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林丹汗统治与漠南蒙古附清始末 

第二节 卫拉特联盟与喀尔喀卫拉特联盟 

第三节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喀尔喀的变化 

第四节 准噶尔汗国的强盛与青藏局势的演变 

第五节 准噶尔汗国之衰亡与喀尔喀反清斗争 

第六节 清朝统治蒙古的机构及其政策 

第七节 清初至1840年前的蒙古经济文化 

第八节 鸦片战争与蒙古官兵的壮烈业绩 

第九节 俄日等列强对蒙古的争夺与分割 

第十节 末代“新政”与改良思潮对蒙古的影响 

第十一节 清朝后期蒙古地区的宗教变化 

第十二节 清末蒙古地区的反清抗垦运动 

第十三节 清朝后期蒙古社会形态的转变 

 

第七章 清代蒙古及准噶尔汗国史略 

第三节 准噶尔汗国的建立与喀尔喀的变化 

134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与准噶尔汗国的诞生 

135 准噶尔汗国的西征与扩张 

136 喀尔喀蒙古局势的变化 

137 准噶尔军队首次东进与喀尔喀之依附清朝 

138 策旺阿喇布坦之变 

139 准噶尔军队第二次东进喀尔喀与蒙俄摩擦 

140 乌尔会大战     141 乌兰布通战役 

142 多伦诺尔会盟及博硕克图汗的艰难处境 

143 西藏黄教势力及青海和硕特部对博硕克图汗的支持 

144 昭木多战役与博硕克图汗之死 

 

 

143 西藏黄教势力及青海和硕特部对博硕克图汗的支持 

      

  为使准噶尔汗国博硕克图汗（噶尔丹）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清朝康熙皇帝一方面怂恿其割据势力策旺阿喇布坦对博硕克图

汗进行封锁；另一方面通知西藏的达赖喇嘛不得收纳博硕克图汗，企图阻止和切断来自西藏和青海方面的援助。 

  但是，西藏的第巴桑结嘉措不顾康熙皇帝的指责，仍旧向博硕克图汗提供了精神和物资方面的援助。 

  乌兰布通战役后，济隆呼图克图和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分别返回西藏和北京。第巴桑结嘉措以达赖喇嘛的名义（此时达赖喇嘛

早已圆寂多年，只是外界一概不知），指示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去科布多，协助博硕克图稳定局势。1692年七月，伊拉古克三呼图克

图率领众弟子自鄂尔多斯察罕托海动身去科布多。第巴桑结嘉措又指令喀尔喀扎木巴拉臧布呼图克图逃归科布多。 

  第巴桑结嘉措又通过善巴陵堪布喇嘛，指令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支援博硕克图汗。青海和硕特博硕克图济农为首的台吉们，通过阿

拉善的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将粮食和牲畜及其他物资，自青海运往科布多。阿拉善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是图鲁拜琥顾实汗

第四子巴颜阿布该阿玉什的长子。准噶尔发生内乱后，他们徙居阿拉善。经第巴桑结嘉措说合，与博硕克图汗转仇为友。来自青海的

支援物资，经过阿拉善时，巴图尔额尔克济农暗中提供人马及牲畜。他支持博硕克图汗的事被清朝察觉，康熙皇帝以"素藏祸心"，"助

喀尔喀往征厄鲁特竟不为效力，且劫夺喀尔喀之事甚多"为由，决定用武力强迫他迁居察哈尔（《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年七月戊戌

条）。康熙皇帝令尼雅汉和副都统柏天郁，各率兵4000前往阿拉善。由两路围截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令其迁移，不从则"进剿"。巴图

尔额尔克济农不服，率部远遁，并派兄弟博吉向青海和硕特台吉求援。第巴桑结嘉措支持巴图尔额尔克济农，他以达赖喇嘛名义，奏

请康熙皇帝，希望将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安插在青海驻牧。康熙皇帝不允。 

  第巴桑结嘉措为了使博硕克图汗和策旺阿喇布坦和好，以达赖喇嘛名义，多次遣使进行调解。由于第巴桑结嘉措的努力，策旺阿

喇布坦和博硕克图汗的关系得到缓和，他们各守其土，互不制造麻烦。康熙皇帝恐策旺阿喇布坦与博硕克图汗和好，将成为清朝的大

患，于是再三遣使准噶尔，挑拨他们间的关系。康熙派人在准噶尔活动，目的在于孤立和打击博硕克图汗，这一活动，遭到第巴桑结

嘉措的抵制。他暗中指示青海和阿拉善诸台吉，设法破坏和阻止清朝派往准噶尔的使团的活动。青海和硕特台吉阿齐罗卜藏等人奉命

潜至嘉峪关一带，拦路抢劫使团的驼马、盔甲和器械。 

  由于西藏第巴桑结嘉措及青海、阿拉善诸台吉的多方援助，博硕克图汗的困难处境有所改善。同时，博硕克图汗调动和组织各鄂

托克，在科布多地区从事农牧业生产。遵照他的旨令，各鄂托克宰桑率部分民众去乌兰固木、空奎、扎布干、察罕色浑和扎巴罕哈萨

克图等地从事农耕和养畜等生产活动。从叶尔羌带来的回部阿布都里什特汗的部众，都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能手。他们在乌兰固木和扎

布罕哈萨克图等重点耕种区内，发挥了积极作用。几年内，科布多地区已呈现出"食渐丰足，牲畜繁滋"（《平定朔漠方略》）的发达

景象，使博硕克图汗的经济状况，恢复到乌兰布通战役之前的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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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