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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蒙古学文库：蒙古族近代战争史》反映了近十年来中国蒙古学发展的情况，反映了中国蒙
古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未来水平，是一本集思想性、科学性、学术性为一体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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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巴音图，蒙古族，1916年生于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历任内蒙古军区教育科长、教导团团长、军事训练部部长、步兵学校校长。
1981年离休后，担任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会长，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历史研究会。
经过会员们的共同努力，出版了《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论文集》《蒙古族古代战争史》《大统帅成吉
思汗》等十余部著作。
个人发表了《成吉思汗战争观》《成吉思汗建军、治军、用军思想》《成吉思汗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
与作用》等二十余篇论文。
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史》《铁骑征战记》《“八一一”葛根庙抗日武装起义
》等书。
1987年蒙古族古代军事思想研究会荣获内蒙古社会科学联合会颁发的学术成就突出奖。
1984年、1987年被内蒙古军区授予“发余热”“余热生辉”奖状。
　　张成业，1934年10月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斯力很努图克永安嘎查东河沿屯。
1942年开始念私塾。
1945年1-8月在哈达那尔国民优级小学读书。
1945年8月-1948年10月给别人放牛。
1948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入伍后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政治指导员、指导员。
1964年任锡林郭勒盟军分区骑兵独立营连政治指导员。
1965年任军分区政治部秘书。
1973年任呼和浩特军分区郊区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
1980年转业到内蒙古建设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老干部处副处长。
1992年离职休养。
离休后参加《中国蒙古学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写工作，任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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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蒙古学文库》序《中国蒙古学文库》总论出版说明序言第一章 后金统一漠南蒙古的战争第一节
战前漠南蒙古的内外形势第二节 努尔哈赤统一漠南蒙古之战第三节 努尔哈赤统一喀尔喀和科尔沁之
战第四节 皇太极平定察哈尔蒙古之战第五节 战后结局第六节 战评附图一：后金初破蒙古作战要图附
图二：蒙古林丹汗与后金争夺辽河上游蒙古诸部要图附图三：后金与林丹汗破灭漠南喀尔喀蒙古形势
图附图四：后金皇太极驱逐林丹汗势力出西辽河流域作战要图附图五：后金皇太极袭破林丹汗作战示
意图附图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蒙古形势图第二章 清朝统一漠北蒙古的战争第一节 清朝传檄平
定喀尔喀蒙古第二节 清朝统一喀尔喀蒙古之战第三节 喀尔喀内讧与噶尔丹的东侵第四节 青衮杂卜领
导的喀尔喀反清斗争第五节 战评第三章 清朝统一漠西蒙古的战争第一节 准噶尔之崛起第二节 清朝与
准噶尔争夺喀尔喀之战第三节 清朝与准噶尔争夺西藏之战第四节 清朝与准噶尔争夺青海喀尔喀之战
第五节 清朝平定准噶尔之战第六节 战评附图七：清军击败噶尔丹于乌兰布通之战示意图附图八：清
军击败噶尔丹于昭莫多之战示意图附图九：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与清军争夺西藏之战附图十：岳钟琪
奇袭罗卜藏丹津于青海要图附图十一：准噶尔噶尔丹策零于和通泊击败清军之战要图附图十二：清军
于额尔德尼召战败噶尔丹策零要图附图十三：清军奔袭伊犁之战示意图附图十四：清军平定准噶尔阿
睦尔撒纳之战示意图第四章 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第一节 土尔扈特部西迁的原因和经过第二节 土尔扈
特部西迁后仍与清朝保持密切联系第三节 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控制吞并的斗争⋯⋯第五章 裕谦抗击
英国侵略军第六章 僧格林沁抗击英法联军保卫京津之战第七章 僧格林沁与太平军之战第八章 僧格林
沁与捻军之战第九章 反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斗争第十章 反对沙俄侵略蒙古的战争第十一章 政府军抗
击外蒙古叛军向内蒙古进犯第十二章 晚清蒙古族人民武装抗垦起义第十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蒙古
族人民的武装斗争第十四章 蒙古族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第十五章 诺门罕战争及参战的部分伪兴安军反
战投诚第十六章 内蒙古各族人民参加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第十七章 部分伪兴安军和伪蒙疆军的武装起
义第十八章 在内蒙古近代史上发生的十大事件附录一：人物简介附录二：大事年表附录三：主要参考
书目录后记《中国蒙古学文库》已经出版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蒙古族近代战争史>>

章节摘录

　　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英国政府为了扩大侵略战争，决定另派全权公使璞鼎查率领增调的援
军来中国。
　　璞鼎查六月五日，离开伦敦，途经印度，会同新任侵华海军司令巴加，于八月十日，抵达澳门，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攻占厦门。
八月二十一日，璞鼎查会同海军司令巴加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10艘，轮船4艘，运输船21艘，
装载陆军2500余人，驶离香港，开始了英军第二次北犯。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英军撤出虎门，清廷误认为战争已经结束，乃于七月二十八日，通谕沿海将
军督抚，酌量裁撤各省调防官兵。
8月上旬，专办浙江军务的钦差大臣裕谦接奕山、祁坝等咨文，获悉英军即将再犯闽浙，乃要求清廷
暂缓撤退江浙两省防兵。
道光帝竟于八月十九日作了如下批复：“如果该夷别有思逞，断无先行传播透漏之理。
着裕谦仍遵前旨，会同刘韵珂、余步云体察情形，于镇海、定海两处所，酌量暂留弁兵外，其余调防
官兵，即着奏明裁撤归伍⋯⋯不必为浮畜所惑，以致糜饷劳师。
”可是，事隔数日，英国军舰的大炮就在厦门开了火。
　　厦门的防务，在裕谦的主持下，自上年七月英军第一次侵扰以后有所加强。
东面的白石头至沙坡尾一带，改沙囊为石壁，高1丈，厚8尺，长500丈，每丈留一炮洞；其他滨海之处
，也增加了炮位和兵力，以防敌人登陆。
鼓浪屿是咽喉要地，有数所坚固的石砌炮台，安炮76门，并环以沙墩炮台，以加强主炮台的防御能力
。
英军再次进犯前，整个厦门地区共安设大小炮279门，有水陆防兵2800名，并有近万名水勇、乡勇可资
调遣。
　　八月二十五日晚，英国舰队自广东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停泊集结，随即给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
发出限期献出厦门城的最后通牒。
这时窦振彪正率水师出巡外洋，闽浙总督颜伯焘便督同道员刘耀椿，传令清军据守各要隘，准备抗击
敌人的登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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