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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叶科布多乌梁海诸宰桑游牧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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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初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主要居民是杜尔伯特人，而非乌梁海人。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经乌梁海人请求，清廷将其迁移到阿尔泰山安置，从而形成了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

分为七旗，其核心群体为科布多乌梁海人。清朝在科布多乌梁海人原游牧地安置了杜尔伯特、明阿

特、额鲁特、辉特等部。本文以满文档案记载为线索，结合古地图考证出了准噶尔汗国末期科布多乌

梁海诸宰桑大致驻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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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梁海系蒙古一古老部落，又称“兀良合” “兀良哈” “兀良罕”。清代，隶属于喀尔喀和

托辉特部的乌梁海人被称作唐努乌梁海，隶属于准噶尔部的乌梁海人被统称为准噶尔乌梁海。准

噶尔乌梁海又分为科布多乌梁海、汉哈屯乌梁海和特楞古特部 ( 阿勒坦淖尔乌梁海) 等。至乾

隆朝中期，唐努乌梁海开始受清朝直接控制; 准噶尔乌梁海也经清朝招抚和安置形成了后来的阿

尔泰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清代乌梁海三部局面正式形成。唐努乌梁海生活在唐努山之

阴，阿尔泰乌梁海生活在阿尔泰山区，阿勒坦淖尔乌梁海生活在阿勒坦淖尔湖周边。乌梁海三部

均以居地命名。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乌

梁海三部游牧地的研究很

不充分。以往研究乌梁海

三 部 游 牧 地 者， 多 参 考

《大清会典》 《大清一统

志》以及各种地方志资料，

这些 志 书 又 多 配 有 地 图，

据此可直观地了解到三部

游牧范围，但志书所反映

的是乌梁海三部游牧地完

全确定以后的情况。近些

年来，国内外学者也注意

到了清代档案和蒙古游牧

·32·



图，但关注点始终集中在乌梁海三部形成以后的情况，而对此前的准噶尔乌梁海游牧地，鲜有人

论及。蒙古国学者策·钢图拉嘎对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七旗游牧地进行了介绍和考证。① 日本学者

上村明的《阿尔泰乌梁海左右翼游牧图研究》一文，分析和研究了四幅阿尔泰乌梁海相关游牧

图。② 蒙古国学者奥·乌云济尔噶勒 ( О. Oюунжаргал) 女士对科布多乌梁海人原游牧地有所提

及，但未展开研究。③

唐努乌梁海和阿勒坦淖尔乌梁海游牧范围在清代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阿尔泰乌梁海的情况却

很复杂。阿尔泰乌梁海七旗在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之前并没有，此后，是以准噶尔科布多乌

梁海五宰桑为主，再安插一部分汉哈屯乌梁海和一小部分特楞古特等部众而形成的。清修官私志

书对科布多乌梁海人游牧地语焉不详。截至目前，中外学界尚未有学人对准噶尔科布多乌梁海人

游牧范围进行专门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案透露的关于乌梁海驻牧地的诸多

信息，为我们探讨乌梁海人在迁徙阿尔泰山之前游牧范围提供了可能。

一

在清代，阿尔泰乌梁海人并不是一开始就生活在阿尔泰山南北，而是不断迁徙，最后被安置

于此，才形成了后来的阿尔泰乌梁海七旗。《清实录》记载了乌梁海人迁徙阿尔泰山的缘由:

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据乌梁海内大臣察达克等: “因现在游牧之科布多等

处，不产貂鼠，请将伊等游牧展至阿尔台、额尔齐斯等处”。经军机大臣议覆: “以额尔

齐斯等处，若系杜尔伯特游牧，应请旨传谕索诺木衮布、车凌乌巴什，如伊等情愿前往，

即可迁移，将现驻之乌兰固木，即赏给察达克等，或不愿再迁，则额尔齐斯等处，与其闲

旷，何如给与乌梁海等居住。”臣等遵即遣官前往。据亲王车凌乌巴什等告称: “察达克

所请游牧，系乌梁海旧地，与我等游牧隔远。今乌兰固木，地亩甚肥，羊只孳生亦盛，

久住可以饶足，情愿仍前居住，不行迁移”等语。查杜尔伯特部落，既不愿迁移，请

照察达克等所指，自博尔济奇兰一带，展至阿尔台山阳，令其约束所部游牧。从之。④

以上记载表明，到乾隆二十四年为止，乌梁海人仍生活在科布多，后经请求才迁到了阿尔泰

山及其南麓的额尔齐斯河流域。据奏报，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原系杜尔伯特人领地，但杜尔伯

特人又予以否认，“察达克所请游牧，系乌梁海旧地，与我等游牧隔远。”《平定准噶尔方略》说

杜尔伯特部三策凌投附清朝时由额尔齐斯河起程，⑤ 满文档案记载三策凌从伊犁河出发。⑥ 杜尔

伯特人在投清前到底是否是阿尔泰山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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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修史书多次提到阿尔泰山原为杜尔伯特人领地，但阿尔泰山从何时开始成为杜尔伯特

人居住地的，并未提及。
《俄蒙关系历史档案文献集》多次提到杜尔伯特部游牧地情况。1607 年至 1610 年，杜尔伯

特台吉们请求继续在额尔齐斯河游牧。① 1618 年沙俄使者沿额尔齐斯河向上游出发，走 6 周，又

走了 10 天后，到杜尔伯特达赖台什游牧地一个叫乌留卡湖的地方。② 这个乌留卡湖很可能就是

额尔齐斯河上游的乌伦古湖。后来，杜尔伯特人游牧地向西和西北方向转移，到了鄂毕河和额尔

齐斯河之间，③ 向西到达伊希姆尔河，④ 甚至有一度沿亚依克河到达恩巴河与托波尔河，靠近乌

法县的巴什基尔人和诺盖人的领地。⑤ 最后在沙俄的警告下，撤回额尔齐斯河游牧。⑥ “他们达

赖台吉 ( 什) 及其子多尔吉台吉和跟他们一起游牧的那些卡尔梅克台吉们愿回自己的老牧地额

尔齐斯河上游一带游牧。”⑦ 说明 17 世纪上半叶，杜尔伯特人主要的游牧地分布于额尔齐斯河。
《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记载说:

岱青的弟兄以及子嗣先后一个一个地被准噶尔统治者征服、奴役。岱青的侄子齐什

奇布 ( Eschkep) 在 1643 年时就独立生活在额尔齐斯河沿岸……齐什奇布的儿子扎勒

( Dshal) 在额尔齐斯河左岸的波德斯布斯克诺伊·斯坦尼茨地区建造了一座称之为卡勒

巴松·瓦什那的石砌的庙宇。⑧

岱青系杜尔伯特部首领达赖太师之子。说明杜尔伯特人在达赖太师死后虽被准噶尔部吞并，

但其子孙仍旧生活在额尔齐斯河流域。
以上诸多资料记载表明，杜尔伯特人在 17 世纪主要沿额尔齐斯河游牧，为躲避准噶尔部的

锋芒，一度沿着额尔齐斯河转移至其下游靠近俄罗斯堡垒游牧，最后在俄国人的压力下返回了额

尔齐斯河上游。在这过程中，其首领们有时会暂时离开额尔齐斯河河谷向西到巴尔喀什湖或更向

西到过伊希姆河地区，但杜尔伯特部老营始终在额尔齐斯河上游。
满、汉、蒙、俄、德等多语种文献都提到杜尔伯特人在额尔齐斯河一带活动，故杜尔伯特

部游牧地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无疑。如上文所引，杜尔伯特部于乾隆十八年前来投清时说是从额

尔齐斯河出发。《清实录》乾隆二十年有: “杜尔伯特汗车凌等告知，伊属人等生计稍艰，请

将游牧移至额克阿喇勒等语。伊犁平定后，原议定伊等迁至旧游牧额尔齐斯地方居住。……俟

擒获阿逆后，仍令伊等迁至额尔齐斯，路更近便”⑨之语，再次证明杜尔伯特部在投靠清朝前

仍于额尔齐斯河游牧。蒙古国学者乌云济尔噶勒也认为，杜尔伯特部在投清前一直在额尔齐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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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游牧。① 而杜尔伯特人偶尔也说 “从伊犁出发”之语，其实所表达的意思与 “从准噶尔出

发”相同，与其游牧地在额尔齐斯河之事实不矛盾。

额尔齐斯河发源于阿尔泰山南麓，汇集喀拉额尔齐斯河、克兰河、布尔津河、哈巴河、别列

则克河等现今阿尔泰地区大部分河流，向西流入哈萨克斯坦斋桑泊。我们已经知道，杜尔伯特部

游牧地沿着额尔齐斯河一直到斋桑泊北部的亚梅什湖，而且很可能从额尔齐斯河上游到下游都是

杜尔伯特部游牧地。也就是说，阿尔泰山南麓地区主要居民为杜尔伯特人。但此结论不排除阿尔

泰山地区还生活着其他部落的人，也不排除在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流域外的其他地方也有杜尔伯

特人的游牧地。

二

18 世纪前半期，阿尔泰山主要居民是杜尔伯特人，那么后来被称为阿尔泰乌梁海的部众同

期居住在何处? 有人认为，当时乌梁海人也在阿尔泰山狩猎，并隶属于杜尔伯特部。② 也有学者

认为，阿尔泰乌梁海人生活在科布多，并隶属于扎哈沁部。③ 乾隆十九年平准战争前夕，清军首

先对科布多地区的乌梁海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围绕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形成了大量满文档案，

这些档案为我们透露了一些关于科布多乌梁海人游牧地的信息。清军在对科布多地区进行军事活动

之前，多次派出侦察队深入乌梁海境内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调查，调查报告详细反映了乌梁海人游牧

地分布状况。负责去招抚乌梁海人的军机大臣舒赫德上报调查结果说:

于科布多 ( 河) 东北处居住之准噶尔乌梁海因唐努山无 ( 大) 雪 ( 阻隔) ，俱已

越 ( 唐努山向西) 而去。居于科布多河西岸之准噶尔乌梁海，因阿尔泰山海喇图岭雪

大，现于科布多河之源二扎克赛河源头艰险之地。④

当清军大兵压境时，乌梁海人分两路逃亡，原因是乌梁海五宰桑分别居住在科布多河两岸。

科布多河是今蒙古国科布多地区最大的河流，科布多河及其支流流域几乎囊括清代整个科布多以

及杜尔伯特十一旗大部分地区。⑤ 由此可知，乌梁海人在入清前散居在阿尔泰山岭北坡到唐努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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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伯特右翼西北境，合数水东南流; 和通泊 ( 和托昂泊) 、辉汉泊诸水合而东北流，复合哈拉泊水和图河

东流注之; 又屈曲西南，托尔博泊、塔尔巴泊二水合北流注之，是为科布多河。折东右纳一水，又东经旗

南，洪郭尔鄂隆嘉们北，二水合北流注之。又东经库灵图山北，齐克尔台和出旗东北合根德克图泊水乌里

雅苏图河、戴舒尔泊水汇为沙扎海泊，复南出注之。折东南锡博尔沙扎海河合一水西南注之，又东南经科

布多城东北一水，出黄觉舒鲁嘉们西，一水出沙拉布拉克嘉们西，并东南流注之，又东南经城东北，布彦

图河出阿尔泰乌梁海旗东境，合锡克尔什台河德伦特河东流经城北又东北注之，又东南注伊克阿拉尔泊东

南二水，其东为哈拉泊，又南为都尔根泊。” ( 〔清〕刘启端: 《大清会典图》，卷二百六十九，舆地一百三

十一，清光绪石印本。)



之间的广阔地带。

清朝官员通过进一步调查更加明确了乌梁海人的分布情况:

准噶尔乌梁海人驻牧于自哈玛尔沙扎海卡伦至那米儿沙吉盖卡伦等七卡伦之外。侍

卫太保言: 准噶尔乌梁海人于哈玛尔沙扎海卡伦、布彦图卡伦之外自哈勒巴乌兰外直至

布彦图河源相连而居。①

据《雍正十排图》，那米儿沙吉盖位于科布多河北，于搜吉、锡博图与托里布拉克卡伦间。②

那米儿 ( namir) 系河名，在清杜尔伯特游牧地西南端，由西向东流入杜尔伯特右翼旗境内的哈

日淖尔泊; 沙扎海 ( šajigai) 系湖名，在那米儿河西。③ 故该卡伦巡行路段可能是从沙扎盖泊到

那米儿河所流入的哈日淖尔泊为止。

哈玛尔沙扎海卡伦在《雍正十排图》中画在了乌音齐河东，清代扎哈沁旗境内。④ 根据德国

所藏《蒙古游牧图》，清代扎哈沁旗境内乌杨齐 ( 乌音齐) 河上游山脚下有一台站名为沙扎盖

台。清朝统一准噶尔后，将喀尔喀与准噶尔间的很多卡伦改成了台站，如其附近的锡博尔沙扎海

卡伦在《乾隆十三排图》中被称作锡博尔沙扎海嘉扪。⑤ 嘉扪系满语，为台站之意。查阅现代地

图，沿乌音齐河，在乌音齐镇北约十几公里处有个地名叫卡伦敖包。清代将两卡伦间会哨之所称

作卡伦鄂博 ( 敖包) 。⑥ 说明清代这儿有卡伦鄂博，是两个卡伦的巡逻线界限。清代的沙扎盖台

在今卡伦敖包北几十公里处，所以卡伦敖包很可能是哈玛尔沙扎海卡伦巡逻线之南限。

哈勒巴乌兰 ( halba ulan) 在档案中多次出现。雍正年间，清与准噶尔在哈勒巴乌兰、纳勤

和硕、乌孙锥勒、克尔斯齐老一带交战。⑦ 乾隆十九年，参赞大臣萨喇勒抓捕乌梁海二德木齐

时，“渡过科布多河，到哈勒巴乌兰山，分兵两路行进。”⑧ 可知，哈勒巴乌兰系山名，在卡伦

外，并在科布多河西南。乾隆十九年， “科卜多所有旧城基址，既称地形卑湿。著传谕扎拉丰

阿，伊现在安营于科卜多之南哈勒巴山，即于该处择高燥之地，计可容兵民若干，不必过为宽

大，派屯田绿旗兵从容兴筑。”⑨ 乾隆三十三年，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报，在纳勤和硕地方开

垦，将营地迁移到哈勒巴乌兰山南麓。�10 据此，哈勒巴乌兰地方已很清楚，就在科布多参赞大臣

驻地。也就是在现今蒙古国科布多省科布多市区偏东北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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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为奏闻努三萨拉尔拿获胡图克扎木参的经过及其口供》，乾隆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满文录副》，档案号:

1357-002，缩微号: 033-1837。
《雍正十排图》，四排西三，汪前进等编: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 年。 ( 以下所引《雍

正十排图》均出自《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 )

《雍正十排图》，四排西三。
《雍正十排图》，五排西四。
《乾隆十三排图》，七排西三，汪前进等编: 《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外文出版社，2007 年。 ( 以下所引

《乾隆十三排图》均出自《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 )

宝音朝克图: 《清代北部边疆卡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39～240 页。
《定边将军庆复奏报巡查鄂尔昆等地卡伦不必派参赞大臣请派侍卫台吉各二员稽查》，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六

日，《满文录副》，档案号: 1191-016，缩微号: 028-1699。
《参赞大臣萨喇勒等议奏赵武乌梁海事宜折》，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二日， 《满文录副》，档案号: 1750-016，

缩微号: 040-2446。
《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一九，第 2 页，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 ( 16 日) 条。
《科布多参赞大臣集福奏请于科布多军屯附近营造新城缘由折》，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满文录副》，

档案号: 2289-006，缩微号: 083-3562。



很显然，以上这些都是清朝完全站在自己地理方位观察的结果，认为: 从后来的杜尔伯特人

游牧地南部开始一直到扎哈沁部再到阿尔泰山麓都是卡伦外乌梁海游牧地。

若要进一步详细追踪乌梁海每一位首领活动领域，投诚人口供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细节。

准噶尔汗国时期，一些不满准噶尔统治的卫拉特人和被掳的其他族群的人纷纷来投清朝，这

些人被称为投诚人。卡伦官兵会盘问投诚人，他们留下的口供为我们了解当时准噶尔各游牧部落

状况提供了可靠的信息:

哲林淖尔 ( jerin noor) 卡伦蓝领 ( 侍卫) 拉利等呈报: 由准噶尔来降乌梁海厄尔

克色勒等三口…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二呈文供: 吾是年四十四岁…为乌梁海宰桑雅儿都

( yardu) 鄂托克之人，吾于儿时自布鲁特掳 来…吾 游 牧 地 于 科 布 多 塔 尔 浑 扎 克 赛

( tarhūnjaksai) 之处…吾自塔尔浑扎克赛之查干乌苏处来投…吾诸宰桑因畏战而分二路

逃亡之，( 一路) 逾唐努山走阿尔胡特 ( arhūd) 、吹 ( cui) 、阿宝 ( aboo) 等处…是年

二月，台吉达瓦齐处派宰桑布苏呼手持五道印有红章之敕书而来，令科布多处宰桑图布

慎 ( tubsin) ，布噶喇尔 ( bugaral) 处宰桑赤伦 ( cilun) ，扎克赛 ( jaksai) 处宰桑雅儿

都、车根 ( cegen) ，锡博尔 ( sibr) 口处宰桑察达克 ( cadak) 等五宰桑出兵赴哈套里

口以抓捕阿睦尔撒纳。①

这份口供说明当时在这一地区游牧的乌梁海宰桑有五人。清朝方面将清卡伦边外科布多地区

乌梁海人统称为乌梁海五宰桑属部，以区别于其他乌梁海部。

口供提供了所有科布多地区乌梁海首领的名字、居住地。口供提到图布慎宰桑的驻牧地在科

布多。显然指的是科布多河，科布多河有一条支流也叫科布多河。笔者认为，此处所指的应该是

其支流，因为在科布多河干流两岸分布着清朝许多卡伦，不会允许乌梁海人在卡伦地带活动。

口供说赤伦宰桑驻牧地在布噶喇尔 ( bugaral) 。古今地图未见此地名，而另一则口供为我们

确定布噶喇尔的位置提供了线索。乾隆十九年，清军在卡伦边外捉拿了擅自闯入卡伦的乌梁海德

木齐②呼都克，并对此人进行讯问。其供曰: “吾名呼都克，现年四十岁，吾游牧地位于布彦图

河下游 ( wasihūn) bodogo 处。”③ 经清卡伦官兵进一步调查发现，呼都克驻牧地在布彦图河查干

博脱郭地方，而且此人隶属于乌梁海宰桑赤伦。④ 说明宰桑赤伦游牧地包括布彦图河 bodogo

地方。

布彦图河发源于阿尔泰山，曲折流向东北，汇入科布多河，清代科布多城就建在布彦图河

岸。查阅古今地图，在布彦图河沿岸并未找到呼都克所言的 bodogo 地方。《乾隆十三排图》在齐

齐克淖尔以北扎哈沁旗北部标有博多浑昂阿和博多浑达巴汉两地名，⑤ 昂阿系满语，有山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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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舒赫德奏: 《满文朱批》，乾隆十九年三月初十日，档案号: 04-02-002-000372-0034。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列有两种 demuci，一种写作德墨齐，介于札尔扈齐与宰桑之间; 另一种写作德木齐，

在宰桑之下，管理鄂托克内自一百户以上至二百户事务。这里出现的当为第二种德木齐，在宰桑之下服务。
(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九《官制一》，《四库全书》本，第 23～24 页)

《军机大臣舒赫德等奏报札木禅及呼都克等人口供及解京启程日期折》，乾隆十九年二月一日，《满文录副》，

档案号: 1357-003，缩微号: 033-1866。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报审问札木禅呼都克等情形并请将其解往军营候旨折》，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满文

录副》，档案号: 1357-004，缩微号: 033-1878。
《乾隆十三排图》，七排西三。



意，达巴汉系满语和蒙古语，指可跨越的山岭。洪钧 《中俄交界全图》将从阿拉克泊南段流出

的伊格尔河支流称作博特汗河。① 据德藏《蒙古游牧图》，在扎哈沁旗西北、僧古尔河东，有一

叫博多滚的台站。据现代地图，在科布多城南五十多公里处有一地方叫 botgon，与 《十三排图》
博多浑位置吻合。但该地并不在科布多河下游，而是在其南部。如何理解这个偏差，第一种可能

性是清朝官员将南部误报成了下游 ( wasihūn) ; 另一种可能性是，wasihūn 除了 “下游”之外还

有“向西”之意。游牧民族方向与当今的标准方位有 90 度的偏差，常常将南部说成 “右”或

“西”。据此，呼都克游牧地很可能在布彦图河南部的 botgon 地方。
据现代地图，在 botogon 西南不足 40 公里处，有一名为布噶图 ( bugad) 的山，位于现今蒙

古国巴彦乌列盖省最东南端与科布多省交界处。笔者认为，此布噶图山很可能就是布噶喇尔地

方。布噶图 ( bugad) 是 bugutu 的口语形式，意为有鹿的。bugaral 一词可分解成 bug-aral，bug

即鹿山的简称，aral 指的是三角地带。换言之，宰桑赤伦驻牧地在布噶图山麓。据此可推知，宰

桑赤伦驻牧地范围在布彦图河南部，向南直到扎哈沁部边境为止，向西到蒙赫海尔汗，背靠阿尔

泰山而居。
口供说察达克牧地在锡博尔口，当为现今的锡博尔河。锡博尔河发源于今蒙古国乌布苏省西

南喀喇奇拉山和图尔滚山，由北向南流入科布多河，其全境处于清代杜尔伯特右翼境内。
口供说乌梁海宰桑雅儿都和车根游牧地都在扎克赛，而且两宰桑因惧清军而赴科布多河上游

二扎克赛处避难。二扎克赛在满文档案中分别称作塔尔浑扎克赛 ( tarhūn jaksai) 和图尔哈扎克

赛 ( turga jaksai) ，② 说明扎克赛河分为塔尔浑和图尔哈两段，在科布多河上游，成为其源头之

一。清代地图未见扎克赛之名，而在同一地点有一名为萨克赛的河，与索果克河汇合形成科布多

河。③《乾隆十三排图》正好标有图尔哈萨克赛与塔尔浑萨克赛两河名，其上游支流称作图尔哈

萨克赛，干流称作塔尔浑萨克赛。④ 口供中的二扎克赛为萨克赛河无疑。现今，当地人仍将萨克

赛河上游称作图尔哈萨克赛，下游称作塔尔浑萨克赛。据当地人告知，萨克赛 ( saksai) 是一种

植物，在萨克赛河上游，该植物长得稀少而又细小，故将该段河流称作图尔哈 ( 瘦小之意) 萨

克赛; 在萨克赛河下游地区该植物长得茂盛且粗大，故将该段河流称作塔尔浑 ( 肥大之意) 萨

克赛。该河发源地是座被称作查干乌拉 ( 白山) 的雪山，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山麓为茂密的

森林，山口为陡峭山崖，是个躲避战乱的好去处。如今当地人对该河流有 ŝahsai、čahsai 等多种

叫法，jaksai 很有可能是当时当地人对该河流的另一种称呼。厄尔克色勒口供说宰桑雅儿都驻牧

地在扎克赛河，本人自塔尔浑扎克赛一带逃出。说明雅儿都游牧地在扎克赛 ( 萨克赛) 河流域。

被清军抓捕的乌梁海德木齐札木禅说: “吾名札木禅，现年四十三岁，吾游牧地位于布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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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洪钧: 《中俄交界全图》，清光绪十六年 ( 1890 ) 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http: / / lccn. loc. gov /
gm71005082
夜晚顺着塔尔浑扎克赛、图尔哈扎克赛间山脊而上，待天明后，顺塔尔浑扎克赛、图尔哈扎克赛与海喇图

达巴汉山口而上，观之，全无踪影……二扎克赛河、查干乌苏、喀喇乌苏等河俱于库库勒口地方汇入科布

多河。《军机大臣舒赫德奏闻乌梁海等迁往唐努等处及准噶尔内乱情形折》，乾隆十九年三月初二日，《满文

录副》，档案号: 1321-010，缩微号: 032-0959。
〔清〕洪钧: 《中俄交界全图》。
《乾隆十三排图》，七排西三。



河处。”① 札木禅在另一处口供中透露其属于乌梁海宰桑车根，是在其宰桑车根的指使下进入清

卡伦的。② 这充分说明，车根游牧地包括布彦图河。清卡伦官兵经调查指出，乌梁海德木齐札木

禅驻牧地在科布多河乌兰哈勒巴地方。③ 乌兰哈勒巴，古今所有地图均无法找到名为乌兰哈勒巴

( ulan halba) 的地名。但前文已证哈勒巴乌兰 ( halba ulan) 地方位于布彦图河中下游南岸，即

在清代科布多参赞大臣衙门营地。此处出现的乌兰哈勒巴很可能就是前文所证哈勒巴乌兰。

但口供里又说宰桑车根也在扎克赛河。布彦图河在今萨克赛河东南，二河俱流入科布多河。

二河上游离得很近，有些支流发源于同一座山，有时很难分清到底是萨克赛河系还是布彦图河

系。据此可以推知，车根驻牧地可能顺布彦图河而下，从其上游直到下游为止。这样，雅儿都和

车根二宰桑牧地相连而居，但并非在同一处，二者后来的逃亡路线的不一致也说明了这一点。德

木齐札木禅之弟供述:

吾现年十九岁，宰桑车根属下德木齐札木禅系吾胞兄。察达克、赤伦寻阿尔胡特而

去; 车根避走阿宝口; 图布慎、雅儿都视海喇图雪大无法逾越，现居于塔尔浑扎克赛

之源。④

这表明，清军抓捕闯入清朝卡伦之二德木齐后，乌梁海五宰桑分路朝两个方向逃往三个地

方。察达克、赤伦去了阿尔胡特; 车根去了阿宝; 图布慎、雅儿都去了扎克赛河源头。

阿尔胡特系哈屯河支流，上游直抵噶鲁图淖尔，为汉哈屯乌梁海与科布多乌梁海交界处。阿

宝山口处于阿尔胡特河东北，在哈屯河与吹河之间。⑤ 海喇图为科布多通往阿尔泰山南麓之通

道，在布彦图河源头附近。⑥

至此，准噶尔乌梁海五宰桑游牧地已梳理清楚。图布慎在科布多河东北支流小科布多河游

牧; 雅儿都在萨克赛河游牧; 车根游牧地在布彦图河; 赤伦游牧地在最西南端，南接扎哈沁部，

西靠阿尔泰山; 察达克驻牧地在锡博尔河口，其他宰桑游牧地均在科布多河西部支流，仅有察达

克在科布多东北支流游牧。

乾隆十九年二月，卡伦官兵送来一投诚人，其供曰:

吾等为准噶尔宰桑莽噶拉克所属乌梁海，吾等游牧地于努克穆伦处。⑦

莽噶拉克虽为其后阿尔泰乌梁海七旗首任总管之一，但他不在科布多乌梁海五宰桑之列。努克穆

伦，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当今的布赫木伦河。布赫木伦河发源于今俄罗斯联邦图瓦

共和国西南端，向东南流入蒙古国科布多境内的阿奇特湖，再从阿奇特湖东南端流出，形成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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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军机大臣舒赫德等奏报札木禅及呼都克等人口供及解京启程日期折》，乾隆十九年二月一日，《满文录副》，

档案号: 1357-003，缩微号: 033-1866。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报审问札木禅呼都克等情形并请将其解往军营候旨折》，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满文

录副》，档案号: 1357-004，缩微号: 033-1878。
《理藩院侍郎玉保奏报审问札木禅呼都克等情形并请将其解往军营候旨折》，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一日，《满文

录副》，档案号: 1357-004，缩微号: 033-1878。
《军机大臣舒赫德等奏报审讯札木禅之弟乌梁海厄鲁特蒙古情形并将其放回折》，乾隆十九年三月十八日，

《满文录副》，档案号: 1357-009，缩微号: 033-1936。
《雍正十排图》，四排西四。
《乾隆十三排图》，七排西三。
《军机大臣舒赫德等奏闻乌梁海库本来归并查办安置情形折》，乾隆十九年二月十五日，《满文录副》，档案

号: 03-0174-1326-010。



布多河。可见，努克穆伦为科布多河支流和源头，系该水系重要组成部分。乌梁海宰桑莽噶拉克

游牧地位于科布多地区努克穆伦河流域，可证明乌梁海五宰桑游牧地不包括努克穆伦。这样，我

们理清了乌梁海五宰桑游牧地北限到努克穆伦 ( 布赫木伦) ，那米儿沙扎盖卡伦巡逻路段北限也

可能到此为止。

至此，科布多乌梁海人活动范围变得更加清晰了，在清朝卡伦外，沿着科布多河众多支流游

牧，但不包括努克穆伦 ( 布赫木伦) 。其四至，东抵清哈玛尔沙扎盖至那米儿沙扎盖的七个卡

伦，东北深入到乌兰固木，南接扎哈沁部，西靠阿尔泰山岭。

结语

通过以上考证，我们可得出结论: 准噶尔时期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流域主要居民是杜尔伯

特人，而非乌梁海人。乾隆二十四年 ( 1759) 之前不存在阿尔泰乌梁海，后来的清代阿尔泰乌

梁海七旗是以准噶尔时期卡伦外科布多乌梁海五宰桑为主体而设立的。科布多乌梁海五宰桑游牧

地分布在科布多河、布彦图河及其众多支流流域。该五宰桑游牧地北到乌兰固木，清朝后来在此

安置了杜尔伯特人，南部有扎哈沁、包沁等鄂托克，说明当时乌梁海人占据着科布多地区最核心

地域。乾隆二十四年之后，清朝在乌梁海五宰桑原领地安置了诸如明阿特、额鲁特、杜尔伯特、

辉特和土尔扈特等其他部落; 还有一部分牧地被收公作驻防营地、屯田和官牧场等。如此一来，

乌梁海人在科布多的生活痕迹也随之消失。

但需要注意的是，乌梁海人是个游牧和游猎部落，不可能长期固定在某一地方。但历史地来

看，乌梁海人驻牧地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16 世纪初，兀良哈万户被灭后，兀良哈部作为喀

尔喀部属下一鄂托克始终游牧于外喀尔喀部最西部，一度靠近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噶尔丹败

亡后，康熙帝命该部管辖附近乌梁海诸部。① 说明此时科布多一带分布着不少乌梁海人。兀良哈

鄂托克因处于最西部，长年经营萨彦岭、唐努山到阿尔泰山一带森林部落，致使外界将这些众多

森林部落也称之为兀良哈 ( 乌梁海) 人。而科布多乌梁海人是兀良哈鄂托克与当地森林部落融

合的结果。

本文所依据的资料只能反映准噶尔汗国末期状况，要考证清楚科布多乌梁海人从准噶尔汗国

早期到灭亡期间所有的变化，目前尚缺乏足够的史料。

(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促使本文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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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蒙古游牧记》同治六年刻本，第十卷，第十三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