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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准噶尔军队深入喀尔喀：额尔德尼召战役  

      

  和通脑儿战役结束后，大小策凌敦多卜西越阿尔泰，将战利品及所俘清军，送往塔尔巴哈台以南的叶密立河地区。把自愿归顺准

噶尔的大批俘虏，妥善安置，分给了毡房和牲畜。尔后，大策凌敦多卜扎营于华额尔齐斯，小策凌敦多卜居于喀喇额尔齐斯，其属下3

万余士兵，散居于图拉托辉至库克德勒苏一带，以候噶尔丹策零汗下一步行动指示。 

  策旺阿喇布坦汗生前，不但欲将青藏地区纳入汗国的版图，而且怀有收取喀尔喀的意图。噶尔丹策零汗也以"使众生安乐，黄教振

兴"（《清世宗实录》，雍正七年二月癸巳条）。为借口想夺取喀尔喀，请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 

  早在和通脑儿战役前，噶尔丹策零汗就旨令大小策凌敦多卜暗中与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的巴济、达锡达尔扎、贝子矛海、台吉车

凌、协理台吉盆苏克岱青等人取得了联系。噶尔丹策零汗又写信给喀尔喀善巴岱青之孙亲王喇嘛扎卜、公通摩克、王格勒克颜木聘

尔、贝勒多尔济色布腾等人，策动他们归服准噶尔汗国，以共谋大业。噶尔丹策零汗又旨命大小策零敦多卜，领兵长驱直入札萨克图

汗部的南部地区，接应驻牧于该地的辉特部巴济为首的诸台吉，破坏扎克拜达里克以北的清军台站卡伦，夺赶清军牧场马匹牲畜，策

动其他台吉归顺准噶尔汗国。  

  1731年八月十一日，大小策凌敦多卜率领3万人自华额尔齐斯越阿尔泰山岭，到达科布多以南的察罕布尔噶苏。当时，驻于科布多

的傅尔丹将军及其残部1万多人，还未向察罕叟尔撤走，仍看守未运走的粮食、银两、火药、铅子、帐房、缎布、茶叶等军营要物。大

小策凌敦多卜深入喀尔喀的目的并非要攻打清军主力，因此，他们绕过了科布多。为了提防傅尔丹出城断后，大策凌敦多卜在科布多

西南的索尔毕乌拉克秦地方，特意留下了4000名士兵。大小策凌敦多卜率领2.6万人，向东南进发，经塔尔毕、克布克尔，到达纳穆岭

达坂。过岭后，大策凌敦多卜率领2万人，继续东进至察罕叟尔清军大营之南的苏克阿勒扎营，以防察罕叟尔清军南下。小策凌敦多卜

率领6000人开往东南，准备完成接应和策动札萨克图汗部的南部诸台吉的任务。小策凌敦多卜的儿子曼集领3000名士兵，前往鄂罗

海、沙喇乌苏一带，掠取清军牧场马匹牲畜，小策凌敦多卜率领3000余人，深入到白格尔察罕乌日克、扎克拜达里克及推河一带。驻

牧于该地的郡王色布腾旺布旗下、贝勒多尔济色布腾旗下、公通摩克旗下、辉特公巴济旗下台吉和阿勒巴图纷纷归顺准噶尔。郡王色

布腾旺布和多尔济色布腾旗下人，乘机抢掠了清军的阿济、毕济卡伦，破坏了扎克拜达里克南、北的清军台站，中断了古尔班赛堪至

察罕叟尔的通信联络。  

  驻守科布多的傅尔丹不敢出城攻打准噶尔军队。驻守察罕叟尔的顺承亲王锡保命驻防土拉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副将军亲王丹津多尔

济、郡王额驸策凌等率部前往察罕叟尔，合兵寻击准噶尔军队。九月二十日，副将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两军会师。次日，丹津多尔

济和额驸策凌命台吉巴海领兵600，佯攻准噶尔的苏克阿勒达大营。大策凌敦多卜令滚楚扎和锡喇巴图尔领兵3000追击清军。台吉巴海

将准噶尔追兵诱至欧登楚尔大营后，被清军击溃。九月二十二日，大策凌敦多卜，以喀喇巴图尔和锡喇巴图尔为先锋，指挥大军，前

赴欧登楚尔与清军接战。亲王丹津多尔济和额驸策凌列阵与准噶尔军队交锋。准噶尔队伍的和硕齐喀喇巴图尔阵亡，锡喇巴图尔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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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但是，清军亲王丹津多尔济却畏惧准噶尔军队，不敢冒死决战，遂率先收兵回营。欧登楚尔之战并未大规模展开，因此，作战双

方损失较少。大策凌敦多卜收兵后自苏克阿勒达移营到台锡里。由于小策凌敦多卜已完成了接应和策动的任务，因此，大策凌敦多卜

无需恋战。当晚，他整顿队伍，由毕济和巴尔鲁克两路，分兵越过了阿尔泰山岭。 

  和通脑儿战役后，清军和喀尔喀王、台吉普遍产生了恐惧心理，察罕叟尔大营的顺承王锡保不敢领兵决战，也未派兵增援丹津多

尔济和额驸策凌。尤其，科布多的傅尔丹将军掌握兵力1万多人，却不敢出营堵截准噶尔军队的归路，错过了战机，遭到雍正皇帝的严

厉谴责。 

  和通脑儿大捷和对喀尔喀用兵的成功，鼓舞了噶尔丹策零汗，增强了挤走北路清军，收取喀尔喀的信心。于是，他召集诸图什墨

尔开了"扎尔噶"会议。与会者认为，挤走北路清军，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武力，而在于争取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争取了哲卜尊丹巴呼

图克图，就能控制整个喀尔喀，喀尔喀自然会举部归顺。于是，"扎尔噶"会议作出了以武力劫取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行动计划(《清

世宗实录》雍正九年十一月丙寅条)。由勇敢善战的小策凌敦多卜领兵三万，深入额尔德尼召，武力劫取哲卜尊丹巴。  

  1732年六月，小策凌敦多卜在喀喇额尔齐斯之北的奇喇山一带，奉命集结3万士兵，七月初，分兵两路出发。自布拉干河口发兵

15000人，自和通胡尔哈等处也发兵15000人。两路军由归顺准噶尔的喀尔喀巴济公、贝子矛海和达锡达尔扎领路，开进了喀尔喀，经

察罕布尔噶苏(在科布多之南)，绕过杜尔根泊，到达察罕叟尔清军大营西北的乌孙珠尔，两路军会师扎营。察罕叟尔大营的靖边大将

军锡保，仅派兵3000去迎战。七月十四日，3000清军在乌孙珠尔被准噶尔军队击败，其残部逃回察罕叟尔大营。七月二十日左右，准

噶尔军队沿杭爱山之北继续东进，行抵察罕叟尔大营正北一百五十里处的克尔森齐老扎营。额驸策凌和将军马尔岱率领不足1万人的清

军，前赴克尔森齐老与准噶尔军队展开了激战。亲王丹津多尔济惧怕准噶尔军队，不敢率部助战，出营未行十里，却扎营住歇，察罕

叟尔大营的将军锡保也不敢派兵增援。额驸策凌所部与准噶尔军队激战两日，被击溃，撤离了战场。 

  于是，小策凌敦多卜白克尔森齐老经厄德勒河源，直赴喀尔喀腹地的额尔德尼召，欲劫取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但是，雍正皇帝

早已有所提防。1731年九月，他下令将哲卜尊丹巴呼图克图，自喀尔喀大库伦避居于内蒙古的多伦诺尔。因此，小策凌敦多卜到达额

尔德尼召后空无所得。当他探知额驸策凌奉靖边大将军锡保之命，率部开往本博图山岭，以堵截准噶尔军队的归路时，便挥军前往塔

密尔河畔的额驸策凌家眷庐帐所在地，尽取其子女牲畜（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驻守本博图岭的额驸策凌闻之，"即

断发及所乘马尾誓天"，与准噶尔军队决一死战，并率部寻找准噶尔军队。由于小策凌敦多卜屡战得志而放松了警惕，使额驸策凌得到

了可乘之机。八月五日黎明前，额驸策凌率领清军右翼2万人，突然袭击了喀喇森济泊的准噶尔大营，同时急报亲王丹津多尔济领其左

翼官兵前来增援。毫无警惕和准备的准噶尔军队，人不及弓，马不及甲，仓促迎战，无法有效地反击清军的攻击。他们边战边退，退

到额尔德尼召，与清军激战了2日。小策凌敦多卜担心丹津多尔济所领左翼清军前来增援，于是从杭爱山谷向鄂尔昆河上游退却。此

间，额驸策凌组织所部乘胜连续攻击了10余次，使准噶尔军队死伤近万人（《清世宗实录》雍正十年八月壬申条）。小策凌敦多卜下

令将所携器械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堵住清军追击之路。并指挥其余2万余人，自鄂尔昆河上游经推河，到达扎克拜达里克之南，放

火烧掉了所过草场，以阻清军的追击。此时，清军左翼丹津多尔济接到急报后仍观望不前，不敢前去增援。驻守扎克拜达里克的清军

将士，登城望见准噶尔大批人马，路过城南，缓慢西行，络绎不绝。守城的将军马尔赛拥有清军13000人，但不敢出城阻击。坐失战

机，放走了准噶尔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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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