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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准噶尔汗国盟友喀尔喀之内外局势  

   

  17世纪50年代初，《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精神的积极贯彻者，如喀尔喀老一辈的土谢图汗衮布、车臣汗硕垒、札萨克图汗素巴第

等相继去世。土谢图汗衮布之子察珲多尔济、车臣汗之子巴布、札萨克图汗素巴第之子诺尔布继其父位称汗。 

  新一代的喀尔喀三汗，未能继续坚持和贯彻《喀尔喀卫拉特法典》精神。在清朝的压力下，他们恢复了"九白之贡"。1655年，清

朝设喀尔喀左右翼八札萨克（祁韵士《皇朝藩藩部要略》卷3）。察珲多尔济、巴布、丹津喇嘛、默尔根诺延为左翼四札萨克；诺尔

布、俄木布额尔德尼、车臣济农、昆都伦陀音为右翼四札萨克。喀尔喀的汗和济农们虽接受了清朝所赐札萨克，并有"九白之贡"，但

是，并未臣属清朝。因此，清朝也无法干预喀尔喀内部事务，更无法解决喀尔喀内部所发生的事端。 

  1662年，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诺尔布去世，次子旺舒克袭汗号。同年，和托辉特洪台吉俄木布额尔德尼也去世，其子罗卜藏继

为洪台吉。罗卜藏为人傲慢而蛮横，因此，与刚即位的札萨克图汗旺舒克发生了矛盾。1662年，罗卜藏突然领兵攻杀了旺舒克汗。于

是喀尔喀右翼大乱，其属下平民逃入土谢图汗部者甚多。为了避乱，罗卜藏洪台吉的叔父伊勒登率领属下，投奔漠南，成为昭乌达盟

喀尔喀左翼一旗之祖。尔后，罗卜藏竟无视右翼众台吉，擅自作主，将已故札萨克图汗诺尔布的长子绰默尔根推上右翼汗位。罗卜藏

蛮横无理的作法，引起族内诸台吉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此时，阿海岱青代表部分台吉向左翼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求援，要求协助右翼

平息内乱。1662年八月，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与右翼阿海岱青一起，领兵打败了罗卜藏。罗卜藏率部迁居

叶尼塞河上游的克姆契克河畔，企图借助俄国的兵力反扑。不久，因乞儿吉斯部的管辖权问题，与准噶尔僧格洪台吉发生冲突，罗卜

藏被俘，在准噶尔被禁长达十年之久。右翼阿海岱青为首的众台吉，拥立诺尔布三子成衮为札萨克图汗。 在准噶尔被禁的罗卜藏台

吉，久有逃走之意。1676年，博硕克图汗攻打鄂齐尔图车臣汗。罗卜藏趁此机会，召集属下，袭击了噶尔丹的后方，"不仅获得大量的

战利品，还杀死了他(噶尔丹)的幼弟丹津阿海"（约·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罗卜藏返回喀尔喀本土后，札萨克图汗成衮不

念旧恶，令其就地安居。不久，札萨克图汗成衮听信了谗言，令沙喇率兵1万，攻打罗卜藏。罗卜藏不堪一击，逃往西藏，投奔达赖喇

嘛。这次军事行动，在喀尔喀右翼内部再次造成了混乱。 

  当右翼内乱之时，其人畜多流入左翼。于是，札萨克图汗成衮曾几次派人至左翼土谢图汗处，要求索取自己的属民。土谢图汗察

珲多尔济态度极为蛮横，拒不归还。成衮无奈，又两次派人去北京，希望清朝协助解决此事。此时，清朝忙于内部事务，无暇顾及喀

尔喀左右两翼所发生的争端。札萨克图汗又向西藏达赖喇嘛陈奏，希望干预此事。达赖遂派西藏扎尔布奈为特使，前往喀尔喀。1678

年冬，达赖喇嘛的特使，先到达准噶尔，参加了博硕克图汗的大典。尔后，与前来祝贺的札萨克图汗成衮一起，来到七旗喀尔喀。达

赖喇嘛传谕七旗喀尔喀："札萨克图汗，尔七旗当共尊之。其变乱以来，子弟人民流入左翼者俱应发还"（《平定朔漠方略》卷3）。但

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仍拒绝归还札萨克图汗的人畜。  

  札萨克图汗成衮，求助清朝和西藏，没有取得效果，又无力与土谢图汗对抗。因此，他只好另寻强有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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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谢图汗与博硕克图汗已积怨较深。原因是1676年，当博硕克图汗攻打和硕特鄂齐尔图车臣汗时，察珲多尔济领兵前来，欲助鄂齐尔

图汗。但战争已经结束，只好半路返回了喀尔喀。1677年，察珲多尔济令属下台吉引兵300人，半路抢劫了噶尔丹派往北京的使团。于

是产生了矛盾。1678年，札萨克图汗成衮，以结盟为目的，到达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在阿尔泰古尔班套鲁盖营地，热情地接待了札萨

克图汗，与之建立了密切的盟友关系。 

  札萨克图汗成衮与博硕克图汗会晤的举动，引起清朝的关注。 

  当时，清朝已平定了"三藩"之乱（"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增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三个南方割据势力），康熙皇帝能以

相当一部分精力，关注喀尔喀左右两翼所发生的争端。但是，喀尔喀并非清朝的臣属，尚不能直接干预。只能采取相应的政策和策

略，逐步施加影响，使喀尔喀左右两翼汗和台吉倾向于清朝。于是，康熙皇帝决定，向喀尔喀和准噶尔等地，派遣贤能大臣，大加赏

赉，以示"柔远"，使喀尔喀和准噶尔归服清朝。同时，设法让喀尔喀左右两翼会盟和好，以防噶尔丹博硕克图汗利用两翼关系，图谋

插手。 

  1682年八月，康熙皇帝向喀尔喀左右两翼八札萨克及准噶尔等地，分别派遣了不同等级和身份的领侍卫内大臣、内大臣、散秩大

臣、都统、侍卫及大喇嘛组成的10个"使团"。其使命是贯彻执行康熙的策略，使喀尔喀左右两翼汗和台吉消除矛盾，彼此团结，以防

外人趁机插手。康熙皇帝早已敏锐地发现，在喀尔喀事务中，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及其弟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若

欲笼络喀尔喀，不能不重视这两位关键人物。因此，所有"使团"成员中，派往察珲多尔济处的最为引人注目。其"使团"成员为领侍卫

内大臣费扬古、一等台吉额驸阿喇卜滩、护军参领巴图、郎中喀喇等。但是，"使团"的活动，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十二月份，陆续

返回北京。 

  接着，康熙皇帝筹划喀尔喀左右两翼会盟之事。他深知西藏黄教对蒙古地区的巨大影响。喀尔喀极为尊崇达赖喇嘛，喀尔喀两翼

汗、洪台吉、济农、默尔根、昆都伦等雅号，向来均受赐于达赖喇嘛。因此，两翼会盟之事，不能不借助于达赖喇嘛及其影响。 

  此时，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已经发生了外人无法得知的秘丧之事。1682年二月二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于布达拉宫。机敏

过人的第巴桑结嘉措，考虑到西藏复杂的内外形势，决定将达赖五世以"匿丧"。于是，宣布五世达赖已长期"入定"，除第巴桑结嘉措

外，不见任何人。一切事务均委托第巴桑结嘉措办理。凡与外界往来的信件、文告仍然用达赖嘛的名义签发。这一变故，连清朝康熙

皇帝也无从知道。 

  1684年元月，康熙皇帝以阿齐图格隆为使，传谕达赖喇嘛，希望他遣使协助喀尔喀两翼议和。"达赖喇嘛"接到康熙之谕，随即以

拉木扎木巴、罗卜藏诺尔布、拉通阿旺拉克巴等喇嘛为使，随同阿齐图格隆前往北京。"达赖喇嘛"表示：冬末将参马陈布呼图克图遣

往喀尔喀，令左右两翼会盟和好。1684年十二月末，阿齐图格隆等人回到北京，将情况奏报了康熙皇帝。此时，"达赖喇嘛"所遣参巴

陈布呼图克图也已启程。1685年春，该呼图克图行至呼和浩特附近的布尔哈素台病逝。1685年正月，康熙皇帝为阿齐图格隆赐以绰尔

济，再次派往拉萨，要求"达赖喇嘛"再派一名喇嘛。于是，"达赖喇嘛"以噶尔丹西勒图为特使，派往喀尔喀。噶尔丹西勒图为五世达

赖的大弟子，是甘丹寺的座床喇嘛。临行前，"达赖喇嘛"赐号"额尔德尼达赖西勒图呼图克图"，并奏康熙皇帝"此土白特之地无有尊于

噶尔丹西勒图者"（《平定朔漠方略》卷3）。1686年初，康熙皇帝令理藩院派人迎接噶尔丹西勒图的同时，以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台

吉巴忒、马什毕力克图喇嘛、阿齐图绰尔济等人为特使，前往喀尔喀会盟之地。为了使会盟按时进行，康熙皇帝又派人分别通知八札

萨克，令其按时到达会盟地点--赛音诺颜部扎克拜达尔的库伦伯勒齐尔。 

  1686年八月十六日，喀尔喀左右翼汗、济农、诺延、台吉等会盟于库伦伯勒齐尔。因札萨克图汗成衮去世，其子沙喇即位赴盟。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并未亲自赴盟，遣其弟西地西里巴图尔前来会盟。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受康熙皇帝的委托，亲临库伦伯勒齐

尔。"达赖喇嘛"派其大弟子噶尔丹西勒图，意在主持盟事。但是，理藩院尚书阿尔尼处处争取主动，大有左右盟议之势。为了抬高哲

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影响和地位，尚书阿尔尼竟然不顾宗喀巴座上的噶尔丹西勒图的宗教地位，将其与哲卜尊丹巴并坐于一席。尚书

阿尔尼宣读了康熙皇帝的诏书。二十二日，令会盟左右两翼汗、济农、众台吉，行相问抱见之礼（《平定朔漠方略》卷3），并在噶尔

丹西勒图和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前，悬挂佛像，发誓将互相侵占的人畜各归本主，永远和好。尚书阿尔尼宣称，若喀尔喀"骨肉相残，

为他人所吞噬"，那时，"七旗之众，一朝破败，不可救"。 

  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能否产生效果，关键在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能否执行盟誓精神。这关系到康熙皇帝策略的成败。因此，会盟

之前，康熙皇帝特谕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劝其兄察珲多尔济，尽遣所收逃众归还成衮。但是，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仅归还了所收逃

众的一半。察珲多尔济违背盟誓，破坏了康熙皇帝的策略。1687年正月，喀尔喀七旗汗、济农、诺延和台吉等合疏上请尊号和印章。

康熙皇帝以喀尔喀左右两翼"无相侵扰，亲睦雍和，永享安乐，更胜于上朕尊号"为由，令将"原疏发还"。 

  关于哲卜尊丹巴与噶尔丹西勒图并坐一事，噶尔丹博硕克图汗认为，这是对噶尔丹西勒图的侮辱，致书质问清朝，将哲卜尊丹巴

与噶尔丹西勒图，以敌礼相见的意图何在，要求明白致复。同时，又致书指责哲卜尊丹巴"枯冷白尔齐尔之盟，尔与西勒图抗礼踞坐，

大为非理，达赖喇嘛道法，遍及十方。西勒图者，原宗喀巴座上之喇嘛，特遣以主盟议事者也。若竟行钧敌之礼，于理顺乎?"察珲多

尔济和哲卜尊丹巴给博硕克图汗写了一封侮辱性的复信。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违背盟誓，不但拒绝全部归还所收逃众，而且对札萨克图汗沙喇大有动武之势。札萨克图汗沙喇惧其来攻，

不得不与博硕克图汗携手同盟，整顿所部，加以防备。在博硕克图汗的支持下，札萨克图汗率领右翼，举行了会盟。博硕克图汗派车

臣乌巴什，赴会盟地宣读了誓书。其词云："汝右翼人等毋得违札萨克图汗的号令，违者即以罗卜藏赛音台吉为例"（《平定朔漠方



略》卷4）。会盟后，札萨克图汗沙喇请求博硕克图汗，将兵营从阿尔泰山阳越岭迁至三赫格尔(固尔班赫格尔)。同时，令右翼所属诸

济农、诺延、台吉等，随札萨克图汗环绕安营，以防不测。博硕克图汗让杜噶尔阿拉卜滩与札萨克图汗沙喇一处游牧，以便急难之

时，彼此协助。同时，向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部，先后派遣了1000余名喇嘛，以佛事活动为名，游历喀尔喀各地，广泛

收集各部的军事、经济情报，提供给博硕克图汗。 

  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也派遣侦探，不断地观察和收集博硕克图汗的动态及情报。他侦知右翼会盟及博硕克图汗与沙喇会牧于三赫

格尔，便遣使报告康熙皇帝，表示愿率兵攻击博硕克图汗和沙喇。康熙皇帝不赞成他的冒险活动，令其"守前约，勿复兴兵端"（祁韵

士《皇朝藩部要略》卷3）。但是，察珲多尔济并未听从康熙皇帝的劝告，准备兴兵攻打博硕克图汗和沙喇。他派人通知了阿拉善的罗

卜藏衮布拉布坦，让他配合行动。1687年冬，察珲多尔济侦知，博硕克图汗已离开三赫格尔，到额尔齐斯河的额布根套勒盖图过冬，

认为攻打沙喇的机会已到。 

  1688年正月，察珲多尔济率兵1万，进入札萨克图汗部，执杀札萨克图汗沙喇及德克德赫莫尔根阿海。罗卜藏衮布拉布坦自阿拉善

发兵，深入准噶尔腹地额林哈毕尔噶一带，俘获了部分卫拉特人，东走布尔干河，越固尔班诺木，与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会师。博硕

克图汗并不知札萨克图汗沙喇和德克德里莫尔根阿海被害。他派出自己的弟弟多尔济扎卜和衮桑等人，欲与札萨克图汗沙喇取得联

系。多尔济扎卜带领400多人，到达札萨克图汗部时，又为察珲多尔济和罗卜藏衮布拉布担所杀。察珲多尔济杀死多尔济扎卜后，进驻

喀喇额尔奇克和察罕额尔奇克一带。 

  1687年九月，康熙皇帝以喇嘛商南多尔济和郎中布颜图为使，前往拉萨，希望达赖喇嘛遣使谕令罢兵。"达赖喇嘛"遂遣卜克岗喇

嘛赴喀尔喀。1688年春，卜克岗喇嘛在喀喇额尔奇克会见了察珲多尔济，向他传达了"达赖喇嘛"旨谕，令其退兵，以候会盟。察珲多

尔济退至楚克独斯诺尔地方，准备与博硕克图汗会盟。 

  康熙皇帝料到，察珲多尔济的军事行动不但进一步恶化喀尔喀两翼关系，而且会成为博硕克图汗侵犯喀尔喀的借口。于是也传谕

察珲多尔济罢兵，同时通过准噶尔使臣陶赖哈什哈，致书博硕克图汗，希望他与察珲多尔济"息争修好"。但假"达赖喇嘛"派遣的卜克

冈喇嘛的真正使命，并非令博硕克图汗与察珲多尔济罢兵会盟，而是指示博硕克图汗以反击土谢图汗的挑衅为借口，占领整个喀尔

喀。进而建立以博硕克图汗为直接统治的、由西藏黄教控制和发号施令的"蒙古大帝国" （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

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其结果却导致了喀尔喀落败之后被迫归附清朝。[东方民族网站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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