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林丹汗统治与漠南蒙古附清始末 

第二节 卫拉特联盟与喀尔喀卫拉特联盟 

第三节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喀尔喀的变化 

第四节 准噶尔汗国的强盛与青藏局势的演变 

第五节 准噶尔汗国之衰亡与喀尔喀反清斗争 

第六节 清朝统治蒙古的机构及其政策 

第七节 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 

第八节 鸦片战争与蒙古官兵的壮烈业绩 

第九节 俄日等列强对蒙古的争夺与分割 

第十节 末代“新政”与改良思潮对蒙古的影响 

第十一节 清朝后期蒙古地区的宗教变化 

第十二节 清末蒙古地区的反清抗垦运动 

第十三节 清朝后期蒙古社会形态的转变 

第七章 清代蒙古及准噶尔汗国史略 

第八节 鸦片战争与蒙古官兵的壮烈业绩 

 

172 蒙古骑兵奔赴抗英前线 

173 民族英雄裕谦总督在镇海誓死抗击英军 

174 满蒙八旗官兵在乍浦和镇江奋力抗击英军 

175 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骑兵 

176 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77 第三次大沽口之战 

178 阵亡将士缅怀录：惊天动地的八里桥之战 

 

 

172 蒙古骑兵奔赴抗英前线，后方鼎力捐助 

      

  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全国各族爱国军民奋起还击。当时，驻防在东南沿海各省的蒙古八旗官兵，同满洲、汉军

八旗兵和绿营兵，并肩作战，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同年6月，当英军侵入渤海湾，进泊大沽口外严重威胁京师之际，内蒙古东三盟及

察哈尔蒙古骑兵数千名，先后奉调天津海口驻防。同时，蒙古各阶层人民纷纷捐献军饷、马匹、银两，积极支援东南沿海爱国军民的

抗英斗争。从此，揭开了近代蒙古族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序幕。 

  自清初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蒙古八旗兵和满洲、汉军八旗官兵就在东南沿海各省驻防。到了鸦片战争时期，蒙古八旗兵仍

在东南沿海各地驻防，如驻防在京口(今镇江)清军水师中，"每船酌派蒙古兵十二人，搭配操演"，练习水战，"以重操防"（《清宣宗

实录》卷399）。据统计，当时广州、福州、杭州、乍浦、江宁、镇江等六城，共约有15000名驻防八旗兵（《清文献通考》、《清朝

通典》卷70）。其中，蒙古八旗兵当有数千名。除沿海各省驻防蒙古八旗兵外，清廷还从内蒙古各盟和察哈尔征调大批蒙古骑兵参加

了这次抗英战争。如鸦片战争后期，正当英军攻陷浙东乍浦，进犯江苏，天津海防告急的紧要关头，清廷为防堵英军北犯，则急速征

调蒙古骑兵增援天津。 

  1842年5月27日，谕令察哈尔都统铁麟："现值英人在浙省滋事，天津沿海口岸早已布置妥密，惟防堵要地，不厌周详。著铁麟、

敬穆预备察哈尔都统精兵二千名听候调拨。并于总管叟齐、桑旺札木苏、巴雅斯胡朗、达什德里克四员内酌拔二员。其扎兰、章京、

佐领等官，由该部都统等酌量选派，以备届时分起管带。再于商都达里冈爱挑备壮马二千匹，所需器械、兵甲、帐房、马乾，著一并

预备"（《清宣宗实录》卷371，第9～10页；卷373，第3页）。察哈尔都统铁麟等接旨不足一个月时间，于6月24日，即将蒙古官兵

2000名、壮马2000匹，照数备齐。并将所有马匹"齐集博罗柴济(距张家口北30千米地方)游牧"，听候调遣；与此同时，清廷还从内蒙

古"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征调三千名蒙古骑兵，携带器械、衣甲、帐房等件，派员管带，在于各该盟近口地方驻扎，听候调

遣"（同上，卷373，第2～3页）。 

  清廷在察哈尔、东三盟征调兵马的过程中，蒙古各阶层人民捐献大量马匹、银两、马乾等，积极支援前线。如察哈尔蒙古八旗的

一些官员，鉴于征调时随同"派往防堵之蒙古兵丁、跟役二百名，无力自备乘骑"，先后有"镶黄旗骁骑校拉什栋鲁布捐马一百匹，正黄

旗原任总管鄂特浑之孀妇代孙幼丁巴彦保捐马一百匹，镶红旗中公佐领贡索隆扎布捐马一百匹，作为跟役兵丁骑乘马匹"之用（同上，

第29～30页）。还有军台扎兰章京旺楚克等，共捐输马1050匹；正黄旗佑宁寺叶古则尔呼图等愿捐马250匹，以备调用。还有卓索图盟

喀喇沁中旗布仁特固斯、张月各捐钱1000吊、喇嘛希纳瓦捐钱600吊（卓索图盟喀喇沁中旗蒙文档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日文，内蒙

档案馆藏），支持蒙古士兵出征。 

  广大蒙古牧民群众除应征入伍外，还捐献出征骑兵"所有沿途需用牛、羊肉干及奶子乾粮"，制备"所需器械、衣甲、帐房、马

乾"等品。这充分表达了蒙古族人民积极支援抗英战争的爱国热情（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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