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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文本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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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云南是法国殖民者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有关西南边疆危机处理的众多事项在往来于云南督

抚和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中都有记载。这些奏折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西南边疆历史研究和中国近代

化研究最直接、最重要的文献凭证，其史料价值很高。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散见于多种史籍

档册中，很多至今仍以古本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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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处中国西南边疆的云南与中南半岛山水相
连，是近代西方恃强而来、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

随着在亚洲南部殖民活动的推进，代表当时资本主

义体系的殖民强国法国经由越南，在云南与东方古

老的清廷中国相接，西南边疆危机随之出现。

晚清西南边疆危机中的中法交涉与当时越南局

势密切相关。关于越南，公元１０世纪越南借李唐
衰落之机逐渐脱离中国行政版图，此后一直是亚洲

东部以中国为中心宗藩朝贡体系中的重要一员。而

法国和越南之间的政治关系以 １７８４年两国订立
《凡尔赛条约》为开端，但是直至８０多年后的清
穆宗同治九年 （１８７０年）昏聩暗繻且已自顾不暇
的清廷才开始关注法、越关系动向 （１８７０年，同
治皇帝听闻法军在越南攻城略地，便晓谕广西巡抚

苏凤文 “密派干练有识之员，前往该处确访，一

切情形绘图贴说，并将近日安南与法国情意是否融

洽之处，据实奏闻”。梧州知府徐延旭遂受命潜赴

越北谅山一带密查，得知 “该国南圻滨海被洋人



占踞六省，衔恨甚深，实无融洽情形”）。［１］１８７４年
法越 《甲戌和约》（《第二次西贡条约》）签订，之

后清廷和法国殖民者围绕越南属国地位问题展开了

长期外交层面的争辩交涉。同时，法国殖民势力在

中南半岛不断向北推进，１８８２年４月法军攻占河
内，一系列军事冲突后的１８８３年１２月中法战争爆
发，① 清廷外交层面的 “保藩固圉”无奈进展到战

争层面的 “自固疆圉”。越南北圻成为中法交锋的

主要阵地之一，云南则直面法国殖民侵略势力。因

为与台湾问题、京畿形势密切关联，云南具有足以

影响清廷全盘统治棋局的分量，身处王朝国家视野

尽头的云南很快成了清廷决策层不得不放大关注的

热点地区。而晚清中法关于开埠通商、国界勘定、

边案处理的交涉折冲以及与此有关的中越宗藩关系

变化、西南边防海防、边疆治理等内容在往来于云

南督抚和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中都有记载。

一、云南官员奏折的基本情况

关于奏折。奏折是清朝臣工直接上呈给皇帝的

一种重要官文书，根据具体情况皇帝会在奏折上

笔批答，是为批。批奏折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

和行政效用。清世宗雍正七年 （１７２９年）军机处
成立，之后军机处将内奏事处送交的奏折登记，并

抄录一份留存备查，是为奏折录副制度。录副奏折

与原折在内容上一致，也是可靠的档案材料。具奏

官员派遣专人或者通过驿站递送是奏折一直以来的

传递方式，皇帝谕旨也是一样，但是晚清电报开

通，因此又衍生出电奏、电旨这种新形式，并逐步

形成了不同于普通奏折的寄递程式与管理制度。晚

清大规模架设电报，适逢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而日

趋紧张，为此清廷进一步开放电奏。例如，清德宗

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七月二十九日，② 光绪皇帝便
曾电旨张之洞，使之转谕广西巡抚潘鼎新，与时任

云贵总督岑毓英就安设滇桂电线一事 “立即商办，

以速军报”。［２］卷４６，３１但就我们爬梳所及，云南官员

在这段时间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上奏的折本片

单没有采用电报形式的，这也反映了晚清官场对于

新生事物电报的接受程度。不过，清廷皇帝颁给云

南官员的谕旨则多为电旨形式，同时云南官员和中

央部院之间就具体相关事项处理产生的各种官文书

一般也都是电报发文。

关于具折的云南官员。就清朝奏折制度的形

成、发展过程来看，清圣祖康熙以来具奏人范围有

逐步扩大的趋势，京外的督抚提镇等多级官员都有

上折权利。而西南边疆危机处理中，云南官员奏折

的具奏人只是各任云贵总督和云南巡抚，主要有刘

长佑、杜瑞联、岑毓英、唐炯、崧蕃、魏光焘、王

文韶、谭钧培，其他督抚如李经羲、林绍年、沈秉

等人与中央部院的往来公文则相对较多。另外，

云南巡抚唐炯曾因抗法不力被革职，后转任滇省矿

务督办一职，其与云南籍京官、时任编修之职的陈

荣昌均有少量相关奏折存载。

关于奏折的寻查获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存有清朝奏折原本７２万３千
余件，另有录副奏折上百万件，其数量非常可

观。［３］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奏折原本

和录副奏折共计７０余万件，均按照内容分为内政、
军务、财政、农业、水利、工业、商业贸易、交通

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外交、民族事务、宗教

事务、天文地理、反清斗争、列强侵略以及综合等

共十八个大类，类下设项，各项所系奏折按时间先

后编列。由于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产生的云南

官员奏折主要集中在光绪一朝，所以 《光绪朝

批奏折》一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③ 该书是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光绪朝汉文批奏折原本影印

件的汇编，辑录了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至三十四
年 （１９０８年）间满汉官员所具奏折近１０万件，大
约有６０００多万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奏折
则陆续以编年体形式原本影印出版。尤其是１９７３
年至１９７５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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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北境，１８７３年１２月中法爆发第一次纸桥之役，１８８３年８月至９月爆发怀德之役和丹凤之役。
清朝奏折有具折日期和批日期二种。因为在应对西南边疆危机过程中云南官员所奏均为军国大事，很多需要

清廷皇帝亲自批答指示，本文所言奏折日期均为批日期，而非具折日期。并且这里的年月日与现在的公历不同，特

此说明。

该书内容可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朝批奏折》（古本影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



辑出版了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① 收有奏折１万９
千件。两地共有光绪朝奏折原本约１２万件。

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承袭清朝官修史钞道

光、咸丰、同治三朝 《筹办夷务始末》而来的

《清季外交史料》 ［台北故宫博物院另藏有 《光绪

朝筹办夷务始末记》一书，记录清德宗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至二十八年 （１９０２年）间之 “夷务”。

我国台湾学者冯明珠专文梳理比较了该书与 《清

季外交史料》的关系。她认为 《光绪朝筹办夷务

始末记》是清实录馆较早修成后存档的，《清季外

交史料》之前一百八十二卷乃复辑前者而成，王

彦威仅为重抄者，实非原编］。［４］作为晚清有关外

交方面官方档案的文献汇编，该书由清末民初的王

彦威、王亮父子辑编，收载了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
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间有关中外交涉的诸如奏
折、谕旨、照会、条约、章程、宣言书等各种档案

文件，共８千７百多件，以编年顺序排列，共１６４
册，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年）由外交史料编纂处
将全书出齐。② 《清季外交史料》所收光绪、宣统

两朝奏折乃直接复录晚清军机处等官方原档而来，

系第一手原始资料。［２］卷首在整理出版过程中也是精

细有加，王氏孙辈王敬立 “继承有志”， “竭朝斯

夕斯之心力，从事校雠”。［２］跋但是即便如此，该书

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抄写、校对错误，甚或有故意删

改之处。另外，根据前清军机处原档编印的 《清

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以及清代官修 《清德宗实

录》等也很有参考价值。其中 《清光绪朝中法交

涉史料》为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即后来

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于该院所藏清军机处档

册、折包择采而来，编成二十二卷，１９３２年至

１９３３年陆续编印出版；共收入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年）正月至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年）六月间有关中法

交涉的谕旨、奏折、电报、照会等 １０７６件。还

有，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也散见于云南

督抚张凯嵩、岑毓英、谭钧培等相关人物的文集

中。本来奏折、谕旨这类官文书保密要求极高、管

理甚严，但是官员文集一般由后来者搜罗、抄录，

时过境迁，保密性降低，加上晚清官场混乱、纲纪

废弛，故能公开得见。

总的来看，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出现的云

南官员奏折，其原本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他们中的一些或以影印方式

或以排印方式同时被几种文献载录，编收体例各

异。而在编入个人文集时可能会有所讳饰和删节，

被收入政书、汇编时又往往被删去日期或改为收折

日期。这些都是我们在查寻、整理云南官员奏折时

需要特别注意的。

二、奏折内容

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内容丰富，涉及政

治、军事、疆土、民族、宗教、外交、经济等方

面。下面根据我们翻检所及，对其内容试作梳理

分类。③

（一）滇边防务和中法战争

相较而言，这一事类的奏折数量最多，这也是

由东方传统王朝国家的 “政治品质”所决定的。随

着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北境不断推进，出使法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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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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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内容可见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 《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３年 －１９７５
年。

本书收载清德宗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至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间有关中外交往的各种官方档册文书，内容繁富，
包括有：“清光绪朝外交史料”二百一十八卷暨卷首，“清宣统朝外交史料”二十四卷，“西巡大事记”十一卷暨卷

首，“清季外交年鉴”四卷 （卷后有 “清代约章分类表”一卷），“清季外交史料索引”十二卷 （卷后有 “清光宣两

朝条约一览表”一卷），以及 “边疆划界中日战争图”十六帧，共计二百七十三卷，一百六十四册。

晚清中法交涉过程中出现的云南官员奏折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奏折、文件虽然主要集中在光绪一朝，但是

由于所涉官员较多、内容广泛，又存载于多种历史文献中，编收体例各有不同，其查找、翻检、获取甚为不易。本文

对于奏折内容的梳理分类基于我们力所能及的奏折篇目而言，难免会有疏漏，待来日密密补缀。另特别说明：为行文

方便，本文所提及的具有代表性的奏折均依据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



曾纪泽最早发电 “总署”，① 指出法国欲占领越南北

圻并通商云南的谋算。清德宗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
十月十五日，总署据此奏请 “饬南北洋大臣，两广、

云贵总督，云南巡抚……密为妥办”。［２］卷２６，１２针对法

国的殖民意图，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三月初三，使
俄曾纪泽又具折细陈。② 鉴于越南局势日益严峻，之

后很快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三月二十五日光绪皇帝
谕令包括当时云贵总督刘长佑、云南巡抚杜瑞联在

内的各省督抚，“再行通盘筹画，悉心妥议，迅速复

奏”。［２］卷２７，２０时隔近五个月后的八月十一日，光绪皇

帝又专门降旨晓谕刘长佑、岑毓英、杜瑞联等人

“审度机宜，妥慎办理”。［２］卷２９，５

光绪八年 （１８８２年）十月初六，由福建巡抚
任上署理云贵总督的岑毓英和云南巡抚杜瑞联就法

越局势应对，上呈 “会筹越边防务”折。③ 仅就我

们爬梳翻检相关史籍档册的结果来看，这是云南官

员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理而首次具折上奏。此后，

针对滇边防务和接下来的中法战争云贵总督岑毓英

和几任云南巡抚上呈了数量众多的奏折，光绪皇帝

也多有批。这一事类的最后一个奏折是光绪十一

年 （１８８５年）七月初一云贵总督岑毓英所具关于
“关外各军及刘永福所部一律撤竣”之事的，另随

折附有 “滇军阵擒法兵并无存留请与法使理论”

的片单，两者均有批。④

（二）界务、商务

中法战争中的镇南关大捷之后，清廷在越南北

境面临一个较为有利的战场局面，但是受国力限制

和整体国际战略环境制约，最终还是接受了停战撤

军的结果。而法国殖民者则迅速占领越南北圻，并

趁势在滇省进行殖民经济渗透。于是在云南官员上

呈皇帝的奏折中，有了关于中法之间界务、商务等

方面交涉往来的内容。

１界务
近代欧洲主导 “民族自决”“主权”“独立”

等概念涵盖下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建设，这些主

张伴随着殖民主义的不断扩张深度影响了全世界，

而民族国家首先要有与其行政管辖、主权行使相对

应的清晰明确的疆域和边界。与此不同，作为东亚

地区传统王朝国家的清廷中国则有疆无界，其与包

括越南在内的周边 “四夷藩属”之间，虽然存在

有历史习惯形成的各自的地域范围，但是在政治统

属、军事控制、人员管理、律令实施等方面从思维

认知到操作实践均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并不是严格

不变的。所以，在占领越南全境、使越南沦为保护

国后，法国殖民者与清廷便有了围绕边界勘定而展

开的交涉谈判。虽然说这客观上带有促使中国从传

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色彩，但是我们

也要看到，在当时历史境况下的中法边界勘定和谈

判无疑更是法国殖民者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

清德宗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七月二十日，

总署具折奏请派员勘定滇越边界。⑤ 此后的光绪十

一年 （１８８５年）十月十八日，云贵总督岑毓英上

呈奏折，详陈都
-

系云南旧有之地，并请于勘界时

酌议收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

守之处”。［２］卷６１，３６－３７ （该折其名为 “片”，当有正

折，惜暂未找到）由于主要涉及具体事务性工作，

云南官员针对界务问题而上呈皇帝的奏折数量较

少，其与总署等中央部院的往来公文则居多。

２商务
资本主义法国殖民扩张的重要目的是掠夺生

１０１第２期　　　　　　　李艳峰，李　勤，薛雨霞：晚清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折文本述要

①

②

③

④

⑤

“总署”即清文宗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德宗光绪二十七年 （１９０１年）根据清廷
与西方列强所签 《辛丑条约》相关款项之规定，又改为外务部。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二七·使俄曾纪泽奏法人谋占越南北境拟筹办法

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十·滇督岑毓英等奏会筹越边防务折》，北平：

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未见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滇督岑毓英奏关外各军一律撤竣折》，北

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正折附有 “滇军阵擒法兵并无存留请与法使理论”的片

单。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总署奏请派员勘定滇越边界折》，北平：外

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产原料、占领商品市场，也就是曾纪泽拍发给总

署电文中所言之 “谋占越南北境”以 “通商云

南”。［２］卷２６，１０光绪十一年 （１８８５年）八月十一日，
总署具折奏请派员与法国使者会议 “中法滇粤通商

章程”，光绪皇帝批降旨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李

鸿章全权处理此事。① 云南官员奏折中出现了关于中

法在铁路、矿务等商务方面进行交涉谈判的内容。

（１）铁路
光绪二十四年 （１８９８年）闰三月初五，总署上

折呈奏了针对法国欲建造滇越铁路的拟对应之策，

并附双方照会各一件。② 同年九月初五，云贵总督崧

蕃上折具奏法员来滇议修铁路以及双方商办之情

形。③ 关于滇越铁路修建，云贵总督崧蕃另有两通奏

折。此后多任滇督滇抚如魏光焘、李经羲、林绍年

等人与外务部等中央部院有多通相关公文往来。

（２）矿务
关于矿务，早在光绪二年 （１８７６年）四月十

二日，时任云贵总督刘长佑和云南巡抚潘鼎新便有

“借款开矿购器铸钱”之折，并附有关于 “办矿雇

用矿师有五可虑”的片单。④ 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
年）四月十九日，滇省矿务督办唐炯上呈 “矿务

牵涉通商事件敬陈愚虑”的奏折。⑤ 之后光绪二十

八年 （１９０２年）二月初五，云贵总督魏光焘又有
“法员来滇开办矿务现与议定章程”等奏折，⑥ 以

及与中央部院往来的数通相关公文。从中可见法国

殖民者对滇地矿产种类、分布、成色等情况都极为

熟悉，因为法人所欲开采的 “七处矿产实括全省

精华”。［２］卷１５６，３其实在铁路修建等众多方面也是如

此。这不仅反映出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膏腴之地的

处心积虑，也表现了清廷总体上对于近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的无知，更见微知著地表明了工业革命之

后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西方世界与固

守封建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东方传统王朝国家在文

明层次上已经拉开了距离。

（三）其他

此类奏折主要指数量很少、内容独立又细碎且

不便归类之篇什，但所涉事项皆颇有可观之处。

越南问题。中法战争结束不久的清德宗光绪十

一年 （１８８５年）十月初一，云贵总督岑毓英奏

“越南国王遣使请锡封颁发国印”之折，并附 “请

饬商法使退还北圻以存越祀”之片单。⑦ 另光绪十

二年 （１８８６年）二月初二，云贵总督岑毓英等人呈

折详陈 “法人改立越君并接越臣禀函”之事。［２］卷６４，４

这些折单记载了中越之间传统朝贡体系下宗藩关系

向近现代法约体系下东亚国际关系转变的历史大变

革，以及越人首鼠两端、意图在中法两国之间拿捏

权衡以取己利的做法。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日渐没落

的清廷对于当时越南吸引力的快速消失。

遣使设领。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年）三月二十

五日，岑毓英奏陈 “蒙自设关已预筹妥备”一

事。［２］卷８０，７与此有关的奏折我们暂时仅找到这一个。

关于洋教传播。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年）三月初

２０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４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十·总署奏请派员会议中法滇粤通商章程折》，北

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一·总署奏法国请租广州湾并建造滇越铁路谨拟

办法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三五·滇督崧蕃奏法员来滇议修铁路谨陈商办情形

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十·滇督刘长佑等奏借款开矿购器铸钱折》，北

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附有 “滇督刘长佑等奏滇省办矿雇用矿师有五可虑”的片

单。均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八十·滇矿务督办唐炯奏矿务牵涉通商事件敬陈愚

虑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五三·滇督魏光焘奏法员来滇开办矿务现与议定

章程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有批。
奏折内容可见 （清）王彦威辑，王亮编 《清季外交史料·卷六一·滇督岑毓英奏越南国王遣使请锡封颁发国印

折》，北平：外交史料编纂处 （出版发行），民国２４年 （１９３５年）。未见批。附有 “滇督岑毓英奏请饬商法使退还北

圻以存越祀片”，此片单有批。



八，有 “着岑毓英及早妥办浪穹县教案”的上谕，

其中提及 “岑毓英奏参不能保护教民之知县、汛弁，

请旨暂行革职”一折，［２］卷３２，６惜暂未找到此奏折。

还有，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十一月十二日，
云贵总督王文韶、云南巡抚谭钧培上奏 “法人遵

约归我逃人”之折。① 光绪二十一年 （１８９５年）
六月初五，滇籍京官、时任编修之职的陈荣昌及公

车一众有 “奏请拒绝法国要求割让普洱蒙自以保

边圉”的折子。②

三、余论

晚清随着法国殖民势力在越南不断向北推进，

中国西南边疆地区出现危机。围绕西南边疆危机处

理而产生的云南官员奏折数量众多、涉及内容广

泛，另有总署、直督、粤督、桂抚以及驻法公使所

具与此直接相关的奏折、其他公文约百篇以上，他

们共同记录了近代清廷应对西南边疆危机的全过

程，是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化研究最重

要的原始资料。清宣宗道光以来 “夷务”“边务”

之 “办理得失全在奏章”（见赵紁 《遂翁自订年

谱·咸丰元年》，清德宗光绪年间刻本），所以其

史料价值很高。这些奏折记录了宏阔历史背景下清

廷高层西南边疆治理策略措施的变化调整及其对外

传统观念、心态受到的巨大冲击，记录了 “华夷

天下”体系崩溃、古老中国开始由传统王朝国家

向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艰难历程，并对后来中国

西南疆界形成、民族人口分布以及中国与法越关系

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深入把握当时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进程和中

国朝野状况的基础上，对中法交涉中的云南官员奏

折进行全面搜集、深度整理和综合研究很有意义。

首先，经过搜集、整理的奏折及相关公文辑稿可以

拓宽相关研究的视域广度，为历史学、民族学、边

疆学等多学科研究提供可信、便捷的文本资料，有

助于中国边疆治理文献整理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和相

关领域创新成果的取得。其次，对奏折中有关晚清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内容的研究，可以还原清廷

处理西南边疆危机的历史真实，可以追寻中国近代

化的艰难历程，从而有助于揭示清廷对于世界大势

虽有触动但仍不断错失革新和发展机遇的历史及思

想观念根源，有助于探讨曾经引领世界的中华文明

到了近代却在层次上落后于人的深层原因。时至今

日，发展与亚洲南部各国关系、维护西南边疆稳

定、促进当地社会发展仍是我国新时代国家建设所

必须认真面对的一项重大课题，在 “一带一路”

倡议深入推进之际尤其如此；我们相信对于晚清中

法交涉中云南官员奏折进行深入研究，也将会对此

提供有价值的历史经验和政策参考。

另外，在法国于中南半岛东部向北推进的同

时，英国殖民者则从印度向东，经缅甸进入云南，

与法国一起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殖民掠夺，这

自然也是中国西南边疆危机的重要内容。为应对滇

西南缅甸方向的多种危机，也出现了大量往来于云

南官员与清廷皇帝之间的奏折等官文书。这是我们

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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