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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6_87_E5_AF_BC_E6_c34_517718.htm 游客朋友们，今天我

们要去游览的是位于喀喇沁旗王爷府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国家4A级旅游区喀喇沁蒙古亲王府。喀喇沁蒙古亲王

府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是当时塞外规模较大的

建筑群，距今已有328年的历史。清代中晚期，这里又是卓索

图盟的政治中心。 喀喇沁亲王的远祖是成吉思汗的功臣者勒

篾，属兀良哈部，他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立下过汗马功劳

，曾三次救过成吉思汗的命。成吉思汗赐他九次犯罪而不罚

，并封为第九位千户那颜。由于他们父辈即是挚友，成吉思

汗又把者勒篾当兄弟看待，并把女儿嫁给者勒篾之子吉伯格

，享有“塔布囊” 即驸马的称号。 元朝建立后，驸马吉伯格

的后代受封故契丹大宁之地，赐“诺颜”号，部名曰“喀喇

沁”。“喀喇沁”，蒙古语为“守卫者”的意思。 其后，传

至者勒篾的第十四代孙苏布地，他统领喀喇沁部在天聪二年

归附了皇太极。在苏布地的帮助下，皇太极征服了漠南蒙古

，昭乌达盟、卓索图盟地区蒙古各部先后归附清朝。天聪九

年(1635年)，苏布地之子固鲁思奇布受封札萨克，为喀喇沁右

翼旗第一代王爷（先封贝子，后封多罗都棱郡王）。第一代

王爷和第二代王爷图巴色棱都居住在今辽宁喀左、建平，到

第三代王爷班达尔沙才迁到喀喇沁旗龙山，康熙九年(1670年)

又从龙山迁到今王爷府镇。后又经历十二代，传至贡桑诺尔

布。其中第八代、第十一代曾由郡王加授亲王品级。之所以

在这里建王府，一是当时的锡伯河川草深林密，气候宜人，



景色秀丽，环境优雅；二是这里有十八罗汉山，以王府为中

心上有九座山，下有九座山，后面又有印台山，所谓风水好

，符合当时王公贵族的心理。据史书记载，原王府占地面

积130余亩，房屋400余间，整体建筑宏伟壮观，布局严谨，

体系庞大，结构精巧。前后共五进院落，主体建筑有大堂、

二堂、仪厅、大厅和承庆楼。中轴对称，东西两侧是跨院，

又由若干小四合院构成，重重四合院又由道道垂花门相连。

西院为政治活动、宗教祭祀场所，建有庙宇、祠堂、客厅、

议事厅、书斋、练武场。东侧为生活区，有戏楼、王爷和福

晋的卧室、仓库、膳房。王府的后面是花园，依山而建仿北

京私家园林式。花园内有十一座院落，137间房舍，有老爷祠

、马王殿、土地祠，还建有戏楼、花窖和养鹿场。五座造型

各异的凉亭，三座低栏平桥，潺潺流淌的泉水，环绕着叠石

耸立的假山，一派江南园林景色。王府门前有九棵古榆，广

场屹立着一字排开的十三座敖包。府内堂舍丹青斗彩，楼阁

雕梁画栋，花苑姹紫嫣红，桦柏巍然参天。整座王府，肃穆

古雅，气势恢弘，处处体现着主人的荣贵。喀喇沁亲王府历

经三百多年风雨，东院已荡然无存，西院也仅存不多，后花

园早已消失，仅主体建筑保存下来。1997年以来，地方政府

投入巨资进行抢救性保护性维修，恢复了中轴区和东西跨院

古建筑的原有风貌，复建照壁、垂花门等。恢复后的亲王府

有府门、轿厅、回事处、议事厅、承庆楼、书画厅、揖让厅

、书塾、福晋居室等建筑，并举办有“喀喇沁亲王府复原陈

列”、“清代内蒙古王府历史陈列”等大型展览，被文博专

家誉为中国最大的蒙古王府博物馆。 喀喇沁亲王府为内蒙古

建成年代最早、建筑规模最大、规格等级最高、现状保存最



好的王府，体现了地区特色和民族宗教特点，代表了清代官

式建筑的基本风格，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

，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除古建筑外，王

府内值得称奇的还有月台上的古松龙凤松，东边的为凤松，

西边的为龙松，自然生长，惟妙惟肖。这两棵松树已被列为

“中华奇树”之中。 门外广场的塑像就是喀喇沁第十四代王

爷贡桑诺尔布。贡王，字乐亭，生于1871年，1898年(光绪二

十四年)27岁时接任多罗都棱郡王王位，任喀喇沁右旗札萨克

和卓索图盟协理盟长、盟长。1912年，被袁世凯晋封为亲王

。贡桑诺尔布是最后一代王爷，也是政绩最突出、最开明的

王爷。他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学识渊博，才思敏捷，通

晓汉满蒙藏多种文字，还擅长诗词书画，骑射拳脚。 他承袭

王位后，对其父亲时代的弊政进行改革，将旗民的无限徭役

改为定额制，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此基础上，他致力

改革，推行新政，兴办教育，兴办实业，训练军队，创出了

内蒙古地区“五个第一”。 第一个办学堂崇正学堂。办教育

是贡王实施新政的第一步。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在

王府西院首创了崇正学堂，招收旗内30多名适龄儿童免费入

学，并亲自担任校长。现在的王府蒙古族中学的前身就是崇

正学堂，至今已有100年的校龄，培养弟子数万，他们分布在

祖国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还在京创办了被誉为中国少

数民族人才摇篮的蒙藏学校。第一个办女学堂毓正女学堂。

光绪三十年，贡王去日本考察，看到了日本“明治维新”以

后强盛起来的主要原因，是科学教育水平高。回国后，他又

办起了毓正女学堂和守正武学堂，并且聘请日本女老师何原

操子任教，讲授蒙、汉、日三种语文和各种家务学科。在守



正武学堂内学习军事、训练军队，以保护地方安全。第一个

派保送进修生和留学生。为了提高教育水平，培养人才，贡

王又第一个从各学堂抽出骨干，去国内天津、北京、上海和

国外求学深造。 第一个办报纸。为了提高旗民的素质，了解

蒙古内外的情况，贡王又第一个办起了内蒙古最早的石版印

刷的报纸“婴报”，创办了报馆。 第一个办邮电。贡王在蒙

古地区第一个办起了邮电，他亲自指挥放树架线，架通了喀

喇沁围场的电话线路。在农业发展上，进行农作物增产试验

，讲科学种田，并从浙江用火轮运桑苗数万株到北京，再用

驼马运回本地，大面积种植，养蚕织布，现仍存有当时留下

的桑树四棵。 在工业发展上，开设了织布、染色、造绒毡、

肥皂、蜡染五座工厂，发展地方工业，安置劳力，减少吃闲

饭的旗民。 百考试题编辑整理 在商业发展上，建起了“三义

洋行”，广招天津北京等地客商来经商，当时市场繁荣，一

片昌盛景象，素有“小北京”之称。 贡王推行的这些新政和

经济的发展，在赤峰地区都是他人未曾创建的事业，对喀喇

沁旗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贡王也因此在喀喇沁旗

及至蒙古地区的声望越来越高。贡王有如此先进的思想、勇

于开拓的意识，其思想根源在于他在京供职任蒙藏院总裁时

，和进步人士吴绶卿、梁启超、吴昌硕、严复等进步的民主

人士密切交往，受他们的影响很大，特别是和孙中山先生的

往来，奠定了他思想进步的基础。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

会馆，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

、国民公党组成国民党，史称“五党共和”，召开选举国民

党理事代表大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贡桑诺

尔布、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惠九人以不同的票数



当选国民党理事，后来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贡桑诺尔布

以唯一的蒙藏代表当选，成为第一届国民党中央理事会九理

事之一。而后，多次与孙中山出席国民党各种重要会议，及

时向世界阐述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贡桑诺尔布是史料记载

最早的少数民族国民党创始人之一。正当建党伊始，袁世凯

窃取政权，孙中山顾全大局让位于袁世凯，因贡桑诺尔布亲

历了戊戌变法毁于袁世凯的后果，又看到好友梁启超、吴昌

硕、严复被袁世凯排斥的遭遇，他不支持袁，回到喀喇沁王

府，最早提出了“蒙汉民族团结自治”的口号，深受蒙汉民

族的欢迎，并在热河省部分地区实践。后来，北洋政府慑于

贡王在蒙古地区的威望，于1919年9月9日严令调贡王进京，

任蒙藏事务局总裁之职，开始了他在北洋政府12年的政治生

涯。任职期间，贡王曾多次劝阻外蒙古和西藏的独立活动，

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做出过贡献。1930年贡王因脑

溢血死于京城，时年59岁，死后葬于辽宁建平王子坟。喀喇

沁亲王是民国内蒙古地区24王之首，是品级最高的加授亲王

。 朋友们，游览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给我们增长了不少历史知

识，加深了我们对近现代史上蒙古族重要历史人物贡王的认

识。欢迎大家再次光临喀喇沁蒙古亲王府！"#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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