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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博物院坐落在呼和浩特

市中心，建於 1957年，是全區

唯一的省級綜合性博物館，也

是全國少數民族地區最早建成

的博物館。全院建築面積一萬

五千餘平方米，展廳面積七千

平方米。 

 

內蒙古博物院收藏文物標本有

十萬餘件，分為古生物化石標本、歷史文物、民族文物、近現代文物四大類，各

自形成體系，是內蒙古地區文物和標本的主要收藏機構，也是博物館學、考古學、

歷史學、民族學、古生物學等學科的學術研究機構。 

 

內蒙古博物院作為少數民族地區綜合性博物館，文物藏品具有濃郁的地區特點和

民族特色，《內蒙古歷史文物陳列》時間跨度從距今七十萬年前的「大窯文化」

至明清為止，反映北方草原人文歷史的興衰演替；《內蒙古民族文物陳列》集中

反映了近代內蒙古地區蒙古族、達斡爾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人民創造的獨具

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 

 

 

 

 

 

 

  

作者：內蒙古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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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吉思汗（1162-1227年），名鐵木真，蒙古開國君主。鐵木真生活的時代政龐土

裂：蒙古高原部落林立，戰亂不止；南方金國與南宋對峙，局勢動盪。就在這樣

的背景下，他以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華，統一蒙古高原，繼而建立橫跨歐、亞的

蒙古帝國。 

 

鐵木真出身於貴族家庭，但幼年父親即被仇人毒殺，少年時隨母親四處流浪，過

着終日躲避追殺的生活。這磨練出鐵木真堅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鬥志。

1180 年，昔日仇敵蔑兒乞人搶走了他的新婚妻子。為報奪妻之仇，18 歲的鐵木

真聯合脫里汗和札木合，打敗了蔑兒乞人。這是鐵木真的第一次戰鬥，他不僅奪

回妻子，還贏得了聲譽，離散的部眾和勇士紛紛投回他的麾下。1189年，鐵木真

被推舉為乞顏部可汗。此後，他先後贏得了札木合聯合十三部發動的「十三翼之

戰」、塔塔兒部之戰、乞顏部之戰和泰赤烏部之戰，把世仇全部除去。這不僅增

強了他的威望，更為他統一蒙古草原奠定了基礎。1203年，鐵木真成功消滅克烈

部，次年征服乃蠻部，完成了統一蒙古的大業。 

 

1206 年，鐵木真在斡難河上游召開部族大會，正式建立蒙古國，號稱「成吉思

汗」。為了實行有效統治，他建立了一套比較嚴密、完備的統治體制，包括更全

面地推行千戶制，將全蒙古部眾分配給宗親和功臣；擴建護衞軍組織，加強大汗

的力量；建立司法制度，頒布「大劄撤」法典；創制蒙古文字等。這一系列措施

加強了統治力量，蒙古各族的政局從此更為穩定和團結，經濟、文化等方面也得

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推行各項安內措施的同時，成吉思汗也不斷對外擴張。十二至十三世紀，由女

真族建立的金國是統治華北一帶的強國。金人長期欺壓和迫害蒙古人，令蒙古人

十分忿恨。1211年，成吉思汗向金國發動戰爭，結束了蒙、金的臣服關係，並最

終在 1215年攻陷金的中都（北京）。東征的同時，成吉思汗也不忘教訓西方的敵

人。1219年，成吉思汗親率 20萬大軍報復花剌子模（中亞伊斯蘭教國家）劫殺

商隊之仇。他先消滅西遼，接着攻打花剌子模。凡抵抗蒙古軍的城市，城陷後居

民都會被屠殺。幾年間，蒙古軍擊滅了花剌子模，摧毀了許多中亞城市，兵鋒所

及，南達印度河流域，西至裏海西南岸一帶。1226年，成吉思汗大舉攻伐西夏。

次年，西夏滅亡，但這也成為成吉思汗人生的最後一役。1227年 7月，成吉思汗

病逝於清水縣六盤山，遺體被運往漠北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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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功業為日後建立元朝及蒙古帝國版圖的擴張，打下了堅實基礎。他統

一蒙古各部，營造安定的蒙古社會，大大推動了蒙古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他攻金滅夏，為元朝大一統奠定基石，推動了中國歷史發展；他西征歐亞，開闢

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管道，是文化傳播的使者；他也大興掠奪戰爭，屠戮擄掠，

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大多數歷史學者對其認同功過並存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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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成長背景 

 

逐水草而居的蒙古族，過着艱苦的游牧生活，他們騎射技藝精湛，而且驍勇善戰，

屬於馬背上的民族，可謂：「上馬為兵，下馬為民」。游牧民族主要依靠畜牧業為

生，無論在物質或文化上，都比定居的農耕民族貧乏和落後。因此，他們需要與

農耕民族作物資和文化的交流，甚至通過戰爭獲取所需物資。 

 

 

兩個蒙古族小孩正在練習摔跤 

 

十二世紀中葉，蒙古高原部落林立，紛爭戰亂不止，故此，蒙古高原的民眾都渴

求統一與和平；同時，南方的中原地區，金國正與南宋對峙，局勢動盪不安。就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成吉思汗以卓越的政治和軍事才華，順應歷史的潮流，改

革蒙古舊制，充分利用游牧民族的善戰優勢，統一蒙古高原，侵略金國，繼而建

立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 

 

蒙古人過着游牧生活，經濟受自然因素的影響很大。水草豐美時，牛羊肥壯；天

降大災時，牲畜會因缺乏糧食而大量死亡，牧人的生計亦難以維持。蒙古人經常

跟惡劣的自然環境搏鬥，鍛煉了不畏艱難的個性。蒙古族傳統的「男兒三技」和

游牧生活的習慣，都使蒙古人成為勇猛能耐的戰士。蒙古族精於馬術和經常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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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徙。故此，他們可以在瞬間集結成騎兵，快速向敵人發動進攻，令敵人難以防

範。 

 

小知識 

男兒三技 

生長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男子，自小就接受騎馬、摔跤和射箭這三項通稱為「男兒

三技」的基本生活技能訓練。騎馬是為了牧放、遷徙的需要；摔跤可以強健體魄、

提高格鬥技能；射箭則是狩獵和對抗外族侵犯不可或缺的技能。蒙古人深信小孩

從小熟習「男兒三技」，長大後就能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殘酷的戰場中，掙扎求

存，勇往直前。 

 

 

騎在馬背上的蒙古小孩 

 

 
草原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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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在與其他部族的戰爭中，訓練出團結合作的精神和作戰的技能。為了抗擊

他人的掠奪或擴張自己的放牧場地，他們需要經常與敵人作戰。戰爭成為蒙古人

生活中重要的一環，他們也成為了慣於征戰的武士。成吉思汗的顯赫戰功，正是

憑借堅毅勇武的蒙古騎兵所建立的。 

 

 

蒙古人射騎 

 

 

蒙古牧民過着艱苦的游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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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少年時代的磨練 

 

成吉思汗，原名鐵木真，生於 1162 年，父親也速該是蒙古族乞顏部的首領。鐵

木真出身於貴族家庭，年幼時，父親被世仇塔塔兒人毒殺，乞顏部隨之瓦解，鐵

木真也喪失了以往優越的貴族生活。他的母親訶額倫夫人帶着鐵木真兄弟，過着

釣魚、捕鼠、採集野菜為生的艱苦生活，同時又要躲避其他仇敵的追殺。艱苦而

危險的生活環境，磨練出鐵木真堅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鬥志，結果，這個

「深沉有大略」的蒙古少年，迅速成長為一個傑出的部落首領。 

 

父親遇害 

鐵木真九歲時，父親也速該帶他到弘吉剌部相親。按照蒙古族傳統的習俗，雙方

訂親後，鐵木真須留在岳丈家過一段日子。也速該便自行返回乞顏部。也速該在

歸途中，正逢塔塔兒部舉行飲宴，於是，他便留下參加宴會和祝賀塔塔兒部。由

於也速該先前曾打敗塔塔兒部，懷恨在心的塔塔兒人竟在酒中下毒。也速該回家

後毒性發作，臨終囑託友人接回鐵木真。也速該死後，泰赤烏部乘機掠走乞顏部

的人口及牲畜，乞顏部貴族也各自帶走了部下，鐵木真母子頓時陷於極其貧困的

境地。 

 

 
鐵木真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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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相殘 

喪失牲畜和部下的鐵木真，與母親、兄弟一起過着狩獵和採集野菜的艱辛生活。

一天，爭強好勝的鐵木真與異母兄弟別克帖兒發生爭執，並與弟弟合撒兒一起射

殺了別克帖兒。鐵木真兄弟回家後，遭到母親嚴厲訓斥，指責他們是除了自己的

影子之外，就沒有朋友了。她又以一支箭容易折斷，五支箭合成一束卻不易折斷

的道理，教誨鐵木真兄弟要團結。母親的訓誨令鐵木真感到無比慚愧，自此以後，

他學會了團結的重要性，於是厚待兄弟、部屬，使大批將領和人才都願意投向他，

忠心為他效力。 

 

智脫險境 

掠奪乞顏部人口、牲畜的泰赤烏部貴族，時刻都想殺掉鐵木真以絕後患。一天，

泰赤烏部騎兵突襲鐵木真營地，鐵木真隻身躲入深山的樹林中，靠捕鳥、食樹皮

度過了九日九夜。他後來因為飢餓難耐，被迫下山，終被敵人擒獲。一天，鐵木

真乘夜幕降臨，敵兵防守鬆懈之際，用木枷打倒守衞者，機智地躲在河水中，並

在別人的幫助下，成功逃過敵人的搜捕，返回自己的營地。 

 

 
成吉思汗壁畫（部分）圖為鐵木真機智地躲在河水中，逃避泰赤烏人的捉捕 

 

勇挫馬賊 

盜竊他人的馬匹被草原民族視為最令人痛恨的行為。一天，幾個盜馬賊將鐵木真

母子僅有的八匹馬盜走。鐵木真狩獵歸來，得知馬匹被盜，便囑咐弟弟們照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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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然後隻身騎馬追趕盜馬賊。鐵木真一連追趕了三日三夜，正當人困馬乏時，

他遇到一位正在與牛角力的年輕勇士博兒朮。勇敢的博兒朮為鐵木真提供了食物

和馬匹，兩個人更結為「安答」（即結拜兄弟），發誓彼此忠誠，互助終生。他們

一起追趕盜馬賊，奪回了馬匹。此後，博兒朮一直追隨鐵木真，成為蒙古最重要

的開國功臣之一。 

 

 

蒙古四傑之一的博兒朮 

 

  



成吉思汗 
燦爛的中國文明 

 

11 
 

第三章：建立蒙古帝國 

 

當鐵木真正在積蓄力量，尚未稱汗的時候，蔑兒乞人突然前來襲擊，並搶走了他

的新婚妻子孛兒帖。為了報奪妻之恨，力量弱小的鐵木真只好向脫里汗和札木合

求助。在他們的支援下，鐵木真擊敗了蔑兒乞人，奪回妻子，將敵人的妻女擄為

奴婢，並獲得了大量戰利品。擊敗蔑兒乞人是鐵木真的第一次戰鬥，這一戰不僅

為他贏得了聲譽，也使離散的乞顏部貴族和其他部落的勇士，紛紛投奔到鐵木真

的麾下，進一步壯大了他的勢力。 

 

 

鐵木真妻子孛兒帖 

 

蒙古本部稱汗 

鐵木真認識到單憑自己的力量，是難以恢復祖業，只有得到其他部落的協助，才

能逐漸壯大自己。當時，克烈部是草原上的強大勢力，於是，鐵木真憑藉着父親

也速該與克烈部首領脫里汗的「安答」關係，謀求支援，並拜脫里汗為義父。此

外，他又尋求往日的「安答」札木合支持，開始重整自己的勢力。鐵木真重新結

集舊部，一些乞顏部的貴族重新回歸到他的麾下，再加上他結交了一班勇敢忠誠

的那可兒，鐵木真勢力逐漸強大起來。1189年，鐵木真被推舉為乞顏部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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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白玉雕像 

 

十三翼之戰 

鐵木真與札木合原以兄弟相稱，互相幫助。但當鐵木真力量強大後，卻引起札木

合的嫉妒與怨恨。當札木合的弟弟因盜馬被鐵木真的部下殺死時，札木合便以此

為借口，迅速糾集泰赤烏等十三個部落，與鐵木真率領的十三翼人馬交戰，兩位

「安答」從此決裂。 

 

這場「十三翼之戰」是鐵木真獨立指揮的第一次戰役。雖然這場戰爭以鐵木真失

敗告終，但由於札木合殘忍地烹殺俘虜，引起部眾不滿。一些原與鐵木真為敵的

部落貴族紛紛投向鐵木真。十三翼之戰中鐵木真雖然戰敗了，但力量反而強大起

來。 

 

滅中部克烈部 

鐵木真勢力壯大與克烈部的支持是分不開的。但當鐵木真力量進一步強大時，卻

引起克烈部首領脫里汗父子的恐懼。另外，鐵木真也由於長子朮赤向脫里汗求婚

被拒，感到十分不滿。 

 

1203 年，脫里汗父子在札木合的挑撥下，計劃設宴殺害鐵木真，但陰謀不慎敗

露，結果雙方發生大戰，鐵木真戰敗退走，但他並沒有氣餒，整頓軍馬準備再戰。

其後，鐵木真得知克烈部內部分裂，便乘機運用詐降戰術，派騎兵奔襲脫里汗大

營，成功消滅克烈部。至此，除了西面的乃蠻部外，鐵木真已大致掃滅了草原上

的群雄，統一蒙古草原的時機亦已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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殲滅仇敵 

 

塔塔兒部與乞顏部是世代為敵的部落，而泰赤烏部又與鐵木真夙怨極深，故鐵木

真回復乞顏部地位後的首要任務便是殲滅這兩大仇敵。在克烈部的支援下，鐵木

真聯合金朝共同消滅了塔塔兒部。這一勝利，不僅使鐵木真在蒙古部落中贏得了

為父親復仇的美譽，同時也得到了金國的封賞，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鐵木真

又消滅了泰赤烏部，把世仇全部除去。鐵木真消滅東部的兩大敵對部落，不僅進

一步增強了自己的威望，更使他獲得了水草充足的呼倫貝爾草原，成為日後連年

征戰的重要資本，為統一蒙古草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滅克烈部及乃蠻 

1203年，克烈部妒忌鐵木真勢力日盛，發兵攻打，會戰於合蘭真沙陀（在今蒙古

東方省南境），鐵木真敗退至班朱尼河（約在今克魯倫河下游附近）。鐵木真待兵

力逐漸恢復後，出奇兵偷襲克烈部的營帳，徹底打敗克烈軍。克烈部滅亡後，鐵

木真在蒙古草原上唯一的強敵，就只有西邊的乃蠻部。臨戰以前，鐵木真按千戶

制組編、整頓軍隊，並成立精銳的護衞軍，把軍隊改革成一支紀律嚴明、鬥志旺

盛的武裝力量。 

 

自恃強大和懦弱無能的乃蠻部首領太陽汗，一直認為鐵木真人少馬瘦，可以輕取，

於是他聯合汪古部突厥人夾擊鐵木真，但汪古部人卻將此消息告知鐵木真，還協

助鐵木真征討乃蠻。1204年，鐵木真採用疑兵戰術誘敵，進而親自率領先鋒部隊

與乃蠻部決戰，最終征服乃蠻部。而先前投奔乃蠻部的札木合，也被部下執送鐵

木真處死，至此，鐵木真完成了統一蒙古各部的大業。 

 

尊號「成吉思汗」 

1206年，鐵木真在斡難河上游召開「庫里爾台」（部族大會）會議，正式成為蒙

古各部的大汗，號稱「成吉思汗」（「成吉思」具有「海洋」、「強大」的意思），

建立蒙古國。 

 

蒙古國地域遼闊，人口、部族眾多，語言及文化不盡相同。為了實行有效的統治，

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比較嚴密、完備的統治體制。包括更全面地推行千戶制，將

全蒙古部眾分配給宗親和功臣；擴建護衞軍組織，加強大汗的力量；建立司法制

度，頒布《大札撤》法典；創立蒙古文字等等。這一系列措施，使蒙古國完全由

大汗及宗親、功臣直接控制。蒙古各族的政局從此更為穩定和團結，經濟、文化

等方面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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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基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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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蒙古帝國的擴張 

 

1206年，鐵木真尊號「成吉思汗」後，除了確立制度，除了推行各項安內措施，

更不斷擴張勢力，先後對鄰國（金國、西夏）發動戰爭，又西征中亞花剌子模國，

為日後建立元朝及擴張蒙古帝國版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蒙金戰爭 

十二至十三世紀，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國是統治華北一帶的強國。在成吉思汗向金

國開戰以前，金國一直是蒙古的宗主國，金人長期欺壓和迫害蒙古人，令蒙古人

十分忿恨。1211年，成吉思汗認為自己已經有足夠的力量對抗金國，於是向金國

發動戰爭，向金人報復，結束了蒙、金的臣服關係。1213年，成吉思汗屯兵金國

的中都（今北京）城下，金宣宗遣使求和，向蒙古人奉獻金銀、緞匹、奴僕和馬

匹等，戰事因而暫時止息。次年，金主遷都南京（今開封）。1215年，成吉思汗

終於攻陷中都。金政權在遷往南京後，又苟延殘喘二十年。在 1234 年，當時的

蒙古大汗窩闊台聯合南宋夾擊金國，終於結束了金朝的統治。 

 

 

蒙古與金國交界——金界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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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中亞 

1218 年，成吉思汗派遣一支龐大商隊前往花剌子模，但商隊人員竟被花剌子模

官員劫殺。於是，成吉思汗在 1219年親率二十萬大軍西征，向花剌子模復仇。

成吉思汗先消滅西遼，掃清了西征的障礙，接着攻打花剌子模。凡抵抗蒙古軍的

城市，城陷後居民都會被蒙古軍屠殺，工匠則被擄回蒙古本土。 

 

小知識 

西遼 

遼亡於金後，遼皇族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的國家。成吉思汗滅乃蠻後，乃蠻部太

陽汗之子屈出律西逃，篡奪了西遼政權，但仍尊西遼菊兒罕為太上皇。 

 

在西征的過程中，連連報捷的蒙古軍一度被花剌子模的王位繼承人札蘭丁所重創，

損失慘重。其後，成吉思汗親自引兵快速追擊，並採用圍剿的戰術，切斷敵人逃

路，最終獲得勝利，兵敗的札蘭丁隻身逃往印度。幾年間，蒙古軍擊滅了花剌子

模，摧毀了許多中亞城市，兵鋒所及，南達印度河流域，西至裏海西南岸一帶。 

 

小知識 

花刺子模 

花刺子模是位於中亞一個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 

 

 
蒙古軍攻打花刺子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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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征西夏 

1083年，黨項族在今日甘肅省一帶建立了西夏國。十三世紀初，西夏與金、宋形

成了相互對峙的局面。從地理位置來看，位於蒙古國南面的西夏，與金國互為犄

角，令蒙古國兩面受敵。 

 

成吉思汗為免後顧之患，在攻打強敵金國以前，先後數次對西夏用兵，迫使西夏

國王納貢稱臣，解除了攻金時兩線作戰的威脅。1226年，成吉思汗為了報復西夏

國王拒絕出兵協助蒙古西征，於是大舉攻伐西夏。次年，西夏國王被迫投降，西

夏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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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中，病逝於清水縣六盤山。他臨終前

向諸子講述了聯宋滅金的戰略，同時叮嚀諸子在他死後秘不發喪，以穩定軍心，

及避免西夏軍因此而增強反抗的鬥志。成吉思汗去世後，他的遺體被秘密運往漠

北草原安葬。根據蒙古民間傳說，當成吉思汗的靈車行至水草豐美的鄂爾多斯草

原時，車輪陷不能行。直到隨行侍從按照成吉思汗生前的願望，將衣冠埋葬於此

處後，靈車才能夠繼續向北前進。成吉思汗秘葬後，後人建立「八白室」來祭奠

和供奉他，並由達爾哈特部落世襲守護、奉祭。現在位於鄂爾多斯高原的成吉思

汗陵，就是由此發展而來。 

 

成吉思汗死後，其繼承者繼續奉行對外擴張的政策，先後吞夏滅金，又遠征歐洲

及波斯，震驚歐洲各國。直至 1279年，忽必烈滅南宋，統一了全中國為止，連

同窩闊台汗國、察合台汗國、欽察汗國、伊兒汗國四大汗國在內，蒙古帝國的版

圖已橫跨歐、亞大陸，成為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帝國。 

 

 

位於鄂爾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陵 

 

  



成吉思汗 
燦爛的中國文明 

 

19 
 

繼承者擴張國土 

 

成吉思汗西征後，將新佔領的土地分封給兒子朮赤、察合台和窩闊台，而蒙古本

土則按幼子保守故土的傳統習俗由拖雷繼承。窩闊台繼任大汗後，繼續奉行成吉

思汗的對外擴張政策。1234年，攻滅金國。1235年，派朮赤次子拔都率軍西征，

大軍一度深入歐洲，震驚歐洲各國。拔都在這次西征得來的大片領土上，建立了

欽察汗國。1253年，第四任大汗蒙哥派遣弟弟旭烈兀統兵西征波斯，奠定了伊兒

汗國的基礎。 

 

 

窩濶台是成吉思汗第三子，於 1229年繼承汗位 

 

大元帝國的建立 

蒙哥汗死後，忽必烈奪取了汗位，並於 1271年定國號為「元」，是為元世祖。他

在 1279年滅南宋，統治了全中國。包括四大汗國在內，蒙古帝國的版圖橫跨歐、

亞大陸，成為當時世界上一時無兩的大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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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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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軍事政治才能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從他一生的戎馬生涯中，充分表現了他的軍事、

政治才華。他在力量弱小時，懂得暫時依附他人，在戰爭中壯大自己。他堅持論

功行賞的原則，賞賜將士時，只以戰功為標準，而不論出身貴賤，這種做法使他

身邊聚集了一大批忠心耿耿的將領。 

 

成吉思汗建立了千戶制和護衞軍組織，使蒙古軍隊完全聽命於以大汗為首的黃金

家族，革除了游牧民族分散不團結的弊端，增強軍隊的戰鬥力。成吉思汗根據游

牧民族行軍迅速、驍勇善戰等特點，制定了一系列相配合的戰略、戰術，諸如長

途追擊、出奇制勝、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等策略，使蒙古軍所向披靡。 

 

 

策馬奔馳於草原的蒙古人 

 

蒙古軍的圍獵戰術 

狩獵是游牧民族獲取食物的重要方法之一，也是蒙古人遊樂和練兵的重要活動。

蒙古人狩獵的方式，對成吉思汗軍事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重要影響，《成吉思汗

箴言》中曾記載：「所有士兵不僅是狩獵的優秀射手，也必須是戰場上的英雄。」

可見蒙古人既是獵人，也是戰士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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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軍狩獵時，主要採用合圍的方式。士兵散開，從各個方向敲鼓擊鑼，將動物

趕往預定的圍獵區，獵手不得放跑一頭野獸。蒙古人將狩獵時已經熟習的偵察、

行軍、合圍、追撲、射殺、信號傳遞等技能，應用到戰場上，自然能夠發揮自如。 

 

 
蒙古人行獵圖 

攻其不備的騎兵 

騎兵是蒙古人最主要的兵種。故此，快速機動、攻其不備，成為蒙古軍隊的主要

戰略。蒙古人馬術精湛，馬匹訓練嚴格，而且每位蒙古士兵往往擁有二三匹馬，

可以輪流騎乘，再加上蒙古人飲食習慣簡便，故此，蒙古騎兵具有速度快，可長

途奔襲的特點，往往能令敵人措手不及。如成吉思汗派哲別攻打金國時，騎兵能

在一晝夜間行進 500華里。由此可見「來如天墜，去如電逝」的蒙古騎兵在戰爭

中的威力。 

 

 
蒙古帝國時期的三角金馬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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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聯盟孤立敵人 

善用聯盟、孤立敵人，從而將敵人逐一擊破，是成吉思汗的軍事生涯中運用得最

多的計謀，尤其在統一蒙古各部落時，這一策略顯得更為重要。例如成吉思汗為

了集結舊部，重振旗鼓，於是跟脫里汗結盟，以打擊其他部落，使自己得到喘息

和壯大的機會。又如他消滅塔塔兒部時，曾聯合金國。此外，在攻打花剌子模時，

成吉思汗曾企圖與西夏結盟。而他的臨終遺言也指示了聯宋滅金的方略，這些都

是善用聯盟，孤立敵人的成功事例。 

 

 

成吉思汗用的同類戎裝與兵器 

 

利用敵人新技術 

成吉思汗為了加強自己的軍力，利用和吸收敵人先進的武器，以及生產技術。在

對外戰爭中，不殺工匠是蒙古軍的傳統。蒙古人攻打中原時，學到了如何製造先

進的武器。西征花剌子模的蒙古軍在屠城時，也不忘將各種手工業工匠帶回蒙古

草原，引進敵人的新技術。蒙古軍因而掌握了花剌子模的先進攻城器械，還組織

了 500人的炮兵部隊，大大提高了戰鬥力。而湧入各種手工業工匠，對蒙古民族

的經濟文化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大大提高了蒙古地區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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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火銃 

 

軍政合一的編制 

1204 年進攻乃蠻部前夕，成吉思汗便以千戶制組編軍隊，使蒙古軍成為一支組

織嚴密的武裝力量。蒙古立國後，成吉思汗開始全面推行千戶制。他把全國分為

95個千戶，任命 88位功臣為千戶之首。他又封「四傑」為萬戶，分區管轄各千

戶。在千戶之下有百戶，百戶之下又有十戶，層層隸屬。千戶制下的屬民平時從

事生產，戰時則被徵調從軍或負擔徭役。千戶制的實行，不僅糾正了以往游牧部

落組織鬆散的缺點，增強部隊的戰鬥力，還杜絕各部落貴族復辟的可能性，保障

大汗的統治地位。 

 

小知識 

四傑 

指博兒朮、博爾忽、木華黎、赤老溫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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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八思巴文字雕刻的千戶印章 

 

精銳的親衞軍 

護衞軍（蒙古語稱作「怯薛」）是由負責守衞統治者的「那可兒」演變而來，他

們是蒙古軍中最精銳的武裝力量。蒙古立國後，成吉思汗將護衞軍擴大至一萬人。

護衞軍平時負責警衞和服侍成吉思汗，戰時則隨成吉思汗出征。 

 

小知識 

那可兒 

蒙古語，意為夥伴。就其職責看，即平時為侍從，戰時為親兵或護駕人員。 

 

護衞軍是從各級那顏子弟中，挑選一些敏捷強健，以及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來充任。

護衞軍的首長則由重臣博兒術等人擔任。把貴族子弟選為護衞軍，用意是把他們

當作「質子」，以利於大汗了解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顏。護衞軍的待遇優厚，在

成吉思汗身邊服役的護衞軍成員，地位比在外地的千戶那顏還要高，並享有各種

特權。 

 

小知識 

那顏 

即貴族，在元代譯為「官人」。 

 

小知識 

質子 

即「人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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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製親衞軍夜巡牌 

 

善於籠絡人心 

成吉思汗重視和尊重人才的態度，招攬和籠絡了各類人才，使他們甘於為成吉思

汗的黃金家族效力。成吉思汗用人時只重視個人的才能，絕不計較他們的出身背

景、部落族屬，他甚至能放下私人恩怨，任用自己的敵人。如「四傑」之一的木

華黎、「四狗」之一的者勒蔑、哲別等，都是來自別的部族，甚至是來自敵對的

部族。 

 

小知識 

四狗 

指者勒篾、哲別、速不台、忽必來四人。 

 

成吉思汗分配戰利品時，凡有功勞的人都會得到厚待。他在分封萬戶、千戶時，

也充分考慮到功臣的利益。在成吉思汗身邊服役的護衞軍成員，不僅享有各種特

權，而成吉思汗還曾告誡子孫要尊重護衞軍，以便籠絡他們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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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四傑之一：木華黎                   蒙古四狗之一：哲別 

 

 
蒙古四狗之一：者勒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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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法治 

蒙古國建立前，成吉思汗曾為軍隊制定了《札撒》，作為戰爭中的軍令。如在戰

場上不得搶奪財物、戰利品；統帥下令兵馬退卻時，若違反退卻命令者斬等等。

蒙古建國後，成吉思汗根據《札撒》軍令、蒙古社會的習慣，以及他個人治國、

練兵、整理社會秩序的訓言來處理國家事務。後來，這些條文、訓言被人以蒙古

文記錄下來，形成《札撒大典》。《札撒》的進一步完備，對於整頓蒙古社會秩序，

鞏固大汗的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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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知識 

《札撒》 

蒙古語，法律、條令的意思。 

 

 

蒙古族牧民搭建蒙古包 

 

 
正在製奶酪的蒙古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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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文化傳播的使者 

 

隨着成吉思汗統一蒙古高原及不斷對外擴張，蒙古國版圖日漸擴大，民族之間的

交流機會也隨之增加。文化相對落後的蒙古族，對其他民族的科技文化採取了兼

容並蓄、廣泛接受的態度，這大大促進了蒙古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提高了蒙古

民族的文化水平。蒙古人大舉西征，使中西交通路線空前暢通，間接推動了科技、

文化的交流和發展。中原地區與西方世界的科技傳到蒙古草原，中華民族的優秀

文化也傳到了西方，大大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往。 

 

兼容的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落前，草原上既有信奉原始薩滿教的部落，也有已接受西

方景教的部落。隨着蒙古國對外擴張，佛教、道教和伊斯蘭教也相繼傳入蒙古社

會。成吉思汗對於各種宗教信仰採取相容的態度，例如他曾邀請道教的全真派長

老丘處機講道。然而在成吉思汗時，傳統的薩滿教在蒙古社會仍有重要的影響力，

直至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後，佛教支派喇嘛教才逐漸取代薩滿教成為主流宗教。 

 

小知識 

薩滿教 

以崇拜自然物為主的原始宗教，信奉者多為北方地區的民族。 

 

為達到「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統治目的，蒙古統治者除在重要場合舉行薩滿教法

事外，也親自參加景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的一些宗教儀式，而各大城市中也多建

有佛寺、教堂和清真寺。 

 

小知識 

景教 

即西方基督教的一個派別。 

                     

         景教銅十字架法杖                 銅鎏金菩薩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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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教墓頂石 

 

 

丘處機與弟子們赴西域參見成吉思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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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交流 

為了滿足生活上的需要和提高作戰能力，蒙古人在戰爭中不殺工匠及手工業者。

蒙古人會把工匠擄回蒙古草原，並設立手工業機構讓他們從事生產，為蒙古統治

者製造奢侈品或新式武器。據史料記載，當時蒙古國的首都哈喇和林城中，即有

大量的手工業匠人和各種作坊。 

 

蒙古人重視各種手工業和技術，使中原與西方先進的種植技術、織造技術、武器

製造技術、天文曆法及醫藥學等，陸續引進蒙古草原。這些外來的先進技術，不

僅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進步，也加快了蒙古草原畜牧業和農業的發展。 

 

 

回回炮 

 

融會中西生活藝術 

蒙古軍的西征和建立四大汗國，打破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屏障和壁壘。在一些西方

傳教士、商旅的遊記以及中原使者的筆記中，可以了解到當時蒙古各大都市商賈

雲集、中西貨品俱備的繁榮景象。在今日的內蒙古地區內，出土了不少帶有異域

風格的精美絲織品和器具，體現出外來文化對蒙古草原生活的影響。同時，中國

人發明的火藥等，也在此時傳到西方，促進了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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鏨花高足金杯，其杯身圖案的設計深受西方影響 

 

創立蒙古文字及八思巴文 

蒙古部落早期並沒有文字，凡事都是口耳相傳，或者刻木為記。成吉思汗統一蒙

古高原後，任用畏兀兒人塔塔統阿教授皇子，以及諸王、貴族中的青年識字，逐

漸形成了用畏兀兒字母拼寫的蒙古文，並用這種文字書寫公文、詔書等。 

 

由於蒙古帝國版圖日漸擴大，民族繁多，國境內往往出現數種文字並行的情形，

這對推行政令極為不便。直到元朝建立時，忽必烈命喇嘛教僧人八思巴創立蒙古

新字，稱為「八思巴文」，作為官方通用的文字，然而畏兀兒體蒙古文仍在民間

通行。總括而言，蒙古文字的創立與使用，推動了蒙古社會的發展，使蒙古族成

為一個具有共同語言文字的民族共同體。 

 

小知識 

畏兀兒人 

即今日的維吾爾族人。 

 

小知識 

八思巴 

西藏薩迦派喇嘛僧人，被忽必烈封為帝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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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文金聖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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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歷史評價 

 

歷來學者對成吉思汗的評價褒貶不一。馬可孛羅的《遊記》對他十分欣賞；但多

桑的《蒙古史》則大加批評；近代日本史學家箭內亙譽之為「名君英主」；德國

學者巴克霍森（Joachim Barkhausen）卻稱他為人類的「禍魔」。 

 

現在大多數歷史學者均認同「功過並存」的評價。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對蒙

古民族的發展有積極意義；攻金滅夏，為元朝大一統奠定了基石；西征歐亞，開

闢了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雖然成吉思汗肆意屠殺的暴行，當予否定，但過不

掩功，他是蒙古族偉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歷史上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

西方人眼中，他是能與亞歷山大大帝相提並論的世界征服者。 

 

對蒙古民族的貢獻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以前，蒙古草原上有着近百個大小不一的部落，各部落的社會

發展程度不同，語言文化也有差異。成吉思汗統一了蒙古各部族，大大推動蒙古

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成吉思汗建立強大統一的蒙古國，結束了草原各部之間的互相仇殺，又擺脫了金

朝的控制和欺壓，使蒙古族享有安定的社會秩序，有利蒙古牧民休養生息，從而

令蒙古民族的經濟、文化得到良好的發展條件。 

 

 

蒙古帝國本部及四大汗國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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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歷史發展 

成吉思汗的顯赫武功，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不可磨滅的貢獻。成吉思汗建立蒙古

國後，曾擊敗金國、臣服西夏、消滅西遼，這些軍事擴張行動，為日後忽必烈建

立大一統的元朝，結束中國五百多年的割據戰亂局面，以及確立中國的遼闊版圖，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蒙古國疆域遼闊，消除不少阻礙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政治堡壘，有利經濟發

展與文化融和。中國的發明如火藥、紙幣、驛站制度等傳入西方，西方的藥物、

織造品、天文曆法等也輸進中國。 

 

 

元代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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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驛站示意圖 

 

 

河南登封縣的元代天象台，為中國現存規模最大的古代天文觀測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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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西方人的評價 

在當時的西方人眼中，成吉思汗是一位具有雙面個性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智

慧過人、虛心好學、仁厚寬容、熱情待客、尊敬上天，並且善於納言和用人。成

吉思汗心胸廣闊，不僅對各種宗教採兼容並蓄的態度，也會虛心學習敵人的優點，

如重視有技能的工匠，以引進敵人的新技術便是一例。 

 

成吉思汗的西征，確實給歐、亞大陸上不少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的災難。西征所

到之處，服降者的生命、財產或可保全，但如有絲毫反抗，則城池夷為平地，民

眾血流成河。成吉思汗西征時的屠城行為，使當地的經濟和文化受到嚴重摧殘。

但從另一方面看，西征衝破了亞、歐各國的政治界限，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

以及相互的了解。 

 

 

蒙古軍捉拿俘虜圖 

 

  



成吉思汗 
燦爛的中國文明 

 

38 
 

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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