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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对上自秦汉下至明清时期的中国占代监察制度发展、演变的
过程以及历代封建王朝监察机构的设置与监察官员的职责，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揭示了各个历史时
期监察制度的发展规律和主要特点，同时对历史上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监察实例作了较为生动的描述
。
本书以时间线索结构全书，线索清晰，语言流畅，讲史论事，鉴古明今，具有较强的知识性与可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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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典签又称典帅，本来是地方上管理文书的小官。
晋、宋以来，地方州郡内部议事，照例须将自己的意见写在纸签上，交由典签汇总、整理。
随着典签职能的变化，其权力越来越大，逐渐成为南朝宋、齐、梁三代特置的地方监察官。
　　典签对诸王、刺史的监察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副署公文，即诸王、刺史向朝廷呈奏公事，必须取
得典签的副署；二是返京面圣陈事。
有些典签一年内数次返回京城，向皇帝直接报告诸王、刺史、郡守及州主要官员的表现与动向；回到
地方后，又可以“奉旨行事”为名，向诸王、刺史发号施令，即所谓“出纳教命”。
　　典签这种得天独厚的作用与权力，使镇守一方的诸王、刺史及其所属各级官员对典签无不毕恭毕
敬，好生侍奉，唯恐不及，致使典签有恃无恐，横行一州，地方政务受到严重干扰。
武陵王、江州刺史萧晔与典签赵渥不和，赵渥十分恼火，逢人便说，我马上进京面圣，等我回来时，
他就会被撤职。
后赵渥在齐武帝面前对萧晔大肆诽谤。
果然，赵渥尚未回到江州，将萧晔罢免刺史、调回京城的命令就已先期到达。
南海王萧子罕想外出游玩，典签姜秀不允，萧子罕哭着对母亲说：“儿欲行五步而不得，与囚禁何异
！
”邵陵王萧子贞想要些熊油，厨师因典签不在而不敢私自给予。
典签的权力恶性膨胀到如此程度，已远远超出了监察官的职责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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