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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布 腾

色布腾，(?一一1 6 6 7年)史书亦写为塞布腾，塞卜腾，本文书色布腾。蒙葛

族，姓博尔济吉特氏，巴林右翼旗第一代札萨克，多罗郡王。原巴林部部长色特尔独壁

子·
．

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云t “天聪二年(1 6 2 8年)夏四月，丙辰，巴林匍

落贝勒塞(色)特尔，台吉塞冷，阿玉石，‘满珠习礼来归，贡驼马。上率诸贝勒出迎王

里，赐大宴。塞特尔、塞冷等，蒙古喀尔喀所属也。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既破喀尔喀，

于是塞特尔、昴阿遂举部投蒙古嫩科尔沁国。科尔沁贝勒，复扰害之，至是率部来归：．弦

据t《皇朝藩部要略》云。 “天聪八年(1 6 3 4年)冬十月，乙巳，遣大臣赴硕嶷

科尔，定蒙古牧地疆界，巴林部与镶黄旗蒙古，以克哩叶哈达瑚济尔阿达克为界，翁等

特部与巴林，以瑚喇琥护呼布里都为界．⋯⋯既定界，越者坐侵犯罪，往来驻牧，务含

齐运动，毋少参差，其分定地方户口，巴林部长色特尔八百，台吉满珠习礼八百．弦

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和《清代蒙古盟旗由来与划分》云“色特尔故后，崇键

四年(1 6 8 9年)九月二十六日，赐来朝巴林部落塞布腾等，甲胄、驼马，布匹等"．

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 “崇德五年(1 6 4、0年)正月，上御笃恭殿，

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率文武群臣，上表行庆贺礼．外藩巴林等讳

部头目率众朝贺，行礼毕，赐大宴。包括巴林部落塞布腾在内的外藩蒙古各部头目，简

珍珠数珠，黄金、彩缎、马匹，酌纳之。杜尔伯特部落塞冷，吴喇忒部落杜巴，扎鲁特

部落桑噶尔、毛祁他特、科尔沁国额参、巴林部落塞布腾等，以赐仪谢恩，献驼，马，

貂皮等物俱却之弦。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又云l “崇德六年(1 6 4 1年)十一月，癸未，巴林部

落塞布腾贡驼马，貂裘等物。⋯⋯戊戌，御赐巴林部落塞布腾下巴塞奈，苏尼特部落曳

济农子噶尔马台吉，南扎特台吉等，朝衣、貂帽，玲珑程带、甲、缎，布等物有差"．

据《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云- “崇德七年(1 6 4 2年)春正月，丁丑，寅刻，

外藩十三旗以庆祝元旦。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塞布腾、塞冷，献貂裘、貂皮，驼马等物

酌纳之。九月，甲戍，上御崇政殿，蒙古各部落头目与巴林部落满珠习礼等。以征明

大捷，上表行庆贺毕。以次跪进酒献上，仍各献马、驼、貂皮，鹰，雕翎等物，酌纳

之，赐大宴毕。仍叙外藩诸王贝勒大臣军功。赐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塞冷，巴林部落

满珠习礼下俄固达克，毛祁他特。满珠习礼所属茂明安下阿敏台吉，噶尔马台吉，巴达

玛丹，孟格图，塞布腾下孟格雷达尔汉”。又载l“崇德八年(1 6 4 3年)七月，庚

戌，随往征明之，巴林部落塞冷，巴林部落毛祁他特等六十四人来朝，并献俘获，赐宴

于笃恭殿。辛亥，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塞布腾，以征明克捷，上表庆贺，各献马匹，赐

宴”o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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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代蒙古盟旗由来与划分》记载t顺治元年(1 6 4 4年)世祖章皇帝即位，

清军入山海关，色布腾随固山贝子巴哈纳，从征明，迎吴三桂投降，战败李子成，平定

山东。顺治三年(1 6 4 6年)色布腾随额尔和亲王陶都，追剿苏尼特堂机思。

据《大清世祖(顺治)章皇帝实录》云l 0匝治五年(1 6 4 8年)春正月，甲寅，

上御太和殿，叙从征山东，及追堂机思等功，以土默特部落顾穆，吴喇特部落杜霸，为

镇国公，巴林部落塞卜腾，阿禄科尔沁国古木为辅国公。⋯⋯辛卯，以固伦淑慧公主下

嫁巴林部塞卜腾。民间传云；固伦淑慧公主下嫁时，色布腾原配查干达日哈屯(哈屯意

为夫人)回避住于旗西部的沙漠内(今巴彦尔灯南部)，回避住的地方今称诺马格芒哈

(其意是人在此藏过的沙漠)。固伦淑慧公主知道此情况后，要求色布腾王爷把查干达

日哈屯请回来。查干达日哈屯被接回来，淑慧公主象对亲姐姐一样尊敬她。

据《大清世祖(顺治)章皇帝实录》载。 “顺治七年(1 6 5 0年)八月，乙丑，

晋封巴林部落辅国公额驸塞卜腾为多罗郡王。”并御赏赐“封色布腾世世为多罗郡王"

的谣书(此书保存在大板西大庙“圆会寺”，一九六六年“文革砂中烧毁)。

《大清世祖(顺治)章皇帝实录》云t “顺治八年(1 6 5 1年)夏四月，庚午，

⋯⋯巴林部落固伦额驸塞布腾郡王等来朝，赐宴⋯oil0癸酉，色布腾郡王，土默特部落

古鲁格等，各进驼马等物，赐甲、胄、弓、矢、鞍辔有差"。“顺治十三年(1 6 5 6年)八

月，丙子朔，遣官齐敕慰谕，巴林部落固伦额驸多罗郡王塞布腾等，各赐缎匹有差。，，

《巴林王公世袭一览表》一书记载。 “康熙六年(1 6 6 7年)色布腾王崩，王爷

的丧事由额尔德尼嘎布其喇嘛负责办理的，坟地定于查干沐沦河的绍冷(今独希苏木凤

凰山南)。色布腾王有子五I原配查干达日生长子二品台吉确扎布，固伦淑慧公主所生

四孑，札萨克多罗郡王敖其尔，公爷(俗称大公爷)格日勒图，公爷(俗称小公爷)纳

木扎，御前行走多罗额驸，头等台吉协理阿拉布坦。《水晶珠》一书云。色布腾王第三

子公格日勒图带巴林部蒙古兵从清军击吴三桂时，御赐赏金盔、金甲．格日勒图带兵作

战七年凯旋而回。尔后战噶尔丹时，英勇善战，荣立战功。康熙皂帝用金樽赐御酒三杯．

《水晶珠》一书还云t“还有御赐赏的金口炮，箭囊，弓、马，鞍、带嚼子骏马，狐狸

皮外套。这些赐品，是哪次赏的不清晰，因简化而写”等等记载。

康熙六年病殁。康熙七年(1 6 6 8年)色布腾王次于敖其尔袭爵多罗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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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伦淑慧公主

固伦淑慧公主，名叫阿图，天聪六年(1 6 3 2年)二月二日亥时出生于沈阳后金

帝宫(今沈阳故宫)，乃清太宗皇太极第五女，孝庄文皇后所生。孝庄文皇后是蒙古科

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 6 l 8年)二月初八，姓博尔济吉特氏，

姑侄三人先后同嫁皇太极。孝庄文皇后十三岁，由生母专程护送嫁给以比她大二十岁

的皇太极为侧室福晋，至封妃前生有三个女儿，固伦淑慧公主是她生的第二个女儿，皇

宫排皇五女。清崇德元年，(1 6 3 6年)被册封为永福官庄妃。淑慧公主出阁时，因

其母册封为庄妃，而晋封为和硕长公主。庄妃崇德三年(1 6 8 8年)生皇九子福临(

顺治皇帝)，皇太极死时庄妃只有三十二岁，她六岁的儿子福临承袭了皇位，改元为顺

治，母以子贵，庄妃被尊为皇太后，淑慧公主因母为皇后，晋为固伦长公主。

孝庄文皇后才貌出众，传说明崇祯十五年(1 6 4 2年)，蓟辽总督洪承畴在解锦

州之围时被清军生俘，皇太极看重他的才干，想收降。群臣费尽心机，洪承畴不仅不降，

还绝食，表白他不事二主的忠心。正当群臣无计可施时，庄妃自告奋勇，扮成汉女侍婢

手捧人参汤进入囚所。日· “此是毒药，君(指洪承畴)欲求速死，何不饮此毒药?”

洪万盼速死，即饮之，待饮后，庄妃笑日t “此人参汤。’’又百言解劝，陈说利害，

终使洪承畴降清。

顺治五年(1 6 4 8年)二月，固伦淑慧公主十七岁下嫁巴林右翼旗札萨克辅国公’

色布腾。据《大清世祖实录》一书记载t顺治五年二月“辛卯，以固伦公主下嫁巴林部

落塞卜腾"。

固伦淑慧公主下嫁时，从北京带来各种工匠三百户，做为公主的随嫁仆从。除少数

几家满洲族人外，其它全是北京附近和石家庄一带汉人，这些汉人因随嫁远方，以满洲

籍的优待，因此后来人们叫他们为从嫁满洲人，也叫陪房人，蒙古人叫他们是“银吉满

洲，，其意是陪嫁满洲入。这些入在巴林右翼旗王府附近，形成屯落。后全部同化于蒙古

人，现在大板镇牧业四队和旗内的十家子、沙巴尔台、珠尔沁、益苏毛都、塔林百兴，

麻斯他拉、老道板等地的不少户，就是当时的陪房人后裔，今用姓王，张、郭、郑，李

刘、赵，⋯⋯等等都有。

淑慧公主为顺治皇帝胞姐，倍受清室眷爱，下嫁色布腾后，御赐隆化县境平地——

波罗河屯(宝日浩特——紫城)五百顷，为公主的胭粉地．

顺治十七年(1 6 6 0年)公主兴建巴林石桥，当地人都称为“公主桥"。据东蒙

古志道路编中记载t桥在河中央岩碓上，分水二位，河南流为五米，北流者为八米，两

岸高至二、三米。其碑文放在两拱中间的石基上。民国年闻被洪水冲走。此桥碑文中写

记有t《⋯···是以顺治十七年巴林札萨克多罗郡王祖母固伦淑慧大长公主，因河水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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湃，有病民行，乃相其地，宜建斯桥于河上。⋯⋯》云云。

顺治年间，固伦淑慧公主，由北京带来和尚一人、许多汉经卷和法器等，修了一所

龙王庙。后来固伦荣宪公主，扩建成娘娘庙。康熙四十四年(1 7 0 5年)帝临幸巴林

时值岁末，为了元旦皇帝参拜，在f冬季起建了玉皇庙，这中间群众修建了经堂庙。随着

庙宇的修建，教徒增多了，教徒分和尚、老道：和尚经常住庙，老道不住庙，并娶妻生

子，俗称“伙居道"。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自幼吃素，葱蒜等类荤菜也都不吃，一般叫做

“胎来素"。

顺治初年，原喀尔喀五部之一的浩沁红格利德部伯玛道格申诺彦的两个侄子，拉布

太鸿台吉和他兄芒古拉代钦，因争夺政权互相残杀。芒古拉代钦向清廷控诉。拉布太鸿

台吉获罪，领其部下八个佐领逃来巴林右翼旗，求淑慧公主庇护，公主乃替其缓解，结

果褫夺了拉布太鸿爵位，将他部属赐给公主，居于巴林右翼旗之东南部，所以后来叫做

“东八支箭"或“外八支箭"就是现在益和诺尔、巴彦查干、宝日勿苏、胡日哈、西拉

沐沦等地住户的大部分。

康熙六年(1 6 6 7年)固伦淑慧公主，在朝格敖力格尔地方，建成喇嘛庙圆会寺，

俗称西大庙，由青海达赖喇嘛处，请来一位额尔德尼嘎布其的喇嘛，封他为札萨克喇

嘛，掌管教务，这是巴林右翼旗有喇嘛庙的开始。固伦淑慧公主在建完西大庙之后，花

了一万两银子，．在北京抄写来一部金字甘珠尔经(红印字的)，还在经末页上淑慧公主

特意写了自己的姓名、。身份和四个儿子的姓名。又花了黄金一千两，特制金佛、金塔多

尊。后又由西大庙达喇嘛诺门达来为了增建佛殿，一次就募化了一千两银子．

康熙六年夏(1 6 6 7年)西大庙落成庙典上，固伦淑慧公主曾说过t “我兴建此

庙是为我皇祖的政权坚固和发展佛教的兴旺而建”等语。

淑慧公主对其母十分孝敬，康熙二十四年(1 6 8 5年)，孝庄文皇后患病，公主

回京探视母病，亲自煎汤熬药不离左右，因而孝庄文皇后怜爱淑慧公主，嘱咐康熙皇帝

护视阿姑，康熙一切按祖母训言承办， “迎养以乐暮年，姑毕一生，皆朕之事"。

据j《巴林王公世系一览表》载t“康熙八岁登基时，就是固伦淑慧公主抱着登基的．

固伦淑慧公主，于康熙三十九年(1 7 0 0年)在北京病殁，康熙皇帝三诔祭文，

并将遗骸送葬巴林右翼旗。关于公主的陵地有如下的传说s公主在生前，由北京请风水

先生二人，查看茔地，结果在巴彦汉山前，赛恩宝力格地方找到吉穴，先到的人将金钱

埋下做标记，后来的拿金针一枚，插在钱孔里，于是就选定它做为公主陵地。等到将来

公主崩后埋葬于这里。帝御赐祭文日。
一

朕惟诗美王姬。礼隆内女，由来下降，谊切同源，而令德考终。加愚无替，粤

一稽往牒o』觏以为难。惟我公主，出自我皇祖，金枝毓秀，玉质含章，向目慈闱，

尤深怜爱，一切护视以属朕躬，朕祗承训言，、弗敢失坠，更缔婚媾以垂好。常

语姑勿忧在外服j终当迎养以乐暮年，姑毕一生，皆朕之事。Et月逾迈，出降

五十余载，礼仪不愆，用享多福，子孙昌衍，朕至嘉之。自昨秋行边相见，顾

瞻颜色，稍异平时，知惟摄卫之失宜，恐为风霜所患苦，极劝来归，勉进医

药。朕尝临视，至于再三，而疾竞费瘳，以及永诀。乃曾无戚容，欢然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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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戏l陵云一笑，知无身后之余忧。抚棺长辞，不负生前之夙诺。办丧皆出于

内府，推恩不忘于后人。祀事肃将凡筵，展告明灵不昧，耒格来享。

固伦淑慧公主的陵园里长出奇异的果树、花木，全旗官民牲畜兴旺，庄稼丰收。翅

样过了几年，朝廷听说公主的茔地风水非常好，陵园里长出奇异的花木、花草，不过八

年蒙古人夺皇位的可能性很大等等谗言。马上下御令：公主的茔地非常不好、应迁移。

同时由北京派来大臣和风水先生二人，一个姓曹，一个姓杨，先定了风凰山西南，迁移

此地。帝又御赐祭文t

惟公主诞膺淑质，体托天家，仰承我圣祖母之劬劳，益夙娴于内则，出降藩服，

历有岁年，壹仪聿修，纤毫无问，齿德俱茂，迥异诸姑，朕敬礼有加，祗承先

志知向者，恩勤之志，予有先觉之明。今兹送终，一无所苦，朕深惊异。用慰

永伤。於戏l生兼五福，去无一尘，大此所难。在我闺阁。足流辉于彤管，以纪

盛于内宗，行殡有时，加兹谕祭，星沉旧邸，还依往日宫中，云去流沙，长断

来时山色，薄陈祖奠，用展哀衷。

以后又来风水先生和朝廷大臣，选定了大马金的巴彦胡硕(龙头山)。康熙四十二

年(1 7 o 3年)，又将固伦淑慧公主陵迁移到旗北巴彦胡硕，并将巴彦胡硕山脊切开

来，取出二牛磙子大的圆形石头两个．因为巴彦胡硕山形似．}亡牛，把忙牛卵子取出，便

可无事。同时也把塞恩宝力格原陵地，挖了很深的堑壕，将一个山梁切断了。上面虽然

是一种口头传说，不可能完全信以为实，但是这两堑壕和缺口的痕迹，明显地存在着。

固伦淑慧公主陵迁移巴彦胡硕时，御赐祭文：

惟公主属在懿亲为朕姑，蟹降藩服为王母，女宗无忝，内则悉娴，多福罄宜，

怡然怛化，倾者，两颁谕祭达以诔章，叙慈闱怜爱之深情，闻朕躬祗承之至意，

荣哀之礼，事前有加。践夙昔之盟言，谅明灵之默鉴，兹者，辐车将发，藩国

是归，缅容卫之祖征，经山川之锦邈。凡昨岁迎来之路，即千秋长去之途，

瞻望弥勤，怆怀曷极，特遣皇子，往护丧行助引绋之劳，视窀穸之事，一切庀

具，如朕亲临，俟宅兆之孔安，度殁宁之无憾。呜呼l自初薨以及将窒i情莫

罄于哀诚，从旧祗以返新阡，礼必期于敬谨，昭朕始终之异数增，姑魂魄之余

欢，申荐几筵，尚其歆格。

固伦淑慧公主陵墓在巴彦胡硕山(龙头山)后，以道木图山为后依，东向建造的两

个四方形院落。总称为“公主陵”(公主葛根)。

右侧较大的院落为“公主葛根"(公主陵)。其四周是丈许高的石基砖墙，祭殿到

门殿有一丈来宽的鱼脊形铺砖道。祭殿两边用短墙将大院隔为前后两小院。两侧短墙各

留一角门通往后院，前后院空地长有果树及花草。公主遗骸——大红圆形坟垒就在后院

正中。两厢配殿及御赐石碑坐落在院外。门殿的外侧门涂有绿漆，叫做“绿门"，过去

在此门以内不许进入女性。

在“公主葛根”的左侧二百来米稍缩后单独建有一处院，叫做“诺雅德尹葛根”。

四周是右墙，东墙中央有祭殿兼门殿三间。院内有以圆形排列的坟垒七个。是公主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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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台吉’’们之墓。

每次例祭时，信民对“公主葛根”是全体依次祭祀。而对“诺雅德尹葛根"的七个

坟垒则分别祭祀各有自所隶属的一个。

“公主葛根”也叫做“珠尔沁公主陵”。建陵当时，为了看守陵墓，派陵丁四十户

住守，现在的树林子住户，也叫珠尔沁(其意：管香火的人)。咸丰四年(1 8 5 4

年)，有专为初一、十五念经烧香的喇嘛，修建了珠尔沁庙。从前蒙古族人对固伦淑慧

公主陵信仰很深，尊称公主是圣母化身(诺干达日)，平时都称呼公主妈妈。所以例祭

时，从旗内各地(旗西部)都有很多人，前往祭祀。一九四六年秋祭时，参加祭祀的人

数达七百多，祭品羊乌叉(羊背或全羊)五百多只。人们在这里祈祷人畜繁昌，免生灾

病，并且认为极有灵验。这种情况，附近居民更甚，如有天灾疾病，都要虔诚祈祷，随

时致祭。

公主陵周围十余里地方，从前是陵地由巴林右翼旗管辖，一九五二年划归林西县，

但是本旗群众仍按照旧习惯，护理祭扫着。

一九六六年“文革"中公主陵被破坏。公主陵被破坏时搜集到的文物有红色金字圆

形遗骸罐和公主圹志文一尊，现保存于赤峰市博物馆。公主圹志文：

巴林多罗郡王色布腾所尚淑慧长固伦公主圹志文制日淑慧长固伦公主

太宗文皇帝之女

世祖章皇帝之姊朕之姑也生于天聪六年二月十二日亥时薨于康熙三十九年

。正月初十日巳时春秋六十有九卜以本年八月二十四日辰时窆於查汉摩伦之河西

巴颜昆都伦之名呜呼缵鸿绪念系皇祖之女

．皇考同气之亲方期骈集繁祉永享大年何意剧尔薨逝朕怀震悼曷其有极为卜

兆城并设垣宇窀穸之文式从右制祭享之仪悉循典章勤之贞珉用志生薨之年月惟

灵其永妥于是焉

公主生四子，长子敖其尔、次子格日勒图、三子纳木扎、四子阿拉布坦。为四门台

吉。其长子敖其尔袭爵，晋多罗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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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汉格根少冷固伦淑慧公主墓平面示意图

围墙厚60公分，石头地

墓上彻砖每块砖长16公

分，宽8公分，厚6．5

公分，围墙后有若干方

型小墓。

清格勒绘制

北

▲

1：800

查干沐沦珠尔沁固伦淑慧公主陵平面示意图

罔

坟垒

o 0
o
o

诺雅德尹葛根

都格尔扎布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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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尔 衮

乌尔衮系巴林右翼旗第四代札萨克多罗郡王，生于康熙九年(1 6 7 1年)。鄂其

尔次子，弟兄三人，兄那木德格，弟桑利达。

康熙二十九年(1 6 9 0年)乌尔衮参加清代历史上有名的乌兰布通之战，乌兰布

通在今克什克膳旗南部(大红山)地方，清朝军队和新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

的武装力量打了一次大仗。

据《赤峰市志》记载： “六月中旬，康熙皇帝集大臣下诏亲征噶尔丹，命抚远大将

军裕亲王福全为左翼军，出古北口；安北大将军共亲王常宁为右翼军，出喜峰口。七月，

噶尔丹深入到现属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地方，同右翼军相遇，清军在作战中失利，

噶尔丹乘胜长驱直人，南下到克什克腾旗的乌兰布通地方。康熙改命康亲王杰书统领右

翼军部署在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市)，截断了噶尔丹回新疆的归程。康熙随后在七

月二十日，从京师到波罗和屯(又名皇姑屯，今隆化县，即固伦淑慧公主胭粉地)指撂
战斗。在乌兰布通东部，对西拉沐沦河唯一的交通要道可以行军的巴林石桥，康熙派索

额图、阿喇尼，阿密大等率蒙古兵驻守，阻止噶尔丹从乌兰布通东南犯境，控制了巴林

石桥。

在此次战斗中，据《清史稿》记载t “喀喇沁部，巴林部、阿鲁科尔沁部蒙古征噶

尔丹，阿鲁科尔沁旗二等台吉栋纽特率兵三百趋前战，皆战死"。《巴林王公世袭一览

表》中写道：本旗(巴林右翼旗)十五岁至六十岁的庶民和王公贵族、台吉全部辅佐

左翼部队，在乌兰布通地方攻打噶尔丹。战役结束后，清廷查寻记录，封鸟尔衮部下、

鸿格利德子孙、布胡图尔昂嘎子孙头等台吉和三等台吉。当年乌尔衮年方二十，勇敢善

战，英姿勃勃，荣立战功，很受康熙帝赏识。

康熙三十年(1 6 9 1年)六月，康熙皇帝次女和硕荣宪公主十九岁，髓嫁乌尔

衮，乌尔衮被封为和硕额驸。公主下嫁时，从北京带来随嫁仆从二百四十户(简称陪房

人)。康熙三十二年(1 6 9 3年)鄂其尔王爷崩，次年乌尔衮之兄那木德格袭爵。

康熙三十四年(1 6 9 5年)厄鲁特蒙古首领噶尔丹掠喀尔喀至巴彦乌兰，清廷诏

檄敖汉、奈曼兵赴测旺阿拉布坦军，并命那木德格、乌尔衮等(巴林北部)乌珠穆沁部

参战，时乌尔衮年仅二十五岁。

康熙四十三年(1 7 o 4年)乌尔衮嗣封王爵，正式统理昭乌达盟蒙古十一旗事。

康熙四十四年(1 7 o 5年)御诏：丙戍，皇帝到苏叶勒吉山巡狩，途中在巴林王府驻

跸。巴林王乌尔衮在旗内摊派银两，筹建康熙驻跸之所。协理纳木珠木(巴林右翼旗

协理，昭乌达盟长)不同意旗内摊派，帝巡狩不是巴林一个旗的事，应该全盟负担。尔

后，从全盟各旗摊派，集聚几千两银子，筹备兴建康熙行宫。康熙四十五年(1 7 0 6

年)终于在康熙帝到达之前工程的一部分完毕。此行宫的兴建，延至康熙五十年全部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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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是年，康熙帝驻跸行宫。

康熙五十年竣工的康熙行官，建筑威严，壮观优美，很有自己的风度。行官·正殿

五间，东西耳室各为二间，东西配厢各三间，东西山室各为三间，硬木雕花，金龙雕绘

飞舞于云水之中。此门只有皇帝通过时才开放。门额上悬块棕漆金匾“议政厅殿”，后

通门亦为六扇，东西有耳室各二间。殿、室建筑对称，具有1四合院体。外轩五间连有左

右耳室各为二间，七级高深台阶，下铺鹅卵石甬路，直通于大门。正殿五间是三明两暗，

并建有回廊，贯穿全院。四周围墙两层，东西各通便门。

康熙四十八年和硕荣宪公主晋封为固伦荣宪公主，乌尔衮王也晋封为固伦额驸。

康熙五十年(1 7 1 1年)乌尔衮随大军，往喀尔喀西部阿拉岱山一带防厄鲁特部

测旺阿拉布坦的侵犯。

康熙五十四年(1 7 1 5年)，乙未，在乌尔衮王爷的倡议下，旗内成立了伐木场，

砍掉巴尔达木哈拉山(今巴彦汉山)一带的全部松树，将采伐之木同时卖出。

是年乌尔衮王爷任昭乌达盟长。带兵随康熙帝征测旺阿拉布坦。出征之前，乌尔衮

王爷和他亲弟桑利达一同上巴尔达木哈拉山，在山顶上插了天马佛幡，祭了山。于康熙

五十五年以副将军的身分董督内属国二十三旗戎务，率军前往北讨测旺阿拉布坦。康熙

五十八年(1 7 l 9年)命其(乌尔衮)从征西陲(新疆准噶尔)。

蒙古兵和厄鲁特兵尖锐的战斗连续了六年。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桑利达身受炮伤。

大将军记录。桑利达几次带部下(巴林部的)攻克厄鲁特军队，虏获几百名敌军，交于

大将军。

厄鲁特兵被消灭，连续六年的战争终于结束。这六年期间，乌尔衮王爷就回一次巴

林。“其母病殁，帝允其回巴林服丧百曰。”

战争结束后，查记录封诸战功者，巴林右翼旗桑利达晋封公、协理。谕曰：昭乌达

盟部队自备粮秣、马匹，非常辛苦，御赐赏物很多。

乌尔衮王爷在康熙六十年(1 7 2 1年)二月十三日返回途中崩于军，享年五十一

岁。男～人、女一人，男磷布袭爵，女为显亲王元妃。 “嗣王孝子磷布谨择巴林境内巴

彦陶拜山阳修建享殿筑治地宫雍正七年八月十九日辛酉合葬"(指与固伦荣宪公主)。

撰写 宝音贺希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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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伦荣宪公主

固伦荣宪公主是康熙皇帝玄烨次女(《公主墓志》云1次女；《清史稿》写t三女，

还有些资料记载。四女。本文以为康熙次女)，康熙十二年(1 6 7 3年)五月，荣妃

马佳氏所生。初封和硕荣宪公主。

康熙三十年(1 6 9 1年)(《公主墓志》云；康熙三十年；旧《巴林右旗志》云l

康熙三十四年，《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和《清代蒙古盟旗由来与划分》二书云l康

熙三十五年，本文以康熙三十年)六月，和硕荣宪公主十九岁，下嫁乌尔衮，乌尔衮被

封为和硕额驸．公主下嫁，由北京带来各种工匠(艺)二百四十户，做为公主的随嫁仆

从。这些人极少数系满洲人，以外全是北京附近的汉人，因随嫁远方，以满洲族的优待，

因此后来牧民都叫他们为“银吉满洲，，(其意是从嫁满洲人)，也叫陪房人。这些人在

王府附近建筑了板上草房，形成部落。

康熙四十年(1 7 0 1年)庚子，康熙玄烨驻跸巴林和硕公主第。康熙四十四年
(1 7 0 5年)冬，康熙巡视巴林，敕造玉皇庙，并说在巴林右翼旗王府过年。札萨克王

府为了不违圣命，虽在严冬季节，仍赶建玉皇庙。传说：砌砖时为了防冻，用酒和泥粘

结，终于在康熙皇帝到来之前工程完毕。康熙皇帝为此庙题匾“吉祥云”。此事在《清

史稿》记云。十一月，辛酉，巡幸近塞，十二月，己酉，上还宫。可见康熙并未在此过

年，但题匾之事确有。

康熙四十五年(1 7 0 6年)，筹备兴建康熙行官。是年，又由关内来一风水先

生，说是王府座落地风水好，可是王府东南面有“俯瞰”，对王爷和公主有妨害，应该

建一座克星的寺庙。锣鼓不断声，号角唢呐声相连，就可以防备克星。尔后，公主倡议

建一座庙，因此，在大板王府东南一百米左右的“朝格图诺尔"地方的小水泉上用锅

扣后，上面建了三间土房。这就是东大庙——荟福寺的初建。传云。举行开庙典礼的当

天，乌尔衮王等曾在巴尔达木哈拉山(今巴彦汉山)松林中猎到一只斑烂猛虎，将虎皮

内充自草，眼嵌珊瑚球，栩栩如生地供在庙中。从此以后就称“巴尔斯苏模"(虎庙)

名字的来历。

康熙帝稳渡公主桥(巴林桥)巡视东北，在大板王府、康熙行官驻跸。御笔为巴尔

斯庙题匾“金枝衍庆”。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四十六年(1 7 0 7年)八月，辛巳，康熙驻跸和硕荣宪

公主第，九月，癸酉，康熙驻跸和硕荣宪公主第。

康熙四十八年(1 7 0 9年)因清圣祖玄烨患病，荣宪公主日夜不停地赶到北京，

对其皇父的吃饭、睡眠、煎汤熬药等，都是亲自来做，早晚问安，关心备至，四十多天

从没有休息。此事在公主的墓志上这样写道： “圣躬不豫，公主视膳问安，晨昏不辍，

四十余辰未尝少懈迨。即安之后，乃优旨褒奖。谓：公主克诚克孝，竭力事亲，诸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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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尔实为最。是以厚其典礼晋封荣宪国公主。"

康熙五十四年(1 7 1 5年)，乙未；公主又出资，在原巴尔斯庙处扩建成青砖蓝

瓦的二十五间主殿和东西厢房各三间，四大天王殿三间和齐全的祭具用品。还将西召(

圆会寺)的1 0 8卷甘珠尔经，搬迁此庙供俸。因为搬迁甘珠尔经供俸一事，经旗王公

等管事者研究决定： “为了皇帝万寿无疆而建此庙，应上报度牒。”此后理藩院报度牒

八十，朝廷如数批复，并拨度牒费，西大庙——圆会寺、东大庙——荟福寺各得四十。

从此东大庙也有“二公主庙”的称呼。

出征六年的清朝固伦额驸、昭乌达盟长、副将军的身份董督内属国二十三旗戎务，

率军前往讨伐北逃测旺阿拉布坦的乌尔衮王爷，康熙六十年(1 7 2 1年)二月十三日

薨于军，享年五十一岁，有男一人，女一人，男磷布袭封王爵，女为显亲王元妃。是年，

公主规定，淑慧公主的子孙台吉十五名，每年上京师拜年，值星四十五天。还又从北京

聘请唐古特(历史上对青海、西藏地区藏族的泛称，今称青海地区的藏族)喇嘛，封为

东大庙(荟福寺)的达喇嘛。

固伦荣宪公主薨于雍正六年(1 7 2 8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六岁。嗣王

子磷布谨择巴林境内乌如和图山阳坡修建享殿筑治地官，吉卜雍正七年(1 7 2 9年)

八月十九日辛酉合葬。

额驸乌尔衮与固伦荣宪公主合葬之陵，俗称十家子公主陵，在巴林右旗巴彦尔灯苏

木，阿如包冷村西北，乌如和图山前，查千沐沦河北岸。墓地面向查干沐沦河冲积的平

地，地势开阔，水草丰美。派陵丁十户，住在附近，担当守护祭扫的责任，因此该村得

名HL{十家子。从而对公主陵也叫十家子公主陵，或Hq做二公主陵。每年四月二十一日是

规定的吉日。

陵殿的建筑呈长方形，南北长7 6米，东西宽4 9．7米，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四周有砖砌围墙。正门前方，相对石碑一尊。乾隆九年御赐，用汉、满、蒙文镌出。碑

文如下t

御赐固伦荣宪公主碑文

彤管杨八洲，慎早娴夫内则，丹纶焕异彩，荣光爰及於宗亲。式贲彝章，用章

懿范。甭荣宪固伦公主，辉分玉叶，派衍璇源，奉菰藻以流徽，无惭妇道，协

珩潢而著美，克尽母仪。念溘逝之多年，应施之载锡，既须祀典，更勤贞珉。

於戏，日丽龙文，顺德发缌惟之彩；云疑马鬣，隆仁昭幽隧之华，甭子孙其敬
承之，弗替休命。

大清乾隆九年四月吉日立

碑文两侧为东西配殿，宽1 5米，东三间为陵丁室和炊事房，西三间为祭品陈放和

祭陵官员室。中部为大殿，宽l 5米，陵墓垒在后部。一九六六年“文革’’中被破坏。

墓室为长方形，方向北偏20。左右，室内地面长8米，宽6米，高4米，四壁全用

规整的长方形白石条垒砌，并用白灰勾缝。墓顶用白石条横铺平盖，距地表深约2．5

米。地面上有砖砌宝顶状券顶。墓室封闭极严密，内无淤土。室内正中以南北向置一松

木棺，外附一椁，棺椁外表均施紫红色漆，椁长3．5米，宽1．5米，高1．1米，棺每面小

11



于椁约20厘米。揭棺时发现尸体保存完好，肌肉松软，毛发均未脱落，死者身长165厘

米，发辫油黑，辫长约75厘米，三股两辫垂至臀部。葬式为仰身直肢。头南脚北，头戴

金制凤冠，身穿多层服饰，出土时多残损。在一件蓝地麻织素面褥垫上布满大块血迹。

棺椁前有一白瓷小罐，内装白色液体(未经化验不明何液)。南侧有一骨灰罐和残损衣

物，罐外表用金字书写“额驸副将军多罗郡王"(可以肯定是额驸乌尔衮的骨灰)，

南右侧置公主墓志一方。木质、方形、长51．8厘米，宽51．3厘米，厚6．1厘米。用蒙、

满、汉三种文字两面墨书，右为汉文楷体，十四行。抄录如下：

公主

大清圣祖仁皇帝次女也康熙三十年整降于巴林初封和硕荣宪公主四十八年圣躬

不豫公主亲膳问安晨昏不辍四十余辰未尝少懈迨即安之后乃优旨褒奖谓公主克

诚克孝竭力事亲诸公主中尔实为最是用厚其典礼晋封荣宪国公主

方享期颐之佑遽符星变之祥遂于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一日享年五十有六而薨

驸马乌尔衮系元室之胄也为巴林多罗郡王办理旗务乃我

太宗文皇帝第四女淑慧国长公主之嫡孙也康熙四十三年嗣封王爵使统理十一旗

事五十五年董督内属国二十三旗戌务北讨测旺妖星犹炽未酬敌慨之心梁木忽摧

转甚英雄之痛遂于康熙六十年二月十三日薨于军享年五十一男一人女一人男磷

布袭封王爵女为显亲王元妃嗣王孝子磷布谨择巴林境内巴彦陶拜山阳修建享殿

筑治地宫吉卜雍正七年八月十九日辛酉合葬先公主先王于兆域礼也呜呼寝园轮

焕同符千里山河子孙振绳永锡九天雨露爰志幽遽永垂不朽

大清雍正七年八月十九日书

东侧有一紫色小骨灰罐，当为公主之子磷布死后陪葬。

随葬器物：苏绣旗袍两件。其中一件长147厘米，通肩宽161厘米。浅豆绿色，夹层，

内层衬白地暗花丝绸。圆领，窄袖，右衽领口一周加黑色窄垫边。四扣，钮呈环状，扣

似用珍珠。袍通身绣吉祥杂宝图案。前身及两袖头，绣花瓶，鸟，壶、宝鼎等。前胸绣

宝鼎烟壶、果盘、间有螃蟹。下缘绣爵、鼎、如意、宝剑等。后身下缘绣狮、如意鼎、

书画等。一轴画上绣花卉，并用黑丝线织出“夏日画”三字，另一轴画上织“春城无处

不飞花”诗句，并绣有书画收藏戳记三枚。

另一件长144厘米，通肩宽164厘米。深黄色，里层衬白色暗花丝绸，通身绣彩蝶，

作竞相飞舞状。间点缀花卉、彩云。前胸后背各有两大蝶相向戏舞，作圆形，直径26厘

米。下缘绣山水，并在山水间点缀吉祥杂宝。

珍珠团龙袍服一件。长150厘米，通肩宽190厘米，深黄色，里层衬白地暗花丝绸。

圆领，马蹄形领，袖头和领口均有黑蓝色丝绸垫边，并用金线织出团花图案，图案正中

绣一“寿"字，周身用金丝线穿珍珠粒织成龙八条。两肩各一条龙，两角竖起，四足腾

空，头下方用珍珠织出一“寿"字，间点缀山水、云彩，前胸、后背各～盘龙，圆形直

径33厘米，神态与两肩绣龙大致相同。前后下缘各有两条龙，四爪腾空，作追逐宝珠

状，周围点缀云彩。龙下织海水，间有杂宝祥云。

墓中出土的金制饰件计有一百余件。金簪七件。其中簪面呈长圆形～件，背衬一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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