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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策旺阿喇布坦与准噶尔汗国四邻关系 

      

  1689年，策旺阿喇布坦率部脱离了叔父博硕克图汗（噶尔丹），迁居博尔塔拉。他趁博硕克图汗与清交战之机积蓄力量，扩充自

己。至17世纪90年代时，其属下已增至4万余人，在客观上，为博硕克图汗以后的准噶尔汗国的生存和强盛奠定了基础。 

1690年和1691年，他曾两次潜入科布多地区，抢走了博硕克图汗大量的物资和后方留守人员，1690年，还率部南进，征服了南疆吐鲁

番（《咱雅班第达传》）。 

  准噶尔汗国的分裂及策旺阿喇布坦的崛起，早已引起了西藏黄教上层的关注。第巴桑结嘉措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多次遣使到策

旺阿喇布坦处，劝他不要与博硕克图汗为敌。1691年，第巴桑结嘉措以"达赖喇嘛"的名义，赐策旺阿喇布坦"额尔德尼卓里克图洪台

吉"号（傅恒《西藏图志》）。为进一步影响和争取策旺阿喇布坦，1693年(或1694年)，第巴桑结嘉措又以"达赖喇嘛"的名义，封策旺

阿喇布坦为"阿尔泰以西准噶尔汗"号。由于第巴桑杰嘉措所作的努力，策旺阿喇布坦明显地减少了对博硕克图汗的敌对行动。博硕克

图汗死后，策旺阿喇布坦成了准噶尔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他竭力巩固和扩大汗国的势力，与清朝抗衡。早在1693年，南疆的叶尔羌地

区发生了回部暴乱，企图推翻昔日博硕克图汗所立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政权。阿帕克和卓向策旺阿喇布坦汗求援。策旺阿喇布坦

汗不失时机，协助他平息了叛乱。遂将南疆的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和田及喀什噶尔等地，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将参与叛乱的

回部首领及家属，执押至天山以北的准噶尔阿巴噶斯含丹鄂托克(辉特部)所在地，加以管束。这次南疆用兵，不仅扩大了准噶尔汗国

的疆界，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也得到加强。 

  1689年，在清朝的压力下，青海和硕特部长达什巴图尔为首的部分台吉内附并接受清朝册封。在这种局势下，第巴桑结嘉措将削

弱和硕特部和抵制清朝的希望，寄托于策旺阿喇布坦汗身上。在他的暗助下，策旺阿喇布坦汗企图把阿拉善、青海、西藏、哈萨克、

布鲁特及额济勒土尔扈特部都统一到汗国的疆域内，为此，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策旺阿喇布坦汗与阿拉善和硕特部噶尔丹多尔济往来密切。1698年，在策旺阿喇布坦汗的策动下，噶尔丹多尔济迁离阿拉善，率

部徙往准噶尔。途经南疆库车时，不幸被回部人所杀（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0）。同时，策旺阿喇布坦汗派人前往青海，窥探

诸台吉的情况，"憾达什巴图尔台吉内附"，并扬言要率大军往讨西藏、青海地区。但是，因为策旺阿喇布坦汗与其北边的哈萨克发生

冲突和摩擦，遂暂时放弃了远征青藏的扩张计划。 

  西藏第巴桑结嘉措为了缓和策旺阿喇布坦与哈萨克的矛盾，把昔日博硕克图汗擒献给达赖喇嘛的哈萨克头克汗之子交给策旺阿喇

布坦。为了改善关系，策旺阿喇布坦汗派以吴尔赫德巴图尔台吉为首的500人，护送哈萨克头克汗之子回其故地。但是哈萨克头克汗却

杀害了这500名护送者，还劫掠了准噶尔属下乌梁海100余人（《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条）。策旺阿喇布坦汗不得不以

武力对付哈萨克。他与土尔扈特阿玉奇汗相约，东西夹攻哈萨克和布鲁特。1697-1700年间，策旺阿喇布坦汗先后占领了赛里木、塔什

干、安集延等哈萨克和布鲁特的大片领土。迫使因战败而发生内讧的哈萨克三个玉兹的部分首领，承认了策旺阿喇布坦汗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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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90年代末开始，第巴桑结嘉措曾通过卫拉特宗教人士，劝说土尔扈特与准噶尔合并。土尔扈特硕和尔喇嘛，不知劳碌，奔

走于土尔扈特与拉萨之间。他曾向阿玉奇汗传达过达赖喇嘛的旨意，希望他们率部离开额济勒，与准噶尔合并，归属策旺阿喇布坦

汗。在这种背景下，双方建立了婚姻关系。1695年，阿玉奇汗第三子散札布护送其妹索多尔扎布到准噶尔嫁给策旺阿喇布坦。1701

年，策旺阿喇布坦把女儿达尔玛巴拉嫁给阿玉奇汗。尽管这样，大多数土尔扈特贵族仍不愿离开额济勒河流域徙居准噶尔。此时，土

尔扈特内部，因汗位继承问题产生了矛盾。阿玉奇汗决定立次子衮扎布为汗位继承人，长子沙克都尔扎布和三子散扎布不服，与阿玉

奇汗发生了矛盾。遂迁往别处，与父分居。策旺阿喇布坦汗抓住时机暗中遣人，诱散扎布率部东走准噶尔。1702年，散扎布率领15000

属户，远离额济勒，到达准噶尔宰桑泊之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落帐。1704年正月十一日，策旺阿喇布坦汗把散扎布所属15000户，分给

准噶尔各个鄂托克。与此同时，策旺阿喇布坦为了避免在属民问题上与俄国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和冲突，将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右岸

的2000多户乞尔吉思人，用武力迁到伊犁之西的伊塞克湖地区。并以乞尔吉思人来防御伊塞克湖之西的哈萨克人。  

  17世纪90年代，康熙皇帝曾多次遣使到准噶尔部，唆使策旺阿喇布坦出兵攻打博硕克图汗。但是，策旺阿喇布坦却违背了康熙皇

帝的意志，遂使两者关系逐渐转化成敌对关系。 

  1697年，康熙皇帝派侍郎常绶、侍读学士伊道、喇锡等人为使，前往准噶尔，指示将噶尔丹骨灰"务令解来"（《清圣祖实录》康

熙三十七年九月癸未条）。还要求策旺阿喇布坦效法青海诸台吉归降清朝。这一系列要求，均遭到拒绝。接着，康熙皇帝又以断绝贸

易往来施加压力。当时，准噶尔的国力尚未强盛，不宜树敌过多。因此，只好将博硕克图汗的骨灰交给了清朝。 

  但是，康熙皇帝并未就此罢休，他想利用各种因素，向策旺阿喇布坦多方施加压力，迫使他归降清朝。当时，准噶尔和哈萨克之

间所发生的冲突，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和兴趣。他指示哈密达尔汉白克派人去打探哈萨克与准噶尔相仇的情况和原因，并报告清朝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5）。康熙皇帝不但希望哈萨克和准噶尔之间发生尖锐的冲突，而且更希望阿玉奇汗和哈萨克联合攻打

准噶尔，迫使策旺阿喇布坦归顺清朝。所谓土尔扈特阿喇布珠尔的安置以及图理琛出使一事，就是这种想法的尝试和实践。 

  1698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侄阿喇布珠尔和他的母亲、随从数百人，赴藏拜佛，谒见达赖喇嘛。他们在青藏地区住了几年后，返

回额济勒。正当走到嘉峪关时，哈萨克和准噶尔发生了战争。若原路返回，途中必然会遭到哈萨克的拦劫。因此他们改变路线，经北

京，由北路返回额济勒。阿喇布珠尔到北京后，康熙皇帝把他当做与策旺阿喇布坦斗争的政治工具扣留起来，诡称：阿喇布珠尔之所

以不能返额济勒，其道为策旺阿喇布坦所阻（张穆《蒙古游牧记》卷16《额济纳土尔扈特》）。1712年，阿玉奇汗的使者萨木坦与俄

国使臣一起到达北京，就阿喇布珠尔一事，进行交涉。清朝以种种借口，不准萨木坦与阿喇布珠尔见面。康熙皇帝派以侍读图理琛为

首的使团，与萨木坦一同假道俄罗斯，前往额济勒玛努托海，与阿玉奇汗交涉。《土尔扈特汗世袭档案》（托忒文）记载，图理琛出

使玛努托海的主要目的是与阿玉奇汗建立联盟，挑拨和离间阿玉奇汗与策旺阿喇布坦汗的关系，使他们彼此发生冲突，骨肉相残，削

弱策旺阿喇布坦汗的势力。但阿玉奇汗看破了康熙皇帝的企图，拒绝建立对付策旺阿喇布坦的联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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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