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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维民’ ．

《内蒙古自治区史》写的是1947年5月至1987年5月内蒙古

自治区四十年的历史．四十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经过社会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建设，又使内蒙古自治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58

年以后虽然有过失误和瞳折，。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浩劫．，但是

自治区四十年来的成就是伟大的，业绩是辉煌的，历史经验也是

极其丰富的，堪称为我国的模范自治区。这是有目共睹、举世公

认的事实。只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全面叙述和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四

十年历史的专著问世。我作为一名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工作者，对

此深感内疚。 ．

1958年，在我刚步入这一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时候，曾参加

．过<内蒙古自治区简史》的编写，那时只写出一个初稿，便由于

形势的变化而中断了这项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展

这项研究工作的条件逐渐具备，特别是在内蒙古各族人民欢庆自
一 治区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职业的使命感促使我提出了编写‘内

、蒙古自治区史》的课题，并得到了内蒙古大学中共内蒙古地区党

1史、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所的王德胜、甘旭岚、庆格勒图以及裴

小燕等四位研究人员的响应，作为研究所的一项科研任务，提请

’列入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科研项目。几年来，在各

方面的热情支持下，依靠集体力量，特别是经过几位年轻研究人

员的刻苦努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周年诞辰之际，将‘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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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自治区史》奉献给读者。我们期待它对于人们了解内蒙古自治

区的历史能有所帮助。当然。由于我们的水平所限，研究基础薄

弱，书中的偏颇疏漏之处实属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们开始编写工作的时候，我们深深感到要全面、系统、正

确地叙述和分析内蒙古自治区四十年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为此，我们首先审慎地对编写工作的指导思想、全书内容、体

例结构以及史料应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制定了编写

方案，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在编写过程中加以逐步完善．

我们认为。编写《内蒙古自治区史》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根据，在认真学习和研究全国历史的进程

和党在各个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从内蒙古历史的

实际出发，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

法，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实实在在地叙述和分析内蒙古自治区

四十年来的历史；在全面地阐述内蒙古自治区四十年历史发展过

程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

人们既能够继承和发扬那些成功的经验，也能从那些失败的经验

中吸取教训，使前车之覆成为后事之鉴，为内蒙古自治区的发展

与繁荣提供一面历史的镜子。

内蒙古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开展工作的少数民族地区。内蒙古

各族人民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之后，终于找到

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唯一正确的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在1920年12

月1 E1即指出：“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

要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二大”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

问题的纲领。从1923年开始，党又逐步培养出内蒙古的第一批豢

汉族共产主义者，并在1925年初建立了内蒙古地区第一批中国共

产党的组织，开始领导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在全国大革命高潮中，

内蒙古的工人、农民、牧民、学生运动纷纷兴起；呼和浩特各族

各界响应“五卅”运动的斗争，席卷鄂尔多斯高原的牧民起义，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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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塞外的“孤魂滩”事件j形成了内蒙古第一次大革命风暴．内 、，

蒙古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革命的_部分．、． ～

j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苦岁月中，中国共产党迎着反革命的腥

风血雨，在1927年lo月即开始恢复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
’

绥远特支、特委、工委，中l共归绥中心县委，中共内蒙古特支、特 。

委等党的组织。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的较量中，它们一次

又一次遭到破坏，然而一次又一次地恢复起来，坚持斗争。中共

西蒙工委从1929年秋天成立到1937年10月，一直坚持领导了内-

蒙古西部地区的斗争。包头铁路工运风暴、河套地区“穷人会”运

动和祥太裕起义，绥远反帝大同盟的抗日救亡活动和爱国进步恩

想文化运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察北抗战等，都是革命低，

潮年代内蒙古地区的星星之火。1935年10，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内蒙古革命形势重新高涨。由于红军长征胜
‘

，

利消息的鼓舞和中共西蒙工委政治工作的强烈影响．1936年2 一

+月，爆发了“百灵庙”军事暴动，树起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旗 ．

帜。“九一八”事变以来内蒙古的抗日救亡斗争此伏彼起，蓬勃发 ． 、

。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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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的年代，在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沦陷为日寇殖民地

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内蒙古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敌后抗’
’

日斗争。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是插入伪蒙疆心脏的一

，把尖刀，它完成了牵制日伪军西进南下的战略任务，创造了在敌
。

后开展骑兵游击战争的奇迹。八路军、新三师以及傅作义将军莅

伊克昭盟、河套地区的抗日斗争，为阻击日寇西进南下起了重要

作用。抗日联军三进呼伦贝尔、冀东抗日根据地组织路北武工队，
。

’、研辟宁城、赤峰一带游击区的活动，均在日寇统治严密的内蒙古
‘ “

东部地区传播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影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抗

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内蒙古各族人民从日寇法西斯殖民统治 ．

下解放了出来，内蒙古大部分地区成为解放区。，
。

解放战争时期，在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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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死决战时，内蒙古各族人民也在自卫解放战争和内蒙古自治运

动这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了一支

蒙古族革命武装内蒙古骑兵，密切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败了国

民党军队对内蒙古解放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清剿了内蒙古解放

区的土匪，保卫和扩大了解放区。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

自治运动，充分发动了蒙古民族的解放斗争，把各种类型的蒙古

民族运动中的进步力量和积极因素引导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并引导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支持和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从而形

成了内蒙古强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力量。经过二十五个年头的革命

斗争，创造了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条件，1947年5月成立了内

．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终于诞生了。．

。内蒙古革命二十五年的历程充分说明：’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

是内蒙古革命唯一正确的领导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

蒙古革命便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分散到统一，从局部到全局，

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随着全国革命的胜利而取得了民族民主革

命的彻底胜利。 ·

二、在二十五年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形成的革命统一战线，是

内蒙古革命发展并走向胜利的重要因素。在大革命时期，通过内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等组织，相

当广泛地团结了内蒙古各族各阶层的革命力量。在发展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内蒙古以通过上层联络下层的方针，极其广

泛地争取了蒙古族中的抗日力量，争取了国民党中的爱国力量。在

解放战争时期，又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形式，结成了反美

反蒋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的革命统

一战线方针和政策，促成了力量强大的革命阵营，创造了吃立内

蒙古自治区的条件。

三、在内蒙古革命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即通过内蒙古人

民革命党创建革命武装，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军，进行了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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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尝试。并在冯玉祥的国民军和察哈尔民众抗日罚盟军、孙

殿英的四十一军以及晋军屯垦军中开展了军运工作．从蒙旗保安

总队到蒙旗独立旅直至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基本上是中国共

产党控制的一支蒙古族抗日武装。在大青山抗日斗争中，以八路

军为基础扩建成的大青山骑兵支队，以及蒙古抗日游击队等地方

抗日武装，是坚持敌后武装抗日的主要力量。解放战争中创建的

内蒙古骑兵及各地的民族革命武装，是保卫和发展自治运动、开

展自卫解放战争的强大支柱，也是建立内蒙古自治区，配合中国

人民解放军解放内蒙古全境的主要武装力量。

．四、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和认识内蒙古民族问题，并经过

探索找到解决内蒙古民族问题的正确途径。大革命时期曾主张联

邦制，土地革命时期提出自决、联邦、自治三种办法由内蒙古人

民选择。这对于调动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是

起了积极作用的。1938年10月提出．团结中华各民族为统一的力

量，共同抗日图存的方针，并提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建立统一的国

家，经过探索，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构想，

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试点，在解放战争一开始便在内蒙古付诸实

施，建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取得了巨大成功。从此，民族区域自

治成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

五、蒙汉各民族的团结斗争，是内蒙古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

冲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一步一步地把内蒙古的蒙汉

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共求解放。蒙汉各族共

产党人的团结是蒙汉各民族团结的核心。这种团结贯串于二十多

年革命斗争的始终。无论在大革命的风暴中，还是在白色恐怖的

．环境里，无论在抗日烽火连天的年代，还是在自治运动的岁月，蒙

汉各民族团结斗争的精神体现在各个方面。这正是内蒙古革命胜

利发展，．自治运动取得成功的力量源泉。

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是内蒙古革命胜利发展的结果，内蒙

古自治区四十年的历史，是内蒙古革命史的继续与发展。我们把
F ． 5



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到1949年lO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作为自

治区历史的第一个阶段，作为发展自治运动，解放内蒙古全境的

阶段，也是本书的第一章。建国以后，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分期，分别概括为第二章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内蒙古、第三章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内蒙古、第四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内

蒙古，试图把这三个时期历史的方方面面叙述出来，而第五章只

写“文化大革命”对内蒙古的浩劫，主要是为了突出“文化大革

命”的破坏性。我们对“文革”时期的历史研究得还很不够，这

也是我们不能全面深入地叙述这一时期内蒙古历史的原因之一。

至于第六章，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还在发展，我们

把这一章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内蒙古”是恰当的。关

于每一章或每一个时期的内容，我们均以短序的形式写在每章的

前面，也算是每章的提要。我们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内蒙古革

命的基本经验作了上述五个方面的总结，而对自治区四十年的基

本经验则概括了七个方面，写在全书正文的最后，列为第六章第

八节的一个目．全书结构由章、节、目三个层次组成，以时期分

章，以内容分节，以问题列目。因为每个时期的年限不同，各章

字数和份量也相差较大。另外为了叙述和分析方便，或集中写清

楚某一问题，在基本以时间为顺序的前提下，交叉或集中叙述了

一些内容，体例上有些不协调之处。

我向我们的读者说了这么多话，目的是为了达到彼此的交流

和了解，以便今后更好地研究这段历史。

6

1991年6月



1947年4月

29日，乌兰

夫当选为内

蒙古自治政

府主席

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合影



簸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宣誓就职

内蒙-k]-民代表会议会场彩

。食辽罱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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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蒙古自治区哪分代表台影



上

1957年4月30日，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

席台

1957年5月1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那达慕大会主



195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乌兰夫与
李先念在一起

l

幕式

1
957年5月1日，庆祝内蒙古自j台区成立10周年那达慕大会开



1959年9月26日，周恩来在乌兰夫陪同下为包钢一号高炉剪彩

1961年8月，刘少奇在内蒙古牧区视察



k

在套上讲话

30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 5周年『大会．乌兰夫



1977年7月30日，内蒙古文艺工作者向中央代表团陈锡联、乌兰

夫敬献马奶酒

主席台

1日，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30周年游行队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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