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古
代监察制度的

权威性与有效性，值
得我们当今监察立法、构

建监察体系借鉴；另一方面，
古代监察制度的蜕变也值得注意，

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

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
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

重要，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
此，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从御史与谏官之间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
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
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
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
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
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从复合性制度体系到单一性体系的演变，不仅是制度
性的改变，更是监察制度理念的蜕变，从此种蜕变中后人
可以深切体会到古代监察制度的君主工具性价值和天下
整体性价值的整合与分裂。

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足以震慑权贵
无论是复合性体系，还是单一性体系，监察制度的权

威性均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

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
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
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
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
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
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
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
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
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

的 处
理。中国

古代的盛世善
治，大多是监察制

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
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

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
职守，正如《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
雄要。”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

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

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
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
当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
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又把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
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
历代都极为重视监察御史，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
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
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

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
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
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
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
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
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
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
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
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
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
邪、肃正纲纪。

监察官员大多“位卑、权重、厚赏”
自秦朝以来，无论是御史还是给事中等谏官，选人条

件明确，纵然君主也不能以个人好恶而任意用人。历代选
任御史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不无共同之处，“通常以学
识、德行及政治经验三者，为遴选御史的评价标准”。监察
官之学识首重律令知识，次重官吏职守及相关政治、经济
知识，便于其能究明法律责任，判断各级官吏遵纪守法、履
行职务的绩效。监察官之德行须以效力国家社稷为己任，
爱惜名节，不受权力与利益之诱惑，且勇毅刚正，不畏权

贵 。
出任监察

官者必须有三
年以上担任其他官

吏的经验，如无经验，须
经试用合格方能任职。总此

学识、德行、经验三项任职条件，
监察官多为德才兼备之干城。
“位卑、权重、厚赏”的理念，源自法

家对监察官的职位设计，秦朝之后沿袭不替。
汉朝的御史大夫秩二千石，而巡视地方的刺史仅为

六百石；唐朝的御史大夫为正三品，巡视各道的监察御史
仅为正八品；明清左右都御史为正二品，监察御史仅为从
七品。历代监察官员都延续了“位卑权重”的特点，正是因
为位卑，可以因弹劾之功获得厚赏，可以越级擢升，并且晋
升空间极大，既可在监察系统内晋升，也可以转为其他系
统的职官。“厚赏”成为对监察官的现实激励，促使其竭诚
尽忠于本职。

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对

实现良好的政治法律秩序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汉朝的
“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的“康
乾盛世”，莫不以良好的监察制度作为保障；明朝阉党柄
政、皇帝昏聩，却能享国二百七十余年，其中不乏众多监
察官竭力维系之功。然而，监察制度不可能超越整个政
治法律体制，在抗拒社会各方面压力的过程中，纵然好
的制度也会发生蜕变，逐渐丧失最初设计的制度理念与
功能。

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有三方面的力量会消解监
察制度的理念和功能，促使其蜕变：

其一，皇权对监察制度有着构建之功，也有侵蚀的危
险。以汉朝为代表的台谏分置监察体系，以唐朝为代表的
台谏相辅监察体系，都对君主起到约束、规谏的作用，但约

束最高权力的监察制度能否发挥功能，却深受君主个人的
影响。在宋朝以后，随着君主集权的加强，监察体系的整
体性价值在衰退，工具性价值却在上升。

其二，有效监察地方权力的前提是能够超越于其上，
不被其所牵制，又能深入于其中，同时不陷入其利益格
局。可是能做到超越于其上、又能深入其中，是非常难以
把握的。汉朝设置部刺史监察巡察地方，最后演化成了地
方官；唐朝设置按察使巡察地方，也渐渐地方化；明清两代
的提刑按察使、总督、巡抚都是从监察官转化而成的地方
官，都失去了中央监察地方的制度职能。可见，超越于其
上，深入于其中，在制度上颇难把握。

其三，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及其附属的御史和谏官，
本为维护国家整体利益、涤荡吏治污弊、实现公正的政治
法律秩序而设置，可是在复杂的政治权力环境中，少数监
察官或依附权贵，或为利益所诱惑，制度虽称良善却难达
预期。监察官的监察为历代所重，而监察者又须被监察，
不免造成机构的重叠、国家治理成本的上升。

上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权威性与有效性，值得我们
当今监察立法、构建监察体系借鉴；另一方面，古代监察制
度的蜕变也值得注意，避免制度虽立，成效不彰。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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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的 父 亲 武 藤 秋
一，作为日军第六师团的一名

士兵参加了针对南京人民的侵略加
害行为，对此我表示深刻的反省和谢

罪。”这是武藤秋一之子田中信幸在南京
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写下的一封道歉信，也
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12月10日，田中信幸报告会在南京民间
抗日战争博物馆举行。会上，他将父亲的从
军日记影印件、信件、影集、勋章等300多
件物品捐赠给博物馆。此前他的著作
《一道背负：日本父子的侵华战争责

任对话》在中国出版，从侧面还
原了那场侵华战争。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
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
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
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

国民党残军成为中缅隐患
上世纪50年代初，在解放军的穷追猛打下，国民党

残兵败将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在蒋介石和美国的
支持下，得以发展壮大。缅甸政府对“金三角”地区的
国民党残军发起清剿，遭到失败。缅甸无奈，只好向联
合国告状。

1953年11月，缅甸国民党残军开始撤往台湾，但
仍有部分残军潜伏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
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
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人缅北，搜罗残部。柳苦心
经营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为让柳元麟策应
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1960年春，台湾当局还向缅
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国民党残军
的存在，不仅缅甸感到芒刺在背，中国也感到是个必予
割除的隐患。

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 2000 多公里。历史上两
国关系十分友好，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
1955年11月初的一天，在中缅边境尚未定界的黄果园
附近，大雾弥漫，中国边防军与缅甸边防军在大雾中发
生误会，双方都开了枪。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中缅加
快边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10月，中缅边界问题最终
和平解决，中缅开始联合勘界。此时，缅甸政府向中国
政府提出联合围剿国民党残军的请求。

毛泽东：越过红线就杀头
1960年6月27日至7月5 日，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

缅甸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中方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授意
指出：国民党残部可能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破坏中缅勘
界，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给他们必要的打击。
11月初，中缅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对
盘踞在第四勘察队工作地段，对勘察、竖桩工作有威胁的
国民党残军，由中缅双方部队共同负责加以捕歼清除。中
方部队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
公里。

虽说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残军的作战，但毕竟是出
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
战。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高度关注，几位老帅、总参谋长罗
瑞卿先后参加了作战方案的审议。毛泽东、周恩来关注的
重点，是出境作战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
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会不会给予国际上的反华势
力诋毁中国留下口实？因此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
公里的出击范围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
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
1960 年 11 月 21 日 21 点 30 分，

人民解放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
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
动。按预定计划，战
斗应该在22日凌
晨 6 点 30 分
打 响 。
然

而，扑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接火了，最晚的7
点50分才交火。由于解放军的扑击行动出其不意，16个
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
佳，全歼守敌，“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蒙宝业被击毙：5 点 40 分打响的曼俄乃据点，虽然扑空。

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敌第四军第五师师长李泰。
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

逃，很快都退到红线区域以外。解放军由于在红线内作战
的命令很死，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缅方请求解放军越红线救援
1961年初，缅甸军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

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约1
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
推进。1961年1月2 日至9日，
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
领代表团，在仰光参
加缅甸联邦独立
13周年庆典
时 ，听
到

的还是捷报频传。可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人柳元麟的圈
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孤
立无援。此时，缅方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南
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

中央军委开始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而缅军的求援
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

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
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以解救被困的缅
军。22 日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
线解救缅军的计划。自25 日开始的第二阶段
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国民党残军具有丛
林战的经验，地形又熟，占了一些便宜，解放军
的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一些。当国民党残
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主动放
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
境内逃窜。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共歼灭国民
党军740 人，击毙国民党军师长2 名，活捉副师
长 1 名，捣毁国民党残军经营了 10 多年的巢
穴，协助缅甸政府解放了拥有30 多万人口、3万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
进行。国民党残军柳元麟的总部，在此
后被迫迁往台湾。剩下的少数国
民党军残余分子，基本上散布
到民间，对缅甸政府已经
形不成大的威胁。

（摘自《文史
精华》《党史

博览》）

今年66岁的田中信幸是一名日本学者，也是一名侵华日军老兵的后
代。田中本姓武藤，后随妻姓。他的父亲武藤秋一曾是日本第六师团的
一名士兵，随军转战中国、东南亚等地。

与很多老兵不愿提起当年参战的情况不同，田中的父亲在他很小的
时候就常常说起战争的情况。“我小学时，听父亲说起这些，我还感觉父亲
是位伟大的军人，为父亲骄傲。可是到高中后，就开始有点抵触，直到大
学时，完全变成了反对。”后来，在与父亲的交流中，田中信幸尝试改变父
亲的想法，让他认识到自己参加的是一场侵略战争。很快，田中信幸的努
力有了回应。1994年的一天，他回到家时，父亲递给他一本磨损得很破旧
的笔记本。“我打开一看，日记开头写着：‘昭和12年7月27日下达动员令
’……没错，这就是父亲的从军日记。”这其中还有1938年到1946年他父
亲收到的300余封书信。在这些文字中，田中看到了父亲的内心世界，也
从一个侧面还原了日本侵华历史。

日军第六师团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参与暴行的日军主要部队之一，武
藤就是其中一员。不过，田中表示：“父亲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2日，日军占领了雨花台高地，之后开始向中华门发起
进攻。“父亲当时是第三大队第九中队的，属于预备队，当时在雨花台。”田
中说，在日记中父亲记录，12月13日上午，部队换防，预备队第三大队进
城扫荡。他的父亲没有随部队进入，“父亲说他当时跟随旅团长板井德太
郎登上中华门，看看南京市区的状况。为此还有些不甘，因为没有参加攻
城战役，没能建立‘战功’。”根据武藤的日记，12月14日下午，他陪着旅团
长进入南京市区，途中看到路上堆满了死尸。而根据部队的其他士兵描
述，下关江面则漂着男女老少尸体，不下四五万人。

之后，武藤还手绘了一张南京地图，记录了当时的场景。这份手绘地
图也捐赠给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

武藤的从军日记是从1937年7月27日开始记录的，一直到1938年7
月4日，其间唯一一次中断是1937年9月里的一周。“9月2日，我们去搜捕
中国便衣军人……池田少尉执刀刺了人，我们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刺了
一刀。”这是日记中所记载的。田中说，这是父亲第一次杀人，之后一周，
他的心情难以平复，日记也因此暂停。

从军日记的唯一影印本、写着“支那事变纪念”的影集、在侵华战争中
获得的勋章、战友寄来的信件……武腾留下的300多件物品弥足珍贵，正
是当年侵华历史的最好证明。

报告会现场，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马明珍，她父亲马蘅良是爱国人
士。当年，她出生还不满一个月时，父亲被日本宪兵队活活折磨死了。“这
个痛不是我一个人的，战争期间，好多人像我一样失去了亲人。”在听老人
讲述时，田中一直神情悲切，他坦言，日本战后的清算问题一直没有做彻
底。

之后，田中站起来，径直走到老人面前，握着她的手，低头鞠躬致
意。 （摘自《现代快报》）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
如何做到权威且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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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县城雅居园南苑小区的小胡女
士每天都在认真刷牙，可是牙齿却还是黄
黄的，使得她始终都不敢开怀大笑，严重
影响了她的情绪和生活。以前也尝试过
很多偏方，但始终效果甚微，近30岁了还
没有男朋友，工作平平淡淡，整天闷闷不
乐的。前些日子陪朋友来济阳口腔医院
洗牙，顺便让医生看了看自己的牙，医生
说这种牙齿想变白并不难，一席话让她惊
喜不一。

【专家诊断】经过详细检查，专家判断
她的牙黄属于轻度四环素牙。

【治疗方案】根据检查结果，济阳口腔
医院专家为胡女士选出了炫光美白牙齿
的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胡女士的牙齿
已经是洁白无暇了。

【患者心声】胡女士说：“以前我不敢
大笑，笑起来遮遮掩掩的，现在，我一笑就
能露出满口靓丽洁白的牙齿，性格也变得
开朗了很多，老板已经提升我为销售经
理，朋友们也都在为我张罗男朋友了，真

心感谢济阳口腔医院，而且他们服务周到，
时刻为病人着想，真是太感谢了！”

济阳口腔医院专家提示
正规的口腔医院具备先进的设备、资

深的专家团队、成功的临床病例，您在就诊
时一定要慎重考虑，要到正规的口腔医院
去治疗。千万别贪图便宜，造成不可挽救
的后果。

济阳口腔医院高起点、高要求、专业
化、精细化，汇聚了一批业界精英，致力打
造成黄河以北最大、最强的口腔专科医
院。济阳口腔医院购置了最先进的口腔医
疗设备，有全县唯一一台大型智能口腔
CBCT，可对口腔进行全方位、最精准的口
腔全面检查，设有高端种植室、正畸室，可
以为患者的治疗提供精细化帮助。还拥有
德国种植牙设备2台、无痛治疗仪3台、德
国蔡司口腔专用显微镜等国内鲜有的高尖
端口腔检查、诊疗设备一一配置齐全。

济阳口腔医院将以精湛的医疗技术、
舒适整洁的医疗环境、热情周到的服务欢
迎您的到来！

爱牙热线：84238686
预约QQ/微信：2222068686
地址：济阳县城富强街11号

牙黄烦恼不用怕 济阳口腔医院让您的牙齿白起来

欢 迎 搜 索 公 众 号
“ajykqyy”或扫描关注济阳口腔
医院官方微信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