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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准噶运之原是我国清代}亘鲁特蒙古族的一部，其历史可追溯至

元代斡亦辑、明代瓦刺。明末清初，准噶怎崛起西北，统辖了起鲁

特诸部，故清伐宫私方史书往往将启鲁特诸部统称为"准噶尔"。

其后裔至今尚生活在我国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一带及锻罗

斯、蒙古国部分地区 o 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上，准噶尔部众跃马挥

戈，强骋疆场，外御强敌，内黠牧耕，为开拓如保互我国西北边疆

做出了贡献。坦是，长期以来，其悠久历史和英勇业绩尚未能为

人们所通晓。 B此，我们试围撰写一部较为系统的准噶如史，据

砖引玉，~续读者。

本书是在亟亟矗先生指导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和新疆社会科学皖民族研究所部分同志合作编写的，陈华同志

从拟纲至修改曾提出宝贵意见。参加编写的同志有匮孟亘、社
荣坤、画亟型、马大正、蔡家艺、自翠琴，由杜荣坤通稿。参加翻
译工作的同志有郭基南、亟蚕豆、厦~、医王虱、李琪。
匾虱同志也参加过一段工作。因国于水平，程疏乃至错误之
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本书在编写、修改过程中，承蒙史学界同志的热情帮助以及

有关单位的棋极支持，吴承明、李佩娟等同志还为本书董事译了部

分外文资料，特此致谢。

编者



第一章 元明时期的历史概况

第一节准噶尔的族名、族源和分布

蒙古族是我国古老民族之一。在历史上按不同的分布地区，

通常捏蒙古族分为东蒙古和西蒙古两大部分。分布在今内蒙古

自治区和外蒙古一带的蒙古族，称为东蒙古5分布在今新疆、甘

肃、青海和内蒙古西部的蒙古族，称为西蒙古。

西蒙古主要指厄鲁特蒙古，包括准噶尔、杜尔信特、和模特、

土尔患特和辉特等部蒙古族。 u准噶尔飞蒙古语，"左翼"的意思。

传说该部居四部之"左n而得名。明末清初，准噶织分布在巴尔喀

什据以东、以南的伊辈河流域和楚河、塔拉斯河流域 z杜尔伯特分

布在额尔齐斯河流域中上游两岸;土尔窟特分布在塔尔巴哈台

(雅尔)及其以::It一带(西徙后，辉特部居之) ;和硕特静牧在额敏

河南岸至乌鲁木齐地区。①十七世纪四五卡年代，准噶尔部在其

首领巳图尔王军台吉的领导下强大起来，统辖了额尔齐斯河中上

① 魏源: <<圣武记》卷 3.

第一章元，明对期的历史概况. 1 



游、叶尼塞河上游和伊犁河流域等广大地区，由厄鲁特一个游牧

部落的名称，演变为在准噶尔贵族统治下，包括当地厄鲁特各部

和一些突厥部落在内的民族政权和地区的统一名称，故清代把厄

鲁特各部也统称为准噶尔 。

释迦院碑记

准噶尔的族源可以

追溯得很远。 在我国史

籍上早就有关于厄鲁特

先祖的记载，蒙元时期称

之为"斡亦剌惕"、"斡亦

束。"、"外剌"、"外剌歹"

明代称瓦剌，清代称"卫

拉特"、"厄鲁特"、"额鲁

特" 。 这些名称，都是不

同历史时期 "Oyirad" 一

词的音转和异译。① 国外

学者又往往泛称为"卡尔

梅克"②。

"斡亦剌惕"系蒙古

语。 其含义比较普遍的

解释有两种 : 一为"亲近

的人"、"同盟者" 一 为

"林木中百姓"的意思 。

后 一种说法比较确切。

这不仅是从语义上来解

① 参阅铁名《元朝秘史》卷 4 、卷 1 0 ; ((元史》卷 1 ， ((太祖本纪以陶宗仪(( 南村辍

耕录 )) ; 松纬<<新疆识略》卷 2 、 卷 4; 张穆(( 蒙古游牧记》卷 11; 何秋涛 (( 朔方备乘 》

卷 38.

② "卡尔梅克"， 又译为 "喀尔木克 " 常见于外文记载 。 狭义之"卡尔梅克"专指

留居于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雇特部余众。广义之"卡尔梅克"泛指准噶尔等部西蒙古

部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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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更主要是，根据其生活方式和经济类型而言，十二世纪，他们

是生活在蒙古草原以北贝加尔湖周围的原始森林部落，过着以持

猎为主、辅以渔牧的生活。草原上的牧民亦称他们为"槐因亦儿

坚"即"林木中百姓"的意思。①

斡亦剌原住在色楞格河彼岸的巴儿忽真 · 脱哥木(贝加尔湖

巴儿谷真地区)②，自一二O一年始，为了争夺林木地区，逐渐向西

迁到锡什锡德河一带③。一二一七年后，忽都合别乞率军随成吉

思汗长子术赤征伐，向西北扩展至叶尼塞河上游原秃马惕住地。

据拉施得哀丁《史集》记载，当时，他们生活在谦河(今叶尼塞河上

游)之八河流域，这八条河的名称为阔克沐涟(今哈克木河)、兀克

里沐涟(今厄格列斯河〉、翁沐涟(今乌鲁克木河)、哈喇兀孙(今乌

斯河〉、桑比秃(今士毕河)、阿合尔沐涟(今阿克河)、朱尔涅沐涟、

察罕沐涟(今克姆池克河)。④ 住在八河口的斡亦剌人，大体分布

在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今唐努乌梁海)及其以西一带。 它的北

面是突厥语族的吉利吉思，南靠乃蛮，东连色楞格河的蔑儿乞部，

东北是秃马惕、昂可刺，西接八邻部。 斡亦剌原属蒙古系族的一

支，由于其南北和四邻与突厥系的部落互相交错，因此，与其他蒙

古系的部落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如表现在语言方面，斡亦

刺的语言属于蒙古语，但与其他蒙古族的语言又不完全相同 。 例

如，标准的蒙古语称"小刀子"为"吉土嘎"而他们称之为"木达

① 《元朝秘史 》卷 10 ; 洪钧 << 元史译文证补》卷 4 ， <<术赤补传 》。

② 拉施得哀丁 (( 史集 》卷 1， 第 1 册 ， 第 1 2 1 页 。

③ 1 953 年 ， 在今外蒙古锡什锡德河以南 、 德勒格尔汗山阳 ，发现一座公元 1 3

世纪 50 年代的石碑一一-((释迦院碑记 》。碑文用汉 、 蒙两种文字刻成 ， 是 1257 年(元

宪宗七年〉斡亦刺部骑马八立托为元宪宗蒙哥汗祝寿的祷文。宅证实这一带确是斡

亦刺的夏营地。(详见培尔勒 << 蒙古古城及居住地略述>> ， 载 《 苏联考古学>>195 7 年

第 3 期。)

④ 拉施得哀丁((史集》卷 1， 第 1 册 ， 第 118 页

关于八河地区的考证 ， 国内学者有三种意见 : 一种认为八河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商

源锡什锡德河流域 ; 一种认为在今安格拉河上游各支流;第 三种为本书所采 ， 即认为八

河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北源 ， 经乌鲁克木河至克姆池克河的广阔地区.

第一章 元明时期的历史概况 . 3 



嘎" 。 类似的语汇还有不少。①

十五世纪前半期，瓦剌称雄西北，在其首领脱欢和也先领导

下，一度统一了蒙古，逐渐向北向西迁徙，由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

泰山，扩展至额尔齐斯河两岸②， 其势力西南曾达楚河、塔拉斯河

流域。 瓦剌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融合了很多东蒙古和突厥系的

部落。 因此，在卫拉特部落中，广泛流传着关于"都尔本 · 卫拉

特"的民间传说。③ 对"都尔本"的解释历来很不一致，比较通常的

说法为"四部"或"四集团"之意 。 该四部是由几个系统演变而来

的 。 传说中的第一个系统为旧卫拉特系，成员有辉特、巴图特。④

据有的史料记载，辉特的祖先是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卫拉特王族的

直系 。 在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萨拉图吉》里说 : 辉特的首领们是

十三世纪初斡亦剌君长忽都合别乞的儿子一一亦纳勒赤和脱劣

勒赤的后裔。⑤ 传说巴图特和辉特同祖。 第二个系统为巴尔古特

系，有巴尔古、布里雅特。 第三个系统为杜尔伯特、准噶尔。 他们

同姓绰罗斯，皆元臣字罕的子孙。 由字罕六传至额森(即也先) , 

有二子 : 长子博罗纳哈勒，为杜尔伯特之祖 ;次子额斯墨特达尔汉

诺颜，为准噶尔部之祖。⑥ 第四个系统为三卫系(指明洪武二十二

年所设朵颜卫、泰宁卫、福余卫)的和硕特，据记载是元太祖弟哈

布图哈萨尔的后裔，即十五世纪中叶，从大兴安岭东"兀良哈三

① (( .it集 》卷 1 ， 第 1 册 ， 第 118 页 。 伯希和在《卡尔梅克史评注 》第 4-5 页 中也

指出 : "Oyirad - -…·他们虽然也是蒙古人 ，但由于具有拉施得哀丁所听到的那种方言特

征，而与其他蒙古人不同。"

② 《明史》卷 332 ， (( 西域传四)) : "别失八里 ， 西域大国也 ， 南接于阂 ， 北连瓦刺 。 "米

尔'自 · 穆罕默德 · 海答尔《拉什德史 )) ( (( 中亚蒙兀儿史 )) ) 365 页 : 蒙兀里斯坦"其东界

(按 : 应为东北界〉与卡尔梅克连接 ， 卡尔梅克 即 巴儿思渴(今巴里坤〉 、 叶密立(今额

敏)和也儿的石 (今额尔齐斯)".这说明 ， 额尔齐斯河、额敏河及巴里坤是瓦 ~J 与蒙兀

儿斯坦的分界处 。

③ 力口 J班沙拉勃 ((关于卫拉特人的故事 )) ， 蒙文抄本丛刊 ，卷 5 .

④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 》卷 3 、卷 6 。

⑤ 莎斯季娜((萨拉图吉 ， 十 七世纪蒙古编年史 )) ， 第 160 页。

⑤ 傅恒((西域同文志 》卷 7 。

4 .准噶尔史略



卫"来归脱欢、也先的乌济叶特人①，后称为和硕特，始祖为阿克萨

噶勒泰诺颜。第五个系统为克烈系，有土尔雇特。据说，土尔雇

特为元臣翁罕(有的认为即是克烈部王罕)后裔。 自翁罕十传至

和鄂尔勒克，为土尔雇特之祖。② 据传说，辉特、巴尔古、巴图特是

原来较早的旧卫拉特系部落。由于内证发生战争，导致力量消

长，最后，便只剩下辉特、杜尔伯特、准噶尔、三卫系的和硕特和克

烈系的土尔雇特了。③

据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在后来卫拉特的组成中，还包括柯

尔克孜、布里雅特、特楞古特等多种民族成分。这些都说明，斡亦

剌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后来准噶尔四部，曾经历着复杂的变化，

融合了许多东蒙古和突厥系的部落血统。

十七世纪初，厄鲁特在统一过程中，由于沙俄扩张主义者南

侵的威胁和准噶尔部的雄长，使厄鲁特四部的游牧地和分布地区

发生很大变化。一六三0年(明崇祯三年)前后，原游牧在塔尔巴

哈台及其以北伊希姆河和托木河一带的土尔启特部，越过哈萨克

地区，经由诺盖草原迁徙到额济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④ 不久，

和硕特部众在顾实汗的率领下，也向东南迁移到青海，后又进入

西藏。⑤ 一五八一年，沙俄扩张主义者越过乌拉尔山后，就用血和

火侵占了西伯利亚南部原属准噶尔部的大片领地。 诸如托穆图

喇(今托木斯克〉、顿木河口(今顿木斯克)、伊聂谢柏兴(今叶尼塞

斯克)、红岩(今克拉斯诺雅尔斯克)、森博罗特(今谢米巴拉丁斯

克)等，都被沙俄扩张主义者所侵占。至清朝统一新疆以前，沙俄

侵略的魔爪一直伸展到铿格尔图喇(今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 。

① 傅恒 (( 西域同文志 》卷 10 ; 王树梢 (( 新疆图志 》卷 1 6 ; << 蒙古源流》卷 5.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卷 101， ((土尔鹿特部总传队

③ 参阅冈回英弘: (( 四卫拉特的起源)) ，载《 史学杂志 》第 83 编第 6 号 略和四十九

年 (974) 。

④ 张穆 (( 蒙古游牧记》卷 14 :"初卫拉特诸酋以伊犁为会宗地 ， 各统所部不相

属，准噶尔部酋巴图尔浑台吉者，游牧阿尔泰，恃其强，侮诸卫拉特，和鄂尔勒克 恶

之……屯牧额济勒河 。 "

⑤ 魏源 ((圣武记 》卷 3 ， (( 国朝绥服蒙古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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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区都是我国准噶尔等族人民及其先祖长期开发的 。

一七七一年(清乾隆三十五年) ，原来西迁至额济勒河的土尔

雇特部，因不堪沙俄的残酷统治和压迫，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返回

祖国的伊犁境内，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他们就是今天分

布在新疆和布克赛尔自治县、博尔塔拉自治州、巴音格楞自治州、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尔巴哈台和阿尔泰等地的一部分蒙古族的

祖先。①

青海湖

我国准噶尔及其先人生活的地方，具有富饶优美的自然环

境。其境内山脉纵横，河湖交错，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有可供畜

牧的广阔牧场。

在那里，北面有唐努山，东面有杭爱山 。 阿尔泰山从东南向

西北延伸，横亘其中。南面是巍峨耸峙的天山 。 冰山雪峰，蕴藏

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 冰雪融化，汇成无数条河流，奔腾

在辽阔的土地上，其中著名的有叶尼塞河、额尔齐斯河、伊犁河、

① 参阅张穆 ((蒙古游牧记》卷 13 、 卷 1 4 ; 何秋涛 << 朔方备乘 》卷 38 . << 土尔雇特

归 附始末叙 >> ; 乾隆 ((土尔雇特全部归顺记 》碑文 ; 魏源 (( 圣武记 》卷 4 . << 乾隆荡平准

部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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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木湖那达慕大会

巴音布鲁克草原

裕勒都斯河、乌伦古河、科布多河、扎布汗河等。 河口又多满为湖

泊，如巴尔喀什湖、斋桑泊、哈腊乌斯湖、库苏泊、乌布萨湖等。这

些河湖有着丰富的水产资源 。

在气势雄伟、绵延不绝的群山里，蕴藏着丰富的宝藏。山区

第一章 元明时期的历史概况 . 7 



准噶尔蒙古包和牧民

有大片森林，覆盖着茂密的云杉、落叶松和桦树林。 在准噶尔盆

地沿河流两岸 ，还生长着天然胡杨林和杨、柳、榆等。密林中，生

活着熊、豹、鹿、猎猢、獗、绍、庸鼠等珍贵的野生动物，并出产各

种贵重药材 。 矿藏以阿尔泰山的金矿为最著名，因而又有金山

之称 。 此外，煤、铁、铜、锡、石油、石棉、盐、硫磺等，藏量也很

丰富 。

在准噶尔人活动中心的伊犁河流域和裕勒都斯河流域，气候

宜人，牧场广阔，水源充足，为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提供了极为

优越的条件。 长期以来，准噶尔人民及其先祖，就劳动、生息和繁

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和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祖国西北边

疆，缔造了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化。

第二节 蒙元时期的斡亦剌

准噶尔先祖斡亦刺，出现在政治历史舞台，最早见于我国史

8 . 准噶尔史略



籍《元朝秘史》的记载。元朝建立以前，在我国北方蒙古草原和时

尼塞河上游一带的f大地在，分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蒙古和突厥

部落。其中较大的有游牧在克鲁伦河和鄂嫩河流域的蒙古部z活

动在贝加东湖周围的塔塔尔部p在色楞摇河下游的蔑儿乞部;鄂

尔浑河与主拉河流域的克烈部;以及游牧在杭爱山、西至阿尔泰

山的乃蛮部等。这些部落以潜牧业为主，故称之为"草原游牧

民气另外，分布着一些"森林持猎民"的部落，统称之为"林木中

百姓气他们一般都住在员如尔霸周围，或色费格河至额尔齐斯

湾之间的大森林内。斡亦剌就是"林木中百姓"内比较著名的部

落。他f门"人数众多，并分成许多分支，各自有某种名称'也。

当时，游牧在蒙古草原大部落的首领，为了争夺对蒙古草原

的统治，镀此互相征伐、杀戮，掠夺奴隶、牲畜和其他财物，战争十

分频繁。一一九六年(金承安元年) ，蒙古部字儿只斤族的首领铁

木真，联合克烈部的王罕，佳讨蔑儿乞部和塔塔尔部，取得了挂

利。后来又征服泰亦赤兀惕。一二0一年，斡亦剌部的忽都合黠

乞，与塔塔尔、乃蛮、蔑儿乞惕、泰亦赤兀器和其饱许多部落联合

起来，在两勒灰地方聚会，共议推举只剌歹人札木合为合罕，去征

伐铁本真和王罕。斡亦剌部的，忽者在合别乞为札木合联军之前锋，

他们和铁木真会战于阔亦屈地方〈今晗拉晗河上费、) ，双方往返冲

杀大战。据《元朝秘史》说，忽都合到乞和乃蛮的不亦鲁黑罕，有

呼风唤雨法术。 f旦施展呼风唤雨法术后，风雨反由自己军队袭

来，顿时天地晦暗，阵地混泞难行，自受其害，军溃而逃，遭到了失

败。②这虽是一个神话，但说明在对铁木真的战争中，斡亦刺在当

时起了重要作用。

之后，铁木真和王罕为争夺领导权，导致分立，互梧攻伐。铁

木真施展政治手腕示日军事才能，击破了他的劲敌王罕。一二O四

① 《史集》卷1，第 1 簸，第 118 页。

② 《元朝秘史》卷 4;达木了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第 86-99 、 233

234 、 234-235 页。

第一章元，明时期的历史概况. 9 



年，铁木真征伐剩下的一个最大强敌乃蛮。那时候，忽都合别乞

率领的斡亦剌部和其他一些部落，与乃蛮结成联盟。①在这次战

争中，铁术真包围乃蛮地区的纳兀昆山，擒杀乃蛮首领太妇罕，征

服了乃蛮部，许多部落也归服铁木真。在击败了所有结敌之后，

于→二0六年(金泰和六年) ，铁木真在斡难河的忽里勒台大会

上，被推戴为全蒙古的汗，称成吉思汗。他统一蒙古各部后，决定

继续进军，西征"林木中百姓"各个部落。

据《元朝秘史》所载，一二0七年，成吉思汗派长子术赤率右

翼军征伐"林木中百姓"。术赤以不合为前导，在途中遇到斡亦剌

部忽都合到乞。忽都合别乞不战而降，给术赤带路，从万斡茹剌

竭牧地前进，到达"失黑失惕"地方〈今锡什锡德河就域)。术赤招

降斡亦剌部、不里牙悔部、巴JL浑部、兀JL速馒部、合卡合纳居、部、

康合思部、秃己，罩、部，到达万乞JL吉思部牧地。接着，又招降失必

JL部、客思的部等以薛"林木中百姓"。"林木中百姓"的诺颜们都

来朝觅成吉思汗，以自海青、自骗马、黑招虱等作为贡礼。②因斡

亦辑部忽都合JJIj乞首先诚服，并作为向导主了功，或吉思汗对他

特别患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其子。③成吉思汗将斡亦剌惕封为

四个千户，仍交出忽都合别乞自行管辖，任命千百户长。一二一七

年，成吉思汗耳次征服豁里秃马'踌后，又把该部已故诺颜的妃子

踢给了忽都合主导乞。④

由于斡事剌惕在成吉思汗西侄"林木中百姓"中立下功绩，深

受成吉思汗器重，他11'1建立了世袭姻亲关系。《元史·诸公主表》

"廷安公主"位下写道"阔揭干公主，适脱奕赤骑马" "火鲁公主，

适晗答骑马"就是记载成吉罩、汗把自己的女JL嫁给忽都合到乞

① 《元史》卷 1 ， ((太祖本纪》以蒙古秘史》第 171 、 182--183 页。

② 《元朝我、史 3卷 10 0 一说忽都合到乞不战而降是在 1208 年.术赤远千iU!Jj在

1218 年左右。

③ 《元朝秘史》卷 10 。

④ 参阅《元朝秘史》卷 10;(( 蒙古秘史))，第 234--235 页刊史集》卷1.第 2 册，第

178 页。

10 .准噶尔史略



的儿子脱劣勒赤，又提术赤的女儿豁雷嫁给他的另一个儿子亦纳

勒赤。①一说忽都合别乞也把女儿斡兀立海迷失嫁给成吉思汗的

孙子贵岳。②一二四六年〈定宗元年)，责自接皇帝位，称为定宗，

斡兀立海迷失做了皇窟，地位显赫。一二四八年，定宗去世，她临

朝称制，暂摄国事。③一二六六年(至元三年)，她被迫溢为钦椒

皇后。

斡亦剌和元皇室的子孙，以及和各宗￡术赤系、察合台系、拖

雷系都有姻亲关系。斡事剌贵族的子孙，差不多都是元朝历代骑

马，和元皇室有着世代娼亲关系。元世祖忽必烈，将自己的弹女

嫁给斡亦京j部。葱都合到乞的孙女亦勒赤黑迷失可敦也做了忽

必烈的兄弟窝里不哥的元妃，很受宠爱。他的另爵个孙女葱、巳黑

可敦和乌勒介可敦，嫁给了忽必烈的另一个兄弟旭烈兀汗为元妃

和妻子。兀儿客捏可敦嫁给了察晗台家族的哈和j旭烈兀。脱劣

勒赤的第三子已JL患不花的两个儿子都是元皇室驼马。在《元

史·诸公主表>)"延安公主"栏里，列有巳JL思不花的两个儿子别

里迷失和沙兰骑马。别里迷失即《史集》中的别克列迷失，沙兰部

失兰卡。③ ôJL思不花本人也曾尚拖雷女燕贴木JL为妻。

由于斡亦和j和蒙古、元皇室世联娼亲，享有"亲视诸王"的崇

高政治地位，成为元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元制"凡i者王及后妃

公主，皆有会采分地，并岁赐银F否有差.， 0 <<元史·食货志)>"火雷

公主"条，有岁赐"火雷公主"的记载，其中说"五户丝，丙申年，分

拨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地区〉九千七百九十六户。延范六年，实有

代支户一子八百九户，计丝七百二十二斤"⑤。这些数字说明，

一二三六年(元太宗八年)窝揭台将中原诸外|民户分踢诸王、贵

① 《元史》卷 109 ，<<诸公主表)) 0 ~，法官毒干"为"潮阑干"之浅。

② 斡兀立海迷失嫁给成吉思汗的孙子有两说=一说她嫁给窝阔台长子贵由;一

说她嫁给拖雷的长子蒙哥。

③ 《元史》卷 2，((定宗本纪));卷 114 ，((列传一》。

④ 《元史》卷 109 ，<<诸公主表沁《史集》卷1，第 1 分婿，第 119 页 a

⑤《元史》卷妃，((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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