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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青海罗卜藏丹津会盟反清，八万民众惨死清军刀下 

      

  一、罗卜藏丹津反清起因 

  1716年，青海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台吉，为了拥立噶桑嘉措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引起康熙皇帝的注意，他便以行政手段改变

了青海两翼各有一位部长管领的传统，令罗卜藏丹津、察罕丹津、达颜为右翼部长；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阿喇布坦鄂木布为左

翼部长。企图以多设部长的办法，使其互不统属，互相牵制。然而，这种政策却激化和导致了青海两翼台吉内部矛盾，使它愈演愈

烈。 

  原来，顾实汗第六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为青海右翼部长。多尔济死后，其三子策旺阿喇布坦继任右翼部长。1697年，清朝令青海

部分台吉赴京朝觐时，策旺阿喇布坦、博硕克图济农、哈坦巴图尔等有名望和影响的大台吉，拒绝赴京。因此，康熙皇帝对右翼部长

策旺阿喇布坦极为不满。1716年，确定两翼部长时，康熙皇帝并没有委任策旺阿喇布坦，却命策旺阿喇布坦的从子达颜为右翼部长之

一。让达颜充任右翼部长，不但多尔济达赖巴图尔家族的子孙不服，而且连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等人也对他极为不满。在拥立噶桑

嘉措时，多罗贝勒达颜与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意见不和，后经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的合力上告，将达颜押往北京，投进了监狱

（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10）。不久，清朝又人为地促成了罗卜藏丹津和察罕丹津之间的矛盾和隔阂。当初，为了拥立噶桑嘉

措，察罕丹津台吉显得特别积极。他通过自己遣驻于里塘的宰桑，暗中与拉萨的大策凌敦多卜进行了联系，其活动被打箭炉的清军所

发现。1718年八月，令察罕丹津赴京。他到京后，畏罪交待了诸事，并将一切责任推给罗卜藏丹津，使清朝对罗卜藏丹津产生了偏见

和不满。察罕丹津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也引起了罗卜藏丹津的严重不满。那时，察罕丹津的兄子拉扎布与其叔父察罕丹津不相睦，矛盾

比较激烈。于是拉扎布靠近罗卜藏丹津，与察罕丹津对立。因此，察罕丹津对罗卜藏丹津也怀恨在心，准备寻找机会打击罗卜藏丹

津。 

  1723年二月，根据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提议，雍正皇帝特意诏封右翼部长多罗郡王察罕丹津为亲王，左翼部长多勒贝勒额尔德尼额

尔克托克托奈为多罗郡王（《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二月乙亥条）。有意削弱和打击了罗卜藏丹津和阿喇布坦鄂木布等两翼部长，从

而更加激化了青海两翼台吉的内部矛盾。左翼部分台吉投靠了部长阿喇布坦鄂木布，达延鄂齐尔汗次子多尔济之孙噶尔丹达什等部分

台吉投靠了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奈部长。部长阿喇布坦鄂木布率领诸兄弟及所部人马，赴大通河一带，对噶尔丹达什等台吉施加压

力，令其归属自己。噶尔丹达什台吉及其弟鄂齐尔、阿旺达克巴不敌，向部长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求援。额尔德尼令其子阿喇布

济和索诺木达什率兵援助噶尔丹达什台吉。部长阿喇布坦鄂木布恐敌不过阿拉布济和噶尔丹达什的联军，只好向与他关系密切的罗卜

藏丹津求援。 

  同年六月，青海左翼部长及其所属台吉的相互战争，牵动了右翼诸台吉。右翼部长罗卜藏丹津和右翼台吉盆苏克汪扎尔组织了

4000人的联军，帮助阿喇布坦鄂木布，攻打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额尔德尼不敌，率领属下逃入边内，受到清军保护。趁动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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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察罕丹津之兄墨尔根诺延的儿子拉扎布，率领属下突然袭击了察罕丹津，使察罕丹津败北。亲王察罕丹津却认为其侄儿拉扎布敢

于攻他，是罗卜藏丹津唆使的结果。于是，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诬告罗卜藏丹津"遣使准噶尔欲同策旺阿喇布坦背叛"（王先谦《东华

录》雍正元年八月庚午条）。 

  七月初，雍正皇帝令川陕总督年羹尧，派人宣谕青海两翼台吉，罢兵和好。七月二十二日，住西宁兵部左侍郎常寿抵达罗卜藏丹

津驻牧地沙拉图。罗卜藏丹津将事情的缘由，用蒙古文写成两本奏章，交给了侍郎常寿，希望朝廷了解真情，主持公道。但是，侍郎

常寿只听信察罕丹津等人所诬告的"先灭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再灭察罕丹津，独占青海"等一面之词，回去向年羹尧作了汇报。

年羹尧根本不重视罗卜藏丹津的两本奏章，却颠倒是非，歪曲事实，上奏于雍正皇帝。兼管理藩院的总理大臣隆科多与年羹尧是同

党，又是雍正皇帝的心腹。根据年羹尧的报告，隆科多等人上奏雍正，备兵进剿罗卜藏丹津。 

  二、罗卜藏丹津会盟反清，八万人惨死清军刀下 

  兵部左侍郎常寿到达两翼台吉处并没有进行调解工作，却片面袒护亲王察罕丹津等人的所作所为，从而加快了青海两翼局势的聚

变，迫使罗卜藏丹津举事反清。 

  1723年八月初，亲王察罕丹津以拉扎布事情为借口，竟领兵攻打了罗卜藏丹津。罗卜藏丹津组织兵力进行反击。察罕丹津及其属

下不能抵挡，溃不成军，率妻子属下140余人，逃入河州老鸦关，得到清军的保护。事后，川陕总督年羹尧将此事件说成是罗卜藏丹津

攻打察罕丹津，并上奏雍正皇帝。罗卜藏丹津感到，朝廷处处袒护察罕丹津和额尔德尼额尔克托克托奈，听信诬告，并且对他大有兴

兵进剿之势。德庆寺主持堪布察罕诺门汗不断遣人与罗卜藏丹津联系，积极鼓动罗卜藏丹津会盟举事，率众反抗（《清世宗实录》雍

正元年十二月戊午条）。由于德庆寺主持察罕诺门汗的有力支持，罗卜藏丹津断然决定，会盟反清。 

  1723年八月末，青海左右两翼的罗卜藏丹津、阿喇布坦鄂木布等17名台吉会盟于察罕托罗海，拥立罗卜藏丹津为达赖洪台吉

（《清世宗实录》雍正元年八月甲戌条），并决定，其余台吉具令呼旧日名号，一概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等封号。由于青海和

西宁地区最有影响的人物罗卜藏丹津洪台吉和察罕诺门汗带领举事，西宁一带格鲁派大小寺庙及中甸、阿冈、多卜藏马嘉、铁布、纳

珠公寺、朝天堂、卓子山、先密寺、兴马寺、西脱巴等地的蒙古、藏、土族人和众喇嘛，近20万人参与反清，声势浩大。罗卜藏丹津

洪台吉及诸台吉带领的蒙、藏、土族人及喇嘛组成的各地反清队伍，杀退清军官兵，分路攻取了西宁的南川、北川、西川、镇海堡、

申中堡和归德等地，其声势震动了川、陕及甘、凉、肃州地区。 

  十月，雍正皇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从西宁、固原、宁夏、四川、土默

特、鄂尔多斯等地调来了清军2万多人，由年羹尧指挥进剿罗卜藏丹津。年羹尧将进剿大军分为三路。一路北进，扼守布陲吉尔河，防

其北犯；一路南行，驻守里塘、巴塘、察木多等地，断其入藏之路；另一路为主力军，由奋威将军岳钟琪直接指挥，由西宁、松潘、

甘州等处，分路进攻南川、北川、西川、镇海堡和归德等地。 

  十月二十日，罗卜藏丹津洪台吉派3000人增援镇海堡的阿旺丹津。阿旺丹津率部与绿营兵和察哈尔兵争夺该堡，战斗激烈。与清

军连战了5天，清军的增援队伍陆续开来，使蒙、藏、土族人不能敌，退出镇海堡。罗卜藏丹津洪台吉亲自率领5000人，在申中堡与清

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镇海堡的满洲兵、绿营兵几千人前来支援，罗卜藏丹津洪台吉遂率众撤出了申中堡。与此同时，西宁北面的

新城堡、上北塔和下北塔的众喇嘛也手持兵刃，与清军英勇作战。清军绿营兵参将宋可进率领3000人，自申中堡前来进攻，使喇嘛的

抵抗也遭失败。 

  1724年正月，奋威将军岳钟琪率领的中路主力军前锋，抵达西宁东北的郭隆寺一带。正月十二日，蒙古、藏、土族人及喇嘛，与

清军交战于郭隆寺东北的哈喇直沟。清军捣毁山塞，焚烧房屋，杀死了众多喇嘛（《清世宗实录》雍正二年正月甲午条）。十三日，

清军进至郭隆寺附近的山谷，千余名喇嘛前来伏击，被清军打退。众喇嘛不敌，遂逃入山洞。清军聚薪放火，将1000多名喇嘛活活熏

死于洞内（《清世宗实录》）。接着清军攻入郭隆寺，镇压了达克玛呼图克图为首的6000名喇嘛，并毁坏了郭隆寺（同上）。由于大

批清军的推进，罗卜藏丹津洪台吉及诸台吉的队伍，被迫陆续西撤。1724年二月，奋威将军岳钟琪分兵三路，开往青海湖北岸的伊克

哈尔济。在伊克哈尔济地方，清军擒获了阿喇布坦鄂木布和巴勒珠尔阿喇布坦及其属下。清军又攻入阿冈部和多卜藏马嘉部所在地。

二月十四日，清军开赴青海湖西北的希尔哈地方。在希尔哈河西南的天青察罕哈达地方镇压了台吉吹拉克诺木齐及其属下。吹拉克诺

木齐带领属下300余人逃至乌兰白克地方，但还是被清军抓获。清军副将军阿喇纳自天青察罕哈达西趋哈喇淖尔，台吉阿喇布坦苏巴泰

率部拒清军不敌，尽弃牛羊逃走。 

  奋威将军岳钟琪率领精兵5000人，自布尔哈达、察罕哈达经哈喇淖尔，二月二十日进抵柴达木以东的乌兰穆和尔。在此，清军抓

获了罗卜藏丹津洪台吉的母亲阿尔泰哈敦、妹夫克勒克济农藏巴吉查及其属下人口，获牛羊无数。罗卜藏察罕台吉等率领属下被迫归

降清军。二月二十二日，大军进至柴达木，罗卜藏丹津洪台吉遭到突然袭击。他带领200余人仓促逃走。清军以每天数百里的行进速度

追赶数日，至青海和西藏交界处桑骆海，红柳蔽天，目望不及。罗卜藏丹津洪台吉骑白驼，穿越红柳，投奔了准噶尔汗国的策旺阿喇

布坦汗。随罗卜藏丹津洪台吉举事反清的蒙、藏、土族人及喇嘛20余万人，竟有8万人惨死在清军的屠刀之下（魏源《圣武记》第141

页，中华书局，1984年）。 

  1724年，雍正皇帝根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所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诏定青海诸台吉游牧地界，依照内札萨克例，编置佐领，以

札萨克领之。凡二十九旗加上察罕诺门汗游牧喇嘛旗，共设一盟，但不设盟长，由西宁办事大臣管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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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