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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所汇编的资料时间范围为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覆灭。

二、本书资料来源于民国时期的报纸和期刊，但除《申报》等少量

报纸外，其余报纸对阿拉善甚少报道，故其来源更侧重于期刊。

三、本书内容原则上只限于阿拉善，但为了内容的完整性，摘录时

也涉及额济纳等其他地区。

四、本书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泛，包括阿拉善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等各个方面，但为了编排的方便，根据材料的体裁与内容，相

应归口于文牍、时事报道与政论，考察与游记，照片中的阿拉善三个板

块，并按时间顺序编排。

五、本书编排时原则上按照原文内容摘录，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

已将繁体字转化成简体字，并对部分格式和标点符号进行了调整。原文

文字有明显错误之处，按其原样进行摘录，但会加以注明，并标有“疑

应为某字——编者注”等字样。

六、对于模糊不清的字，用方框“□”代替。

七、本书中部分材料涉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侮称，并不代表编者的观

点，已作相应处理。

八、本书中的同一人名、地名因系根据蒙文音译，所以往往前后不

一，为了忠实于原文起见，编者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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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书所收资料1927年前都无标点，其标点为编者所加，1927

年后的资料虽有标点，但与现代汉语标点有诸多不一致的地方，为了方

便读者阅读，编者对该部分材料重新进行了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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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区域历史变迁是当下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最先启动近

代化的东部沿海沿江地区更是研究的重点。近年来，内地部分典型区域

如多民族地区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关注，这一方面是历史研究向纵深方向

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源于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游牧民族地区虽

远离近代化的发生之地，但因其政治、经济的脆弱性，其社会历史变迁

的烈度丝毫不亚于东部地区。与此同时，因少数民族地区在近代国防上

的突出地位，其本身储存了大量可资探讨问题的基础。在此种背景下，

内蒙古东部地区社会历史变迁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出现了诸如闫天

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珠飒的博士学位论文

《清代内蒙古东三盟移民研究》、哈斯巴根著《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

研究（1697—1945）——以准噶尔旗为中心》、王卫东著《融会与建

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白玉双的博士

学位论文《18至20世纪初东部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以喀喇沁地区旗

制与旗民社会为中心》等力作。这些成果将社会历史变迁视野从宏观向

微观实证渗透，内容涉及清代至民国年间内地移民涌入内蒙古地区的历

史背景、经过以及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作用，移民与蒙旗社会的政

治制度、经济类型以及文化因素的互动，农牧交错区域的形成等主要

问题。

相比而言，对地处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地区的研究则稍显寂静，



2

但在东部地区研究热潮的影响下，该区域也纳入了国内外学界的视野，

国外早在晚清时期，就有学者对这片区域进行考察研究并留下了一些宝

贵的文献资料，如1871年普尔热瓦尔，1908年科兹洛夫分别对定远营

(今巴彦浩特)的考察，后者还留下了《定远营考察》等游记资料。近年

来，国内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代表有：

首先是一些关于阿拉善地区社会历史变迁的史料及论文的汇集，如

《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阿拉善盟史志史料》《阿拉善盟左旗文史

资料》《阿拉善往事》等。

其次是关于阿拉善蒙古史的专著，如乌云毕力格著《和硕特蒙古

史略》，该著对阿拉善左旗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有较多的论述；孛儿只

济特·道尔格著《阿拉善和硕特蒙古部》，该著辟有专门章节对阿拉善

社会、经济、农业、城镇发展情况进行介绍；梁丽霞著《阿拉善蒙古研

究》，该著利用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部分档案，重点对阿拉善左旗境

内的汉族移民活动进行了论述。

再次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依托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课题《清代阿拉善

蒙古地区蒙汉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利用阿拉善左旗档案馆所藏蒙汉

文档案，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如胡日查的《清代汉

族移民在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开发活动——以阿拉善左旗蒙古文档案为中

心》，乌日汗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阿拉善和硕特旗与杭锦旗、乌拉特

旗之间的边界问题研究》，包德义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阿拉善和硕特

旗自然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陈玉富的《清代阿拉善和硕特额鲁特旗

汉族移民的若干问题研究》等。

从上述成果我们也可以看出，阿拉善地区成为学界关注的一座富

矿，其研究正逐渐深入，但也存在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

一，研究内容大部分集中于清代，而对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段缺乏探讨；

第二，对社会变迁史进行考察的立足点都基于汉族移民，而对其他方面

考察甚少。基于此，笔者于2013年申报了题为《近代阿拉善地区社会历

史变迁研究（1840—1949）》和《民国宁夏定远营社会历史变迁研究》

的课题，并分别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号：13XZS024）和宁夏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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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立项（立项号：13NXCZS02）。本书即是这两项课题第一阶段的

成果。

无人怀疑历史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

说过“史学即史料学”，此话虽颇有争议，但是却道出史料在历史学中

无可争议的地位。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因此进行历史资料的搜集与

整理即是历史研究的初步工程。近代以降，西方新式媒介的引进，极大

地丰富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其中报刊资料成为记载历史信息的重要渠道

之一，是近代史料的重要来源，尤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阿拉善地区，因

其自身的方志资料付诸阙如，外间对其的报道资料就更显弥足珍贵。为

此，笔者在完成上述课题的过程中，尤其注重这部分资料的搜集，本书

即是对民国时期报纸、期刊中关于阿拉善的报道记载，加以摘录整理，

汇编而成的资料集，希望对有志于研究阿拉善者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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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牍、时事报道与政论

【本章导读】

民国时期阿拉善旗（以下简称阿旗）共经历两任札萨克，分别是

阿拉善第九代和硕亲王塔旺布里特甲拉（1910—1931年在位，以下简称

塔王）与第十代亲王达理札雅（1932—1949年在位，以下简称达王）。

受整个时代浪潮的影响，这两代亲王当政期间，是整个阿旗历史上变迁

最剧烈的时期。其中塔王在位期间，恰逢中国国体剧变、帝制被推翻的

时期，此时整个蒙古地区因与清朝满族当局的传统关系而面临着政权选

择的问题，蒙古内部也暗流涌动，在外部势力的煽动下，一些盟旗有独

立的倾向。但塔王在关键时刻，率先表示拥护民国，并积极促成五族共

和，因此颇得最高当局的赞许和嘉奖，一度担任蒙藏院总裁。塔王在民

初的政坛上，表现也非常活跃：宣抚西蒙；除匪患、绥靖地方；调解蒙

古各部纠纷；提倡在蒙古地区兴办实业和教育；等等。也正因为塔王此

时着眼于全国政治且又长期旅居北京，于阿旗的政事反倒有所忽略，在

地方施政方面无所建树。因此，塔王当政期间，阿旗相对平静，相关媒

体对阿旗单独报道较少，因此本章中涉及塔王时期的材料也大都局限于

一般公文往来。

达王当政期间，阿旗的局势又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其由内陆寂静

地区一跃成为国民政府国防前沿重镇。这一方面源于随着蒙古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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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并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于延安，中共经由阿拉善到

达蒙古的路线颇能引起国民政府当局的关注；另一方面伪满洲国的成

立，东蒙德王的“自治”，使得阿旗在地理上几乎接近日伪区，而达王

与溥仪（达王妻子为溥仪堂妹）及德王私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强化了国人

对此的认识，日本特务也频繁地在阿旗活动，除收集情报外，还修建了

飞机场，阿旗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整个中国腹地的安全，因此其一时也汇

集了朝野大量的目光。为了稳定阿旗政局，一方面，国民政府对达王进

行怀柔和拉拢，对阿旗地方事业的兴建多有推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

也试图推进对阿旗的控制，先后在阿旗组建和派驻了一系列政府机构和

组织，包括军事委员会驻阿拉善军事专员办事处、蒙藏委员会驻阿拉善

协助专员以及中国国民党直属阿拉善党部和三民主义青年团阿拉善支团

部。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再加上达王自身的作为，在此期间，阿拉善

各方面的事业都渐上轨道：旗政府的建立、学校的兴建和教育的开展、

电报电灯等新事物的引进等，使阿旗初具现代印象。然而树欲静而风不

止，由于国民政府在西北的控制力极其有限，因此其在阿旗的“维稳”

举措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宁夏省军阀马鸿逵的消解，省旗矛盾尤为突出，

其中磴口县治纷争事件一度导致剑拨弩张的局面，省旗矛盾最终还导

致达王被缚，先后被软禁于银川、兰州，此后，随着国民政府在相当

程度上已经控制了达王，其在阿旗的影响力才得到保障，阿旗的政局

也趋于稳定。因此关于达王当政期间媒体对阿拉善的报道材料相当丰

富，内容也相当广泛，涉及阿拉善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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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牍

1912年

临时大总统命令

阿拉善、额济讷（疑应为“纳”——编者注）两旗札萨克等，拒

逆助顺、翊赞共和，实属深明大义，亟应优予封奖。阿拉善亲王塔旺布

鲁札萨克札勒无爵可进应移奖，其次子头等台吉达里旺喜从优进封镇国

公，额济讷（疑应为“纳”——编者注）旗贝勒达什应进封为郡王，该

贝勒之长子头等台吉图布新巴雅尔应进封为辅国公，二等台吉精米子珊

格应进封头等台吉，三等台吉隆本应进封二等台吉。此令。

——《协和报》1912年，第3卷第10期，第13页

蒙藏事务局照会内外蒙古六盟四部及阿拉善亲王等旗

请转饬所属将选举事项明白宣布文

为照会事。查参议院、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及八月二十一日大总统命

令业经本局另文照会在案，兹因蒙藏人民久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人权

思想未臻发达，深恐于选举事项不明，动生误会，用再明白宣布，俾共

晓然于共和与专制之优劣而知参政权为国民所应有之权利也。夫专制政

体纯系牺牲多数人民之权利为一人谋幸福，故其国虽强而利益不及于人

民；共和政体纯系以人民为主，政府只能循国民之意思以施行其政治，

故其国强而民即受福。现在只参议院及将来之国会即为人民抒发意见监

督政府之机关，其议员即为国民抒发意见之代表人也，惟是中国版图广

博、人口殷繁，使人人皆参预政权在事实上亦至为困难，于是采用各立

宪国之通例而行此代议制度。代议制度者，即各处就本地人民择其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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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达举为议员，以代表本地人民参预国政，凡政府有不利于人民者，可

得而纠正之，故选举得其人则必有福国利民之政治而国民蒙其庥，选举

非其人则必有蠧国病民之政治而国民被其祸。议员关系之重，从可知

矣。查蒙古各盟旗连年灾歉，生计异常困苦，加以不肖官吏之剥蚀、本

土豪恶之欺凌，下情不能上达非一日矣，今际兹代议善政，凡蒙古人民

均有亲向政府发表政见之日，则行使此代议之权岂可不特加慎重耶？至

各盟旗长官充选举监督时，更宜详加调查，务得公正明达之人使之应

选，庶可使合代议制度之精神，以巩固共和立宪之基础，尚冀该蒙古各

盟旗咸体斯意，用副大总统巩固国家之希望而求我五族共和之幸福，相

应照会贵盟旗查照。希即转饬所属明白宣布，俾众周知可也。

——《政府公报》1912年，第134期，第6-7页

蒙藏事务局咨复陆军部准片送空格护照业已照填交给

阿拉善王旗差员承领回旗请查照文

为咨复事。前据阿拉善差员副佐领阿木古冷禀称“承领阿拉善亲王

生母李佳氏册旌一件解送回旗，随带护身手枪子弹等件请发给护照”等

因，当经本局咨行贵部在案，兹准复称该差员所带枪枝既据贵局核实，

为保护册旌起见自应给照以利遄行，惟该员并希见复，以便备案等因到

局，查该员所带枪枝由京起程回阿拉善王旗，该王旗系为宁夏理事所属

地方，除当由本局按照所送空格护照填写阿拉善王旗字样转交该差员承

领外，相应咨复贵部查照可也。此咨。

——《政府公报》1912年，第163期，第11页

蒙藏事务局复办理蒙旗事宜处请电致阿拉善亲王将山场交涉

详细情形叙明速达本局以凭办理函

敬启者：

前准贵处交阿拉善亲王电称“以山场交涉未能即刻进京至山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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