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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内容概要

《军机处》是长篇历史纪实，共有三部，此为第一部。
雍正七年，创设军机处，培植亲信，打击朋党和异端，惩治腐败，整顿吏治，争夺舆论阵地⋯⋯
军机处的创设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封建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本书以军机处的
创立、运作和兴衰为线索，在清朝宏大的背景下，展现了军机处这一特殊权力机构的精彩故事。
《军机处》第一部共有四章，分别介绍了军机处的创设、盛世、守成、萧条四个阶段，以军机处为切
入点，以人物和事件为线索加以串联，为读者呈现了从雍正到道光朝的军政轶事，展现了雍正、乾隆
、嘉庆、道光四位大清帝王不同的统治手腕和行事风格，以及允祥、张廷玉、讷亲、阿桂、和珅、傅
恒、卢荫溥、曹振镛、松筠、穆彰阿等军机大臣们如何为官办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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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作者简介

袁灿兴（1979— ），江苏靖江人，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学术研究之外
，投身于通俗历史的写作之中，为《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史月刊》等历史杂志长期供稿
，著有《枪口下的北洋》、《闲说中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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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创设军机处
朋党：皇帝的心病
皇权合法性之争与书生幻梦
皇权必须独尊
创设契机：征战准噶尔
首任首席军机大臣允祥
军机处奠基人张廷玉
第二章盛世时期的军机处
元老张廷玉配享太庙风波
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之死
三世恩仇终落幕：平定准噶尔
赵翼的军机章京岁月
首席军机大臣傅恒征缅
两淮预提盐引案与军机处泄密
大小金川之战
军机大臣结交太监一案
铁汉舒赫德平定山东之乱
和珅的军机处生涯
军机处编修《四库全书》引发的血案
军机处的富察三兄弟
第三章守成时代的军机处
和珅的黄粱一梦
军机处的大手术
小章京的平步青云
军机处抓捕刘之协
嘉庆十年的军机处内讧
卢荫溥的逆袭
隆宗门外的杀声
第四章萧条时代的军机处
死水中沉淀的曹振镛
三朝军机大臣松筠
长龄平定张格尔之乱
穆彰阿掌舵军机处
禁烟与军机处纷争
军机处与银库被盗案
道光二十九年的军机处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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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精彩短评

1、辫子戏里经常提到的军机处，从这本书开始读懂它。
2、怎么没有参考文献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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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精彩书评

1、袁灿兴（1979— ），江苏靖江人，苏州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学术研究
之余，投身于通俗历史的写作，为《文史天地》、《文史博览》、《文史月刊》等历史杂志长期供稿
。著有《枪口下的北洋》、《闲说中西》等。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此语切合了当下的历史热，又
颇有一些玄奥的味道，一下点中了国人的命门，所以有了此语的归属权问题。最近看到有位历史作者
，大谈这句话是自己的发明，不由一笑，这种话或类似句式民国时期就有人说过了。如果再往前推，
去翻翻顾亭林、赵瓯北的书，类似意思的表达并不鲜见。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盖因历史融入到中国
的一切事物，感染中国人，中国人可谓是在浓厚的历史长河之中浸染而起的，并自豪地宣传，我们有
着漫长的历史。但中国人正统历史，也就是官方所编修的政治史，不仅有关系国运、规模宏大的实录
编修，就连皇帝一言一行的小事，都被编撰成了起居录，随时待考。以致于某日皇帝酒酣，临幸了某
个妃子，也有详细案底可查。官方的历史编撰之外，民间也有着兴盛的著史热潮。哪怕是《山海经》
，都能考证出诸多的历史内容。有读者不仅要狐疑，《山海经》不是神话故事么？可在清代的皇帝实
录中，关羽大帝接连显灵，庇护大清国运的故事，也屡见不鲜。在当时背景之下，这些历史的记载者
，确实是严肃而庄重的。官方修史，动用的队伍庞大而豪华，充斥其中的都是才气横溢的翰林们。而
民间的修史，常是退而自述，仅以自娱，间或也有低调的反抗者。富有财力者亦可以行宏大叙事，无
此条件，可退而言齐东野语。百余年后，后世的历史爱好者与信徒们，则于此中寻觅可为我所用者。
国有国史，地有方志，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也早早地开始修编一个人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存世
的无数《年谱》。年谱也是一种历史写作，也是历史的宗教信徒们向历史祭坛所贡献的礼物。后人沉
浸于历史者，翻阅着这无数的年谱，恍若割裂时空，再与当事人做面对面之交流。此种对历史的热情
，延续至今，让国人迷醉而不能返。然而，当下的历史写作，却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格局。一极是充斥
于象牙塔之中的高校夫子们，他们坐拥图书馆的富矿，可以享用上百万价格采购的数据库，但他们挥
斥方遒，却未激扬文字，而是以枯燥的方式，学术的行文，捧出一篇篇一部部所谓“大作”，犹若摘
星楼一般，只能仰首，而不能企及；另一极则是民间的历史写作者，他们横空出世，以自己对历史的
爱好，以一锅麻辣史料，佐以单田芳式的生动表达，吸引了众多粉丝。于是乎，以那些事儿命名的历
史题材，红极一时。通俗历史叙事的钟声，响彻四野，信众云集；而学术圈则曲高和寡，听众寥寥。
也有不安于此的学者，奋勇从学术圈中杀出，直扑讲坛，面向万千历史信众，舌灿莲花，顿时光芒夺
目，博得喝彩。好的历史作品，总是有着文学感，充满活力。宗教的信众，若是朗诵的圣歌不是那么
朗朗上口，抑扬顿挫，他们的热情，该被减去多少？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哪怕是选题新颖，内容饱满
，如果在叙事时语言晦涩，枯燥难懂，会让历史的信众十分失望。袁灿兴博士的《军机处》（第一部
）一书将浓厚的历史，以泼墨山水的形式，生动逼真地作了展示。军机处本是以处理文书为主要任务
的机构，所涉及事务，极其繁琐而枯燥。作者在此书中，却挖掘出了一段段军机处的人与事，让这个
机构一下子立体和丰满起来。历任军机大臣的命运是《军机处》的核心。如允祥的小心谨慎，傅恒的
无限恩宠，舒赫德的倔强耿直，阿桂的淡然自信，和珅的狡诈市侩，曹振镛的木讷面具，松筠的大开
大合，通过作者的考证和叙述，均在我们面前生动地跳跃起来。而军机处所处理的重要政务，作者更
以简洁的手笔，明晰的叙述，让我们可以看到准噶尔部的兴衰，大小金川的骁勇，缅甸征战的迷雾，
七十二人杀入紫禁城的惊骇。更值得称道的是，袁博士在写作时，也注重于小人物，新史学的运用，
如对五省教乱背后的小人物刘之协的描写，如林清事变背后的气象学因素，如道光朝中衰的金融考察
等，这些都让本书更加引人入胜。袁灿兴博士的专业是中国近代史，也是池子华教授的高足之一，在
苏州大学求学期间，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学术基础。在从事专业研究之余，他有志于写一些通俗历史作
品，也是读者的一大福分。不同于各种“戏说”作品，袁灿兴的通俗历史写作，力图打通学术与大众
阅读之间的分野，在严谨的学术考证与精彩的历史叙事中求得平衡，达到雅俗共赏的境界。历史的宗
教信众，阅读历史是为了反省历史，反省社会，更从此中有所镜鉴。我相信阅读此书时，每一个读者
都不会失望，都会有所收获。2014.12.16文/沈振亚《军机处》（第一部），袁灿兴著，民主与建设出
版社2015年1月第1版
2、所谓“康乾盛世”，在这二位祖孙皇帝之间，雍正反而被严重忽略。“朕就是这样汉子”，这是
他的名言，但其功业究竟对当时和后世有什么影响，除了“皇四子夺嫡”和“吕四娘刺杀”这一始一
终两个传说，竟然渺然无闻。但说起由他在雍正七年（1729）创立的军机处，又无人不晓，而袁灿兴
博士的新书《军机处》，正是将“从雍正到宣统，国策大政皆出于此”的军机处掌故抉要阐微，娓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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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道来，让我们从当下了解历史，从历史看透未来。为什么《军机处》是本好书历史传承的真实性和有
效性总在空间场域和时间场域逐层递减，比如，中国人更熟悉朝鲜和日本的历史；比如，当代人更熟
悉民国史，其次是清史、明史，然后才能论到宋唐魏晋。其中自然也有例外。文化的强势传播，会使
得一些或真或假的知识突破时空局限，反复地浮现在大众的耳语口传之中，使之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
沉淀——由《三国志》到《三国演义》的变化流布，就是个显而易见的事例。然而，中国人治史的弊
病就在此显现。揆诸官书，自有唐以来，文理越来越沉重，义理越来越繁复，情理越来越枯燥，《史
记》的流利、《汉书》的大气、《后汉书》的华丽、《三国志》的明快，遂不复见于后世。而一些传
奇说部则以正史之“通俗演义”的名目流传民间，实则事实混乱，荒诞不经，无法从中获取历史赋予
时代的真相和真知。非虚构类文学的主创者应该是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但就当下中国而言，前者缺
乏控制宏大选题的逻辑能力和知识储备，后者则僻居于象牙塔中，对于普通读者的兴趣点和兴奋点不
闻不问，只陶醉于曲高和寡的学术讲章中不能自拔。但是，面向普罗大众的科普要求，不仅是商业机
会，也是社会责任。袁灿兴博士新作《军机处》第一部已经正式出版了。该作者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
代史，其第一本史学类非虚构文学《枪口下的北洋》行文流畅，功底扎实，对历史事实的研究时有创
见，让读者在享受阅读快感和美感的同时，能够获取颇多的知识性教益。这次确定“军机处”的选题
，想来出版人和撰稿者都有深长的考量。据著名共运史专家段宇宏的研究，列宁在十月革命甫起，为
一统事权起见，首先成立的便是“书记处”，这使得当时还非常弱小的俄共（布）得以摆脱形式与理
念上的束缚，短时间控制全国局面，并为创立一个亘古未有的赤色帝国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在“
书记处”设立整整一百九十年前，清帝雍正创立了异曲同工的“军机处”，使得满清在统治技术方面
已经具备现代极权主义体制的多种特征，清廷在诸多内忧外患的煎熬下，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还能继续掌权近二百年之久。我们所见的《军机处》第一部只是开头，清廷面临的巨大挑战，才刚刚
开始。每个时代其实都在重复前代的政制和理念，独出机杼的发明很少。明太祖废相，而内阁遂成实
质上的政权机构，首辅即是真宰相。军机处的设立则与历朝体制迥异，在其后三百年的中国却大行其
道，无论袁世凯的政事堂、蒋中正的侍从室，还是北京当局的书记处，都有军机处浓郁的影子。开新
未必非要返本，但明白地知道政体政制的来源，无论当轴者还是旁观者，都能厘清思路，以便更稳妥
沉着地进取。尤其是当今中国仍然处在“后军机处时代”，这使得军机处的研究更为重要和迫切。为
什么《军机处》还有缺点和作者一样，笔者也是一名历史学人，因此深知，研究问题易，下笔阐述难
，而用通俗的文笔来横跨二百年史实，尤其难上加难。所以，《军机处》文笔如此之好，史料如此之
丰，但在非虚构类文学的创作技巧方面，仍是有着少许不足。笔者一直有个观点，那就是非虚构类文
学也是文学，那么，首先要向小说和剧本学习，要善于“讲故事”。如果按照一个编剧的眼光来看，
《军机处》第一部中，出场的人物实在太多。当然，袁博士设定的主线非常明确，主角是历代清帝，
配角有两条线，阳面是诸位重要的军机大臣，阴面是满清的内外敌人。但就全局来看，清廷的敌人在
战争中的表现提及太多，令对清史不太熟悉的读者有应接不暇之感，容易产生知识学上的疲惫和厌倦
。如果将这问题延伸开来，全书尚有可议之处。史学文章在写作时，最费思量的是，如何将当时的政
制、官制、体制转化为现代读者理解的语境。这也是一种“翻译”，其“惊险一跳”之难度，作者甘
苦自知，本不足为外人道。在这一点上，袁博士做得非常妥帖，比如他于书中仔细地介绍了何谓“盐
引”，以及盐业专营中的利益和利润到底着力何处，让原本对此事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的读者也看得
兴味盎然。但是，在漕运、河工等方面的介绍中，作者就引入了大量术语，使得普通读者望而生畏。
其实除了战争之外，清廷最花时间和功夫操办的实事，便是运粮和治河，其功绩在此，经济腐败也在
此，官员的能力在此，政治失败也在此。在湘军集团崛起之前，满清皇帝所需要真正关心的，也就这
两件事。但《军机处》第一部对此要么语焉不详，要么专业描述过多而显得行文枯燥，令读者颇有畏
惧。该书的一些全局视角也略有缺憾。军机处创立于雍正而功成于乾隆。后者虽然诗酒风流，堪称文
人皇帝，但事实上雄才大略又心地险恶，无论优点还是缺点，都在历代统治者中非常突出。“军机”
者，当以军事战略之筹措实施为上。看看当时的奏折批语，就知道乾隆目光远大，对于国际形势和地
缘现状了如指掌，不像其嫡孙道光那么昏庸颟顸。乾隆固然天纵英明，善于学习，但他掌握的资料和
信息必定来自有方，相信和军机处及其行走大臣颇多相关。可惜袁博士于此未有一语提及。就盛世功
业而言，乾隆对于中国最大的地缘贡献，是消灭了天山北路的准噶尔部，使得强盛的瓦剌蒙古不复成
为中原政权的威胁；清廷又随之南下覆灭了南疆的喀什噶尔和卓家族，使得天山南北浑然一体，并入
中国版图。此事无论在道义上是非曲直，都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产生重要影响。个人认为，这是最重要
的“军机”，但袁博士的《军机处》第一部对于前一段叙述甚详，对于后一段却寥寥数语，一笔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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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 第一部》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文/克念2014年12月18日
3、雍正皇帝创设了影响清朝国运、主持清国大政一百八十三年的军机处。它不是正式的机构，没有
专属的府衙，也没有专门官吏，但它办事效率高且保密性强。它直属于皇帝，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
可以说，自创设以来，凡清国大政，皆出自军机处。但对这样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却没有一本
普及性的通俗读本进行介绍。作者袁灿兴慧眼独具、独辟蹊径，为军机处作传，这是一项填补历史空
白的工作。当然，所有大政皆出于此的秘书机构，留下的档案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了。作者耗费数年时
间从这些史料中选材、整合，著成了堪称宏富的三部巨著。叙述语言通俗易懂，注重了可读性，为我
们大众读者了解这个保密机构搭建起了一座桥梁。第一部共分四章，分别为“创设军机处”、“盛世
时期的军机处”、“守成时代的军机处”、“萧条时代的军机处”，依次展示了军机处在雍正、乾隆
、嘉庆、道光四朝发挥的作用及扮演的角色。在此过程中，按照时间的发展，对每一朝重大的事件及
重要的军机大臣们做了专题式的介绍，使读者很容易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正是这些事件和人物承载
着并彰显了军机处的历史使命。读此书，军机处主要成员的浮沉升降如一幕幕有血有肉的历史画卷，
徐徐在我们的眼前展开。或悲壮，或喜悦。读书的过程，就是重温清朝历史的过程。读书的过程中，
每每不由扼腕慨叹造化弄人。总之，本书选择了军机处这个特殊的视角，为我们揭秘清国权力运作的
方式，引导我们透视了清王朝的秘史。文字指瑕：1.“前言”第003页倒数第三行，“⋯⋯这样可以说
是军机处最成功的地方”中，宜删除“样”。2.第036页，倒数第五行有“生母章佳氏出生平凡”，“
出生”宜用“出身”。3.第075页，第四段首行有“反叛者反动兵变”，“反动”当为“发动”。4.
第119页，第四段有“赵起龙”和“赵起隆”，“龙”、“隆”用字应统一。
4、有一句话说：“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就多少表现了人们面对久远的历史和浩瀚史籍时
往往会出现的迷茫。历史学家想要承担褒贬春秋，以史为鉴的责任，但是他们使用的语言，他们的叙
述方式使他们与百姓渐行渐远。历史是如此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为什么到了史学家手里就变得枯燥
无味了呢？历史学家就不能把生动活泼的历史呈现给大众吗？是受制于能力、才力，还是受制于观念
？其实，古代史官们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我们至今还可以从古老《尚书》中读到当时人的音容笑貌
，从《左传》中读到生动的故事。然而，越到后来，体例越僵化，文字离口语越远，更由于才力不及
，文章色，许许多多的史书，被指为“断烂朝报”，读之味同嚼蜡。此时，一位远在广东的朋友买给
我给我这本书，语言如此通俗而幽默，让我爱不释手。此书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
，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和对人物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一些评价，对明帝和其他王
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
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大家应该对这本书都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正是因为书中平实的语言，以
及不经意间微妙的情感流露打动了我们。也许正如作者明月所说：“历史可以写得很好看。”全书虽
然是以军机处及人物和年代为主线，但中心却集中在一个“斗”字上。围绕着“斗”字，全书又可分
为两部分：一、内争宫廷内部的争斗，官场上的尔虞我诈，确实是本书的一大看点。至于官场上，更
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清朝官员确实是难得的阴谋家。但同时，他们又都是实干家。二、军机处在清朝
统治中国260余年里，清世宗（雍正）一朝仅13年，是比较短暂的；然而，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清朝的
中枢决策机构发了重大变化，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日益衰亡，内阁成为“内曹”，而办理军机事务
处成为中枢决策机构，军机大臣乃至军机章京成为中枢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九卿会议依然如故，其
他的奉命而行的各种决策形式同样依旧保持，军国机要的军机大臣与常庶政的九卿会议，两者成为重
要决策群体；高宗（乾隆）即位之后，一度裁撤机处，后又复设。至宣统三年四月，建立责任内阁，
再度裁撤军机处至此退出历史舞台。军机处自始自终，历时180多年，在清朝中后期的中枢决策影响甚
大。通读全文，我领悟到一个道理：文学，兵法，还有权谋，三者必具其二，才能治国平天下。以古
论今，一家王朝就好比一家公司，皇帝就是董事长，首辅（宰相）就是CEO，文武百官就是大小头头
。不同在于，现在市场经济时代，满大街的公司，满大街的王朝。而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年轻人，是
打算出将？还是入相？或者是称帝呢？我想，历史的长河一定会给他一个准确的答案。
5、记得以前看过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评价军机处的一句话——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
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
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
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读完这本书，对这段话
理解的更加深刻了！其实，蒋介石的待从室效仿的就是军机处！
6、军机处作为一个皇帝的贴身机构，其中故事自然很多，作为学术研究，自然可以提供无数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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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以通俗史而言，则相对难以处理。本书较好地处理了作为政务机构的军机处中的人与事，以军
机处与皇权的关系为核心，解读军机处在清代的历史作用。从书中所运动的资料来看，作者用了不少
功夫，在写作上也有较多创新之处。不过第一部读完，尚觉不过瘾，有意犹未尽之感，大概作者在第
一部中，做了铺垫，更多的内容留在后面吧。总体而言，本书值得一读。
7、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虽然各民族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背景不尽
相同，但在权力的见解与实践中却是不谋而合的。自秦国一统六国，羸政自诩 “皇帝”以彰显其至高
无上的权力与地位，中国历史上便有了“皇帝”这个称谓的出现，此后中国历代封建最高统治者都沿
用这一称谓。赢政除了自封始皇帝这一尊号外，还建立和健全了专治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打破了分
封制，设置郡县制，官吏全部由中央任免。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让皇帝拥有了对全国的人民土地财
富拥有控制与管理的权力，从而达到在军事、政治、立法、财经大权具有完全的独断性与随意性。这
种绝对的、不可忤逆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在中国延续了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一直以个人意志左右
着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苏州大学历史博士，袁灿兴所著的《军机处》便是通俗讲述皇权的书，袁博士
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全书内容脉络清晰、史实丰富，线索繁多，背景广、涉及面大，登场人物多。
对于历史学家的学识、惊人的记忆力，在大量的信息资料汇集后还能清晰、富有逻辑的去思考与发现
，辨别真伪还原历史，面对历史学家的这些技艺，让人由衷感叹。《军机处》讲述了以清朝雍正帝为
始，至宣统为终，一百八十三年间满清的风云变幻。以雍正创建军机处为契机，展现出皇权在握的帝
王实现个人意志、臣子伴君如虎变幻莫测的命运。“军机处”是皇权之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机构，一个
服务于皇权的工具，其前身是为雍正策划征战准葛尔而特设的“军需房”，后为配合战事大局军需房
改为军机处，皇帝直接受命管理，由汉人大臣张延玉为其制定职能制度，打破传统陋习以一套完善的
文书制度，帮皇帝上传下达，维护管理江山。究其根本，军机处始终只是一个服务于皇权的工具，在
历史洪流中，尽管军机处在满清朝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无法改变时局的变迁，江山的更迭，一
代代坐镇江山的帝王和他那些军机大臣们，终还是随大江东去了。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的开头，讲
述雍正四年时发生的一个事件却并未详细，书中说“雍正四年，允襈被改名阿其那（狗），允禟被改
名为塞思黑（猪）。”而阿其那与塞思黑是否是狗和猪，多年来一直为清史学专家们质疑，并从多方
面加以考证。如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不认同阿其那与塞思黑是狗与猪的音译
。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辽宁省档案馆，就是文献记载了雍正初期的事件，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不是指狗与
猪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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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军机处 第一部》的笔记-权力的历史

        朱元璋建政之后，废除宰相制度，以内阁制代之。“士大夫从共存到共治，由股东降作伙计，已
经江河日下了。到了明代，又猛然一跌，跌作卖身的奴隶，士大夫成为皇家的奴役了。”[ 吴晗《朱
元璋传》]从明初迄清初的300多年，政务全部出于内阁，虽然自洪武时代的李善长、胡惟庸之后，“
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 《明史·职官志》]。虽然没有了
丞相一职，但其实入阁的大学士们仍不失为集体丞相，尤其是年长资深的所谓“首辅”，“无宰相之
名，而有宰相之实”，大臣们的奏章一般先送内阁进行“票拟”，也就是由内阁提供意见和建议，然
后才呈给皇帝“御览”和“画红”。

从这个制度安排来看，皇帝并不是大权独揽，甚至说有点“大权旁落”的味道。

到了雍正时代，这是一个权力狂皇帝；他借西北军务紧急为由，设立了军机处，这实际上就是皇帝个
人的秘书处，完全受皇帝个人安排和指挥。“为军机大臣者，皆亲臣、重臣，于是承者、出政皆在于
此矣。”[ 赵翼《檐曝杂记·军机处》]

当所有政务都有军机处裁夺时，内阁便被架空了，成了一种有名无实的虚职。军机处的运行机制，说
白了其实就是以吏代官，用一群地位低下的书吏取代正式的内阁作为权力中枢，大学士只剩下一个好
听的头衔，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军机处行走”这些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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