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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革命史》

前言

《内蒙古革命史》的编写工作整整持续了39个年头，前后经过三代学术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才最终完成
。我作为自始至终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员有必要也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讲清楚，作为一项研究工作的终结
。内蒙古大学在成立的时候就把蒙古史列为研究重点。1958年6月威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史研究室
，由教务长史筠主持。我是8月问从历史系一年级调出来，以半工半读形式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9月
间又成立了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内蒙古革命史的研究也归并到了蒙古史教研室，第一项工作就是编
写了一个《内蒙古自治区筒史》手稿，还编印了自治区10年大事记和10辑《内蒙古革命史资料选辑》
。由史筠多方协调和组织，并经内蒙古党委批准成立了内蒙古革命史编委会。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
雅泰任主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胡昭衡任副主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勇夫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史
筠任副主任、主编，章渍洁任副主编。12月间，组织内蒙古大学历史系和内蒙古师范学院历史系师生
，以及内蒙古历史研究所和内蒙古党校的少数教学研究人员，总计170多人参加，分头搜集资料，调查
访问，分组进行编写。经过近丰年时间，搜集了近千万字的各种资料，编出第一个油印书稿。不久，
两校学生和大部分教师复课，只留少部分教师继续编写，先后修改了两稿。之后，在史筠主持下，由
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蒙古史教研室的黄时鉴和我组成编写组，承担了全部编写工作。1960年2月和1962
年3月在胡昭衡主持下，先后召开两次审稿会议，期间进行了两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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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革命史》

内容概要

《内蒙古革命史》这本书是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今内蒙古自治区范围內的蒙汉各族人民的民
族民主革命斗争历史。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北部，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
西、陕西、宁夏、甘肃8个省、自治区毗邻，北部和东北部分别与蒙古国、俄罗斯接壤，有4200多公里
的国境线，东西相距2500多公里，南北直距1700多公里，面积为118.3万平方公里，人口2145.6万人，其
中蒙古族377.5万人，占全国480.6万蒙古族人口的78.5％，是蒙古族人口最多的民族聚居地区。另外还
有78万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朝鲜等其他少数民族。自治区下辖呼伦贝尔、兴安、哲里
木、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巴彦淖尔、阿拉善等8个盟和呼和浩特、包头、赤峰、乌海等4个
地级市。盟市下辖52个旗、17个县、15个县级市和16个市辖区。內蒙古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
悠久、发展曲折。在我们叙述正文之前，总觉得有必要对这里的历史沿革做一点追溯介绍。这或许对
理解内蒙古革命史上的一些问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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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革命史》

作者简介

郝维民，內蒙古人学蒙古学学院內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教授。蒙古族。1958年开始从事内蒙古地区党
史、革命史、近现代史、内蒙古地区史、近现代蒙古族历史以及民族理论、政策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曾任內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副主任、內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秘书长
、內蒙古自治区中共党史学会副理事长、內蒙古自治区国史学会副会长、內蒙古自治区延安精神研究
会副会长、內蒙古大学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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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革命史》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全国大革命时期(1919.5-1927.7)五四运动以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
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姿态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地波及到了祖国北疆的內蒙古草原。蒙汉各族青年学生首先响应
五四运动，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內蒙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兴起，
为內蒙古革命注入了新的无产阶级的內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对国內民族问题纲领的制定，使中国
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內蒙古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开始了內蒙古革命新的
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首先从北京蒙藏学校开始，开辟内蒙古的革命工作，接着在内蒙古地区建立了
党的领导机构，创办革命刊物，宣传反帝反封建革命和民族问题纲领，制定內蒙古革命的指导方针，
建立革命群众组织，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建立革命武装，领导发动了內蒙古的革命运动。在全国大革
命高潮中，内蒙古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相继展开，农民运动蓬勃兴起，以牧民运动为中心的蒙古民
族的解放斗争空前高涨，內蒙古革命以其突出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丰富的內容
与绚丽的色彩。但是，在第一次全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作为全国革命一部分的內蒙古革命也遭受挫折
而转入低潮。这里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不管怎么、说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实践。第
一节 五四运动时期的内蒙古一、内蒙古青年响应五四运动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彻底的
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从此，祖国
大地沸腾，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冲击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黑暗统治，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
浊水。在沉静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也燃起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烽火，而且越烧越旺，直至焚毁旧世界
，迎来草原的新生。由于封建主义的压迫，帝国主义的掠夺，内蒙古地区政治闭塞，经济文化落后。
五四运动时期，可供青年求知的小学屈指可数，中学寥寥无几，更无大专院校可言。当时，堪称内蒙
古政治、文化中心的归绥，也只有两所小学，一所中学，即南高、北高和归绥中学。南高即土默特高
等小学校，因其坐落在归绥旧城南端，故称此名。它属土默特旗管辖，是内蒙古地区最早的二所蒙古
族学校，其前身启运书院创办于1724年（清雍正二年），1907年改为土默特高等小学堂，1915年又改
称土默特高等小学校（现称土默特学校）。该校的学生大都是蒙古族，当时只有200多名学生。北高即
归绥高等小学校，今庆凯街小学，因其坐落在归绥旧城北端，与南高相对应，故称北高，属归绥县管
辖。归绥中学是内蒙古地区有较长历史的一所中学，其前身古丰书院创办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
，1903年改称归绥中学堂，1912年又改为归绥中学校，时有四个班200多名学生。这三所学校总共有学
生500多名。另外，在包头、赤峰、通辽、喀喇沁右旗也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小学校。五四运动爆发的时
候，在北京蒙藏学校读书的内蒙古蒙古族青年荣耀先、巴文俊、王祥等积极参加了北京的反帝爱国运
动。事前，蒙藏学校的蒙古族学生荣耀先代表该校参加了北京14所大专院校召开的示威游行准备会议
。5月4日，蒙藏学校的学生参加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他们手执写有“还我青岛”、“取
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字样的多种旗帜、标语，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拒绝和约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并举行总罢课，发表通电，
号召全国掀起反帝斗争。5月5日，荣耀先代表蒙藏学校参加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内蒙古青年就这样参加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行列之中。不久，他们中的一些人回到内蒙古传播北京
五四运动的消息，在归绥各校学生中宣传鼓动，讲述北京五四运动的实况，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到了
祖国北疆的内蒙古。当时，呼和浩特各校的学生纷纷举行座谈会，谈论北京的五四运动，议论国家大
事，一种新鲜的政治空气在塞外僻静的校院中飘荡，沉闷的校院顿时活跃了起来。当谈到归绥的学生
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敏锐而坚定地提出，要响应北京的五四运动，“罢不罢，看北大，北大罢，我们
就罢”。这种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各学校组织了学生会，领导学生运动。归绥中学在5月中旬举行罢
课，南高、北高也紧接着在下旬罢课。学生们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冲破学校当局的劝说阻拦，走出校
门，奔赴街头，举行游行示威。在被封建旧礼教束缚的近乎窒息的归绥各学校学生，走出罢课、游行
示威这一步，是何等的可贵啊！标志着他们迈出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各校学生和部分教师分别组织
了十多个小组，分头出动，游街走巷，打着小旗，散发传单，宣传北京五四运动，愤怒揭露巴黎和会
的阴谋和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尤其是逐条揭露与内蒙古的命运休戚相关的日本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
的“二十一条”，指出了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反动本质和日本侵略窥视内蒙古的阴谋，强烈要求废除
“二十一条”，号君“抵制日货”、“惩办卖国贼”、“收回权利”等等。爱国学生们的这一举动，
在古老的青城飘起了一股温馨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当时，昂首眺望赞许者有之，拍手称快者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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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目沉思者亦有之在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归绥的“绥远总商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支持
和拥护学生的爱国行动；就连时任绥远都统的马福祥也不敢轻举妄动，阻挠学生的爱国活动。当然，
归绥学生的爱国运动就声势和规模而言，与北京等大城市不可相提并论，但在内蒙古地区来说，确属
首次，而且跟上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反帝斗争的形势。它在内蒙古地区起了启蒙作用，促进了内蒙古
各族人民的思想解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内蒙古这个少数民族地区，蒙汉各族青年学生在爱国主
义的旗帜下，能够并肩携手，共同反帝反封建，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可以说蒙汉各族人民的共同命运
把它们紧紧地联系起来了。二、京绥铁路工人运动及其对内蒙古的影响在帝国主义列强疯狂瓜分中国
的年代，我国著名的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倡导、设计、筹资和具体指挥筑成了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线—
—京绥铁路。京绥铁路建于1905年4月，全线分京张（张家口）、张绥（归绥）、绥包（包头）三期建
成。当年9月24日京张段即建成通车。随即开始展修张绥段，但因筹资困难，时值辛亥革命政权交替，
又逢军阀混战，工程时建时停，直至1921年5月1日才修到归绥，9月1日正式通车。在归绥通车典礼大
会上又决定向包头展建。于1923年1月修成通车。至此，京绥铁路全线通车，全长886．16公里，设大
小车站67个，成为贯穿河北、山西、内蒙古三个省区，沟通祖国内地与西北边疆的第一条交通大动脉
。京绥铁路通车后，年盈利额曾达200万元左右。但是，由于北洋军阀政府的腐朽统治，经营不善，且
因贪官污吏把持路权、营私舞弊，又与外国公司勾结，出卖路权，使刚刚建成的国有铁路濒临倒闭的
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京绥铁路工人的劳动时间长、强度大、条件差，没有节假日，而且也比其他铁
路工人的工资低，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剥削，苦不堪言。从1921年开始，京绥铁路工人持续不断地
举行罢工斗争，到1922年达到了高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京绥铁
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是1921年5月为反对路局当权者违反路章而屡致重大撞车事故而举行的。当
时，铁路《行车路签规则》规定，列车交换行车路签，必须由站长与司机直接交换。但是，不少站长
玩忽职守，贪图享乐，轻视路章，屡致撞车事故，司机、司炉十有九丧生，甚至含冤承担肇事之责。
铁路工人深为愤怒，自动联合起来向京绥铁路局呈文，据实陈情，要求站长严格照章交递路签，保障
安全。但路局置之不理。于是，全路机匠工人举行会议，再次呈请局长维护路章，仍被拒绝。在反复
以礼请求未果之下，便举行了全路性机匠工人罢工，全部机车停开，迫使路局答应了工人罢工的要求
，这次罢工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使铁路工人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京绥铁路在陈世华任局长时期，路
政腐败达到极点。他滥用职权，网罗亲信，形成了多达400余人的掌握实权的寄生阶层，而且巧立名目
，向帝国主义洋行订购大量不急需的车辆和材料，从中索取巨额回扣，造成路局负债累累。陈世华仅
向日本三井洋行就订购了价值2500万元的机车、货车、铁轨、枕木等，按15％索取回扣，共得赃款375
万元。为了逃避罪责，他不仅给属下分赃，而且向各方行贿。由于陈世华所为，京绥铁路负债达3600
万元，致使屡屡拖欠工人工资。是年12月10曰，全路工人公举各处课课长出面要求会计处长李懋勋发
放11月份薪水。李不但不发工资，还恶言辱骂、殴打工人代表，铁路当局又不予理睬。于是，激起了
广大铁路员工的极大愤慨。京绥铁路工人以此为导火线，于12月13日举行了全路机务工人大罢工，并
向交通部控告陈世华、李懋勋的祸路罪行，强烈要求严加查处。当时北京《新社会报》以《京绥路完
全停顿》为题，报道了这次罢工斗争。与此同时，罢工工人代表团果断地夺回会计权力，推出临时会
计，打开金库，发放工资，并严正宣告：京绥铁路是先辈工人艰难缔造，是我中华民族之骄傲，如今
濒于崩溃，完全是一二奸贼之祸，所以不驱逐陈世华决不复工。北京政府交通部迫于工人的压力，不
得已派技监沈琪、司长祝书之，查处陈李祸路事件。经过查证，陈李在京绥铁路的一切舞弊黑幕全部
揭开，给国家和铁路员工造成的恶果大白于天下。面对陈世华贪污祸路罪行，交通部只好以陈世华因
病辞职为由，免去其京绥铁路局长职务，由沈琪接任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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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内蒙古革命史》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项目，郝维民教授是项目负责人、本书的主编，金海
为副主编。本书编著者分工：郝维民除设计全书方案，拟定编写指导思想和要求，最后统稿定稿外，
执笔撰写了绪论、第1章、第2章第l、2节和第3节第1目、第4节第1、2、3目。甘旭岚执笔撰写了第2章
的第3节第2、3、4、5、6目和第4节第4、5目。李鸿执笔撰写了第3章。金海除协助主编工作外，执笔
撰写了第4章的第1节第2、3目、第2节第1、2、3目、第3节和第6节第1、2、4、5目。赛航执笔撰写了
第4章的第1节第1、4、5目、第2节第4目、第4节、第5节和第6节第3目（著者署名以章节分工为序）。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内蒙古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内蒙古社科规划办公室主任关鹏云亲自主持和组织专家进行了项目鉴定验收。专家组成员有内蒙古
师范大学都志模教授、娜琳高娃教授，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朱风研究员、郭冠连研究员，内蒙古大学特
布信教授。蒙古史研究所薄音湖教授、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白拉都格其副教授对绪论提出了修改意
见。内蒙古大学科技处、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全力支持和组织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工作；该所的宝音
朝格图、裴小燕、娜仁托雅、乌云格日勒以及出版社的和平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内蒙
古档案馆、内蒙古党委党史研究室、乌兰夫纪念馆、内蒙古博物馆等有关单位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方
便。在此，我们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Page 9



《内蒙古革命史》

编辑推荐

《内蒙古革命史(新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Page 10



《内蒙古革命史》

精彩短评

1、待细研
2、K292.6/4327-1参考，浦分   K292.6/4227(?)浦分

Page 11



《内蒙古革命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