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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日俄等列强对蒙古地区的争夺 

  俄国、日本等东西方列强，为了取得更多的在华利益，它们在激烈争夺的同时，也往往会因某种利害关系达成暂时的妥协。中俄

签订密约，造成俄国独霸东北和蒙古地区的局面，为避免其他列强插足，确保自己在这一地区的特殊利益，沙俄于1899年同英国进行

了一笔肮脏的交易。根据双方"协议"，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地区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宣布彼此不得在对方势

力范围内向中国政府要求修筑铁路等权利，不得直接间接损害对方的利益等等。 

  1900年春，义和团运动从山东迅速波及北方各省。3月28日天津城一揭帖曰："男练义和拳，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

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 

  俄国以保护使馆、教民与铁路等为由派兵参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借机武装占领东三省，从而引起英、法、德、日、美

等国的惊恐和嫉妒，纷纷要挟清廷，并要俄军撤出东北。尤其是日本，俄国对东北地区的军事占领状态，严重地妨碍了它的满蒙计划

的实施。于是，日本首先同英国签订共同反对俄国的同盟条约。而俄国也并未坐以待毙，为保住在蒙古和东北等地的利益，积极拉拢

法国，共同发表一项宣言，以对抗英日同盟。然而，当时的国际形势仍对俄国不利，因为美国和德国也玩弄伎俩，或支持英日同盟，

或伪装中立以便混水摸鱼。俄国迫于这种形势，于1902年订立《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四条，俄国同意分三批撤军。但次年即悔约，

不肯撤出第二批俄军，反向清廷外务部提出七项要求，作为撤兵的先决条件。其中第六条要求是"蒙古行政悉当仍旧"，迫使清廷承认

蒙古是俄国独霸的势力范围。沙俄的无耻行径，当即掀起全国性的拒俄运动。帝国主义各国也大为不满，纷纷提出抗议。但是，俄国

对此置若罔闻。日本是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已清楚地认识到，要在中国东北同俄国平分秋色，别无他途，只有不惜一战，于是

在1904年2月发动了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被迫同日本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打破了俄国在东北的一统天下，东三省的部分权利转

入日本之手，长春以南的铁路遂为日本所有。同时，日本立逼中国订

立认可条约，即所谓《新订东三省条约》三款。自此，日本在东北地

区南部的特权地位开始确立。可是俄国一直没有放松侵略蒙古，而日

本的势力也达到内蒙古，两国随时都有再次发生冲突的可能。其时列

强各国对于东北也是群思染指，俄日两国为了维护各自既得利益，抵

制其他帝国主义插手，于日俄战争后不久，很快就弃怨修好，于1907

年缔结《第一次协约》，并附签《第一次密约》。主旨是相互"尊

重"对方在东北和蒙古的利益。密约规定，洮儿河、松花江、镜泊湖、

珲春以南地区让于日本，以北地区和外蒙古则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形

成北俄南日的割据局面。同时相约，"必要时采取保护此种利益的措

置"。这是两国在蒙古问题上既争夺又勾结的开始。[附图：1904年2月

10日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却成为他们的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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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又强迫清廷签订《满洲新协约》，使东三省的铁路大部分落入日本手中。这就严重地损害了美、

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于是美国故技重演，打出"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幌子，提出满洲铁路中立计划，拉拢其他国家共同抵制

日本。日本联合俄国对抗，使美国的提议归于失败，并在1910年(宣统二年)签订了《第二次协约》和《第二次密约》。除重新确认第

一次密约中划定的势力范围外，双方相约防止第三国侵害，结成事实上的军事同盟关系。在密约中特别提出日本吞并朝鲜，俄国不加

反对；俄国图谋伊犁和蒙古，日本也不干涉，必要时还给予援助。两国既然苟合，于是侵略中国更是有恃无恐。 

  自第一次日俄密约订立后，俄国首先反对中国以英美资本修筑锦瑷铁路(由锦州至瑷珲)，提议各国合资构筑蒙古横断铁路以为抵

制。 1911年(宣统三年)正式向清廷发出"六项照会"，提出"蒙古及长城以外，既天山南北，俄人有权自由往来居住及贸易货物一概无

税"，俄政府"有权在科布多、哈密、塔城设立领事"，"且于各该处及张家口均准俄民置买土地、建造房屋"。同年又利用中国政局动荡

之机，强迫清廷订立《满洲里界约》，再一次割去蒙古大片土地。沙俄还积极策划外蒙古和呼伦贝尔"独立"。俄国间谍"赴内外蒙旗托

言游历，阴作侦探者尤多"（《东方杂志》卷7，第12号，第377页）。他们愚弄蒙旗上层人物，鼓动其进行分裂活动。俄国政府指示其

驻华公使，"应给蒙古以助力，保障其独立"。之后，又借中国国内发生武昌起义，以保护俄国领事馆为借口，派出大量步兵马队侵占

库伦，并以大批武器装备外蒙军队，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等驱逐出外蒙古地区，哲布尊丹巴等随之宣布外蒙古"独立"。 

  日本既知俄国有侵占蒙古的欲望，其侵略扩张活动更加频繁，力图把从俄国手中争夺到的势力范围，变成自己直接控制的殖民

地。可是它又疑虑重重，不敢轻易下手，还必须与沙俄政府取得一定的谅解，才不致遭到对方的阻挠和反对，同时也可共同挟制窃取

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政权。于是在1912年7月特派前任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赴俄商谈"合作"，订立进一步瓜分中国东北的《第三次密

约》。该项密约除肯定前两次密约的内容外，将第一次密约所定的划分势力范围分界线，延伸至内外蒙古地区，并分内蒙古为东西两

部分。俄国承认日本在东部内蒙古有特殊利益，日本政府则承认俄国在西部内蒙古的利益特殊。密约不但确定了双方在东北和蒙古地

区的势力范围，而且为以后进一步瓜分中国东北地区留下隐患。诸如"满蒙合一"之类的论调，以后就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口头禅。 

  同年9月，俄国又同英国达成新的协议。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获得的权利，英国则承认俄国的在蒙利益。沙俄还同法国结成同盟关

系。所以日、英、法三国对俄国在蒙古的所作所为保持沉默，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俄国为使它在外蒙古获取的利益合法化，竟不顾

中国政府的反对，于11月同哲布尊丹巴的非法政府签订《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俄蒙秘密军事协定》、《开矿条约》等，

同时通过500万卢布的政府贷款，完全控制了外蒙古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 

  日本方面也加快了侵略步伐，强迫袁世凯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打破了列强在中国的均势。日本担心西方各国群起反对，所以

急切地在大战结束前与俄国加强结盟关系。此时俄德战事方酣，沙俄也感到如不同日本密切关系，则北满、蒙古以至海参崴、库页岛

及东西伯利亚都有被日本吞并的危险。为此，双方在 1916年缔结《第三次协约》和《第四次密约》。两国重申不惜以武力为后盾，相

互保障各自在满蒙及远东所获得的利益。就日俄两国对蒙古问题而论，自日俄战争至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实际上是两国互相妥协、

企图瓜分满蒙的时期。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揭露了密约的内容，并公开宣布予以废除，日俄同盟才随之土崩瓦解（内蒙古

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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