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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元庵（1915.8-1961.10）
曾用名余元庵、余元安、余伯颜。浙江省宁波市人，汉族。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兼职教授。三十年代初曾在宁波市某中学学习。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
基本上以自学为主，并向国内学者、专家请教，曾先后向胡朴安学习古文字音韵学、训诂学，向韩儒
林学习蒙元史、北方民族史。四十年代后期起从事蒙古史研究，侧重于蒙元史研究、发表过多篇论文
，翻译了苏联蒙古学专家波·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成吉思汗传》、《蒙古社会制度史》及其它学术论
著多篇。五十年代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时，继续从事蒙古名研究工作，撰写了《成吉思汗传》、《内
蒙古历史概要》等专著和论文，翻译了拉施特《史集》的一部分（十多万字）。此外，五十年代时曾
协助刘大年进行中俄关系史的研究工作。1961年10月病逝于北京。
主要论著《元秘史远箭近箭官号新释》，《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第1辑，上海1949年5月《元史志
表部分史源之探讨》，《西北民族文化研究丛刊》1辑，上海，1949年5月《成吉思汗传》，译著，[
苏]波·雅·符拉基米尔佐夫著，上海巨轮出版社，1950年《成吉思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内蒙古历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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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者竟然是汉人⋯⋯我看封面上书名和作者名都注了西里尔蒙文（作者还有蒙古名余伯颜），还
以为作者是蒙古人
本书以蒙古本位，受到“统一多民族国家”思想的影响相对后来的很多作品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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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成书时间很早，一些地方的用词与现代通用的不同，如书中称俺答汗为“阿勒坦汗”，称
西夏统治民族为“唐兀惕”，而非“党项羌”等。作者认为，铁木真统一蒙古更主要的是政治上的成
功，而不是军事上的胜利。又提及，木华黎曾被成吉思汗任命为汉地之“国王”。花刺子模帝国囊括
中亚、伊朗和阿富汗，非寻常国家。以此观之，花刺子模版图、文化、经济纵使较中国逊色，亦不弱
几许。钦察人游牧于欧洲东部的草原，与罗斯诸公国关系密切，然而书中并没有说明两者关系。作者
考证，达鲁花赤一职始于成吉思汗征服中亚。行省设置始于蒙哥汗时期，自西太平洋直至阿母河、咸
海，广袤领土遍设“行尚书省”，以蒙古、色目为“行尚书省事”。然而，蒙古大帝国的兴起似乎对
于蒙古平民无太大益处，草原牧民几次遭遇内战，多受涂炭。元朝建立后，蒙古草原分别划归中书省
及领北、辽阳、甘肃、陕西等行省，由蒙古帝国中心变为元帝国边陲。由于蒙古人不擅长理财，即使
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平民乃至贵族便常为高利贷所苦，往往被商人逼得家破人亡。忽必烈时期，许
多内迁的蒙古平民、军士因无法偿还色目、汉地商人债务，被迫抵卖妻儿为奴，甚至有不少蒙古人被
商人拐卖海外。按照古代蒙古习俗，幼子享有优先继承遗产的权利，即俗称“幼子守灶”，这是蒙古
氏族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他游牧民族不尽如此。然而在元朝此习俗已经消失，十四世纪以后的蒙古草
原上，游牧民族的爵位、遗产继承与汉地无二：长子继承爵位和多数财产。明朝初期对蒙古的分治手
段太过露骨，挑唆手段堪称拙劣。洪武帝覆灭元朝三十余年后，永乐帝麾下的蒙古骑兵便再次踏入江
南，估计永乐的“出身问题”便是由此传开。为奖励兀良哈三卫，永乐帝将大宁都司辖地给予他们。
而兀良哈三卫摇摆于明朝与蒙古各部之间，先后为明朝、也先驱使。最后两卫被察哈尔吞并，一卫同
化于他部，三卫逐渐消亡。十七世纪的蒙古人已经知道使用鸟枪狩猎和作战，作者认为这些火器应该
来自西域，不过明朝史料记载蒙古人从汉地走私过铜铳。清代，内蒙武器生产几近停止，六盟武器悉
数来自汉地。到清中叶，弓箭已在狩猎中完全废弃。明官方资料中，达延汗作大元可汗，此称呼较为
奇怪。达延汗号蒙古可汗，此头衔一直为他的子孙继承，但由于分封缘故，蒙古可汗实际上仅等于察
哈尔汗。图们汗与林丹汗试图再次统一蒙古，但他们没有成功。林丹汗败亡后，漠南蒙古十六部在满
洲统治者的示意下，于盛京召开大会，奉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号博克达彻辰汗。而后，面对葛尔丹威
胁，外蒙古全体王公召开大会，决议归附清帝，寻求庇护。至十八世纪后期，除布里雅特外，所有蒙
古部均为清帝臣民。传统观点认为清廷给予蒙古人高于汉人、次于满洲的地位，但按规定，蒙古人在
中央只能担任六部郎中、员外郎以下职位，惟有理藩院蒙古人可为尚书。实际上，蒙古人的地位是低
于汉人的。该书存在一些细节问题，如书中引文称嘉庆帝说：蒙古强实为中国之患，蒙古弱乃中国之
福。不知作者为何犯这样水平较低的错误。嘉庆六年十月，青海蒙古诸部屡受藏番侵扰，请求皇帝自
内地派兵。此事久拖不决，西宁办事大臣台布认为“蒙古强实为中国之祸，蒙古弱乃为中国之福”。
这一观点遭到嘉庆帝的严厉训斥：“以番族杂居蒙古之外，而蒙古实为中国屏藩，是以蒙制番则可，
以番制蒙则属倒置矣！”
2、一 蒙古帝国形成以前时期(1)远古时代(2)匈奴部落联盟·早期国家(3)鲜卑部落联盟(4)匈奴及鲜卑
族在中原建立国家(5)突厥及回纥汗国统治时期(6)契丹(辽)国统治北方时期二 蒙古帝国的形成、发展及
其崩溃(1)十二、十三世纪的蒙古诸部落及其社会状况(2)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落(3)蒙古国家的形
成(4)成吉思汗的向外扩张及蒙古帝国的形成(5)成吉思汗后裔时代的蒙古帝国(6)忽必烈在中原建立元
朝(一二七九至一三六八年)(7)元朝之亡及蒙古帝国的崩溃(8)十二至十四世纪的蒙古文化三 十四——十
七世纪的蒙古(1)十四——十七世纪的蒙古社会状况(2)蒙古的封建割据及内外战争(3)蒙古的封建割据
及达延汗统一蒙古(4)蒙古汗权的衰微及诸大封建领地的重新形成(5)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6)林丹汗的
抗满斗争及满洲统治者征服漠南蒙古(7)十四——十七世纪的蒙古文化四 清朝统治下的内蒙古(1)满洲
统治者征服一切蒙古族及内蒙古境内的其他各族人民(2)内蒙古成了清帝国的组成部分(3)清朝统治下
内蒙古的状况(4)内蒙古人民的抗清斗争(5)蒙、汉二族关系的发展(6)满洲统治者奖励下的内蒙古喇嘛
教(7)清朝统治下内蒙古的文化五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一八四○——一九一九年)的内蒙古(1)外国
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内蒙古(2)清廷的移民实边政策及在内蒙古实施新政(3)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后逐
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蒙古社会的状况(4)内蒙古人民的反封建反帝运动(5)辛亥革命影响下的
内蒙古人民的民主自治运动(6)辛亥革命失败后内蒙古人民落入北洋封建军阀、当地封建王公及外国帝
国主义的三重奴役下(7)五四运动以前的内蒙古人民的民主自治运动附录一 五四运动至内蒙古自治区
成立十周年纪念时期的内蒙古附录二 内蒙古盟旗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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