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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败后的李守信（上）:兼论日文资料的使用 

                                                                          

娜仁格日勒 

（内蒙古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0） 

                                 

摘要：正如在其自述中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李守信“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其典型意义

不仅体现在日占时期的种种行为上，也充分表现在日本战败撤走后，李守信坚持自己的立场，支持德王的独立运动。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资料，对于其 1945 年以后的活动进行还原，包括从担任国民党第十路军总司令到蒙古

自治政府蒙古军副总司令，追随德王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后被逮捕引渡给中国，1970 年去世，骨灰的管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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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信（1892.7.11-1970.5.?），原名那孙巴雅尔，又名李义，到热河游击马队后使用李守信这一

名字，字子忠，系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朝阳）蒙古人，上将军衔。曾任东北军骑

兵第 17 旅团长、旅长。自 1933 年与日本合作后，历任热河游击师司令兼经、林留守司令[1]，察东

特别自治区行政长官，察东警备军司令。1936 年以后，在德王政权中一直担任军政要职（照片 1，2）。

李守信的兵力是德王政权的军事支撑。 

日本战败后，蒋介石任命他为“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司令，主要活动在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1949 年，到阿拉善与德王一起组织“蒙古自治政府”却遭失败，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捕遣送回

中国关押，在狱中度过近 15 年的漫长岁月。1964 年 12 月 28 日，73 岁高龄的李守信被特赦出狱（照

片 3），1970 年 5 月于呼和浩特辞世。 

在自述中，李守信详细回顾了从幼时到 1945 年 8 月撤离张家口逃至北平的半生经历。自述的工

作是在出狱后开始的，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中止。[2]或许是出于李守信经历的复杂性，至今没有相

关的专论或专著的发表。这位曾经身为德王政权 2 号人物的重要存在，仿佛已被世人遗忘。这不能

不说是内蒙古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缺憾。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其 1945 年以后的活动轨迹及晚年生活

等片段，希望能够对于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一、1945-1947 年间在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地区的活动 

日本投降时，德王和李守信都在蒙古自治邦政府所在地张家口。从张家口撤走北平后，李守信

出关到东北组织军队，一时，队伍发展比较迅速。 

（一）从张家口到北平：是什么导致李守信倾向了国民党 

    1945 年 8 月 15 日，在张家口的李守信从日本人那里得知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时，其蒙古军的

大部队在厚和附近，由宝贵廷带领，小部在宣化、察北和绥东。他立即电话指示宝贵廷将部队先集

中到厚和，晚上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下午，有八路军交来陈毅的劝降书，李守信让送信人将信件转

交日本驻蒙军军部，随后自己也去军部请示对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绝不投

降俄国人和八路军。……。我们走了以后，希望你们把张家口交给国民党，千万不要投降俄国人和

八路军，他们不讲信义”。[3]但此时，李守信并未也不可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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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要人。前排中央为德王，其右侧是李守信（1938年）。 

 

15 日晚，他再次电话指示宝贵廷率领部队速来张家口，然而电话线中断，此后再未能取得联系，

到 17 日晚上也没有等到宝贵廷的到来。原来，17 日大青山的八路军攻打厚和，宝贵廷进行抗拒，

与八路军展开战斗，替傅作义守住厚和，和包海明一起投归了傅作义。[4]而后来，宝贵廷的部队受

到傅作义等军阀的挤压控制和分化削弱，终被瓦解，也致使李守信重回厚和、重新率领蒙古军队的

愿望被迫完全断绝。[5] 

 

照片 2 德王和李守信（蒙古总军司令部发行《Temür kerem》（铁壁）创刊号 1941 年 11 月 20 日） 

 

15 日当晚，德王告诉李守信，蒋介石来电报指示他们坚守岗位。德、李商量对策后，决定派乌

勒吉敖喜尔与八路军联络。但是，17 日，正当李守信在德王公馆时，两架苏联飞机在张家口上空扔

下炸弹后撒下大量传单，上面指名责骂德王是卖国贼、蒙奸，德王说：“这条路看来已经不行了”。

①进而，德王派出的联络员遭苏军的扣押等蛮横对待，苏军在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张北等占领地的

烧杀抢掠等胡作非为[6]也导致德、李倾向了国民党。换言之，客观地讲，日本战败后，正在德王和

李守信犹豫不决时，苏联军队的恶行成为导致他们做出最后抉择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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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李守信特赦令 

18 日，苏蒙联军由张北向张家口发动进攻。19 日，德、李在日军保护下乘坐火车离开张家口。

20 日到达宣化时，接到蒋介石将蒙古军改编为第十路军的命令和任李守信为总司令的委任状。李守

信当即着手布置在察东和晋北各县招收兵马。李守信后来认为，由于无法对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预测，也牵挂北平的财产，没有亲自组织和带领队伍，导致了日后“蒙古军的四分五裂”。其实，在

傅作义等大汉族主义军阀的压迫下，即使李守信亲自带领部队，也未必能逃脱被分割吞并的命运。

曾经拥有近 2 万名士兵的蒙古军总司令，变成了光杆司令，无一兵一卒。同日在宣化时，再次接到

陈毅催促谈判投降的信件，李守信以“等研究考虑以后再答复”而拒绝。[7] 21 日，到达北平。 

（二）被迫为国民党成立部队 

李守信出关集结部队，是他到达北平半年以后的事情。这期间，他一直强烈梦想着回到厚和，

重新率领旧部。 

1.李守信欲重新掌握蒙古军，傅作义作梗 

到达北平后不久，李守信随同德王以及吴鹤龄、乌古廷、超克拔都尔（陈绍武）等经西安飞往

重庆，9 月 3 日，会见蒋介石。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李守信于 10 月初旬末，先于德王返回北平。[8]

在北平，李守信与玛尼巴达喇有过接触。当时，玛尼巴达喇为前往重庆会见蒋介石而停留于此。 

 

 

另一方面，鉴于德王、李守信与国民党的接触，中共于 10 月 23 日发出了指示，强调应该消除

其产生的影响，防止国民党对德、李的进一步利用。[9]1945 年 11 月，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发布通

缉令，“通缉伪蒙疆政府主席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伪蒙疆政府政务院长吴鹤龄”。 

李守信从重庆回到北平后，期盼回到绥远重新领导军队，但是一直未得到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

作义和旧部宝贵廷的联系。后得知傅作义不愿他回到厚和重新领导蒙古军。1945 年 12 月上旬，在

北平见到傅作义时，傅作义向李守信解释了认为他回厚和不相宜的原委。[10]这等于傅作义当面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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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李守信重回绥远的要求。事实上，日后傅作义将宝贵廷率领的蒙古军的大部肢解分割，窃为己有。

李守信也曾请求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拨给旧部下宋万里、刘继广的部队一些给养，亦

遭拒绝。部队后来也被孙连仲乘机吞噬。 

2.国民党再三催促威胁，不得已出关集结队伍 

与此同时，马汉三不断逼迫李守信去关外成立新队伍。11 月，戴笠到北平，召见并指示李守信

到锦州找东北行营接洽成立队伍事宜。于是，李守信经锦州到北票，原打算在北票召集兵马，却遭

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阻挠，未能成立队伍。12 月初，回北平。 

此时，正值蒋介石和戴笠来北平。蒋和戴分别会见了李守信，再次要求李守信出关成立队伍，

一切补给由东北行营发放。[11]然而，李守信仍一直未动身。 

    1946 年 3,4 月间，戴笠又来北平，再次催促李守信出关。李守信不得已孑身一人离开北平前往

锦州，在锦州面见熊式辉并按照其指示在北票成立了“热辽边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主要在热辽

边区招收兵马。前文已述，李守信强烈希望回厚和重新领导旧部，然而傅作义一直不允许，无奈，

只有回东北重新成立队伍。在北票，很快聚集了 3 千人马。其中包括旧部刘继广、李树声的若干人

员；依恒额（依绍先）在阜新招收的 1,700 人马；开鲁县长张念祖被共产党打败，逃离开鲁驻扎北

票，此时率领队伍 500 多人投奔李守信。② 

但是，由于国民党热河省主席刘多荃的排挤，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成立不久，便被迫迁往东部的

阜新。1946 年 6 月，蒋介石来北平时再次召见李守信，指示他在东北行营的支持下继续扩大队伍。

③李守信回阜新后，又有队伍相继来投。原库伦旗保安队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 2 师 14 团

驻扎在库伦旗，7 月中旬，库伦旗札萨克王爷罗布桑林沁④的心腹乌力吉巴图在札萨克指示下率领

600 多人马叛变，前来投靠李守信，被收编为热河边区骑兵 5 团，乌力吉巴图任团长。在此次事件

中，罗布桑林沁被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 2 师师长那钦双和尔下令秘密逮捕并杀害。8 月，李守信

军攻占开鲁。[12] 

原奈曼旗保安队改编为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 2 师 15 团，驻扎在奈曼旗。9 月 22 日，15 团顾

问、原保安队副司令洛布登率团叛变。此次事件是由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策划领导的。洛布

登带领 1,300 多人马请求李守信收编。国民党东北行营任命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为“人民自

卫军”副司令。至此，李守信部队下设有 4 个支队，即依恒额部队、张念祖部队、库伦旗保安队以

及奈曼旗保安队，总数至少 5,000 人马。 

3.对清卓里克图的策反 

李守信为扩大队伍，1946 年 7 月，从北票捎信，准备在乌丹沙窝给东蒙古人民自治军骑兵第 4

师师长清卓里克图（和子章）空投枪弹物资。信件在途中被中国共产党公安机关扣留，并假装和子

章与李守信多次联络，诱捕了前来的联络人。李守信对于清卓里克图的策反不止一次，而是反复多

次地进行。在同 7 月，李守信派特务给清卓里克图送去任命他为“国民党昭乌达盟自卫军军长”的

委任状和印章，被共产党公安机关截获，和子章一直不知此事。8 月成立的东北行营蒙旗联防指挥

部，曾派军统特务吴化民潜赴林东策反清卓里克图，也被共产党中途秘捕。11 月，德王、李守信捎

口信给清卓里克图，希望他谋反。国民党 93 军军长卢浚泉也亲自写信给和子章，劝其反叛，但送信

特务也被共产党公安处逮捕。[13] 

4. 蒙古骑兵的一些部队追随李守信 

对于清卓里克图的策反工作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蒙古人的骑兵部队中有不少队伍投奔李守信。 

从 1946 年 4，5 月到 11，12 月间，已被共产党掌握的蒙古人队伍接连发起叛变事件。除了上述

的骑兵 2 师 14、15 团以外，主要有：阿鲁科尔沁旗公安科长孙根全率保安队 120 多人叛变，和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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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德王与李守信（照片提供：

李贵民） 

部下的蒙骑 4师第一支队长兼 35团长额尔登格与其兄阿鲁科尔沁旗德布勒庙葛根塔拉巴⑤以及连长

阿力本嘎，道敖尔布的叛变[14]，34 团副团长兼 3 连长韩桑杰⑥以及 3 连副连长丁和尔札布，2 连长

乌尔塔分别率部队叛变，36 团部分官兵以及 37 团⑦长洪富升格与参谋长僧格嘎日布率部队的大部

分士兵叛变[15]等十多起武装叛变。蒙骑四师的这些叛变队伍中，仅额尔登格部队就达 500 多人，四

师总叛变人数达 1 千余人，均被李守信收编。 

此外，小规模的叛变也很多，都投奔了李守信。这些军队与科左中旗的苏和巴特尔，库伦旗的

罗布桑林沁，奈曼旗王爷苏达那木道尔吉的部队遥相呼应，总人数曾达到 3 千人。10 月，额尔登格、

塔拉巴联合开鲁蒙旗自卫军达理扎布欲夺取重镇天山，与解放军展开了战斗，即天山保卫战。 

投奔李守信的还有不少其旧部。例如，在崔兴武手下时的祝韩三、张奎武等，都投奔李守信并

被任命为自卫军的师长、旅长。祝、张二人决定扩大军队编制，计划在 1947 年 4 月，在林西、经棚

同时“举事”，消灭驻林西的中共冀察热辽首脑机关，攻打林东、天山，向李守信驻地靠拢。这些情

况被共产党侦查员掌握，1947 年 1 月 31 日，祝韩三等人被捕，即所谓的“黑龙案”。[16] 

5.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迁往开鲁 

李守信部队发展迅速，国民党发表李守信为热河省保安副司令，总司令依然由刘多荃兼任。1946

年 8 月，国民党东北行营蒙旗联防指挥部于锦州正式成立，任命李守信为“热蒙各旗联防司令”，后

由李守信推荐乌古廷担任。 

蒙旗联防成立后，管辖热辽边区各县的国民党第 71 军军长陈明

仁表面上也表示协助李守信。于是，李守信按照陈明仁的指示到郑

家屯设立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并招收兵马。李守信来到郑家屯以后，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 2 师两

个团近 2,000 人也追随他而来。李守信将他们安置在郑家屯。而陈明仁驻郑家屯的一个师曾于黑夜

突袭该两个团，企图消灭掉它，未果。陈明仁部队并未就此罢休，在蒙古骑兵团进城挂马掌和购买

物品时，多方刁难，处处挤压[17]，大汉族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暗中处处受到陈明仁的排挤，1946 年 10 月，李守信放弃在郑家屯招收队伍的计划，打算

回阜新扩大队伍。11 月，李守信军队重新占领了库伦、奈曼和重镇开鲁。年末，“人民自卫军”总

司令部迁往开鲁。[18] 

 

 

 

 

 

 

 

 

 

照片 4 德王与李守信（照片提供：李贵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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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李守信墓碑与李贵民（李守信堂孙） 

6. 兵败开鲁 

李守信此次进入开鲁时的军队主要有：在郑家屯时的两个团中的一个整团约九百人投奔而来；

达理扎布带来的约八百人；阿鲁科尔沁旗的喇嘛塔拉巴与其弟额尔登格率领的近六百人；蒙骑 4 师

其它队伍的叛兵等。由于开鲁地处军事要塞，陈明仁此时也赶来开鲁，拉拢分裂投奔李守信的喇嘛

塔拉巴，意在压制李守信。[19] 

12 月下旬，解放军在开鲁附近进一步集结大量兵力。投奔李守信而来的其旧师长宋万里驻守开

鲁城，在解放军接近开鲁时，不战而散。宋万里逃离开鲁后，塔拉巴和张念祖部队在开鲁南 60 里处

与解放军交战，解放军失利暂时停止攻城。1947 年初，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 2 师 1,700 多名士兵

在阿思根将军的率领下接近开鲁城。[20]骑兵先迫使奈曼旗洛布登部队退入开鲁城内南街。李守信和

陈天喜师王团驻守开鲁城。2 月 25 日夜间，阿思根率骑兵攻打开鲁城，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26

日冲进城内，李守信战败，逃离开鲁。这场战斗双方的主力是蒙古骑兵。[21] 

1946 年 4 月以后，李守信在东部内蒙古地区势力发展迅速，召集、收编了大量蒙古骑兵队伍，

与中共解放军展开多次战争，致使共产党的党政机关撤出赤峰等地，对中共造成了很大打击。然而，

终告失败。  

 

 

 

 

 

 

 

 

 

 

 

 

 

二. 1947 年 10 月-1949 年 7 月：沈阳、北平、南京、台湾 

   开鲁战败，军队被缩编，李守信回到了北平。形势紧张，逃往上海、台湾。最后由于德王的请求，

前往阿拉善。 

（一）人民自卫军缩编  

李守信从开鲁逃脱后，与余部约 300 人的队伍汇合，向彰武县出发。1947 年 3 月 1 日抵达彰武

县。4 日抵达沈阳，次日会见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获得批准在沈阳休养。“人民自卫军”暂时由参

谋长刘继广率领。刘继广部队在开鲁战后经通辽也向彰武撤退，与驻守彰武的陈天喜师部取得了联

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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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5 月，东北行营决定成立三个骑兵军，第 1 军军长包善一⑧，第 2 军军长王玉崑，第 3

军军长李守信。熊式辉召见李守信，指示迅速将人民自卫军整编为骑兵第 3 军。8 月末，骑 3 军被

缩编为新骑 1 旅。李守信被任命为行营中将军事参议，住沈阳。他推荐乌古廷任新骑 1 旅旅长。不

久，由关邦杰接任旅长。 

从出关招收人马建立部队起，李守信及其部队一直被外牌相待，作战任务一个接一个，补给却

很少，到处受挤压。此时的李守信尽管对于国民党很不满，但是事已至此，他也无能为力。在沈阳

待了两个月后，于 10 月 29 日，请假回北平家中养病。在回北平的第 2 天，有国民党宪兵团的班长

登门求见，理由是宪兵团有责任保护他及其家属的安全。李守信清楚，这是监视。[23] 

1948 年 7 月，傅作义在北平华北“剿总”召开会议，宝贵廷前来参加。会后，宝贵廷分别前去

会见居住在北平的德王和李守信。 

（二）从北平到南京、台湾 

1948 年底，宝贵廷在张家口养病，其部队在宝昌一带。这时，李守信在东北建立的新骑 1 旅也

由苏和巴特尔⑨带领到了宝昌附近。与新骑 1 旅同时到达宝昌附近的蒙古骑兵部队，还有奈曼旗和

巴林左旗的保安队。这样，自 1945 年 8 月以后分开在两个地区的蒙古军即李守信在东北地区的部队

和宝贵廷在西部地区的队伍又重新会合。 

李守信在北平期间，军统特务还不断鼓动他到热河省山区成立队伍，效劳国民党，未果。很快，

北平局势紧张，1948 年 10 月 29 日，李守信与家人飞往上海。到上海后，军统头目又以保护其安全

为名前来拜访。李守信知道这是逼迫他去南京，安顿家眷后来到南京。1949 年 1 月 1 日，德王也飞

抵南京。 [24]在南京，蒋介石接见德王和李守信，指示他们去定远营（今阿拉善巴彦浩特）组织蒙

古自治运动。 

1949 年 1 月 25 日，德王乘机离开南京到达兰州，在此停留 2 个月。4 月，去定远营。李守信在

南京送走德王后返回上海。很快，上海局势也吃紧，1949 年 4 月，李守信带家眷飞往台北。5、6 月

间，为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赴广州请愿的德王发电报给李守信，邀他来广州。6 月 28 日，德王又

派德古来飞到台北请李守信等前往广州。于是，李守信与德古来飞往广州。7 月 28 日，德王、李守

信等离开广州，经重庆、汉中、兰州、银川前往阿拉善定远营。[25] 

在李守信从东北到开鲁再到东北的过程中，一直在各方面受到国民党军阀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但是他又不得不听命于国民党。而闲居北平期间，国民党特务以保护为名监视其活动，并施加压力

企图使他离开北京再到地方招收队伍，继续为国民党卖命。而此次前往阿拉善，是因为德王的邀请。 

 

 

 

 

 

 

                                                                                     

照片 6 李守信墓碑与帽子山守望着大庙村。左侧 4个黄点是土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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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守信自述》，第 340-342 页。这一情况，还可以与德王的忆述等相印证（德穆楚克栋鲁普《赴蒙古人民共和国

的经过》，《德王在阿拉善》（阿拉善盟文史第五辑），第 47 页；德王自述第 190 页；《伪蒙古军史料》，第 74页也有

同样的记述。 

②1946 年 1 月，张念祖率队伍 1千多人进攻奈曼，并恢复了绥东县，率部在奈曼盘踞。不久，阿思根率蒙古骑兵与

奈曼保安队一起攻打大沁他拉，张念祖败逃，后投奔李守信（奈曼旗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奈曼旗文史资料》

第 1辑，出版年代不明，25页，43 页）。 

③李守信自述，第 122-123 页。 

④库伦旗札萨克王爷罗布桑林沁原是喇嘛，其弟是该旗札萨克，八路军攻入库伦旗时枪杀了其弟弟。此后，罗布桑

林沁还俗当了札萨克，为给弟弟报仇，率军投奔了李守信（《伪蒙古军史料》，第 123-124 页）。 

⑤35 团由原阿鲁科尔沁旗保安队改编。额尔登格与塔拉巴率 35 团绝大部分官兵 500 多人叛变（全团共 600 多人），

叛变后与李守信联系，请求收编。李守信任命塔拉巴为热北保安副总司令。塔拉巴后来到了沈阳，其后又与德王侄

子阿拉坦瓦其尔等合流（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边防局编《内蒙古公安边防史料 1950-1985》，1989 年，第 136 页）。 

⑥34 团是从原巴林右旗保安队改编的。韩桑杰后被李守信任命为警卫队队长（翁牛特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翁牛

特旗军事志 公元 1295 年-公元 2005 年》，2008 年，第 243 页，第 245-252 页）。 

⑦37 团由原扎鲁特旗自卫队改编。关于洪富升格与参谋长僧格嘎日布的叛变参见都瓦萨，《内蒙古自卫军骑兵第四师

三十七团》，《扎鲁特史话》，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第 186-190 页；《赤峰军事志》，第 391 页；《和子章与蒙骑

四师》，第 81-86 页，第 151 页。 

⑧1931 年，巴布扎布之子甘珠尔扎布和正珠尔扎布组织蒙古独立军时曾出任第 1 军司令。关于包善一等武装部队在

东北地区的反共活动的详细情况参见《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年）第

1072-1074 页，第 1086 页等内容。 

⑨苏和巴特尔，有资料认为是达尔罕王之侄，也称包三爷或高山。日本撤退后，组织成立科左中旗保安队，任队长。

共产党建政时期，保安队改编为公安大队，苏和巴特尔任第 2 中队长。1946 年 7 月下旬，苏和巴特尔率队叛变。在

关邦杰之后任新骑 1旅旅长。1948 年 10 月，在辽沈战役中被击溃，后突围。按照乌古廷的指示，11月 14 日，率骑

兵 1千余人向西，与宝贵廷合流，成为德王定远营蒙古自治政府的军事支柱，任新编蒙古军第 1 师师长。1949 年 12

月，与李守信等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捕。据苏和巴特尔 1950 年的自供，在 1945-1948 年的三年中，同解放军、

共产党公安队进行重大战斗 9 次。1950 年被遣送回中国，后被处死。另外，关于“苏和巴特尔是达尔罕王之侄，又

称包三爷或高山”的说法有待进一步证实。关于苏和巴特尔与解放军战斗的情况可参阅通辽市军事志编纂委员会《通

辽市军事志》，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09 页，第 317 页-332 页；内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编纂委员会《内

蒙古自治区志·军事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592-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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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Shouxin after the defeat of Japan -- on the use of Japanese materials 

 
Narangerel 

（Foreign Languages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Abstract：As in the readme clearly pointed out, in the modern history of Inner Mongolia, Li Shouxin "is a fairly 

typical villain". The typical significance is reflected not only in Japan during the occupation of all kinds of behavior, 

also manifested in the defeat of Japan after the withdrawal, Li Shouxin insists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support of De Wang（德王）. According to the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 data, the 1945 after activity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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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ing serving as the chief of the Kuomintang army from tenth to the Mongolia 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Mongolia Army Deputy Commander, follow De Wang(德王)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Mongolia after being 

arrested for extradition Chinese, died on 1970, the ashes of management etc.. 

Key words: Li Shouxin; De Wang; Mongolia autonomous government;Communist Party of China;The Kuomin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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