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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达延汗即位前北元蒙古形势 

  托都布和汗和耶宪太师（汉籍分别写为脱脱不花汗和也先太师）相继逝世之后，蒙古社会陷入纷繁跌宕的政治斗争达20余年。其焦点

依然是汗权之争。其间，蒙古汗位名义上仍由黄金家族占据。但是，几位拥有实权的太师，如勃来、毛里孩、锲加思兰和亦思马因等先后

登台，使全蒙古的统治核心多次发生政变和内讧，君戮臣，臣弑君的局面交互出现，蒙古社会动荡不安。达延汗即位以后，蒙古又逐渐转

入黄金家族名副其实的统治之下（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 

  卫拉特部的阿剌知院同耶宪汗之子争夺太师之位，导致了耶宪汗的被弑。原为托欢属部的哈剌慎部首领勃来，于1455年扶立年仅7岁

的托都布和汗幼子马古可尔吉思即汗位，尊称乌珂克图汗（汉籍称小王子，谓其年幼即位也；而且此后汉籍均称蒙古大汗为小王子）。勃

来自任太师淮王。他借口臣弑君，于次年起而攻杀阿剌知院，任命阿哈剌忽为枢密院知院，取代阿剌。当时，耶宪之子阿失帖木儿雄踞和

林一带，实力还相当强大。勃来太师、阿哈剌忽知院同阿失帖木儿结为联盟，控制着南临明朝大同边墙、西至黄河、东达宣府边外的蒙古

地区。同时，他们不断地向东西扩展势力。大约在1456年，勃来率兵进入翁牛特部部长毛里孩驻牧的黄河西套和亦集乃一带驻扎。这当然

引起了毛里孩对他的不满和戒备。勃来太师和马古可儿吉思汗的使臣经常从大同入边，赴明廷访问。与此同时，勃来太师的军队经常深入

明朝镇番、凉州、永昌、山丹、庄浪、甘州和西宁等处掳掠人畜粮草。1462年，勃来太师率领2万余骑兵，东越大兴安岭进入兀良哈地

区，收抚兀良哈、泰宁和福余三卫蒙古诸部。他对归附于他的三卫蒙古首领待遇颇为优厚，封他们以知院、平章、国公和太尉等职。随

后，勃来太师进一步降服了女真海西部。不久，毛里孩、泰宁卫首领兀研帖木儿、科尔沁部的勃罗乃以及满剌楚王、哈答布华等著名首

领，都归附了勃来太师控制的乌珂克图汗的汗廷。科尔沁部的斡罗楚则同勃来结为同党。众多大首领的归附，使勃来太师十分得意，他对

外炫耀自己是蒙古之为首者。当时，明王朝也承认在蒙古诸部中勃来是最强者（《明实录》天顺八年七月乙未）。 

  勃来太师恃其实力雄厚，在政治舞台上为所欲为，同大汗各行其是，多次单独

遣使明廷。明廷亦应勃来太师之请派遣使臣同他单独联络。他的这种举动引起了大

汗和朝臣的极端不满。1464年，勃来太师率领6万余骑兵出征卫拉特，同扣只八作

战。和林地区仍由阿失帖木儿率军驻守。勃来担心毛里孩等人乘机攻占和林，所

以，出征不久即班师，并害死了马古可尔吉思汗。1466年，毛里孩乘勃来太师部将

斡罗楚(又作阿老出)率兵进入明朝边境抢掠之机，直趋其驻地，袭击营盘，"尽掠

其人口孳畜"而归。斡罗楚同其子及部将10余人，放弃营盘，投靠了锲加思兰。[附

图：蒙古象棋] 

  此后，毛里孩实力逐渐壮大。他借口勃来太师弑杀乌珂克图汗起而击杀勃来。1465年，毛里孩将乌珂克图汗之兄、17岁的摩伦扶上大

汗位，自任太师。摩伦汗上台不久，鄂尔多斯部的蒙格和哈答布华二人就挑拨摩伦汗同毛里孩太师的关系，谎称太师和大汗的夫人对大汗

图谋不轨。摩伦汗信以为真，决定在他们行动之前先下手。毛里孩太师闻讯，派他的三个弟弟率兵上阵，迎战摩伦汗。结果，摩伦汗兵败

身死。毛里孩太师对摩伦汗的轻率行为甚感惋惜，对蒙格、哈答布华的政治阴谋更为痛恨，遂执此二人，"断其舌而杀之"（博明《蒙古世

系谱》）。 

  1468年，毛里孩太师率领数万军队走出河套，东进兀良哈三卫地区，扩张其势力。毛里孩的势力之所以能够东进，是由于当时卫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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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阿失帖木儿属下大臣拜亦撒哈平章率部下4万人哗变，前往投靠锲加思兰，削弱了阿失帖木儿的力量。当毛里孩太师正欲一展雄风，称

霸蒙古政坛之际，却被科尔沁部大臣，著名的勇士锡古苏台的儿子诺延勃罗特所杀（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诺颜勃罗特即汉籍中的斡罗

楚）。诺延勃罗特杀死毛里孩太师，大概主要是为了打击毛里孩太师向嫩科尔沁驻牧的嫩江流域扩展其势力（蒙古史学家罗卜桑丹津说，

诺延勃罗特杀死毛里孩太师是为了给摩伦汗复仇）。诺延勃罗特从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左旗)的客里也地方去追击毛里孩的兄弟、

儿子等7人，并杀死了他们。毛里孩太师只身西逃，藏在洪灰、札巴干山区（今蒙古境内控奎河和扎巴罕河一带），最后困死在那里。 

  继毛里孩太师之后称霸蒙古政坛的，是四卫拉特哈剌辉特部的锲加思兰。锲加思兰原驻牧吐鲁番一带。1457年左右，他率领部众迁居

哈密北山驻扎，控制哈密政局和东西交通要道。锲加思兰"有智术善用兵"。几年之中，他的部众由400人猛增到4万余人。大约在1470年，

他让拜亦撒哈留驻哈密，自己率部东迁，进入黄河西套驻牧。曾被毛里孩逐走的斡罗楚投靠了他。后来，锲加思兰又同科尔沁部大臣勃罗

乃，黄金家族的巴延蒙克（也叫勃罗忽）、满都鲁等人结为联盟。锲加思兰企图拥立巴延蒙克为大汗，而巴延蒙克则主张拥立其叔满都鲁

为大汗。约在1474年，满都鲁即大汗位，巴延蒙克出任济农，锲加思兰任太师，猛可任枢密院知院。锲加思兰太师为了控制汗廷，将女儿

伊克哈巴尔图嫁给满都鲁汗（《明实录》等主要汉籍和罗卜桑丹津《蒙古黄金史》均谓锲加思兰嫁女于满都鲁汗；无名氏《黄金史纲》和

博明《蒙古世系谱》则谓满都鲁汗嫁女于锲加思兰太师）。  

  满都鲁即汗位不久，和林的阿失帖木儿就病故了。掌握汗廷实权的锲加思兰毫无顾忌地"始而侵犯河套，既而退处沙漠"（《明实录》

成化十二年四月庚辰）。他还率领军队东进兀良哈地区，对当地蒙古首领"慑之以威而结之以恩"，将兀良哈三卫蒙古首领的万余骑兵纳入

自己麾下。之后，他又兼任了当初投靠他的斡罗楚的部众。斡罗楚被迫出走。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锲加思兰完全不顾大汗的旨意，也不把

济农和其他汗廷大臣放在眼中。他的专横跋扈，目空一切的行为激起蒙古政坛上很多大臣的不满和反对。遗憾的是满都鲁汗和巴延蒙克济

农未能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精诚团结共同对敌，反而中了恶人奸计，相互猜疑，最终一同失败。  

  据蒙古文献记载，当时，大臣鸿郭赍别有用心地向满都鲁汗进谗言，说巴延蒙克济农勾引大汗的伊克哈巴尔图夫人。后来，锲加思兰

太师的"族弟"亦思马因也欺骗满都鲁汗。随后，亦思马因又前往巴延蒙克济农之处，告诉他满都鲁汗已证实鸿郭赍之言而欲加罪于他。所

以当满都鲁汗派人前来济农之处调查时，济农误以为大汗使臣前来问罪，非常气愤，对待使臣粗暴无礼。使臣回报大汗后，满都鲁汗马上

派遣亦思马因率领军队攻打巴延蒙克。巴延蒙克济农兵败出逃，被人所害。  

  满都鲁汗将巴延蒙克济农逐出汗廷之后，锲加思兰太师企图废黜满都鲁大汗，另立斡赤来（日本学者和田清认为，斡赤来是原翁牛特

部部长，毛里孩之子阿扯来）。满都鲁汗发现其图谋，遂命令锲加思兰交出斡赤来。锲加思兰拒绝，并出兵进攻满都鲁汗。满都鲁汗战败

出走，约在1477年，逝世于玛克温都尔。 

  满都鲁汗逝世以后，锲加思兰太师把持汗廷大权，为所欲为。其"族弟"亦思马因和蒙郭勒津部部长脱罗干结为盟党，共同对抗锲加思

兰（《明实录》成化十五年五月庚午条谓锲加思兰太师被亦思马因和脱罗干所"谋杀"；蒙古文献则说锲加思兰被达延汗军队击毙），将他

逐出汗廷，亦思马因称太师，脱罗干任枢密院知院。 

  综上所述，在1454年耶宪汗逝世和达延汗即位之前的20余年中，蒙古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内讧迭起。究其原因，乃在于统治核心中

握有实权的太师多为野心勃勃的奸佞之臣。他们各自结党，互相攻奸，左右年少、政治上稚嫩的大汗，惟我所用。勃来扶立的马古可尔吉

思汗被弑时年仅15岁。而17岁的摩伦汗，在位仅仅一年。像这样年少的大汗，没有得力的大臣辅佐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后来的满都鲁

汗，即位时虽已经到了不惑之年，但在掌握实权的锲加思兰太师面前却十分软弱，最终被赶下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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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