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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博物院坐落在呼和浩特

市中心，建于 1957年，是全区

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也

是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最早建成

的博物馆。全院建筑面积一万

五千余平方米，展厅面积七千

平方米。 

 

内蒙古博物院收藏文物标本有

十万余件，分为古生物化石标本、历史文物、民族文物、近现代文物四大类，各

自形成体系，是内蒙古地区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也是博物馆学、考古学、

历史学、民族学、古生物学等学科的学术研究机构。 

 

内蒙古博物院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综合性博物馆，文物藏品具有浓郁的地区特点和

民族特色，《内蒙古历史文物陈列》时间跨度从距今七十万年前的“大窑文化”至

明清为止，反映北方草原人文历史的兴衰演替；《内蒙古民族文物陈列》集中反

映了近代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人民创造的独具特

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作者：内蒙古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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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吉思汗（1162-1227年），名铁木真，蒙古开国君主。铁木真生活的时代政庞土

裂：蒙古高原部落林立，战乱不止；南方金国与南宋对峙，局势动荡。就在这样

的背景下，他以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统一蒙古高原，继而建立横跨欧、亚的

蒙古帝国。 

 

铁木真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幼年父亲即被仇人毒杀，少年时随母亲四处流浪，过

着终日躲避追杀的生活。这磨练出铁木真坚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斗志。

1180 年，昔日仇敌蔑儿乞人抢走了他的新婚妻子。为报夺妻之仇，18 岁的铁木

真联合脱里汗和札木合，打败了蔑儿乞人。这是铁木真的第一次战斗，他不仅夺

回妻子，还赢得了声誉，离散的部众和勇士纷纷投回他的麾下。1189年，铁木真

被推举为乞颜部可汗。此后，他先后赢得了札木合联合十三部发动的“十三翼之

战”、塔塔儿部之战、乞颜部之战和泰赤乌部之战，把世仇全部除去。这不仅增

强了他的威望，更为他统一蒙古草原奠定了基础。1203年，铁木真成功消灭克烈

部，次年征服乃蛮部，完成了统一蒙古的大业。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召开部族大会，正式建立蒙古国，号称“成吉思汗”。

为了实行有效统治，他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完备的统治体制，包括更全面地推

行千户制，将全蒙古部众分配给宗亲和功臣；扩建护卫军组织，加强大汗的力量；

建立司法制度，颁布“大劄撤”法典；创制蒙古文字等。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统治

力量，蒙古各族的政局从此更为稳定和团结，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得到前所未有

的发展。 

 

在推行各项安内措施的同时，成吉思汗也不断对外扩张。十二至十三世纪，由女

真族建立的金国是统治华北一带的强国。金人长期欺压和迫害蒙古人，令蒙古人

十分忿恨。1211年，成吉思汗向金国发动战争，结束了蒙、金的臣服关系，并最

终在 1215年攻陷金的中都（北京）。东征的同时，成吉思汗也不忘教训西方的敌

人。1219年，成吉思汗亲率 20万大军报复花剌子模（中亚伊斯兰教国家）劫杀

商队之仇。他先消灭西辽，接着攻打花剌子模。凡抵抗蒙古军的城市，城陷后居

民都会被屠杀。几年间，蒙古军击灭了花剌子模，摧毁了许多中亚城市，兵锋所

及，南达印度河流域，西至里海西南岸一带。1226年，成吉思汗大举攻伐西夏。

次年，西夏灭亡，但这也成为成吉思汗人生的最后一役。1227年 7月，成吉思汗

病逝于清水县六盘山，遗体被运往漠北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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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功业为日后建立元朝及蒙古帝国版图的扩张，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统

一蒙古各部，营造安定的蒙古社会，大大推动了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他攻金灭夏，为元朝大一统奠定基石，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他西征欧亚，开辟

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管道，是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也大兴掠夺战争，屠戮掳掠，

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大多数历史学者对其认同功过并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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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成长背景 

 

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过着艰苦的游牧生活，他们骑射技艺精湛，而且骁勇善战，

属于马背上的民族，可谓：“上马为兵，下马为民”。游牧民族主要依靠畜牧业为

生，无论在物质或文化上，都比定居的农耕民族贫乏和落后。因此，他们需要与

农耕民族作物资和文化的交流，甚至通过战争获取所需物资。 

 

 

两个蒙古族小孩正在练习摔跤 

 

十二世纪中叶，蒙古高原部落林立，纷争战乱不止，故此，蒙古高原的民众都渴

求统一与和平；同时，南方的中原地区，金国正与南宋对峙，局势动荡不安。就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成吉思汗以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华，顺应历史的潮流，改

革蒙古旧制，充分利用游牧民族的善战优势，统一蒙古高原，侵略金国，继而建

立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 

 

蒙古人过着游牧生活，经济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很大。水草丰美时，牛羊肥壮；天

降大灾时，牲畜会因缺乏粮食而大量死亡，牧人的生计亦难以维持。蒙古人经常

跟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锻炼了不畏艰难的个性。蒙古族传统的“男儿三技”和游

牧生活的习惯，都使蒙古人成为勇猛能耐的战士。蒙古族精于马术和经常四处迁

徙。故此，他们可以在瞬间集结成骑兵，快速向敌人发动进攻，令敌人难以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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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男儿三技 

生长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男子，自小就接受骑马、摔跤和射箭这三项通称为“男儿

三技”的基本生活技能训练。骑马是为了牧放、迁徙的需要；摔跤可以强健体魄、

提高格斗技能；射箭则是狩猎和对抗外族侵犯不可或缺的技能。蒙古人深信小孩

从小熟习“男儿三技”，长大后就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战场中，挣扎求存，

勇往直前。 

 

 

骑在马背上的蒙古小孩 

 

 
草原放牧 

蒙古人在与其他部族的战争中，训练出团结合作的精神和作战的技能。为了抗击

他人的掠夺或扩张自己的放牧场地，他们需要经常与敌人作战。战争成为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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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他们也成为了惯于征战的武士。成吉思汗的显赫战功，正是

凭借坚毅勇武的蒙古骑兵所建立的。 

 

 

蒙古人射骑 

 

 

蒙古牧民过着艰苦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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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少年时代的磨练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生于 1162 年，父亲也速该是蒙古族乞颜部的首领。铁

木真出身于贵族家庭，年幼时，父亲被世仇塔塔儿人毒杀，乞颜部随之瓦解，铁

木真也丧失了以往优越的贵族生活。他的母亲诃额伦夫人带着铁木真兄弟，过着

钓鱼、捕鼠、采集野菜为生的艰苦生活，同时又要躲避其他仇敌的追杀。艰苦而

危险的生活环境，磨练出铁木真坚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斗志，结果，这个

“深沉有大略”的蒙古少年，迅速成长为一个杰出的部落首领。 

 

父亲遇害 

铁木真九岁时，父亲也速该带他到弘吉剌部相亲。按照蒙古族传统的习俗，双方

订亲后，铁木真须留在岳丈家过一段日子。也速该便自行返回乞颜部。也速该在

归途中，正逢塔塔儿部举行饮宴，于是，他便留下参加宴会和祝贺塔塔儿部。由

于也速该先前曾打败塔塔儿部，怀恨在心的塔塔儿人竟在酒中下毒。也速该回家

后毒性发作，临终嘱托友人接回铁木真。也速该死后，泰赤乌部乘机掠走乞颜部

的人口及牲畜，乞颜部贵族也各自带走了部下，铁木真母子顿时陷于极其贫困的

境地。 

 

 
铁木真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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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残 

丧失牲畜和部下的铁木真，与母亲、兄弟一起过着狩猎和采集野菜的艰辛生活。

一天，争强好胜的铁木真与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争执，并与弟弟合撒儿一起射

杀了别克帖儿。铁木真兄弟回家后，遭到母亲严厉训斥，指责他们是除了自己的

影子之外，就没有朋友了。她又以一支箭容易折断，五支箭合成一束却不易折断

的道理，教诲铁木真兄弟要团结。母亲的训诲令铁木真感到无比惭愧，自此以后，

他学会了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厚待兄弟、部属，使大批将领和人才都愿意投向他，

忠心为他效力。 

 

智脱险境 

掠夺乞颜部人口、牲畜的泰赤乌部贵族，时刻都想杀掉铁木真以绝后患。一天，

泰赤乌部骑兵突袭铁木真营地，铁木真只身躲入深山的树林中，靠捕鸟、食树皮

度过了九日九夜。他后来因为饥饿难耐，被迫下山，终被敌人擒获。一天，铁木

真乘夜幕降临，敌兵防守松懈之际，用木枷打倒守卫者，机智地躲在河水中，并

在别人的帮助下，成功逃过敌人的搜捕，返回自己的营地。 

 

 
成吉思汗壁画（部分）图为铁木真机智地躲在河水中，逃避泰赤乌人的捉捕 

 

勇挫马贼 

盗窃他人的马匹被草原民族视为最令人痛恨的行为。一天，几个盗马贼将铁木真

母子仅有的八匹马盗走。铁木真狩猎归来，得知马匹被盗，便嘱咐弟弟们照顾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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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然后只身骑马追赶盗马贼。铁木真一连追赶了三日三夜，正当人困马乏时，

他遇到一位正在与牛角力的年轻勇士博儿术。勇敢的博儿术为铁木真提供了食物

和马匹，两个人更结为“安答”（即结拜兄弟），发誓彼此忠诚，互助终生。他们一

起追赶盗马贼，夺回了马匹。此后，博儿术一直追随铁木真，成为蒙古最重要的

开国功臣之一。 

 

 

蒙古四杰之一的博儿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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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建立蒙古帝国 

 

当铁木真正在积蓄力量，尚未称汗的时候，蔑儿乞人突然前来袭击，并抢走了他

的新婚妻子孛儿帖。为了报夺妻之恨，力量弱小的铁木真只好向脱里汗和札木合

求助。在他们的支援下，铁木真击败了蔑儿乞人，夺回妻子，将敌人的妻女掳为

奴婢，并获得了大量战利品。击败蔑儿乞人是铁木真的第一次战斗，这一战不仅

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使离散的乞颜部贵族和其他部落的勇士，纷纷投奔到铁木真

的麾下，进一步壮大了他的势力。 

 

 

铁木真妻子孛儿帖 

 

蒙古本部称汗 

铁木真认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恢复祖业，只有得到其他部落的协助，才

能逐渐壮大自己。当时，克烈部是草原上的强大势力，于是，铁木真凭借着父亲

也速该与克烈部首领脱里汗的“安答”关系，谋求支援，并拜脱里汗为义父。此外，

他又寻求往日的“安答”札木合支持，开始重整自己的势力。铁木真重新结集旧部，

一些乞颜部的贵族重新回归到他的麾下，再加上他结交了一班勇敢忠诚的那可儿，

铁木真势力逐渐强大起来。1189年，铁木真被推举为乞颜部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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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白玉雕像 

 

十三翼之战 

铁木真与札木合原以兄弟相称，互相帮助。但当铁木真力量强大后，却引起札木

合的嫉妒与怨恨。当札木合的弟弟因盗马被铁木真的部下杀死时，札木合便以此

为借口，迅速纠集泰赤乌等十三个部落，与铁木真率领的十三翼人马交战，两位

“安答”从此决裂。 

 

这场“十三翼之战”是铁木真独立指挥的第一次战役。虽然这场战争以铁木真失败

告终，但由于札木合残忍地烹杀俘虏，引起部众不满。一些原与铁木真为敌的部

落贵族纷纷投向铁木真。十三翼之战中铁木真虽然战败了，但力量反而强大起来。 

 

灭中部克烈部 

铁木真势力壮大与克烈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但当铁木真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却

引起克烈部首领脱里汗父子的恐惧。另外，铁木真也由于长子术赤向脱里汗求婚

被拒，感到十分不满。 

 

1203 年，脱里汗父子在札木合的挑拨下，计划设宴杀害铁木真，但阴谋不慎败

露，结果双方发生大战，铁木真战败退走，但他并没有气馁，整顿军马准备再战。

其后，铁木真得知克烈部内部分裂，便乘机运用诈降战术，派骑兵奔袭脱里汗大

营，成功消灭克烈部。至此，除了西面的乃蛮部外，铁木真已大致扫灭了草原上

的群雄，统一蒙古草原的时机亦已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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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仇敌 

 

塔塔儿部与乞颜部是世代为敌的部落，而泰赤乌部又与铁木真夙怨极深，故铁木

真回复乞颜部地位后的首要任务便是歼灭这两大仇敌。在克烈部的支援下，铁木

真联合金朝共同消灭了塔塔儿部。这一胜利，不仅使铁木真在蒙古部落中赢得了

为父亲复仇的美誉，同时也得到了金国的封赏，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铁木真

又消灭了泰赤乌部，把世仇全部除去。铁木真消灭东部的两大敌对部落，不仅进

一步增强了自己的威望，更使他获得了水草充足的呼伦贝尔草原，成为日后连年

征战的重要资本，为统一蒙古草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灭克烈部及乃蛮 

1203年，克烈部妒忌铁木真势力日盛，发兵攻打，会战于合兰真沙陀（在今蒙古

东方省南境），铁木真败退至班朱尼河（约在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铁木真待兵

力逐渐恢复后，出奇兵偷袭克烈部的营帐，彻底打败克烈军。克烈部灭亡后，铁

木真在蒙古草原上唯一的强敌，就只有西边的乃蛮部。临战以前，铁木真按千户

制组编、整顿军队，并成立精锐的护卫军，把军队改革成一支纪律严明、斗志旺

盛的武装力量。 

 

自恃强大和懦弱无能的乃蛮部首领太阳汗，一直认为铁木真人少马瘦，可以轻取，

于是他联合汪古部突厥人夹击铁木真，但汪古部人却将此消息告知铁木真，还协

助铁木真征讨乃蛮。1204年，铁木真采用疑兵战术诱敌，进而亲自率领先锋部队

与乃蛮部决战，最终征服乃蛮部。而先前投奔乃蛮部的札木合，也被部下执送铁

木真处死，至此，铁木真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 

 

尊号“成吉思汗”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上游召开“库里尔台”（部族大会）会议，正式成为蒙古

各部的大汗，号称“成吉思汗”（“成吉思”具有“海洋”、“强大”的意思），建立蒙古

国。 

 

蒙古国地域辽阔，人口、部族众多，语言及文化不尽相同。为了实行有效的统治，

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完备的统治体制。包括更全面地推行千户制，将

全蒙古部众分配给宗亲和功臣；扩建护卫军组织，加强大汗的力量；建立司法制

度，颁布《大札撤》法典；创立蒙古文字等等。这一系列措施，使蒙古国完全由

大汗及宗亲、功臣直接控制。蒙古各族的政局从此更为稳定和团结，经济、文化

等方面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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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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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蒙古帝国的扩张 

 

1206年，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后，除了确立制度，除了推行各项安内措施，更

不断扩张势力，先后对邻国（金国、西夏）发动战争，又西征中亚花剌子模国，

为日后建立元朝及扩张蒙古帝国版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金战争 

十二至十三世纪，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是统治华北一带的强国。在成吉思汗向金

国开战以前，金国一直是蒙古的宗主国，金人长期欺压和迫害蒙古人，令蒙古人

十分忿恨。1211年，成吉思汗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金国，于是向金国

发动战争，向金人报复，结束了蒙、金的臣服关系。1213年，成吉思汗屯兵金国

的中都（今北京）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向蒙古人奉献金银、缎匹、奴仆和马

匹等，战事因而暂时止息。次年，金主迁都南京（今开封）。1215年，成吉思汗

终于攻陷中都。金政权在迁往南京后，又苟延残喘二十年。在 1234 年，当时的

蒙古大汗窝阔台联合南宋夹击金国，终于结束了金朝的统治。 

 

 

蒙古与金国交界——金界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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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中亚 

1218 年，成吉思汗派遣一支庞大商队前往花剌子模，但商队人员竟被花剌子模

官员劫杀。于是，成吉思汗在 1219年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向花剌子模复仇。

成吉思汗先消灭西辽，扫清了西征的障碍，接着攻打花剌子模。凡抵抗蒙古军的

城市，城陷后居民都会被蒙古军屠杀，工匠则被掳回蒙古本土。 

 

小知识 

西辽 

辽亡于金后，辽皇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国家。成吉思汗灭乃蛮后，乃蛮部太

阳汗之子屈出律西逃，篡夺了西辽政权，但仍尊西辽菊儿罕为太上皇。 

 

在西征的过程中，连连报捷的蒙古军一度被花剌子模的王位继承人札兰丁所重创，

损失惨重。其后，成吉思汗亲自引兵快速追击，并采用围剿的战术，切断敌人逃

路，最终获得胜利，兵败的札兰丁只身逃往印度。几年间，蒙古军击灭了花剌子

模，摧毁了许多中亚城市，兵锋所及，南达印度河流域，西至里海西南岸一带。 

 

小知识 

花刺子模 

花刺子模是位于中亚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 

 

 
蒙古军攻打花刺子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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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西夏 

1083年，党项族在今日甘肃省一带建立了西夏国。十三世纪初，西夏与金、宋形

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从地理位置来看，位于蒙古国南面的西夏，与金国互为犄

角，令蒙古国两面受敌。 

 

成吉思汗为免后顾之患，在攻打强敌金国以前，先后数次对西夏用兵，迫使西夏

国王纳贡称臣，解除了攻金时两线作战的威胁。1226年，成吉思汗为了报复西夏

国王拒绝出兵协助蒙古西征，于是大举攻伐西夏。次年，西夏国王被迫投降，西

夏灭亡。 

 

 

西夏王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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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之死 

 

1227 年 7 月，成吉思汗在攻打西夏的战争中，病逝于清水县六盘山。他临终前

向诸子讲述了联宋灭金的战略，同时叮咛诸子在他死后秘不发丧，以稳定军心，

及避免西夏军因此而增强反抗的斗志。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遗体被秘密运往漠

北草原安葬。根据蒙古民间传说，当成吉思汗的灵车行至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草

原时，车轮陷不能行。直到随行侍从按照成吉思汗生前的愿望，将衣冠埋葬于此

处后，灵车才能够继续向北前进。成吉思汗秘葬后，后人建立“八白室”来祭奠和

供奉他，并由达尔哈特部落世袭守护、奉祭。现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

陵，就是由此发展而来。 

 

成吉思汗死后，其继承者继续奉行对外扩张的政策，先后吞夏灭金，又远征欧洲

及波斯，震惊欧洲各国。直至 1279年，忽必烈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为止，连

同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四大汗国在内，蒙古帝国的版

图已横跨欧、亚大陆，成为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帝国。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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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者扩张国土 

 

成吉思汗西征后，将新占领的土地分封给儿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而蒙古本

土则按幼子保守故土的传统习俗由拖雷继承。窝阔台继任大汗后，继续奉行成吉

思汗的对外扩张政策。1234年，攻灭金国。1235年，派术赤次子拔都率军西征，

大军一度深入欧洲，震惊欧洲各国。拔都在这次西征得来的大片领土上，建立了

钦察汗国。1253年，第四任大汗蒙哥派遣弟弟旭烈兀统兵西征波斯，奠定了伊儿

汗国的基础。 

 

 

窝濶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于 1229年继承汗位 

 

大元帝国的建立 

蒙哥汗死后，忽必烈夺取了汗位，并于 1271 年定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他

在 1279年灭南宋，统治了全中国。包括四大汗国在内，蒙古帝国的版图横跨欧、

亚大陆，成为当时世界上一时无两的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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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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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军事政治才能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从他一生的戎马生涯中，充分表现了他的军事、

政治才华。他在力量弱小时，懂得暂时依附他人，在战争中壮大自己。他坚持论

功行赏的原则，赏赐将士时，只以战功为标准，而不论出身贵贱，这种做法使他

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将领。 

 

成吉思汗建立了千户制和护卫军组织，使蒙古军队完全听命于以大汗为首的黄金

家族，革除了游牧民族分散不团结的弊端，增强军队的战斗力。成吉思汗根据游

牧民族行军迅速、骁勇善战等特点，制定了一系列相配合的战略、战术，诸如长

途追击、出奇制胜、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等策略，使蒙古军所向披靡。 

 

 

策马奔驰于草原的蒙古人 

 

蒙古军的围猎战术 

狩猎是游牧民族获取食物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蒙古人游乐和练兵的重要活动。

蒙古人狩猎的方式，对成吉思汗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成吉思汗

箴言》中曾记载：“所有士兵不仅是狩猎的优秀射手，也必须是战场上的英雄。”

可见蒙古人既是猎人，也是战士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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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军狩猎时，主要采用合围的方式。士兵散开，从各个方向敲鼓击锣，将动物

赶往预定的围猎区，猎手不得放跑一头野兽。蒙古人将狩猎时已经熟习的侦察、

行军、合围、追扑、射杀、信号传递等技能，应用到战场上，自然能够发挥自如。 

 

 
蒙古人行猎图 

攻其不备的骑兵 

骑兵是蒙古人最主要的兵种。故此，快速机动、攻其不备，成为蒙古军队的主要

战略。蒙古人马术精湛，马匹训练严格，而且每位蒙古士兵往往拥有二三匹马，

可以轮流骑乘，再加上蒙古人饮食习惯简便，故此，蒙古骑兵具有速度快，可长

途奔袭的特点，往往能令敌人措手不及。如成吉思汗派哲别攻打金国时，骑兵能

在一昼夜间行进 500华里。由此可见“来如天坠，去如电逝”的蒙古骑兵在战争中

的威力。 

 

 
蒙古帝国时期的三角金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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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联盟孤立敌人 

善用联盟、孤立敌人，从而将敌人逐一击破，是成吉思汗的军事生涯中运用得最

多的计谋，尤其在统一蒙古各部落时，这一策略显得更为重要。例如成吉思汗为

了集结旧部，重振旗鼓，于是跟脱里汗结盟，以打击其他部落，使自己得到喘息

和壮大的机会。又如他消灭塔塔儿部时，曾联合金国。此外，在攻打花剌子模时，

成吉思汗曾企图与西夏结盟。而他的临终遗言也指示了联宋灭金的方略，这些都

是善用联盟，孤立敌人的成功事例。 

 

 

成吉思汗用的同类戎装与兵器 

 

利用敌人新技术 

成吉思汗为了加强自己的军力，利用和吸收敌人先进的武器，以及生产技术。在

对外战争中，不杀工匠是蒙古军的传统。蒙古人攻打中原时，学到了如何制造先

进的武器。西征花剌子模的蒙古军在屠城时，也不忘将各种手工业工匠带回蒙古

草原，引进敌人的新技术。蒙古军因而掌握了花剌子模的先进攻城器械，还组织

了 500人的炮兵部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而涌入各种手工业工匠，对蒙古民族

的经济文化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蒙古地区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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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火铳 

 

军政合一的编制 

1204 年进攻乃蛮部前夕，成吉思汗便以千户制组编军队，使蒙古军成为一支组

织严密的武装力量。蒙古立国后，成吉思汗开始全面推行千户制。他把全国分为

95个千户，任命 88位功臣为千户之首。他又封“四杰”为万户，分区管辖各千户。

在千户之下有百户，百户之下又有十户，层层隶属。千户制下的属民平时从事生

产，战时则被徵调从军或负担徭役。千户制的实行，不仅纠正了以往游牧部落组

织松散的缺点，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还杜绝各部落贵族复辟的可能性，保障大汗

的统治地位。 

 

小知识 

四杰 

指博儿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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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思巴文字雕刻的千户印章 

 

精锐的亲卫军 

护卫军（蒙古语称作“怯薛”）是由负责守卫统治者的“那可儿”演变而来，他们是

蒙古军中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蒙古立国后，成吉思汗将护卫军扩大至一万人。护

卫军平时负责警卫和服侍成吉思汗，战时则随成吉思汗出征。 

 

小知识 

那可儿 

蒙古语，意为伙伴。就其职责看，即平时为侍从，战时为亲兵或护驾人员。 

 

护卫军是从各级那颜子弟中，挑选一些敏捷强健，以及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来充任。

护卫军的首长则由重臣博儿术等人担任。把贵族子弟选为护卫军，用意是把他们

当作“质子”，以利于大汗了解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护卫军的待遇优厚，在成

吉思汗身边服役的护卫军成员，地位比在外地的千户那颜还要高，并享有各种特

权。 

 

小知识 

那颜 

即贵族，在元代译为“官人”。 

 

小知识 

质子 

即“人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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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制亲卫军夜巡牌 

 

善于笼络人心 

成吉思汗重视和尊重人才的态度，招揽和笼络了各类人才，使他们甘于为成吉思

汗的黄金家族效力。成吉思汗用人时只重视个人的才能，绝不计较他们的出身背

景、部落族属，他甚至能放下私人恩怨，任用自己的敌人。如“四杰”之一的木华

黎、“四狗”之一的者勒蔑、哲别等，都是来自别的部族，甚至是来自敌对的部族。 

 

小知识 

四狗 

指者勒篾、哲别、速不台、忽必来四人。 

 

成吉思汗分配战利品时，凡有功劳的人都会得到厚待。他在分封万户、千户时，

也充分考虑到功臣的利益。在成吉思汗身边服役的护卫军成员，不仅享有各种特

权，而成吉思汗还曾告诫子孙要尊重护卫军，以便笼络他们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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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四杰之一：木华黎                   蒙古四狗之一：哲别 

 

 
蒙古四狗之一：者勒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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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治 

蒙古国建立前，成吉思汗曾为军队制定了《札撒》，作为战争中的军令。如在战

场上不得抢夺财物、战利品；统帅下令兵马退却时，若违反退却命令者斩等等。

蒙古建国后，成吉思汗根据《札撒》军令、蒙古社会的习惯，以及他个人治国、

练兵、整理社会秩序的训言来处理国家事务。后来，这些条文、训言被人以蒙古

文记录下来，形成《札撒大典》。《札撒》的进一步完备，对于整顿蒙古社会秩序，

巩固大汗的统治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前，《札撒大典》一直

是蒙古族的重要法典。 

 

小知识 

《札撒》 

蒙古语，法律、条令的意思。 

 

 

蒙古族牧民搭建蒙古包 

 

 
正在制奶酪的蒙古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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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文化传播的使者 

 

随着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及不断对外扩张，蒙古国版图日渐扩大，民族之间的

交流机会也随之增加。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对其他民族的科技文化采取了兼

容并蓄、广泛接受的态度，这大大促进了蒙古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高了蒙古

民族的文化水平。蒙古人大举西征，使中西交通路线空前畅通，间接推动了科技、

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中原地区与西方世界的科技传到蒙古草原，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也传到了西方，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往。 

 

兼容的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前，草原上既有信奉原始萨满教的部落，也有已接受西

方景教的部落。随着蒙古国对外扩张，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也相继传入蒙古社

会。成吉思汗对于各种宗教信仰采取相容的态度，例如他曾邀请道教的全真派长

老丘处机讲道。然而在成吉思汗时，传统的萨满教在蒙古社会仍有重要的影响力，

直至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佛教支派喇嘛教才逐渐取代萨满教成为主流宗教。 

 

小知识 

萨满教 

以崇拜自然物为主的原始宗教，信奉者多为北方地区的民族。 

 

为达到“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统治目的，蒙古统治者除在重要场合举行萨满教法事

外，也亲自参加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一些宗教仪式，而各大城市中也多建有

佛寺、教堂和清真寺。 

 

小知识 

景教 

即西方基督教的一个派别。 

                     

         景教铜十字架法杖                  铜鎏金菩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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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墓顶石 

 

 

丘处机与弟子们赴西域参见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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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 

为了满足生活上的需要和提高作战能力，蒙古人在战争中不杀工匠及手工业者。

蒙古人会把工匠掳回蒙古草原，并设立手工业机构让他们从事生产，为蒙古统治

者制造奢侈品或新式武器。据史料记载，当时蒙古国的首都哈喇和林城中，即有

大量的手工业匠人和各种作坊。 

 

蒙古人重视各种手工业和技术，使中原与西方先进的种植技术、织造技术、武器

制造技术、天文历法及医药学等，陆续引进蒙古草原。这些外来的先进技术，不

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加快了蒙古草原畜牧业和农业的发展。 

 

 

回回炮 

 

融会中西生活艺术 

蒙古军的西征和建立四大汗国，打破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屏障和壁垒。在一些西方

传教士、商旅的游记以及中原使者的笔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蒙古各大都市商贾

云集、中西货品俱备的繁荣景象。在今日的内蒙古地区内，出土了不少带有异域

风格的精美丝织品和器具，体现出外来文化对蒙古草原生活的影响。同时，中国

人发明的火药等，也在此时传到西方，促进了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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錾花高足金杯，其杯身图案的设计深受西方影响 

 

创立蒙古文字及八思巴文 

蒙古部落早期并没有文字，凡事都是口耳相传，或者刻木为记。成吉思汗统一蒙

古高原后，任用畏兀儿人塔塔统阿教授皇子，以及诸王、贵族中的青年识字，逐

渐形成了用畏兀儿字母拼写的蒙古文，并用这种文字书写公文、诏书等。 

 

由于蒙古帝国版图日渐扩大，民族繁多，国境内往往出现数种文字并行的情形，

这对推行政令极为不便。直到元朝建立时，忽必烈命喇嘛教僧人八思巴创立蒙古

新字，称为“八思巴文”，作为官方通用的文字，然而畏兀儿体蒙古文仍在民间通

行。总括而言，蒙古文字的创立与使用，推动了蒙古社会的发展，使蒙古族成为

一个具有共同语言文字的民族共同体。 

 

小知识 

畏兀儿人 

即今日的维吾尔族人。 

 

小知识 

八思巴 

西藏萨迦派喇嘛僧人，被忽必烈封为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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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金圣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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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历史评价 

 

历来学者对成吉思汗的评价褒贬不一。马可孛罗的《游记》对他十分欣赏；但多

桑的《蒙古史》则大加批评；近代日本史学家箭内亘誉之为“名君英主”；德国学

者巴克霍森（Joachim Barkhausen）却称他为人类的“祸魔”。 

 

现在大多数历史学者均认同“功过并存”的评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对蒙古

民族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攻金灭夏，为元朝大一统奠定了基石；西征欧亚，开辟

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虽然成吉思汗肆意屠杀的暴行，当予否定，但过不掩

功，他是蒙古族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西

方人眼中，他是能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的世界征服者。 

 

对蒙古民族的贡献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以前，蒙古草原上有着近百个大小不一的部落，各部落的社会

发展程度不同，语言文化也有差异。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各部族，大大推动蒙古

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成吉思汗建立强大统一的蒙古国，结束了草原各部之间的互相仇杀，又摆脱了金

朝的控制和欺压，使蒙古族享有安定的社会秩序，有利蒙古牧民休养生息，从而

令蒙古民族的经济、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条件。 

 

 

蒙古帝国本部及四大汗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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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历史发展 

成吉思汗的显赫武功，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贡献。成吉思汗建立蒙古

国后，曾击败金国、臣服西夏、消灭西辽，这些军事扩张行动，为日后忽必烈建

立大一统的元朝，结束中国五百多年的割据战乱局面，以及确立中国的辽阔版图，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蒙古国疆域辽阔，消除不少阻碍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政治堡垒，有利经济发

展与文化融和。中国的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传入西方，西方的药物、

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进中国。 

 

 

元代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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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驿站示意图 

 

 

河南登封县的元代天象台，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天文观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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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方人的评价 

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成吉思汗是一位具有双面个性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智

慧过人、虚心好学、仁厚宽容、热情待客、尊敬上天，并且善于纳言和用人。成

吉思汗心胸广阔，不仅对各种宗教采兼容并蓄的态度，也会虚心学习敌人的优点，

如重视有技能的工匠，以引进敌人的新技术便是一例。 

 

成吉思汗的西征，确实给欧、亚大陆上不少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西征所

到之处，服降者的生命、财产或可保全，但如有丝毫反抗，则城池夷为平地，民

众血流成河。成吉思汗西征时的屠城行为，使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受到严重摧残。

但从另一方面看，西征冲破了亚、欧各国的政治界限，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

以及相互的了解。 

 

 

蒙古军捉拿俘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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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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