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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东蒙之“自治”与沦陷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发动旨在侵占整个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0月初，军事控制哲里木盟地区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在洮南

宣布"独立"，投靠日本。其后，关东军很快占领了四平至洮南铁路沿线。 

  与此同时，一直在日本"保护"之下的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正珠尔扎布兄弟，也乘机联络蒙古族王公上层和青年知识分子，

企图在关东军支持下实现蒙古"独立"与"自治"。9月下旬，甘珠尔扎布等在沈阳面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日方

表示支持并答应给予3000支步枪和20万发子弹。经与科左后旗统领包善一和科左中旗协理韩色旺等蒙旗武装实力派联络，遂组成了蒙

古独立军（不久改称内蒙古自治军）司令部，甘珠尔扎布任司令，萨嘎拉扎布任参谋长，日本退伍中尉和田劲任顾问，正珠尔扎布负

责与关东军联络（正珠尔扎布《伪内蒙自治军始末》；达瓦敖斯尔《我的经历见闻》；博和等《博彦满都生平事略》）。 

  10月初，甘珠尔扎布等来到科左后旗，与包善一等协商整编军队和攻打通辽事宜，改由包善一任内蒙自治军总司令兼第一军（科

左后旗武装）司令，韩色旺任第二军（科左中旗武装）司令，甘珠尔扎布任总参谋长兼第三军（青年学生及收编的游杂土匪武装）司

令。10月中旬，甘珠尔扎布率内蒙自治军攻入通辽县城，被埋伏的守军东北骑兵第三旅击退，损失惨重。和田劲跑回沈阳，关东军改

派退伍大佐松井清助任自治军顾问（同上）。 

  1932年1月，关东军派羽山支队攻陷了通辽县城。1932年2月，松井清助率自治军一部进攻开鲁（当时属热河省），被守军东北骑

兵第17旅和辽北蒙边义勇军击败，松井清助也被击毙。后来，自治军余部编入了伪兴安南警备军。 

  1931年12月中旬，在日本关东军派人鼓动、支持下，在泰来（今属黑龙江省）召开了内蒙古东部蒙旗王公会议。扎赉特旗札萨克

郡王巴特玛拉布坦、科右后旗辅国公寿明阿及各界代表博彦满都等参加了会议。关东军代表传达了要在东北建立新国家（即伪满洲

国），蒙古人将在新国家中"单独管理"兴安省等计划。针对东蒙局势和前途，蒙旗王公及其他代表决定，各旗乘此机会（脱离民国政

府）独立，独立范围为现内蒙古全境；并决定尽快在郑家屯设立内蒙古自治筹备处，再次召开内蒙古王公会议（那木海扎布《回忆"泰

来会议"前后》；《锦州以北内蒙古王公会议召开之件》，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满蒙关系杂纂·内蒙古关系》第一卷）。 

  1932年2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为组建伪满洲国，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操纵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国"独立"。哲盟

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和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副都统贵福之子，达斡尔族），作为东北蒙旗代表被宣布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与此同

时，东蒙各旗代表会议也在郑家屯召开，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科右中旗札萨克亲王业喜海顺、寿明阿及蒙古族各界代表30余人出

席。关东军代表宣布，东蒙地区将在满洲国内形成单独的行政系统，实行蒙汉分治等等。与会蒙旗代表对此表示赞同，即作为满洲国

的组成部分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那木海扎布《参加"郑家屯会议"的回忆》，《伪满兴安史料》第34辑）。 

  1932年9月末，在关东军将要强行进驻呼伦贝尔之际，驻守呼伦贝尔的东北军在警备司令兼护路军司令苏炳文率领下，联合黑龙江

抗日将领马占山组成东北民众救国军起兵抗日（史称海满抗战）。12月，日军大举进攻，东北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退入苏联境内。

呼伦贝尔地区沦陷。 

  1933年2月，日军大举进攻热河，守军纷纷败退，热河属境的内蒙古昭乌达、卓索图二盟各旗亦相继沦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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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