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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清朝与准噶尔汗国的边界谈判  

      

  原来，雍正皇帝以为西北两路清军，足以威慑噶尔丹策零汗，使他俯首称臣，接受清朝提出的一切条件和要求。结果，事与愿

违，使西北两路清军十分被动。几年之间，西北两路大军所用军需消耗了数千万钱粮和上百万马驼牛羊，给内地及内外札萨克各族人

民带来了无法承受的沉重负担。财政上的巨大消耗和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促使雍正皇帝下决心结束这场毫无政治效益的战争。 

  额尔德尼召之战，为雍正皇帝提供了与准噶尔主动讲和的台阶。雍正皇帝决定，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主动派出使臣，与准噶尔进

行边界谈判。从此划清边界，彼此不得逾越。以实现罢兵息战，同享安逸。1734年八月，雍正皇帝以侍郎傅鼐，内阁学士阿克敦和副

都统罗密作为谈判代表，前往准噶尔，与噶尔丹策零汗议定边界事宜。同时，谕令西北两路清军，分散分批逐步撤离巴尔库尔和阿尔

泰(科布多驻军撤到乌里雅苏台)，以示对边界谈判怀有诚意，解除噶尔丹策零汗的疑虑。清朝使臣傅鼐等人到达准噶尔，与汗国的图

什墨尔举行了第一轮谈判。双方交换和听取了各自的意见，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1735年正月，侍郎傅鼐等人与准噶尔使臣垂纳木喀，从伊犁启程，到北京准备再度磋商。清方首席代表傅鼐先派人向雍正皇帝奏

报了准方提出的要求：将整个阿尔泰山岭、哈达青吉尔、布喇青吉尔归还准噶尔，并以阿尔泰之东，科布多之南的哲尔格西拉胡鲁苏

为喀尔喀游牧西界，不得越过其地。 

  1735年四月，准噶尔汗国使臣垂纳木喀与傅鼐等一起到达北京，递交了噶尔丹策零汗的定界方案。其方案称：阿尔泰原系卫拉特

牧地，杭爱山为喀尔喀传统的游牧之地，因此，应将以哲尔格西拉胡鲁苏至巴尔库尔，定为边界。雍正作了一定的让步，同意将哈达

青吉尔、布喇青吉尔归还给准噶尔。但是，坚持以克木齐克、汗腾格里、上阿尔泰山梁、索尔毕岭、下哈布塔克、拜塔克之中，过乌

兰乌苏，直抵噶斯口(柴达木西北)为边界线（《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闰四月丁酉条）。由于双方坚持各自的意见，其谈判未能达

成协议。1736年六月，准噶尔使臣垂纳木喀返回了伊犁。 

  在划定边界的具体问题上，雍正皇帝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他考虑到喀尔喀和青海地区的安宁，不愿中断边界谈判，希望双方早

日达成协议。噶尔丹策零汗对边界谈判兴趣不大，热情不高。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与清朝的贸易和进藏朝佛熬茶，因此，也希望与

清朝讲和，改善关系。1737年正月，准噶尔汗国的垂纳木喀带领一支商队到达北京，欲了解清朝的态度。此时，雍正皇帝已去世，其

子乾隆即帝位。垂纳木喀在与乾隆的交谈中仍坚持原来的方案。乾隆皇帝明察噶尔丹策零本无求和之意，只是"希图通市之利

耳"（《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正月壬子条）。因此，没有指派朝臣与垂纳木喀进行谈判。遂命巴尔库尔和阿尔泰等地的卡伦，若噶尔

丹策零的表文内，有尊旨定界之语，方许入境，若无此语决不许入境。 

  垂纳木喀返回伊犁后，噶尔丹策零汗了解到，刚即位的清朝皇帝态度较为强硬，不肯让步。由此中断谈判，清朝势必中断通市贸

易和进藏熬茶朝佛等事，对准噶尔实为不利。所以，噶尔丹策零汗派人与额驸策零和车臣汗几经交涉，方许其使臣入京。1738年正

月，准噶尔宰桑达什和博尔吉到京后，向乾隆皇帝递交了噶尔丹策零汗的书信。其书信措词婉转谦和，有诚心讲和之意。但是，从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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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双方分界线，书中并未指明。1738年乾隆皇帝复派大臣与准噶尔汗国详议。 

  噶尔丹策零汗接见清使臣阿克敦后，原则上同意了乾隆皇帝所提出的山河为界的建议，准备作出适当的让步，并派代表赴京谈

判。1738年十二月，大宰桑哈柳同清使臣阿克敦到达北京，正式谈判边界问题。宰桑哈柳提出：卫拉特游牧不过阿尔泰山，喀尔喀游

牧不许过扎布堪河，并要求清朝撤走扎布堪以西的托尔和、布延图两卡伦。乾隆皇帝虽原则上同意准噶尔汗国的建议，但坚持不撤托

尔和、布延图两卡伦，双方尚未达成协议。1739年冬，准噶尔使臣哈柳再度赴京谈判，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双方以阿尔泰山阳至

哈卜塔克、拜塔克、乌兰乌苏、罗布诺尔、噶斯口为边界（《清高宗实录》乾隆五年二月己卯条），卫拉特游牧不过阿尔泰，喀尔喀

游牧不越扎布堪、齐克济、哈萨克图、库克岭；阿尔泰和扎布堪之间的区域，作为双方的缓冲地带，留为空地；清朝仍可保留托尔

和、布延图两卡伦。此外，对准噶尔的贸易和进藏熬茶朝佛等事，也有了具体的规定。按规定，准噶尔贸易亦如俄罗斯例，四年一次

到京城进行贸易、人数不得过二百，限期八十天，经肃州、西安到京。到肃州贸易者，也四年一次，期限为八十天，人数不得过一

百。进藏熬茶布施人数也不得超过三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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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