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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之际，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

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内蒙古大事记》问世了。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

述，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内蒙古大事记》记述了内蒙古地区从远古至今的自然、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和人文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她把相关完整、扼要明朗的

历史献给广大读者，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

杰地灵，前程似锦的内蒙古形象。

编写《大事记》具有时代的意义。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年来，在

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光辉照耀下，在全区

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和共同努力下，全区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巨大变化。在90年代的今天，当我们步入时代的快车道，向着达小

康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迈进时，我们要了解自

己，也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我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片

古老而神圣的土地上，内蒙古自治区有怎样的历史，又有怎样的现

实，这是世人所关注的。《内蒙古大事记》将敞开这样的窗口，让全世

界了解内蒙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总纂成梓《内蒙古大事记》，

是弘扬民族文化的一项系统工程，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

硕果。她不仅可以给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人士、国内外朋友和专

门研究人员提供一个查考内蒙古地区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事件的翔实

资料，而且提供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区情教育的

极好材料。

这部《内蒙古大事记》颇具特色。全书共分10个历史阶段，从各

个不同的角度，采用了以编年体为主的编纂体例，从历史的长河中缓

缓走来，在传世的典籍中娓娓道去，令人心领神会，一目了然。我粗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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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事记

地翻阅了全书，认为有四大特点：一是完整性。《内蒙古大事记》比较

全面地记述了内蒙古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发生的大事、要事和新事。恩

格斯说过，历史就是以重大事件为界碑的。记载大事和要事时，最忌

遗漏，最怕零散。因此，编纂大事记，既要鲜明而翔实地记述历史事

件，又要以一条历史主线贯通全文。这条主线虽然无形，但必须隐含

在大事和要事之中，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这一点本书是做得不错

的。二是可读性。《内蒙古大事记》语言通畅，用词准确，史考可靠，记

事明白，详略得当，既适合研究者作索引资料，又适合一般读者欣赏

和阅读，于朴实无华中有所收益。三是知识性。《内蒙古大事记》是存

储多种知识的大典，这里有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文、

环境以及历史知识，等等。其内容丰富多彩，知识广博丰富，随时翻

阅，开卷有益。四是实用性。《内蒙古大事记》不仅供人们学史、知史、

用史，还可以供人们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指导今天的工作，仍不失有

重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她是阅读和收藏的书林之奇葩，确实起到了

应有的“资政、教育、存史’’的重要作用。

江泽民总书记非常重视修志工作，特别提醒各级党政领导：“修

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党政领导要把修志

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内蒙古大事记》的编纂

者，默默无闻地辛勤笔耕，历经12个春秋，方才完成了这部宏篇巨著

的编纂任务。编纂者以对历史和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以实事求是的

精神，在这期间几经编辑、研讨、评审、补充、修改，最后定稿，终于把

一部内容全面，史料翔实的《内蒙古大事记》奉献给了广大读者。编纂

《内蒙古大事记》遵循厚今薄古，古为今用的原则是正确的。写法上注

重了乘一总万，举要治繁，切入主题，不枝不蔓。《内蒙古大事记》编纂

过程中突出了重、特、大、首、主、变、新等应有的特点，抓住那些规模

大、意义大、影响大的事件进行了记述。这种科学、严谨、艰苦的工作

精神，值得我们和后人学习和敬仰。《内蒙古大事记》的出版发行，无

疑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文化史上一项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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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的无言挚友，为内蒙古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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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 例

一、《内蒙古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全面记载内蒙古地

区自然、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人文等各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

料性著述。

二：《大事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

原则为指导方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中

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求突出时

代特点、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

三、上限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下限截止至1995年。

对于历史上若干事件的具体情况，尚无定论者，《大事记》只能采取通

说或一说。

四、记述范围，以内蒙古自治区1995年行政区划为准，主要收

录内蒙古地区的大事、要事和新事，对与内蒙古地区有联系的区外事

件，择要收录。

五、编纂方法采取以编年体为主的体例进行记述，个别重大事

件需完整记述全貌者，以纪事本末体集中记述。文中凡出现有年、月

而无日者，均在该月末记述；凡出现上旬、中旬、下旬者，均在该月10

日、20日、30日(31日)后记述；凡出现有年而无月、日者，均在该年末

记述；凡出现春、夏、秋、冬各季者，均在该年3月、6月、9月、12月后

记述。

六、历史纪年，清代以前采用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民国时期采

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年号

纪年、民国纪年后均括注公元纪年。帝王纪年和年号纪年采用农历，

年月日用汉字表示；民国纪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历，年



原名，并在历史地名后括注

对国名、地名、人名的译名，

客观地说明某些历史事件，

局的数据为准。统计局没有



目 录 ·7·

目 ． 录

内蒙古自治区行政区划图

题词
、

图片

《内蒙古大事记》监修成员

《内蒙古大事记》编纂委员会成员

《内蒙古大事记》编辑人员
。

《内蒙古大事记》主要撰稿人员

《内蒙古大事记》摄影人员、提供图片人员及单位

序······⋯··············································．·········．．·．·⋯．．·····．．．．．·．·．．(1)

凡例⋯⋯⋯⋯⋯⋯⋯⋯⋯⋯⋯⋯⋯⋯⋯⋯⋯⋯⋯⋯⋯⋯⋯⋯⋯⋯⋯⋯⋯(5)

目录·一”⋯⋯⋯⋯··⋯⋯··⋯⋯⋯⋯⋯⋯⋯⋯．·．····⋯⋯⋯⋯．⋯·”⋯⋯⋯．(7)

远古至战国(旧石器时代～公元前221年)⋯⋯⋯⋯⋯⋯⋯⋯⋯⋯．-．(1)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7)

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24)

隋、唐、五代(公元581～959年)⋯⋯⋯⋯⋯⋯⋯⋯⋯⋯⋯⋯⋯⋯”(34)

宋、辽、金、西夏(公元960,--,1270年)⋯⋯⋯⋯⋯⋯⋯⋯⋯⋯⋯⋯⋯(48)

元(公元1271"--1368年)⋯⋯⋯⋯⋯⋯⋯⋯⋯⋯⋯⋯⋯⋯⋯⋯⋯⋯⋯(64)

明(公元1368"--1643年)⋯⋯⋯⋯⋯⋯⋯⋯⋯⋯⋯⋯⋯⋯⋯⋯⋯⋯⋯(71)

清(公元1644"--'1911年)⋯⋯⋯⋯⋯⋯⋯⋯⋯⋯⋯⋯⋯⋯⋯⋯⋯⋯⋯(95)

中华民国(公元1912"--'1949年9月)⋯⋯⋯⋯⋯⋯⋯⋯⋯⋯⋯⋯⋯(163)
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163)

民国2年(公元1913年)⋯⋯⋯⋯⋯⋯⋯⋯⋯⋯⋯⋯⋯⋯⋯⋯⋯⋯(170)



·8· 内蒙古大事记

民国3年(公元1914年)⋯⋯⋯⋯⋯⋯⋯⋯⋯⋯i⋯⋯⋯⋯⋯⋯⋯n

民国4年(公元1915年)⋯⋯⋯⋯⋯⋯⋯⋯⋯⋯⋯⋯⋯⋯⋯⋯⋯⋯

民国5年(公元1916年)⋯⋯⋯⋯⋯⋯⋯⋯⋯⋯⋯⋯⋯⋯⋯⋯⋯⋯

民国6年(公元1917年)⋯⋯⋯⋯⋯⋯⋯⋯⋯⋯⋯⋯⋯⋯⋯⋯⋯⋯

民国7年(公元1918年)⋯⋯⋯⋯⋯⋯⋯⋯⋯⋯⋯⋯⋯⋯⋯⋯⋯⋯

民国8年(公元1919年)⋯⋯⋯⋯⋯⋯⋯⋯⋯⋯⋯⋯⋯@Q O O D J⋯⋯⋯

民国9年(公元1920年)⋯⋯⋯⋯⋯⋯⋯⋯⋯⋯⋯⋯⋯⋯⋯⋯⋯⋯

民国10年(公元1921年)⋯⋯⋯⋯⋯⋯⋯⋯⋯⋯⋯⋯⋯⋯⋯⋯⋯⋯

民国11年(公元1922年)⋯⋯⋯⋯⋯⋯⋯⋯⋯⋯⋯⋯⋯⋯⋯⋯⋯⋯

民国12年(公元1923年)⋯⋯⋯⋯⋯⋯⋯⋯⋯⋯⋯⋯⋯⋯⋯⋯⋯⋯

民国13年(公元1924年)⋯⋯⋯⋯⋯⋯⋯⋯⋯⋯．．．⋯⋯⋯⋯⋯⋯⋯

民国14年(公元1925年)⋯⋯⋯⋯⋯⋯⋯⋯⋯⋯⋯⋯⋯⋯⋯⋯⋯⋯

民国15年(公元1926年)⋯⋯⋯⋯⋯⋯⋯⋯⋯⋯⋯⋯⋯⋯⋯⋯⋯⋯

民国16年(公元1927年)⋯⋯⋯⋯⋯⋯⋯⋯⋯⋯⋯⋯⋯⋯⋯⋯⋯⋯

民国17年(公元1928年)⋯⋯⋯⋯⋯⋯⋯⋯⋯⋯⋯⋯⋯⋯⋯⋯⋯⋯

民国18年(公元1929年)⋯⋯⋯⋯⋯⋯⋯⋯⋯⋯⋯⋯⋯⋯⋯⋯⋯⋯

民国19年(公元1930年)⋯⋯⋯⋯⋯⋯⋯⋯⋯⋯⋯⋯⋯⋯⋯⋯⋯⋯

民国20年(公元1931年)⋯⋯⋯⋯⋯⋯⋯⋯⋯⋯⋯⋯⋯⋯⋯⋯⋯⋯

民国21年(公元1932年)⋯⋯⋯⋯⋯⋯⋯⋯⋯⋯⋯⋯⋯⋯⋯⋯⋯⋯

民国22年(公元1933年)⋯⋯⋯⋯⋯⋯⋯⋯⋯⋯⋯⋯⋯⋯⋯⋯⋯⋯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

民国25年(公元1936年)⋯⋯⋯⋯⋯⋯⋯⋯⋯⋯⋯⋯⋯⋯⋯⋯⋯⋯

民国26年(公元1937年)⋯⋯⋯⋯⋯⋯⋯⋯⋯⋯⋯⋯⋯⋯⋯⋯⋯⋯

民国27年(公元1938年)⋯⋯⋯⋯⋯⋯⋯⋯⋯⋯⋯⋯⋯⋯⋯⋯⋯⋯

民国28年(公元1939年)⋯⋯⋯⋯⋯⋯⋯⋯⋯⋯⋯⋯⋯⋯⋯⋯⋯⋯

民国29年(公元1940年)⋯⋯⋯⋯⋯⋯⋯⋯⋯⋯⋯⋯⋯⋯⋯⋯⋯⋯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

民国31年(公元1942年)⋯⋯⋯⋯⋯⋯⋯⋯⋯⋯⋯⋯⋯⋯⋯⋯⋯⋯

民国32年(公元1943年)⋯⋯⋯⋯⋯⋯⋯⋯⋯⋯⋯⋯⋯⋯⋯⋯⋯⋯

民国33年(公元1944年)⋯⋯⋯⋯⋯⋯⋯·⋯⋯⋯⋯⋯⋯⋯⋯⋯⋯¨

(175)

(178)

(182)

(184)

(186)

(189)

(192)

(194)

(197)

(201)

(203)

(205)

(209)

(216)

(221)

(229)

(238)

(242)

(251)

(256)

(278)

(285)

(295)

(303)

(312)

(323)

(331)

(342)

(349)

(355)

(363)

II
2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