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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右翼首领西征前的甘肃、青海蒙古部落 

  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除了在中亚地区的领地之外，因为从征西夏有功还获得了甘肃的24个城镇。窝阔台汗在位初期，甘肃山丹以

西至西域，均属察合台的势力范围。贵由汗逝世以后，其乃马真哈敦摄政时期，窝阔台大汗之子阔端大王"代镇河西"。他在凉州(今甘

肃武威)建筑了自己的府邸，并占据了原归察合台所有的永昌和山丹二城。不久，阔端之子蒙哥都因为翊戴蒙哥汗有功，被安置在西凉

(今甘肃武威地区)以西驻牧。元朝至元九年(1272年)，阔端另一子只必帖木儿在西凉府以西建一新城，名为永昌府。因为这一带是阔

端王宫所在地，元廷设立永昌路，封只必帖木儿为永昌王，在山丹一带设立山丹州。此后，甘肃行省永昌路至山丹州一带就成了阔端

后裔的地盘。从此，甘肃行省的西部为察合台及其后裔所据，其东部为窝阔台后裔所据。 

在明代初期，随着明军的西进，嘉峪关外的甘肃、青海地区蒙古各部大致表示顺服。明朝在这一带设立了哈密、安定、阿端、曲先、

罕东和沙州、赤斤蒙古诸卫，并封各部首领以王位及各级官职，授予金、银和铜印。哈密、安定、阿端和曲先等卫的统治者是察合台

第六子拜答儿的后裔。15世纪40年代以后，上述诸卫首领和部众，或因内部分裂，或因外部威胁，或其他原因，先后辗转迁徙，有些

西迁吐鲁番，有些东迁青海等地，长期驻牧。明代汉籍中笼而统之的把他们记作"番族"。 

  在明廷同吐鲁番蒙兀儿斯坦汗廷因哈密王位发生冲突的时候，有一些哈密首领率领部众先后东迁。1473年(明朝成化九年)，哈密

佛僧毕拉示巴德拉为躲避速檀·阿力的"劫杀"，率领200余人迁到甘州居住。1484年，哈密的野乜克力(哈剌灰人的一部分)东迁到甘肃

境外的亦集乃地方驻牧。他们经常进入甘肃境内活动。后来，从哈密东迁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畏兀儿人和哈剌灰人，也有

少量蒙兀儿人。明朝把他们分别安置于肃州、甘州、山丹、永昌、凉州等地，其中哈密卫著名的畏兀儿都督奄克孛剌之弟 吉孛剌及

其部众，被安置于肃州卫的钵和寺(今嘉峪关西北)。哈密蒙兀儿异密谢亦虎仙之子马黑木则寄住于甘州。哈剌灰人首领拜迭力迷石率

领部众居住于肃州北山的金塔寺堡一带。 

  安定和阿端二卫，均是元末宁王卜烟帖木儿所镇之地。当地部众多为撒里畏兀儿人。1375年，明廷封卜烟帖木儿为安定王。1446

年，卜烟帖木儿曾孙林詹斡协尔嗣王位。他同哈密王卜列革是同胞兄弟。他们的另一位亲兄弟阿儿察是阿端王，居住于阿真地方。卫

拉特部伊布拉等人在鄂尔多斯发动武装叛乱，遭到达延汗的镇压，率领部众逃往安定卫一带。而安定、阿端、曲先和罕东等卫的首领

则率部众逃往青海，驻牧于西宁和青海湖一带。这样，他们便同当地土著杂居而处。明朝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活动于这一带的剌

卜、亦郎古、罕东、沙麻、武宗塔、纳部和石剌韦物(即撒里畏兀儿)等部，就是这四卫部众的后裔。汉籍把他们称为"红帽番子"，但

也有安定、阿端卫的一部分人迁徙到黑番地区，因而流为黑番。 

  曲先卫亦为明朝初年设立。哈密王卜列革之孙陕巴于1492年嗣哈密王位之前，曾居住于曲先之地。后来，曲先首领随同安定等卫

首领一起迁往青海，驻牧于大通河之南。 

  罕东卫，设立于1398年。明廷分封锁南吉剌思和其兄塔力分别为指挥使和指挥同知（至尚未发现能够断定他们同安定等卫首领具

有血缘关系的历史资料）。当明王朝同吐鲁番发生战争时，罕东卫的首领大都倾向于明朝。16世纪初，罕东卫首领率部众迁于青海，

驻牧于青海湖之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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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州即今甘肃省之敦煌。明朝初年，驻镇于沙州之地的是拜答儿的后裔阿鲁哥史里。1391年阿鲁哥史里曾遣使通好于明廷。1404

年，明朝永乐皇帝宣布于敦煌设立沙州卫，任命当地首领昆皆莱（一写困即来）统辖该卫。昆皆莱在政治上似乎一直倾向明廷。在沙

州卫内部分裂后，于1439年，他的一些部众跟随阿赤布华逃往哈密。昆皆莱曾受到卫拉特和哈密首领的掳掠、"侵侮"。为此，他向明

朝要求率部众迁往察罕旧城(即白城，位于肃州南部)驻牧，明朝不允。1444年，昆皆莱之子喃哥、克俄罗林詹和锁南奔三人之间产生

纠纷，"部众携贰"。为此，明朝派任礼率军队前往沙州卫，强迫喃哥和克俄罗林詹二人率部众迁入塞内，安置于甘州。锁南奔则率部

东迁而去，投靠于耶宪太师。但是，锁南奔后被任礼俘虏。沙州卫已经名存实亡。早在昆皆莱执掌沙州卫政事之初，罕东卫首领奄章

和其同族便发生内讧，逃居于沙州。此后，奄章之部众生齿日繁，实力壮大，处于喧宾夺主之势。到昆皆莱诸子因内讧而纷纷迁走之

后，奄章之子班麻思结就占据了沙州之全境。班麻思结之孙只克曾官至都指挥，居住于虎木哥城(位于沙州城西)。1479年，明廷下令

改沙州卫为罕东左卫，仍命只克镇守。当明朝同吐鲁番蒙兀儿汗廷发生战争时，只克率其部众经常充当明朝军队的马前卒。因此，只

克便理所当然地受到速檀·阿黑麻汗大军的讨伐。当哈密归附吐鲁番之后，满速儿汗曾派兵前往罕东左卫，下令只克之子奇台投降。

但奇台拒降，率其所部逃往肃州。明朝将他及其部众安置于肃州东南及肃州的高台、白城和暖泉堡一带驻牧。稍后，东迁的罕东卫首

领帖木哥、土巴部众亦内迁。明朝将其一部分部众安置于甘州以南的白城山(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驻牧；另一部分则被安置

于肃州之北的威虏旧城及天仑墩、毛目城(肃州镇夷所北)等地驻牧。后来，罕东左卫的帕尼、赏卜束等人，因同帖木哥、土巴部发生

内讧，迁往肃州南山的黄草坝一带驻牧。汉籍中称罕东左卫的人为"黄番"或"黄达子"。16世纪前半期，罕东左卫部众发展壮大，曾有

一部分迁居于青海湖一带。 

  赤斤蒙古位于嘉峪关以西100千米处。明朝永乐初年，因塔力尼投降，明朝遂设立赤斤蒙古千户所，塔力尼出任千户。后改千户所

为卫，塔力尼又升任指挥佥事。塔力尼的父亲苦术，是罕东左卫奄章之弟。奄章、苦术之祖父名叫格哥巴什，系吐蕃佛僧。当奄章、

苦术兄弟谋杀元王朝宗室耳交王之后，遂领有其部众。自此之后，奄章、苦术兄弟便冒称为蒙古丞相之后裔。苦术有三子：长子塔力

尼、次子锁合者、三子革古者。锁合者和革古者为同母所出，他们同其异母兄塔力尼之间有隙，所以兄弟三人分帐驻牧。塔力尼及其

部众驻牧于左帐；锁合者、革古者及其部众则驻牧于右帐；其父苦术及其部众驻牧之地为中帐。后来到了塔力尼之孙阿速时代，部属

强盛，欲图兼并右帐，故锁合者便率众逃往甘肃。吐鲁番速檀·阿力攻占哈密时，赤斤蒙古卫之首领先后东迁，驻牧于肃州之南山。

汉籍中称他们为"黑番"。 

  综上所述，明初设立于嘉峪关以西的哈密诸卫，后来均纷纷东迁。安定、阿端、罕东、曲先四卫，一般都迁至西宁和青海湖一带

(后来当伊布拉进入此地时，部分安定卫人迁往甘州)。罕东左卫先迁至肃州卫境内，后又迁往青海湖一带。哈密卫(主要是哈剌灰人、

畏兀儿人)、沙州卫和赤斤蒙古卫东迁后，罕东等四卫人散居于河西走廊东起庄浪(今甘肃永登县)，西至嘉峪关一带。 

  16世纪初期，蒙古卫拉特部伊布拉及达延汗同母异父兄弟卜儿孩进入青海，占据了安定、阿端、曲先和罕东四卫牧地。这四卫的

部众或归附卫拉特部首领，或逃往他处。后来，蒙古右翼首领频繁西征，除了宗教信仰原因之外，主要目的是为了征服卫拉特部及其

统治下的"番族"，使之成为自己的阿勒巴图。 

  在汉籍中，一般称卫拉特、卜儿孩及其后裔为"西夷"，称后来进入青海驻牧之蒙古部为"海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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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