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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永谢布万户三部简介  

  永谢布万户由永谢布、阿苏特和哈剌慎三部组成。 

  永谢布、阿苏特部原属达延汗的卫拉特部出身的顾实夫人所生之子乌巴伞扎的两个儿子锡喇台吉和阿济台吉所有。后来锡喇台吉

兄弟死，其永谢布、阿苏特二部被巴尔斯博罗特之子博弟达喇鄂特罕台吉所吞并。据汉籍载，乌巴伞扎台吉曾"在蓟镇边外极北住

牧"（肖大亨《北虏风俗》）。他有一子名曰五班台吉。 

  博弟达喇鄂特罕有三子：长子恩克迪尔岱成，领有永谢布部。他和他的诸子的驻牧地在宣府边外偏西，地名为布腊母林·吾力

艮。这里距离明朝边境约650千米。次子也辛跌儿台吉领有巴尔虎部。他的驻牧地在其长兄驻牧地之北，地名曰哈喇斡包。这里距离明

朝边境约1000千米。三子合罗气巴都尔领有阿苏特部。他的驻牧地位于其两位兄长的牧地的中间地带，地名亦称布腊母林·吾力艮。 

  恩克迪尔岱成台吉是蒙古右翼颇有影响的人物。1571年，阿勒坦汗和明朝达成和平协议，其弟巴雅思哈勒和长子辛爱黄台吉曾起

而抵制。当时，阿勒坦汗积极争取恩克迪尔岱成支持自己，以抵消巴雅思哈勒和辛爱黄台吉的影响。恩克迪尔岱成站在了阿勒坦汗一

边，从而深得阿勒坦汗的信任。后来，阿勒坦汗曾派遣恩克迪尔岱成之侄率其巴尔虎部随同其子丙兔台吉迁往青海西宁一带驻牧。 

  哈喇慎部是巴尔斯博罗特第四子巴雅思哈勒的领地。有的学者认为哈喇慎就是元代的哈喇赤。《元史》中记载，在托欢帖木儿汗

统治后期，窝阔台大汗的后裔阿鲁辉帖木儿举兵数万发动叛乱。托欢帖木儿汗命枢密院官员图坚帖木儿率兵镇压。图坚帖木儿率军北

进，"行至称海，起哈喇赤万人为军"。但哈喇赤人"素不习为兵"。图坚帖木儿"驱之使战"。结果，哈喇赤人皆纷纷逃奔，投降阿鲁辉

帖木儿。图坚帖木儿败北。从这一记述中可知，当时哈喇慎部驻牧于称海(今蒙古国科布多省一带)。15世纪30年代，卫拉特的托欢太

师实力强盛时，立托都布和为大汗，"自为丞相，居漠北，哈喇慎等部俱属焉"（《明史·瓦剌传》）。可见，这时的哈喇慎部在漠

北，也就是仍然驻牧在称海一带。到16世纪以后，哈喇慎部作为巴雅思哈勒的领地，已经向南迁徙。这可以从巴雅思哈勒及其诸子的

驻牧情况清楚地看出。 

  巴雅思哈勒的驻牧地，位于宣府边外东北至开平一带。开平即元代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其驻帐之地又称察罕根儿(或称

三间房)，意即白色房子，这里距离明朝边界的独石堡(今河北独石口)约150千米。 

  巴雅思哈勒有五个儿子。长子巴都尔黄台吉及其后裔驻牧于旧开平城、贾阿苏泰、白言局儿克等地。这里距离明朝边界不足200千

米。次子青把都儿及其诸子驻牧于克林兔、口肯托落海、虎隆素泰等地。此处距离明朝边境约150千米。三子来赛兀儿及其子迭克兔台

吉，驻牧于卜落脑海。其部名曰哈布慎，距离明朝边境约有300千米。四子满五素，又名矮儿克忽达尔罕。他同他的诸子驻牧于桓州驿

(在开平西南)、屹答素和卜罗等地。桓州驿距明朝边境最近，只有100千米，屹答素距离明朝边境约200千米，其北50千米开外为卜

罗。五子满兀带，又名七庆朝库儿。满兀带同其子白言台吉等驻牧之地为搜记朵言、虎素兔。其驻牧地距离明朝边境最最近处为100千

米。其部众有一部分在宣府马营堡、镇安堡边外驻扎。 

  哈喇慎部领主巴雅思哈勒一直是蒙古正统大汗的积极拥护者和支持者。他曾全力投入过博迪阿拉克大汗对兀良哈万户的讨伐战

争，从而被赐予昆都楞汗之号。他还积极参与过阿勒坦汗等右翼首领对明朝发动的多次进攻。1572年他逝世以后，其昆都楞汗之号由

其长孙白洪大继承。白洪大继其祖父之后成了哈喇慎部的领主。但由于他当时年幼，其叔父青巴都尔实际上左右着哈喇慎部的重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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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青巴都尔具有很高的权威，白洪大实际上追随其后。 

  在巴雅思哈勒及其诸子时代，哈喇慎部一直和察哈尔万户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互相通婚。在蒙古右翼和明朝建立互市贸易以

后，他们常常为察哈尔和喀尔喀万户各部代售马匹，为他们换取明朝的物品。 

  另外，达延汗第七子阿剌博罗特(汉籍作那力不赖)的领地《蒙古源流》谓在"察哈尔之浩齐特"；有关汉籍则谓其"在宣府张家口以

东独石堡边外住牧"（肖大亨《北虏风俗》）。这就是说，阿剌博罗特的驻牧地和巴雅思哈勒的驻牧地是在同一范围之内。阿剌博罗特

长子失喇台吉和次子那楚台吉所部均称哈布慎。这和巴雅思哈勒第三子赉赛兀尔所领有的哈布慎自然是一回事，可以认为他们都驻牧

于哈布慎之地。阿剌博罗特第四子莫蓝台吉所领有的部落称为打喇明安。莫蓝台吉的长子名宿德盖台吉（又作著力兔把都儿台吉）。

《三朝辽事实录》称巴雅思哈勒的哈喇慎部为"哈喇慎大营"。 

  布延彻辰汗(1593-1603年)时期，大小哈喇慎部首领们，同蒙古大汗及其察哈尔万户的关系亲密，相依为命。但到林丹汗时期，双

方因部众归属和争夺在张家口同明朝的互市利益而反目成仇，几乎导致武装冲突。1576年，小哈喇慎宿德盖台吉逝世时，其长子满五

素尚未成年，遂被布延彻辰汗收为义子。彻辰汗对满五素精心养育，使之成为一员将才。同时，布延彻辰汗派察哈尔万户的巴都前往

小哈喇慎驻守，代管其部落和属众。林丹汗时期，满五素带领其住察哈尔万户期间所组建的军队和部众返回哈喇慎部，投奔其伯父青

把都(即巴雅思哈勒次子，按家族辈分，为满五素之伯父)，他的出走引起察哈尔万户各部首领的不满。林丹汗遂向哈喇慎部的白彦台

吉(巴雅思哈勒之孙)提出要他们归还彻辰汗派驻小哈喇慎的巴都所统领的军队和部众。白彦台吉拒绝归还。林丹汗传檄抽调各部军队

10余万骑进行威胁，并遣使明朝，说明张家口一带系察哈尔万户故地，不准他部在此冒领互市赏赐。白彦台吉等人联合土默特万户诸

部与林丹汗对抗。1628年，林丹汗举部西征，打败哈喇慎部白彦台吉和土默特万户卜石兔的联军。白彦台吉仅以身免，遂东走投降后

金。从此，哈喇慎部溃散，大部分被察哈尔兼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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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评论或留言    下一篇    返回上页    返回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