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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朝陈兵威胁并袭击准噶尔汗国 

  1715年三月，大策凌敦多卜对哈密进行试探性进攻后，促使康熙皇帝向阿尔泰和巴尔库尔派出了两路大军，其名义上防御策旺阿

喇布坦进犯青海和喀尔喀游牧，实际上对准噶尔构成强大的军事压力。同时，康熙皇帝令理藩院以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名义拟成了

送往策旺阿喇布坦汗的书信，劝导策旺阿喇布坦汗"速遣使至皇帝前，跪请伏罪，尔若不如此恳求，必加天讨，众生亦遭涂炭"（《清

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四年四月甲申条）。又有理藩院蓝翎克什图持部文经哈密前往准噶尔，要求策旺阿喇布坦汗亲自前来会盟定议，

否则清军将直抵准噶尔（同上，康熙五十四年五月乙卯条），但都遭到策旺阿喇布坦的拒绝。 

  康熙皇帝用劝说方式未能压服策旺阿喇布坦汗，于是，他开始加强了对准噶尔的军事压力。1716年末，巴尔库尔和阿尔泰两路的

军事部署，已基本完毕。其北路阿尔泰山阴，云集了内外札萨克及满汉官兵23000余人；西路巴尔库尔，集结了满、蒙、汉官兵17000

余人。1717年三月，康熙皇帝命富宁安为靖逆将军，统帅巴尔库尔一路官兵；领侍卫内大臣公傅尔丹为振武将军，祁里德为协理将

军，统帅阿尔泰一路官兵。并指示两路统帅，来年夏季两路相约出兵，分路袭击准噶尔边境。遇可击之处，即行袭击，可取则取，应

退则退，袭击后，仍率部撤回原来的驻兵处（同上，康熙五十五年十一月辛酉条）。以此使准噶尔境内造成恐慌不安和混乱，迫使策

旺阿喇布坦请罪臣服。 

  策旺阿喇布坦汗针对战局，进行了一系列部署。他督促大策凌敦多卜占领西藏后，再攻取青海，迫使康熙皇帝撤走西路巴尔库尔

大军；又令噶尔丹策零和小策凌敦多卜率领的万余军队 (为阻挡俄国人南侵而设防于宰桑泊以北) ，若清军越过阿尔泰深入准境时，

自宰桑泊逆额尔齐斯河而下，切断清军的归路；将伊犁东面的额林哈毕尔噶作为天然屏障，部署了重兵；乌鲁木齐、乌兰乌苏、伊勒

布尔和硕和阿克塔斯一带，派遣了杜尔伯特部垂木伯尔台吉所属的部分人马，设哨驻防。沿准噶尔东境阿尔泰，华额尔齐斯和布拉干

一带，令宰桑色布腾、杜尔伯特台吉丹津和乌梁海部驻防设哨。 

  1717年六月，靖逆将军富宁安奉命进攻乌鲁木齐等地。七月三日，散秩大臣阿喇纳领兵1300人，袭击了准噶尔境内的乌兰乌苏，

擒获卫拉特哨兵2人。七月四日至十日，将军富宁安的主力第二次袭击了乌兰乌苏西北的阿克塔斯和乌鲁木齐，将乌鲁木齐、色音他

拉、毛塔拉等处的回部地苗，践踏殆尽。六月末至七月，北路阿尔泰振武将军傅尔丹虽分兵袭击了华额尔齐斯附近的博罗布尔哈苏台

等地，但由于色布腾和丹津等台吉奉命回避清军主力，使清军并无所获，返回了原地。  

  策旺阿喇布坦汗并未屈服于清军的压力。他通过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使者楚扬托音向康熙皇帝表示："大皇帝宽宏如海，恕我之

非，蒙圣主洪恩，随颁谕旨，将兵撤走甚属欢慰。"（《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壬午条） 

  二、准噶尔汗国遭清军和俄国袭扰及彼得一世"促使"准清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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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年八月，由于总督额伦特全军覆没于哈喇乌苏，康熙皇帝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西藏事务。1718年和1719年，他曾谕令巴尔

库尔和阿尔泰驻军，暂停止袭击准境。 

  但是，策旺阿喇布坦汗已料到，清朝再次出兵西藏时，为切断西藏和准噶尔的联系，必然对准境采取较大规模的袭击，他尤其担

心会对南疆的吐鲁番和皮展进行战略性袭击或占领，从而威胁汗国的中心伊犁。于是，策旺阿喇布坦汗在加强伊犁东边的屏障博罗布

尔噶苏山、阿布喇勒山和额林哈毕尔噶等三山的重点防御的同时，对伊犁东南的纳喇特岭、达兰达巴、鄂兰达巴和额勒伯克山等处，

也派重兵设防。为了断绝入准噶尔内清军的补给，将吐鲁番回部强行迁往哈喇沙尔，归乌鲁特、克里野特和霍尔博斯三个鄂托克管

辖。  

  1720年七月，西北两路清军与进藏大军遥相配合，向准噶尔进攻。富宁安领兵7000，前去袭击乌鲁木齐；散秩大臣阿喇纳率兵

4000，进攻吐鲁番。七月十八日，富宁安率兵抵乌鲁木齐，驻防乌鲁木齐的撤格尔德台吉寡不敌众，率属撤离。七月十日奔袭吐鲁番

的阿喇纳袭击了吐鲁番东边的皮展城，城内回部兵不能敌，300人出城投降。十三日，阿喇纳至吐鲁番城。驻守吐鲁番的总管沙克扎伯

尔，据城抗击清军。由于双方力量悬殊，沙克扎伯尔等人被迫投降。巴尔库尔清军完成了对准境的战略性袭击，八月上旬返回营地。 

  自六月十六日起，北路阿尔泰军也分兵两路袭击了准境。将军祁里德率领700人，由布娄尔一路挺进。将军傅尔丹带领8000人，由

布拉干一路前进。将军祁里德率兵沿准噶尔盆地的南端西进。七月二十九日到都尔伯勒津城附近的铿额尔河。驻守铿额尔河一带的宰

桑色布腾恃险拒敌。清军分两路夹击色布腾。由于清军重重包围，使色布腾宰桑无法突围，带领属下军民2000余人归降。由布拉干一

路挺进的将军傅尔丹进抵达格尔厄尔格，该地守军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尽弃帐房等物，四处逃散。清军搜山追击，宰桑贝肯为首的

几百人被清军抓获。然后，傅尔丹向准噶尔军垦地区--乌陇古湖西北的乌兰呼济尔挺进，大肆践踏耕地，当地所积粮草也被清军焚毁

一空。八月，两路清军从准噶尔撤回原驻地。 

  1717年和1720年，清军两次侵犯和骚扰准境，杀掠人畜，践踏庄稼，焚烧粮草，严重破坏和影响了准噶尔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

全。1716-1720年，准噶尔与俄国的关系也趋向紧张（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策旺阿喇布坦汗已无暇顾及西藏事务和

东南部边境所受的压力，将精力倾注于宰桑泊至亚梅什湖之间的准噶尔领土上。 

  沙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向沙皇彼得一世报告，准噶尔汗国的额尔齐斯河至叶尔羌的广大地区，藏有丰富的金矿。彼得一世便派

遣以中校布赫戈利茨为首的考察团，带领近3000人的俄国军队，来到亚梅什湖一带扎营。以考察金、银和铜矿为名，企图占领亚梅什

湖以南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宰桑泊地区。1716年二月九日，小策凌敦多卜奉命率领一支近万人的军队，包围了俄国考察军，围困之整

整一年，切断了俄军的一切供应和联系（同上）。1717年四月二十八日，准噶尔人将俄军放回时，布赫戈利茨残部只剩700多人。在此

期间，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以中尉切列多夫为使至准噶尔。策旺阿喇布坦汗将他扣押了5年。 

  当策旺阿喇布坦受到两路清军的压力，而且在西藏的地位也受到威胁的时候，1720年五月，沙皇彼得令利哈列夫带领一支450人组

成的所谓"考察队"。乘船到达了准噶尔境内的宰桑泊。准噶尔当地军民在噶尔丹策零的率领下同俄军激战三天，打退了俄军（同

上）。事后，利哈列夫遣人向噶尔丹策零表示，他们并不想与准噶尔人打仗，希望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议。噶尔丹策零代表策旺阿

喇布坦汗表示愿意与俄方进行谈判。  

  1721年正月九日，策旺阿喇布坦汗以博罗库尔干为使与切列多夫同往俄国。1721年九月六日，博罗库尔干一行人到达彼得堡，沙

皇彼得一世认为让策旺阿喇布坦臣属俄国的时机已到，务必派一名使臣，接受策旺阿喇布坦向俄国宣誓效忠。于是，以炮兵大尉温科

夫斯基为使团的团长，与博罗库尔干同往准噶尔（［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 

  俄国使臣到达之前，策旺阿喇布坦将垂纳木喀作为重要使臣派往北京，旨令他路过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处，请哲卜尊丹巴

向康熙皇帝说情，使准噶尔与清朝重修旧好。  

  1722年十一月十七日，俄使温科夫斯基和博罗库尔干抵达伊犁。俄使在准噶尔逗留了6个月，期间，与策旺阿喇布坦进行了十几次

谈话，劝其臣服俄国，但均遭拒绝。 

  1722年末，喀尔喀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与准噶尔使臣垂纳木喀一起到达北京。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向康熙皇帝陈奏策旺阿喇布坦

汗所托之事，恳求康熙皇帝与准噶尔议和（《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正月丙午条）。那时，康熙皇帝也在关注准噶尔的局势。他从俄

国商人郎支口中得知，俄国与准噶尔互派使臣，往来频繁。所以，康熙皇帝马上改变了对准噶尔所采取的高压政策。他临终前表示，

对策旺阿喇布坦汗"加恩宽宥"，与他和好（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发行版）。不久，雍正即位。

1723年五月，垂纳木喀与清朝使臣同达伊犁，向策旺阿喇布坦汗转告了雍正皇帝旨谕，策旺阿喇布坦汗当即向俄国使臣温科夫斯基表

示，拒绝臣服俄国，也不接受温科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在准噶尔修筑要塞等建议 (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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