，选题具重要价值，质量超出平均水准。如果是博士论文，其总体水平必

须要高于一般的学位论文。

文丛冠以“传播与中国”之大名，主要强调本土之意，并非要以民族国家作为唯

一研究单位，倒是希望有不同的研究层面。此外，众所周知，我们的“传播与中国·

复旦论坛”已经举办近十年，丛书这样命名也是想与之有相承和呼应。总体而言，起

名“传播与中国”是为了突出尽可能大的开放和包容度：没有研究对象的限制，也不

论方法路径的差异；题材主题不限，关键是问题真、立意新、有见地；可以是专著，也

不排除部分探索开辟新领域、新路径的论文集。一句话：一切以质量为上，只要符合

要求，皆可兼收并蓄。评审从严不从宽，宁缺毋滥，每年出版２～３种，持续几年，以

能呈现中国传播研究的最新面貌和最高水平。

一个学科的活力，有赖于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研究者的共同努

力；而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熟，必然以高质量的成果为标志。“传播与中国”研究文

丛，一定为此而努力，哪怕只是推进了一小步。这套文丛是我们所为，体现了我们的

学术追求和共识；但它面向全国，是广结良缘的桥梁。我们非常希望借助文丛，使这

样的理念得到广大同道的支持、认可乃至推行和落实。因此，如果诸位同道关注文

丛、重视文丛，而且乐意为文丛送上或推荐佳作，我们将会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欣慰。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传播与中国”研究文丛编委会

　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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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起源于对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反思。大体上，既有研究有三个主要

倾向：一是固有某种总体化认识，即封建统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整个社

会的信息传播；二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一些近代概念，如“自由”“舆论”

“民主”演进的历史；三是古代新闻传播的历史，是不断向近代新媒介特别是“报刊”，

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不断演进和接近的历史。这种总体化的、连续的、线性进步的史

观，影响人们理解政治媒介（传播）之于古代社会和中华帝制文明的意义。政治媒介

之于古代社会和政治文明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纵向的线性演进趋势，而且还在

于横向的、对于社会现实及社会关系的介入和再造。

孙嘉淦伪稿案本身，呈现出与既有古代新闻传播史书写的断裂之处，提供了讨

论上述构想的绝好机会。孙嘉淦伪奏稿案开始于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当时皇帝接

到云贵总督硕色的密奏，称缉获一奏稿，该奏稿假托直谏名臣孙嘉淦的名义，除却批

评当朝重臣外，更是列数皇帝之“五不可解十大过”，其措辞令首先奏报发现伪奏稿

的封疆大吏硕色“不胜骇异”。而且，当时伪奏稿早已传遍十七行省。皇帝接获奏报

后，整个朝廷动员起来，彻查伪奏稿的始作俑者，然而经两年追查而无果，最后只能

指鹿为马，草草了案。

本书以孙嘉淦奏稿这一媒介的性质切入研究，将奏折等政治媒介视为能够形塑

政治组织和政治行为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朝廷执政的一种工具，因而除却与以往研

究一样会关注奏折为代表的官文书的传递和使用制度外，本研究着重关注的是这种

政治媒介是如何界定和影响政治参与者的行为的，从而影响政治组织的形式和运作

以及权力的施行和消解，进而将研究的主题引向政治媒介如何成为形塑帝国、形塑

政治文明形态的构成性力量。

从这一角度出发，孙嘉淦伪稿案就是一个被奏折这一政治媒介所形塑的政治事

件：孙嘉淦奏稿贯通起民间的传播节点，呈现出政治信息民间传播的条件和动力，以

及这种条件和动力在清中期持续存在的原因，以此来认识孙嘉淦伪奏稿民间传播的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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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所在；同时，在追查伪奏稿首逆的过程中，围绕奏折这一政治媒介，又展开了诸

种政治关系。本书的焦点始终在于政治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上，从而试图从媒介角

度解读出别样的帝制文明。

本书希望这一个案研究，能够为古代新闻传播史提供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路径。

詹佳如

　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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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奏

第一节　乾隆三年的京城流言

乾隆皇帝登基后的第三年，也就是１７３８年，面对一则在京城疯传的流言，特别发

布了一道上谕，宣示朝廷内外。当朝皇帝对一则流言的内容特地进行澄清，很是

罕见。

这份上谕显示，流言说的是作为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的孙嘉淦在左都御史

任上，向刚刚即位的皇帝上过一道奏折，密参朝中多位重臣，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

徐本，尚书讷亲、海望，领侍卫常明，等等，均在所参之列。

乍听起来似乎真像有那么一回事。孙嘉淦是三朝元老，历仕康雍乾三世。流言

发生的１７３８年，孙嘉淦正在刑部尚书（１７３６—１７３８）的第三年任上，此前他刚刚担任

了左都御史（１７３５—１７３６），此后直到伪稿案事发，他分别担任了直隶总督（１７３８—

１７４１）、湖广总督（１７４１—１７４４）、宗人府府丞（１７４４—１７４７）、左都副御史（１７４５—

１７４７），１７４７—１７４９年退职还乡，后又复出担任皇子师傅（１７４９—１７５３），同时担任工

部尚书（１７５０—１７５２）、翰林院掌院学士（１７５０）。伪稿案的发生并不妨碍孙嘉淦的仕

途，此后他又迁至吏部尚书（１７５２—１７５３），１７５２年更是授协办大学士。① 直到１７５３

年，伪奏稿案的发生令这位曾经的谏臣惊惧而亡。

要说胆敢上奏弹劾当朝重臣的，大概除了孙嘉淦之外，当朝不作第二人之想。

前　　奏　

① 雍正八年，世宗提升内阁大学士之官品为正一品，较部院尚书从一品高一级，使大学士成
为人臣之极，位百官之首。高宗时将大学士定额为四名，满汉各二，又以大学士常出京办事，诸事
须人协助而指派部院尚书协办大学士事务，遂成定制，定额为二，满汉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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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能臣尹继善、陈弘谋等官员不同，孙嘉淦不仅仅是一个干练的职业官僚，而且还是

个颇有学识的儒学研究者。他多次担任乡试、会试的主考官，又在国子监系统讲学，

他编写的《大学》第一章的讲义以《成均讲义》的名字予以刊行；服膺宋代理学，刊行

了有关儒学的研究著作：《春秋义》十五卷、《南华通》七卷、《诗经补注》；又编辑过朱

熹《近思录》的精简版《近思录辑要》。１７２３年，因其大胆对刚刚登基的世宗皇帝上疏

“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三条建议，从而引起皇帝的注意，更为其赢得直臣的声名，

胆敢在一向狠辣的雍正皇帝面前奉劝其“亲骨肉”是要具备一身铁骨的。① 雍正十三

年（１７３５年），乾隆帝刚一即位，迁任左都御史兼任吏部侍郎的孙嘉淦就上了奏章《三

习一弊疏》，劝诫皇帝革除“耳习”“目习”“心习”三种不良习惯，亲君子而远小人，成

一代明主。时隔百年的曾国藩仍然说《三习一弊疏》“为本朝奏议第一”。② 《清史稿》

说孙嘉淦：“既以直谏有声，乾隆初，疏匡主德，尤为时所慕。”③本就以直谏有名的孙

嘉淦更在乾隆登基初年，因上了《三习一弊疏》奏章而更声名大噪。孙嘉淦俨然是当

朝汉族文人士大夫传统的最佳诠释，由他来扮演出头鸟，是再合适不过。

流言中被弹劾的大臣，均是当朝重臣。乾隆初执政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

礼、大学士鄂尔泰，以及大学士张廷玉总理事务，时任户部尚书的海望、刑部尚书的

徐本、领侍卫内大臣讷亲均在总理处协同办事，除却允禄、允礼这些亲王外，鄂尔泰、

张廷玉、徐本、讷亲、海望以及常明等均是乾隆开朝最有权势的官员。张廷玉和鄂尔

泰，一个是汉人，一个是满人，均官至大学士。他们在世宗雍正皇帝那里就是最受恩

宠的官员，各类赏赐颇多。世宗去世时，遗命张廷玉与鄂尔泰配享太庙，这是人臣所

能享受的最高荣典。据说雍正朝的多数诏谕均出自张廷玉之手，雍正朝成立的特设

机构即后来被称为“军机处”的机构，第一批任职的机要大臣就有张廷玉和鄂尔泰。

这两位大臣权倾朝野，周围更是各自集结了一群大臣，形成派系。另外，大学士徐本

是刑律方面的专家。其父亲徐潮就已官至吏部尚书。徐本是康熙五十七年的进士，

刚入仕途不久，就被派往修撰《圣祖仁皇帝实录》。迁调外省后，他相继任江苏按察

使、湖北布政使、安庆巡抚，后在乾隆登基后，升迁至刑部尚书、吏部尚书，并被授予

东阁大学士，成正一品大员，并奉命修撰《世宗宪皇帝实录》，死后入祀贤良祠。讷

　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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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海望则都是满人，为乾隆帝所倚重，乾隆六年，左都御史刘统勋特地上奏称讷亲

“职掌太多，任事过锐”，可见皇帝对其信任的程度。至于被乾隆帝夸赞为“心地纯

良”的海望，在乾隆登基初，同讷亲一样，均在议政大臣之列。① 所以，这些大臣在皇

帝登基之初无一例外手握重权，乾隆三年，皇帝已坐稳龙椅，此时出现这样的流言，

不能不说有统治权力斗争的意味。

流言背后所反映的具体情况究竟怎样不得而知。不过，不可否认的是，流言中

孙嘉淦所参劾的是最有权势的官僚阶层。孙嘉淦这样一个以直谏闻名的士大夫，弹

劾当朝权贵似乎也合情合理。皇帝的上谕却指出，有关参劾的流言是非常错谬荒诞

的，而且仅凭逻辑分析即可明辨其中的荒唐：“诸大臣皆系朝廷简用之人，守法奉公，

实心尽职，并无可指摘之处。而鄂尔泰张廷玉尤系皇考特简用之大学士，为国家栋

梁，以孙嘉淦较之识见才猷，岂能与二人为比。朕特以其操守廉洁，向有端方之名，

故屡次加以擢用，非以其才识在二人之上也。如果才识在二人之上，朕何难即用为

大学士，而仍在尚书之列乎。且朝廷政务繁多，正赖宣猷佐理之群彦，岂有将诸臣罢

斥，而专用孙嘉淦之理乎。至于伊密参之语，毫无影响。”皇帝还特别注意到流言所

指的是廷臣的奏折，但是奏折实际上却不可能成为众所谣传的对象：“既云密奏，则

惟有孙嘉淦自知之，伊岂肯漏洩于人，以招众怨乎。”到此，皇帝已经很有说服力地宣

示中外，这则流言是子虚乌有的。之后，皇帝猜测背后造作流言、煽惑众人的，要么

是嫉妒孙嘉淦的人，以此来使孙嘉淦受到排挤；要么是趋附孙嘉淦的人，造作这种说

法来彰显孙嘉淦特立独行的品格。无论何种居心，均为人所不齿。而都察院在讹言

风传已久的情况下，竟然毫无奏报反映，皇帝认为是其失职。如果任讹言流传，无知

官员信以为真，朝廷内将起“党援门户之风”，这“于国体大有关系”。皇帝做出处理

决定，因为传言已久，所以姑且不予以追究，只令步军统领、巡城御史严行禁止。②

这份上谕到此应该是可以结束了，皇帝却又不厌其烦地特别提出有关密奏的问

题，可见此事扰动其心弦的关键之处：“至于大小臣工，有陈奏事件，既不见之明本而

用密折，便当加意谨慎，不令一人知之，方合谋猷入告之义。乃如朕降旨查奏旗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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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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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房产之旨，而外人即知为尹继善所奏。且云尹继善从前，曾奏过清查亏空之案，过

于刻薄，今为此举以忏悔之。又如出征阵亡官兵之妻室，朕降给与丰俸半饷之旨，而

外人即知为户部郎中杨晏所奏。夫查奏入官房产之事，由军机处办理，或办事司员

人多，偶而宣洩，亦未可定。尔等当严行诚饬之。至于杨晏所奏，若非伊自向人言，

外人何由而知之。且朕见诸臣，有参奏弹劾之类，外人每不能得其确耗，而加恩沛择

之举。则谕旨为发之前，或谕旨既发之后，外人往往传播，知为某人之奏，岂非向人

陈说，以为居功干誉之计乎。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即臣工有所

建白，而采而用之，仍在于朕，即朕之恩泽也。岂以诸臣市惠为嫌，而较量一时之称

道。但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如事之不当密者，即应明见之章奏。如用

密折封达朕前者，必系当密之事，而又宣露于人，其居心尚可复问乎。事君之道，当

如是乎。”①皇帝以如此的篇幅晓谕百官关于奏折的规范，可想而知，皇帝对于此次事

件的关注不仅仅是由于流言牵涉到了诸位朝廷重臣，亦在于奏折成为流言的对象。

皇帝特别在意的是奏折问题上所体现的君臣之间的权力关系。皇帝在此反复强调

奏折应当保证绝对机密，“朕以为天下主，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已然一语道出

所有玄机，保证奏折的绝密与保证君主的绝对权力其实就是一回事，奏折与君权是

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固化在国体之中，“国家办事有体，名不正，则言不顺。”谆谆

告诲，可见皇帝确实有不放心的心理：一方面要打消由此引起的疑神疑鬼的风波，安

定人心；另一方面，也是告诫，生怕有目的的主观泄露，透露出他自己内心的不安。

无独有偶，乾隆对确保奏折这一政治媒介的封闭性，是一贯重视。乾隆四十一

年，有一起伪造章奏案发生。山西候选吏目严增到舒赫德家投递奏折，历数贪官作

福害民事，请立正宫。乾隆皇帝上谕称严增“乃微贱良民，何由知宫闱之事，妄生议

论”，其上奏行为是“敢于捏造谤言，妄谈宫闱，离间父子，非寸磔不足蔽辜”。研究者

朱传誉说严增上奏官吏贪墨，请立正宫，乃是出于善意，而乾隆严厉地处置严增乃是

“小题大做”。② 如果正如前文所说，上奏言事乃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体现的方式，那

么乾隆皇帝对严增一介平民的处置，就不能说是小题大做。“妄生议论”“捏造谤言”

“妄谈宫闱”，皇帝的这些评论足可见，严增的举动是对统治权力的僭越，说皇帝的反

应是“小题大做”是没有看到奏折这种言论表达渠道的特殊性质。因此，说什么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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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何种渠道，渠道和途径本身意味着政治。

第二节　奏折与题奏：媒介学的视角

经过清初政治制度的不断变革，到了乾隆统治前期，朝廷内部沟通主要依赖于

两种形式的公文：奏折（密奏）与题奏（露章）。从政治通信制度的角度，学者对此已

颇有关注。这是两种上行官文书。所谓官文书是“指官府在实施其统治的过程中，

为发布政令指示、上下沟通、传递信息、交流经验等而使用和形成的文字记录”，“反

映了严格的官场中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① 也就是说，奏稿作为统治集团内部公文

沟通的形式，它的一系列处理过程———书写规则、流通程序、范围、规范，与统治权力

密切相关。谁可以上奏奏稿、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写入奏稿、奏稿流通的程序和范围

等一系列问题，与整个政治统治有关，它是一个政治问题。正如Ｋａｒｌ　Ｄｅｕｔｓｃｈ（多伊

奇）所说，“政治学的许多研究强调权力或者说强制，但是信息是优先于服从的”，②信

息能够达到的地方，才是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

就清代所实行的官文书系统来说，军机处和内阁作为文件处理的两个中心，分

别处理奏折与题奏。费正清（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和邓嗣禹（Ｓ．Ｙ．Ｔｅｎｇ）认为文件

的分类反映了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这牵涉到不同的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问题不可

分割的两个方面。③ 也就是说，奏折与题奏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官文书形式的不同，而

是意味着不同的行政决策过程，也就意味着不同的权力分布。

题奏系统，也叫本章系统，承前明旧制，处理官僚的日常行政事务，这是官文书

的常规渠道。题奏分为题本和奏本。按照庄吉发的说法，题本和奏本的区别是公私

前　　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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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区别，题本奏报公事，奏本奏报私事。① 杨启樵说得更为细致，“凡弹劾、钱粮、兵

马、命盗、刑名等用题本，钤印具题；到任、升转、代属官谢恩及本身私事用奏本，概不

用印。”②由于清朝的行政越来越依赖于奏折系统，奏本于乾隆十三年，即１７４８年被

废弃。到伪稿案发生的乾隆十六年，也就是１７５１年，常规的官文书只有题本，它按照

这样的过程到达皇帝手中：通政司检查京城和各地送来的题本格式，交给内阁，由内

阁大臣首先阅读题本，然后起草建议，最终由皇帝来作出决策。奏折制度通行以前，

由于内阁的存在，皇帝名义上是决策者，但是事实上有时候内阁大臣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所以内阁控制着皇帝的文书来往，起草建议，分享着一部分的决策权。

密奏系统则为清代首创。事实上，密奏系统的建立是清代政治体制变革的一项

极为重要的内容。奏折创始之初，密奏系统与本章系统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是否机

密，也在于一个是正式的公文，一个则是君臣之间的私人通信。庄吉发说，“题本是

督抚等以行省首长的地位，于处理公务时呈递君主的公文，而奏折则系督抚等处正

式公文之外，另以私人身份呈递君主的文书。”③理论上正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上

陈奏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正四品以上官员都能够上陈奏折，而且有些低品级的官

员也能够上陈奏折。④ 提奏人是一个不规则的范围，获准密奏是一项特权。杨启橇

认为，“与其说是依品序，不如说视个人与皇帝间的关系而定。”⑤密奏系统的运作按

照这样一个过程进行：京城和各地大臣的奏折不经过通政司直接交到奏事处，奏事

处将这些密奏原封不动地经奏事太监交给皇帝本人拆阅批示。在这一过程中，奏折

内容并不假手第三人，只有皇帝知道谁上奏了什么，奏折制度建立的是皇帝与奏报

者之间秘密的、直接的双向通信关系。皇帝阅看奏折之后，军机处大臣根据皇帝的

口谕草拟命令进呈御览。经过述旨，以明发或者廷寄形式予以发布。军机处并不是

正式的官僚机构，而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皇帝对所有的奏折进行决策，是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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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过程的中心。① 所以，晚清大臣张瑞荫说“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

阁，其权属于臣”。这是从奏折与题本的传递规则中，看到了军机处与内阁在权力归

属上的区别。② 所以，皇帝要在正式的公文奏报系统之外，单独建立一个信息奏报的

秘密渠道，正是为了实现其绝对的专制权力。“一切废赏刑威，皆自朕出。”一言道出

统治者在题奏之外要另行建立一个奏折制度来传递公文的用意所在；而奏折的机密

性和封闭性，正是保证这套系统有效实现皇帝目的的关键所在。

美国波士顿学院Ｓｉｌａｓ　Ｗｕ（吴秀良）教授关于奏折制度在康雍之际的变迁的研

究，亦让我们看到官方的信息沟通机制不仅仅是帝国某种体制的问题，而与政治统

治权力的结构性变化有关。吴秀良认为，奏折作为沟通系统的操作和程序问题，在

康熙朝是一个极为机密的沟通机制，到了雍正朝则成为半公开的帝国日常行政的主

要形式，它的存在排挤了原来更加官僚化、日常化的题奏制度的空间，官僚实际上成

为皇帝的私人耳目，奏折制度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变化，使得君主成为帝国信息沟通

系统的中心，这就加强了君主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控制力，是君主权力膨胀的表

现。③ 统治权力创造出一种更加集中化的信息传递方式，反过来确保了统治权力的

集中，日复一日的行政过程使得这种信息传递方式成为清朝政治制度的一个部分，

由此君权的扩张也在日常的沟通之中不断地得到确认。

总体而言，从政治通信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观察奏折和题奏等官文书，可以看

到它们与权力的实施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这仍然是在工具和功能的层面来观察

官文书与帝国政治之间的关系，核心在于把官文书看作是决策过程的工具，从而将

官文书的传递和处理过程与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局限于此，奏折作为媒介，就被包

裹进权力结构大厦之中，皇帝（统治权力）作为传播主体起着支配作用，而奏折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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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客体则随风起舞，承载并实现着统治者的意志。而这种视角下的权力也是固化

的，以结构的方式体现在官文书的处理过程中。固化的权力结构不能解释自身的逐

渐衰朽。

本书希望打破关于媒介的惯常思维，这种思维在对以往历史的理解中，仍然根

深蒂固：媒介要么完全缺席；要么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载体———书写工具、

书写材料、文本形式、流通规则，它只是一个躯壳，是信息所凭借的载体、管道和工

具。信息才是有意义的，而载体、工具和管道并没有什么意义。麦克卢汉说：“任何

媒介的‘内容’都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熟视无睹。”①而事实是，“真实历史上的介质却

是走在自己所传播的讯息之前，走在同时起连接和堵塞作用的渠道之前……媒介决

定讯息的性质，社会关系超越了人的本身。”②

媒介学或许能提供我们理解帝国政治的新角度。因此，本书所要讨论的是，奏

折作为信息的技术载体，与１８世纪帝国的政治生态、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和相互

作用。我们不只是研究奏折本身，也不是单独地研究１８世纪帝国的政治文明，而是

强调两者的关系。德布雷说：“媒介学研究的不是物体方面的东西，而是研究关系方

面的东西。这一点很关键。”③过去，要么对信息载体视而不见，要么仅限于工具和功

能层面来探讨其之于帝国政治的影响。对我们来说，特定的媒介意味着特定的政治

生态，新媒介意味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特定的文化形式互相作用。

奏折和题本，作为不同的政治媒介（依据媒介学的思路，政治媒介之所以称之为

政治媒介，其不仅仅是由于媒介所传递的内容是政治的，更在于这种媒介所组织起

的关系乃是政治的），形成各异的媒介行为，构筑起不同的政治关系，意味着不同形

式的帝国———产生哈罗德·伊尼斯所说的不同的时间延续和空间扩展组合，并使离

心力与向心力得以以特定的方式运作。政治媒介提供具体的条件和环境，限定政治

参与者之间互动行为的展开。它在皇帝、官僚、民众等政治参与者之间建立特定的

连接方式，构建他们的社会关系，形成特定的政治生态。没有政治媒介，皇帝与他的

统治对象无法同在。正是政治媒介，政治参与者才能连接为互动的不同主体。套用

德布雷式的语言，不是皇帝造就了奏折，而是奏折造就了皇帝，造就了臣，将他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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