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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热河蒙旗人民反抗军阀和王公的斗争  

  一、扎鲁特旗人民的反垦斗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内蒙古东部盟旗的土地和牧场，也同样遭到军阀和官商地主的掠夺。仅以热河蒙旗为例。袁世凯北洋政府，

直接任命热河都统监督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各旗事务，选点置府设县，大力推行垦殖土地开发政策，开辟财源，以补充其战乱的大量

开支。民国元年(1912年)九月，原扎鲁特左旗札萨克多罗贝勒仁沁郭依如布，晋升为札萨克多罗郡王不久，曾任本旗南部察嘎达扎兰

的伊克达职务的图门乌力吉，带领旗兵和牧民群众，掀起了反对本旗王公和军阀掠夺土地的斗争。早在清光绪末年，该旗札萨克就已

开始把大片土地放出收租，因此引起广大牧民的愤恨和不满。民国建立后，图门乌力吉揭竿而起，提出"打倒封建王爷，赶走恶霸衙

役"的口号，立即得到广大贫苦牧民的响应。群众还拥戴他为"图公巴特尔"，把本旗札萨克仁沁郭依如布称为"道克沁贝勒"(即暴君之

意)。在图门乌力吉号召下，参加起义的人很快发展到几百人。他们首先"袭击和围困王府，生擒了王爷，焚毁王府大院和旗瑟音格热

官衙，杀掉不少官吏。起义队伍迅速扩大到上千骑士，声势浩大，席卷全旗。"随后，图门乌力吉率领起义队伍转战本旗南部，把"全

旗最大而最盛名的嘎海索木庙(定期召开旗份会大会的指定处所)同样化为灰烬"（拉喜达瓦《扎鲁特旗历史沿革概述》）。同年冬，起

义队伍转战开鲁，并攻入开鲁县城，焚毁衙署，驱逐北洋军阀政府的地方官吏，并杀了垦务局官员和高利贷商人。最后，袁世凯北洋

政府调东三省军队合力"围剿"，起义坚持斗争一年之久，最后失败。 

  与此同时，在扎鲁特右旗、昭乌达盟昭格庙一带也发生了起义。1914年，卓索图盟宝国图村一带聚有蒙汉农民七八百人，为反对

税务局长唐荣九随意浮冒征税，于11月15日发动了捣毁税务局的斗争。同年冬，在朝阳、绥东、建平等县，也先后发生了蒙汉各族人

民抗捐抗税的斗争。  

  二、火烧海林贝子府事件 

  1912年12月，在昭乌达盟北部巴林左旗王府发生了仆从枪杀王爷和火烧王府事件。 

  清朝末年，巴林左旗有两个贝子：一个是执政的札萨克固山贝子(民国元年晋升为贝勒，名叫色丹那木札勒旺宝)，他的府第和札

萨克衙门设在阿察图套罗盖(今巴林右旗幸福路苏木境内)，这里俗称西贝子府；另一个是不执政的闲散贝子(蒙语谓海林贝子)。1881

年(光绪七年)，色旺拉布丹袭爵(左旗第十代海林贝子)，色旺拉布丹娶哲里木盟科左中旗王爷女儿敖勒根为福晋(正室妻子)。福晋敖

勒根依仗父王爵高势大，不但对府中官员目空一切，且对府下男女仆从凶狠残暴，她私立许多摧残家仆的刑法，如"鞭抽、棍打、针

扎、罚跪、滚水浇头等毒刑"（魏昌友《火烧海林贝子府始末》），尤其对女仆的压迫更加残酷。侍奉她的两个女仆，更饱尝其苦。烧

水、送茶、吃饭，稍有不慎，即遭毒打，甚至到了她有时"不见血不吃饭"的地步。在府内服役的男仆们，终日"干活两头不见太阳，吃

的不如猪狗"。花带(又称欢带或番代)和根皮勒两个男仆对贝子夫妇的残暴早已怀恨在心，总想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这年时近寒冬，

花带深知东西两府宿怨已久，便与挚友根皮勒密议，准备起事先杀死平日作恶的敖勒根福晋。于是，他们通过占卜，认为农历十一月

十七日(12月25日)正是"红喜鹊唱歌--降天火"的日子，按惯例这天又是巴林左旗的传统猎日，乘贝子外出打猎之机可将福晋敖勒根杀

死，以报仇雪恨。计议妥当之后，根皮勒把府库偷偷打开，取出长枪四支，匣枪两支，子弹若干。为防万一，又将库中其余的枪支撞

针全部卸掉，子弹全部退出。农历十一月初九日，花带以出猎为名，从马群中挑选精良好马数匹。不料，这事被极受敖勒根恩宠的阿

尔斯楞发觉，立即到王府报告。花带和根皮勒已知事泄，决定贝子来询问查找他的坐骑时，乘机把海林贝子打死。农历十一月初十日

(12月18日)，海林贝子色旺拉布丹骑马持枪果然来到花带门首，花带闻声从屋内一跃而出，海林贝子见其持枪奔来，惊呼道："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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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了？看我崩了你！"话音刚落，根皮勒从屋中打出一枪，把海林贝子打倒在地，血流不止。花带与根皮勒飞身上马闯进贝子府，在女

仆旭热的协助下，把藏在内宅灶坑里的福晋敖勒根拖了出来，先用木棍打断她的腿，然后将她放入正在焚烧的王府烈火中烧死。随

后，花带和根皮勒又把阿尔斯楞用牛车拉回，与身受重伤的海林贝子色旺拉布丹一同用枪打死。 

  事后，海林贝子的叔叔麻格斯尔锡勒图喇嘛，急忙到西府报案，要求在巴林左旗执政的札萨克色丹那木札勒旺宝追捕凶手。巴林

左旗札萨克不得不上报盟长，并又派出旗府梅林四处查访凶手。结果，众梅林回府一齐秉报说："大漠茫茫无从缉拿"，就此了事。但

海林贝子叔叔麻格斯尔见此情状，连同札萨克一并上告昭乌达盟。声称此案是"西府心怀宿怨，一向姑息养奸，谋杀皇封台吉，怂恿奴

才造反"云云。当时任昭乌达盟盟长的阿鲁科尔沁旗郡王巴咱尔吉里迪，他见此案事关重大，感到问题棘手，所以存有推诿之心。 

  1913年2月，袁世凯政府委派的"昭乌达蒙旗慰问使"周正朝，正由扎鲁特旗来到阿鲁科尔沁旗慰抚蒙古王公，盟长巴咱尔吉里迪即

把此案上交周正朝处理。周正朝又从阿旗沿途查访到巴林左旗，认为此案基本查清。他在上报袁世凯政府国务院及蒙藏事务局呈文中

写道："该旗近有闲散贝子色旺拉布丹被刺身死一案，沿途查访，因伊其妻福晋平日待人稍刻，该府奴才根皮勒等夙忿已深，于旧历十

一月初十日乘该贝子黎明出外查看马群，行到炮手花带着首，被根皮勒开枪轰伤，移时殒命。并将所带跟随二人登时枪毙，根皮勒等

拥入府中，又将福晋致死，尸身焚毁。府内财物、快枪、马匹洗掠一空，直往库伦逃逸，众口皆同"。 

  周正朝在呈文中还建议袁世凯政府，为维护蒙古王公的封建统治，加强热河蒙旗地方的治安，对巴林左旗"请颁发给快枪五十二

支，每支附子弹五百粒，以资保卫本旗地方"（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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