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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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抗日战争前期，伊克昭盟地区虽然驻扎着不少国民党部队，但最高军政长官一直是身兼国民政府委员、绥境蒙政会委员长、伊盟

保安长官的盟长沙克都尔扎布。1941年秋，国民党当局为了从军事上全面控制伊盟，在桃力民(后迁东胜)成立了伊盟守备军总司令

部，总司令陈长捷，下辖骑七师和新编二十六师。总司令部归傅作义的第八抗日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指挥。 

  陈长捷到伊盟以后，采取高压手段，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向各旗渗透，还以"通共"和种植鸦片为罪名捕杀了乌审旗西协

理奇国贤，引起伊盟各旗的强烈不满。1942年蒋介石在甘肃天水召开军事会议时，陈长捷以解决驻军粮食为理由，要求在伊盟开垦5万

顷土地，蒋介石表示可以先试垦5千顷。 

  1943年2月，陈长捷不顾沙王的拒绝和全盟蒙古族各阶层的强烈反对，在东胜(今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设立屯垦督办公署，将开垦

计划私自扩大到2万顷，甚至将蒙古人视为神灵禁地的成吉思汗陵属地和召庙地、敖包地也列为垦区。同时，陈长捷还下令从各旗征集

3万石粮食、500峰骆驼、300匹马、200辆大车和大量草料。这种强征蒙旗土地和牲畜财产、严重伤害蒙古民族自尊心的行径，迅速激

化了蒙古族各阶层同国民党军政当局的民族矛盾。 

  陈长捷刚开始推行垦务不久，札萨克旗保安队即愤而捕杀了积极报垦的伊盟保安长官公署副官长白音仓。陈长捷遂以"缉凶"为

名，调集军队进逼位于札萨克旗新街(今属伊金霍洛旗)的沙王府。3月26日，扎旗保安队官兵不顾大军压境的威胁，毅然发动武装起

义，扣捕了驻新街的国民党官员。陈长捷立即下令骑七师和新二十六师各1个团进攻新街。4月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新街。沙王和保安

队撤至乌审旗境内，在沙漠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周旋、游击。不久，乌审旗保安队也发动起义，捕杀了驻该旗的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

傅作义和陈长捷又增派新二十六师2个团和骑七师1个团进攻乌审旗，并于5月5日占领了乌审旗王府。在札萨克、乌审二旗，国民党军

队肆意杀害无辜群众，抢掠、焚毁寺庙和王府财物（任秉钧《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伊盟事变发生后，沙王向蒋介石和全国各界发出通电，控诉陈长捷和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暴行，要求严惩陈长捷等元凶、撤出军

队，退还和赔偿蒙旗财物损失，救济和抚恤受害同胞，不得任意开垦蒙旗土地，强征牲畜、粮草，并且"保障我蒙胞在中央领导之下应

享有自治权、信教自由及保存风俗习惯之权利"（《沙盟长脱险返旗自请处分并报告事变经过与建议及有关文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界人士，驻陕北榆林和重庆的蒙古族各阶层，纷纷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和平

解决事变。 

  在全国各界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下令停止军事镇压行动。经绥远傅作义、宁夏马鸿逵、陕北邓宝珊等地方军政当局相继派代

表与沙王交涉、斡旋之后，国民党中央终于接受沙王的各项要求，将陈长捷撤职并撤销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部，宣布暂缓开垦和征粮征

畜。 

  同年10月，沙王率札萨克旗保安队返回新街。12月，国民政府委派军事委员会和蒙藏委员会官员，以及傅作义、邓宝珊、马占山

等到沙王府慰问，并拨发了救济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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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