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八章 民国时期蒙古史略 

第一节 辛亥革命前后蒙古民主运动 

第二节 北洋政府治蒙策略与相关反映 

第三节 内蒙古国民革命运动 

第四节 民国治蒙政策与内蒙自治运动 

第五节 日伪统治时期的内蒙古 

第六节 1945-1949年内蒙古概略 

第七节 民国时期的蒙古教育与文化 

 

第四节 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与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 

228 国民政府的治蒙政策与《蒙古盟部旗组织法》 

229 “高度自治运动”与《蒙古自治办法原则》 

230 “高度自治”运动领袖德王与百灵庙蒙政会 

231 呼伦贝尔蒙古青年党暴动事件 

232 嘎达梅林反垦起义 

233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232 嘎达梅林反垦起义 

  嘎达梅林是哲盟科左中旗军务（统兵）梅林，本名那达木德，汉名孟青山，因为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按当地蒙古民俗被称为嘎

达。 

  1929年初，张学良诱使科左中旗札萨克达尔罕亲王那木济勒色楞同意放垦该旗"辽北荒"、"西夹荒"等大片土地，引起该旗各阶层

特别是身受其害的广大牧民的强烈不满。该旗民众召开会议，决定推选嘎达梅林等4人为代表，前去向常住沈阳的达尔罕王请愿停止放

垦。其后，旗民又推举出60位老者组成代表团，随同嘎达梅林等前往沈阳。在嘎达梅林等再三要求下，达尔罕王虽然接见了他们，却

拒不接受旗民的要求，反而让沈阳警察局逮捕了嘎达梅林等4名代表，并强令其他请愿代表返回本旗。其后，嘎达梅林等人也被押回本

旗投入监牢。同年11月13日夜，嘎达梅林的妻子召集20多名亲友将他救出监牢。嘎达梅林遂率领反对放垦的牧民群众开始了武装抗

垦。在全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抗垦武装很快发展到700多人。他们辗转活动于科左中旗和扎鲁特左、右两旗境内，到处袭击垦务局

和垦务官员，阻止放垦。虽有各地蒙汉军警武装"经年兜剿"，仍"莫能御制"。 

  由于抗垦烽火不断蔓延，张学良即命驻洮南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和驻开鲁的东北骑兵第17旅出兵围剿。在兵力、武器均占优势的

正规军追剿下，嘎达梅林抗垦队伍的作战条件愈益艰苦，人员伤亡严重，武器弹药也无法补充。1931年4月，只剩下30多人的抗垦队

伍，在舍伯图以北红克尔敖包屯附近的新开河畔被第17旅李守信部1000余骑兵突然包围。嘎达梅林在乘马渡河时中弹牺牲，抗垦队伍

几乎全部身亡。 

  嘎达梅林领导的抗垦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但他们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而英勇斗争的不朽业绩，却在蒙古草原上广为传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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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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