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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监察制度是从封建社会建立之初就产生、用以制约和平衡中央权力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随

着封建中央权力的完善而不断地发展，起码在地主阶级处于上升的进步的阶段，它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本文之所以选择隋朝作为立足点，是因为稳固的大一统中央帝国的成熟阶段是从隋朝开始的，封

建社会后期宋、元、明、清各朝的制度，皆源自起于隋成于唐的隋唐制度。或者是由于历年短促，或

者是因为尚不完善，隋朝制度文化的独立地位在整体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隋朝全面总结了秦汉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制度成就，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又对这些制度文化加以提炼，经过唐朝的加工，

为后代所继承。御史制度是隋朝为了理清吏治，在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基础之上，尤其是北朝的基础上

建立的，从统治者的监察理念到机构和人员选任，都有自己明显的特色。 
 

一、隋之前御史制度的建立和变化 
 

为了把问题解说明白，追溯历史似乎是必须的，尤其御史这个题目，对于许多人来说是比较陌生

的。在这里，我们把监察制度称为御史制度，是为了围绕御史而比较集中地阐述隋和之前各朝的中央

监察机构。 
 

（一）先秦 
 

御史这个名称，在《尚书》中出现时叫“御事”[1]，泛指办理事情的官员，不一定有专职。

《周礼》所记春官宗伯的属官中有称“御史”的，地位虽然卑微，却已是专门的职官[2]。春秋战国

时文献中提到的“御史”皆属史官，他们担任秘书工作，负责接受和保管文书、图籍，但主要的职责

还是记事，把帝王的言和行一一记录下来，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就是这一情况的反映。《汉

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但御史记事恐怕不单

是由于帝王个人的爱好和永垂不朽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享有社稷的统治者对上帝和先祖有这种应尽的

职责。战国时秦、赵、魏、齐诸国皆设置有御史，其职事比史官又有扩展。由于史官本是君主的近

臣，受到宠信，故而受命充当君主的耳目，职司纠察，担有弹劾之权，御史的身价从而上升。先秦有

不少敢于“秉笔直书”、“审固不挠”的史官形象，为后世的人们所牢记。 
 

御史秘书兼监察的性质，是伴随封建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君主权力的完善而出现的。当权力越来越

集中到君主手中时，“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只是对国王负责”[3]。君主要防止

权力散失，就会委托亲近而又得其信任的人帮助他防备，由原来就任朝廷官员且与君主接触频繁的秘

书担任此职，可以说是顺其自然。所以，负责记事的史官职务扩展到监察，与其说是朝廷政务监督的

某种需要，不如说是专制帝王的权力需要，它与官僚政治的发展是同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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