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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蒙古骑兵与英法联军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1858年6月，英、法两国迫使清廷签订《天津条约》后，又以"修约"为名，重新挑起战争。1859年6月，英法联军舰船共计21艘、

载海军陆战队共2200余人，在新任侵华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指挥下，再次进犯大沽。叫嚷着"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

向京城挺进"（《第二次鸦片战争》六，第1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英法联军舰队集结大沽口外，鸣枪放炮，咨意挑衅。其

实，僧格林沁在大沽口设防早已就绪。驻防营兵，严阵以待。正如僧格林沁所奏："现在鸡心滩下连接停泊夷船九只，拦江沙外约计夷

船十余只"，我军"现在守大沽海口，观衅而动"，"该夷如敢突入，即行开炮轰抵。"（《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32页）。

6月22日，僧格林沁奉命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大沽海口北15千米北塘登陆，进京换约，并不准他们随带兵船武器上岸。但英、

法公使凭借武力，骄纵妄行，倨傲无礼，坚持沿白河武装护送进京，并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同上，第1456、1439页）。但僧

格林沁仍"隐忍以待"。23日，英法舰队派出一名通事孟甘乘船到清军炮下游说："各船今日并退外洋，一二日再进口湾泊"，故作缓

计。是日巳刻，"该船旋即撤退，仍余一只停泊在鸡心滩外，其旧停泊拦江沙外各大轮船，又与退出之船，逼近拦江沙排列拢泊"。这

时，僧格林沁当即指出："夷情诡谲，不易揣测，诚恐故作缓计，使我疏懈，乘潮闯入铁戗"（《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

1456、1439页）。于是，他"督率各营官兵，加意严防"，时刻准备迎击联军的侵犯。 

  6月24日夜，英法联军先以小舢板船驶入拦江沙内，用炸炮轰断拦河铁戗（铁戗，即用铁制成尖状的伸入水面具有阻拦敌船靠岸作

用的障碍物。它的底部由三根削尖的铁脚所组成，戗尖由铁脚交叉处伸出，尖端低于戗尖的顶部。这些障碍物每隔约20英尺，用两根

铁链和一根粗索一行行排列水中，当河水水位高的时候，铁戗尖浅浅浮在水中，这对舰船底部可以起着破坏作用）的大铁链二根、大

棕缆一根，当即被清军哨船截回。随后清军迅速将炸断的铁链"接系稳固，照旧横拦河面"。 

  25日拂晓，英、法联军军船10余只，排列铁戗口门外，公然升起"红旗"，并有三只舰船，竟然驶入海口南岸炮台之下，直逼铁

戗，破坏中国守军防线。这时，僧格林沁"惟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严阵以待，而蓄我军之怒"（《筹

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他压住心头怒火，终未发出反击命令，仍保持镇静。据外文史料记载：在这一段时间内，

大沽炮台静悄悄的；它的炮眼都用席子盖得很好，远远望过去一个炮口都看不见，城墙(指炮台土墙)上也看不到一个士兵。在这个时

候中国人要打沉这些白花力气在木栅上的船只是轻而易举的。这说明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设防，其防御措施相当严密和完备。 

  当日下午2时左右，英法联军"合船蜂拥直上，冲至第二炮台，直撞铁链"，将守军第一道障碍物防线突破，直向横锁海口的铁链逼

近，并发炮轰击大沽口两岸炮台。这时，僧格林沁忍无可忍，他抱定"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决心，立即命令驻守大沽南北炮台的各

营官兵开炮还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英法联军遭到惨败。这次大沽口战役的具体经过，根据僧格林沁所呈的奏折称： 

"二十五日辰刻，该夷火轮船十余只，排铁戗列口门外，又傍南岸炮台下，驶入火轮船三只，直逼铁戗。旁以数人凫水，用丝绳系铁戗

前往，而引其端于该夷船尾，另以一船轮回曳之，一二时之久，拉倒铁戗共十余架。其排列多船皆竖红旗，立意寻衅用武，骄悖情

形，实难容恕……" 

  正在相持之际，"……该夷即开炮向我炮台轰击，我军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击损夷船多只，不能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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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船皆竖白旗，起定下驶，仍复绕至破船后，向炮台轰击，直至日夕，未能稍休，又有小杉板船二十余只，满河游驶。其向后十余

只，径行拢泊南炮台河岸，该夷步队一并上岸排列濠墙以外。当即加派抬枪、鸟枪各队前往策应，连环轰击，该夷不敢径越濠沟，均

向苇地藏伏，暗施鸟枪，似此凶悍，实堪发指!奴才等惟有督率军士，竭力防堵，以冀上申国威，下抒民望"（《僧格林沁、恒福奏洋

船先行开炮我军回击折》，五月二十六日发，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5页）。 

  再：僧格林沁发出奏折称："查二十五日与夷接仗，共火轮十三只，我军轰击，有直沉水底者，有桅杆倾倒不能移动者，仅有火轮

一只驶出拦江沙外，余皆受伤不能撑驾。该夷炮势如雨，向我轰击，炮子之大，有重五六十斤者，火箭炸炮，络绎齐施，幸炮营围墙

深厚，尚足抵御。而各炮台口门，适当夷船，与之相对还击，满、汉各营兵弁阵亡三十二名"（《僧格林沁等又奏查明接仗情形请恤阵

亡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8页）。 

  依上记载，在第二次大沽口的战役中，蒙古骑兵积极参加了战斗，他们以"战气百倍"的爱国精神，投入这场反抗外国侵略的战

争。当英法联军舰队驶进大沽海口时，首先有屯扎在双港的扎赉特旗蒙古骑兵数百名，在该旗统领拉木棍布扎布的统率下，驰至大沽

海口，"在草头沽一带，梭巡放卡，以备不虞"。5月25日，双方交战后，蒙古骑兵统领拉木棍布扎布，在"夷炮如雨之际，亲督马队驰

骋，扼防海岸"。当英、法联军攻上岸之后，扎赉特旗蒙古骑兵为"保全营垒，尤为出力"（《僧格林沁等又奏扎赉特贝勒忠勇奋战请加

恩鼓励折》，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9，第1466页），同敌军进行英勇的战斗。原驻守在新城哲里木盟、昭乌达盟的1000名

蒙古骑兵，奉旨"驰回大沽"，两盟官兵归僧格林沁调遣。当英法联军上岸"直扑营垒"时，僧格林沁立即命令蒙古骑兵出击。据直隶总

督恒福奏报：哲、昭"两盟马队于枪炮如雨之中，往来驰突，连环枪炮，击毙极多"（《恒福奏两盟官兵出力开单请奖折》，同上书，

第1476页）。由于英、法联军"势众凶猛"，僧格林沁饬令两盟马队，"拨改步队数百名以护营垒"。于是，这支蒙古官兵排列南岸炮台

濠沟以外，英勇"奋力堵截"敌军。当时，这支数百名蒙古步队，"不避锋镝，洵为勇敢得力之军"，他们在同敌军的战斗中，"均能一往

无前，异常奋勇"；最后，"击退夷众，力保营盘"。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国侵略战争中的一次光辉战例。满、蒙、汉各族官兵，在僧格林沁指挥下，打沉敌舰5

只，打伤6只，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1578人，生擒2名（《第二次鸦片战争》四，第107页）；法军死伤14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是与僧

格林沁在大沽口坚固设防及其正确指挥分不开的。例如：英、法联军"向我炮台先行开炮，官军愤怒，列炮迎击"，当英、法联军上

岸，"步队直逼南炮台濠沟"时，僧格林沁则立即调火器营"用抬枪、鸟枪连环轰击"，使敌军"纷纷倒地"；当敌军千余人藏匿在芦苇丛

中，"伏地抢进"时，他又命"我军以火弹筒御之，每火光一亮，瞥见该夷，即排施枪炮，对准敌人，该夷术穷力尽，不敢恋战，向船逃

窜"（《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8，第1447页）。这些战斗，都是在僧格林沁的"以恣该夷之骄，而蓄我之怒"军事思想指导下进行

的。他还以"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的信念，来激发广大爱国官兵的斗志。由于士气旺盛，郁怒多时，当"此次接仗一昼夜之久，各军奋

力堵御，战气百倍。" 直隶总督恒福在战后上奏清廷说："僧格林沁自上年奉旨办理海防以来，昼夜辛勤，殚诚竭虑。今年正月又亲

至海口驻扎。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可见，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作出

了重要贡献（资料来源：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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