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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特点及其价值研究
余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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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谏官制度是中国古代君主政体的特殊组成部分，在我国绵延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中发挥着其独特的历史
作用，具有深刻的历史烙印。谏官制度肇始于周文王时的“保氏”，而后各朝各代均有设立类似的官僚机
制，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宋等朝代达两千多年，而在宋辽后期逐渐衰亡。谏官是以专职监察皇
帝而设立，势必会与不断加强的专制皇权发生激烈冲突，而纵观历史上的谏官，基本上鲜有善终者。本
文将研究谏官制度沿袭的历史特点，从这一独特的政治历史现象中探讨其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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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大谏”已位列于五相之一。

2.2 秦汉谏官制度的特点
众所周知，秦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统一的中央集权

的君主专制国家，秦初设立谏议大夫官职，被普遍视

为是谏官制度首次在统一帝国中设立，而其对后世影响

深远。唐代政治学家、史学家杜佑所撰的《通典》第

二十一卷，有言“谏议大夫，秦置，掌论议”，而在秦当

时，简称“谏大夫”，隶属郎中令统辖，多至数十人不

等，无固定的人数，而在秦代时郎官的统领被称作郎中

令，主要职责是护卫陪从皇帝，兼具顾问及差遣之责，

其中谏大夫作为郎官的一种，专门掌握的是顾问之责，

同时，兼具谏议的作用。而汉朝沿袭秦制，东汉光武帝

时，始称“谏议大夫”，人数固定为三十人，并且确定其

职责“直言极谏”。

2.3 隋唐谏官制度特点
隋唐时期谏官制度达到顶峰，表现在谏官的机构不

断扩大，且其职能不断被加强，尤其是在唐太宗时期，

经其积极倡导，使谏诤蔚然成风，而犯颜直谏的事例更

是屡见不鲜，至今为人所称道。唐代的中书门下两省的

官员皆有进谏的职责，谏官则专门行使谏议的职责，主

要设有左右谏议大夫、左右拾遗等，其中谏议大夫是最

重要的专职谏官，一般配有四人，秩正五品上，其职责

是“掌侍从赞相，规谏讽喻。唐代著名谏官甚多，如，

魏征、褚遂良、孙伏伽、萧钧、朱敬则等。唐代著名诗

人杜甫、陈子昂、元稹等都任过谏官之职。由于唐太宗

开了“纳谏”之风，做到了“从谏如流”，所以唐代皇帝

一般都比较重视谏官。

2.4 宋及宋后期的谏官制度特点
宋朝也非常重视谏官制度，从在“三省”的门下省

中设立“谏院”与三省并行，同时，设置左右谏议大夫

为行政长官，另外，改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左右“补阙”

为左右“司谏”，其下设左右“正言”，意为表示向皇帝

说出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并且纠正皇帝错误的言论，正

如“正言之为官，以谏救失仪”。而宋代谏官的权力非常

大，经常是“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对皇帝的各方面问题

皆可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北宋著名的名臣王安石兼领谏

官，推行其变法的同时，对谏官本身也带来了弊病，使

得谏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了唐宋前言官和察

谏官制度肇始于周文王时的“保氏”，而后各朝各代

均有设立类似的官僚机制，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

宋等朝代达两千多年，而在宋辽后期逐渐衰亡。谏官是

以专职监察皇帝而设立，势必会与不断加强的专制皇权

发生激烈冲突，而纵观历史上的谏官，基本上鲜有善终

者。本文将研究谏官制度沿袭的历史特点，从这一独特

的政治历史现象中探讨其存在价值。

1  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内涵

“谏”一字包含多种含义，字形右边的“柬”意为

“分类挑选”，左边的“言”与“柬”联合可表示“就一

揽子解决方案进行细分推敲后给出最佳选择建议”。《说

文》中解释“谏，证也”，由此可见“谏”的基本内涵为

以正直之言启悟他人；在《周礼·司谏》中有言“谏，

犹正也。以道正人行”，其含义即为批评意见之意义。而

春秋战国时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其中的“谏”正

是指批评意见的意思。

由“谏”一字进而来看“谏官”的含义。“谏官”又

被称为“谏臣”，作为中国古代官职之一，指的是对君主

过失直言规劝改正的官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五霸齐桓

公所设立的“大谏”，此乃谏官之设立之发端。谏官制度

鼎盛于隋唐时期，其中最著名的谏官莫属于唐太宗李世

民时期的魏征。宋朝建立之初，皇帝也非常重视谏官，

像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范仲淹都是著名的谏官。在宋

朝末期，谏官制度而逐渐式微。白居易说：“国家立谏诤

之官，开启沃之路久矣。”中国的谏官制度源远流长，自

周代设“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谏官设置，虽然其名称

有异，作用各别，但谏议制却一以贯之。究其原由，则

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属性所使然。

2  中国古代谏官制度历史沿革及特点

2.1 先秦谏官制度特点
谏官设立肇始于周代，盛行于秦汉，在唐宋达到顶

峰后式微。《吕氏春秋》中记载，相传商汤王时已有“司

过之士”，意指可指出皇帝过错的官员，而已经近似于谏

官。周文王时设置“保氏”一职是学界公认的最早的谏

官，“保氏”的职责在《周礼》中有明确记载，“保安之义，

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春秋战国时期，齐桓公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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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分立的情况，从此扩大了谏官的管辖范围，“谏官司言，

御史司察；谏官掌规谏讽谕，献可替否，御史掌纠察官

邪，肃正纲纪；谏官监督政府，纠察皇帝，御史监督官

吏，纠弹大臣。”唐代重视谏官，而轻视御史的权力，而

宋代的御史则多由谏官兼职，因往往需要行使御史的职

权，而对皇帝的规谏作用就削弱了，从而失去了其设立

的根本作用，另外，宋代的谏官与宰相之间及谏院与政

府的矛盾也日趋激烈。

而到了元代，则直接废除了门下省制度，其中谏议、

司谏、正言等制度也随之废除，从而结束了谏官及谏官

制度两千多年的历史沿革和存续，但御史制度则承接宋

朝的旧制度而得以保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兼具谏言的

功能，但是客观来讲其权力已无法和唐宋时期相提并论。

在元代之后的明代也不曾设立专职的谏官，甚至明太祖

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将宰相一职予以废除，而此举也意

味着封建皇权开始逐步走向顶端，谏官的职能则落到了

给事中这一官职兼任。

3  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的价值

从中国古代谏官及谏官制度的历史沿革和特点分析

中可以得出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

3.1 客观上对古代皇权起到了约束作用
谏官及谏官制度是直接指向对皇权的限制，存在的

目的是对专制体系下的皇权形成约束与牵制。在我国传

统的儒家文化背景下不断发展下，在客观上对专制皇权

具有一定的约束和牵制的作用。尤其是对谏官制度非常

重视的汉朝，充分鼓励谏官们“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士”，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发挥了谏言规劝的作用，并对隋

唐及宋代的统治者对谏官制度的延续起到了标榜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由帝王独行独断所可能造成的对王

朝根基及社会稳定的根本利益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迫

使统治者采取一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存发展的政

治措施。

3.2 与御史制度共同构筑起监察制度
谏官制度隶属古代的监察体制，它与御史制度共同

构筑起古代完整的监察制度，谏官负责对皇上的权力进

行制约和规劝，而御史制度则对各级官员纠察弹劾，这

套较为完善的监察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专制政体

的有效运作和延续。

3.3 体现了古代皇帝对道德规范标榜
谏官不罪或者言者无罪是皇帝对谏官的一种潜在的

承诺，而就其历史上的实施及演化过程中来看，其实归

根结底仅是作为一种沿袭的礼法制度，是古代皇帝为了

彰显自己道德规范的一种手段而已，而不遵循礼法，诛

杀谏臣则会落得昏君的名声，这也从侧面解释了皇帝在

选用谏官时往往会选择关于说真话的年轻人，同时，在

官阶的设置上非常卑微，甚至无超过四品。谏官制度在

一定程度上是为封建君主专制下社会的长治久安而效力，

但不得不说由谏官和皇帝演出的“进谏”与“纳谏”，在

一定程度上可能正是古代皇帝的一种扩大个人影响力及

千古留名的政治手段而已，体现了其儒家文化制下丰富

的政治智慧。

3.4 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我国古代的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古代国家的政体构

成部分之一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首先，尧、舜、禹

等古代圣贤的求言纳谏做出了榜样，而尧、舜、禹被作

为古代圣明之君的典型代表，古代皇帝则不得不以其为

样板来模仿或者“表演”；其次，历代帝王将谏官制度

作为一种例制而延续，通过广为纳谏，而获得千古流芳

的美名，考虑到自身的历史影响而不敢轻易的取消；最

后，从谏官及谏官制度本身而言，确实在巩固皇权及统

治阶级利益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和贡献，对当时古代社

会的安定和政治清明发挥过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而在

官僚机构中对谏官制度的延续和保留也具有一定的合理

性和必要性。

4  结语

谏官及谏官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历

史现象，肇始于周文王时的“保氏”，而后各朝各代均

有设立类似的官僚机制，历经春秋战国、秦汉、隋唐、

宋等朝代达两千多年，而在宋辽后期逐渐衰亡。在我国

二千多年儒家文化背景之下，谏官是以专职监察皇帝而

设立，不可否认曾为社会的安定及政治的清明发挥过正

面积极的作用，对限制皇权本身具有积极的作用，例如，

汉代的汉文帝时期、唐代的唐太宗及武则天时期，谏官

及谏官制度在贤良明君的治下而发挥出其积极的一面，

即成为君主标榜自己道德规范的“一面镜子”，也体现出

鲜明的历史特点，而随着专制皇权的不断加强，以直言

甚至是死谏为表现的谏官制度越来越与皇权发生冲突是

不可避免的，最终而走向衰亡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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