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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间喀尔喀部与巴尔虎人
边界争端及添设卡伦考述

———以满文档案为中心

玲　玲＊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呼和浩特市　０１１５１７）

［内容提要］清代呼伦贝尔为边防重地。自雍正十二年（１７３４）移新巴尔虎于呼伦贝尔，与喀尔喀车臣汗部划界分

治，沿边界设立了１６个卡伦。至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又增设了３个卡伦，虽 然 许 多 著 作 都 有 提 及，但 未 言 及 增 设 详 情。

通过查阅满文档案，本人发现此次添设卡伦与喀尔喀和巴尔虎边界发生纠纷有关。本文依据几份满文档案，解析道光年

间增设３个卡伦原委，揭示其中详情。

［关键词］道光年间 　喀尔喀　 巴尔虎　 边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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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北邻俄罗斯，西南依喀尔喀，自乌拉特、茂明安、四子部落迁走后，几乎成为荒闲空地。又

因清朝与俄罗斯对峙形势，该地成为边界要冲。清廷自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开始在该地区设统领移兵驻防。
根据清廷指示，经黑龙江将军朱尔海奏准，由布特哈移来１６３６名索伦兵、７３０名达呼尔兵、２７５名陈巴尔

虎兵、３５９名鄂伦春兵，编成５０牛录，编为八旗，各牛录分隶左右两翼。又由察哈尔（一作由阿尔泰）旗

下兼管之额鲁特拨来１００名，编成１个牛录，由此形成清廷在呼伦贝尔地区的驻防基本格局。至雍正十

二年（１７３４），因原隶属于喀尔喀部车臣汗的巴尔虎人与车臣汗部矛盾，巴尔虎人要求脱离车臣汗改归清

朝直辖，于是车臣汗旗下之巴尔虎兵丁２４８４人改隶清廷。此项兵丁为区别于已经驻防呼伦贝尔的巴尔

虎人，被称为新巴尔虎，由管理车臣汗大臣扎克丹咨送呼伦贝尔安置。这批兵丁按照索伦兵制，编成４０
个牛录，分隶八旗两翼。

雍正十二年自喀尔喀车臣汗部移来之新巴尔虎于鄂尔顺河两岸分驻游牧后，清廷开始沿边界设立

１６个卡伦。《呼伦贝尔志略·建置》记载这１６个卡伦是：“哈普奇该图、阿鲁勒图、扎拉、布尔克尔、霍尔

开图、哈沙图、音陈、阿鲁布拉克、莫端哈沙图、扎密呼都克、布隆德尔苏、乌兰刚阿、额尔都克布拉克、西

林呼都克、诺门罕布尔都、乌木克依布拉克”，至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时又增设了“锡拉产、克勒木图、西

巴尔图”３个卡伦。至此共设了１９个卡伦，用以防备两方人等越界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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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与呼伦贝尔巴尔虎接界卡伦表

卡伦名 方向 地点 设置年代 距离里数

锡拉产 伦城西北 锡拉产山南 道光二十七年 距伦城八百十里

克勒木图 伦城西北 克勒木图泉东岸 道光二十七年 距上卡八十里

西巴尔图 伦城西北 西巴尔图泉东岸 道光二十七年 距上卡九十二里

哈普奇该图 伦城西北 额尔得尼山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十八里

阿鲁勒图 伦城西北 扎拉山东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九里

扎拉 伦城西北 扎拉山东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六十里

布尔克尔 伦城西北 克鲁伦河北岸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七十里

霍尔开图 伦城西北 墨尔根哈玛尔山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八里

哈沙图 伦城西 平野地方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六十五里

音陈 伦城西 平野地方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七十里

阿鲁布拉克 伦城西南 阿鲁布拉克泉西岸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八里

莫端哈沙图 伦城西南 平野地方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一百零四里

扎密呼都克 伦城西南 贝尔池之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一里

布隆德尔苏 伦城西南 贝尔池之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里

乌兰刚阿 伦城西南 沙拉尔吉河口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里

额尔都克布拉克 伦城西南 沙拉尔吉河东岸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六十七里

西林呼都克 伦城西南 沙拉尔吉河源之东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六十里

诺门罕布尔都 伦城西南 诺门罕布尔都泉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七十里

乌木克依布克拉 伦城西南 呼拉特山西 雍正十二年 距上卡五十六里

　　资料来源：程廷恒编：《呼伦贝尔志略·建置》，第５０—５１页。
上述添设卡伦情况在屠寄《黑龙江舆图说·呼伦贝尔图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宋小

濂《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长白丛书，宋小濂集，吉林文史出版社）、程廷恒《呼伦贝尔志略》（呼伦贝

尔善后督办公署，１９２３年版）、朱枕薪《呼伦贝尔概要》（东北文化社出版，１９３０年版），等相关文献都有记

载。吴文衔《清代前期呼伦贝尔的边防问题》（北方论丛，１９８０年１月）、马越山《清代黑龙江卡伦考述》
（黑河学刊，１９８３年４月）都提及道光二十七年清政府沿喀尔喀、巴尔虎边界增设３个卡伦，但是对于何

人添设、添设原因、添设作用等详情都没有言及。满文档案揭示道光二十七年添设卡伦的真正原因。
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库伦办事大臣成凯奏报委派庆善随同英隆查办喀尔喀与巴尔虎人争

夺游牧案件”的奏折，我们得知，道光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因喀尔喀车臣汗部与呼伦贝尔巴尔虎人边界不

明，导致了彼此争讼。据黑龙江将军棍楚克策楞奏称：“喀尔喀与巴尔虎接壤处，边界不明，互相争夺，其
中真伪情弊，请酌近便，委派大臣查办，等因，请旨”。库伦办事大臣成凯据黑龙江将军棍楚克策楞的奏

折，向清廷请旨奏派官员办理。根据库伦办事大臣成凯的奏报请求，清廷派遣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随库

伦办事大臣所委派部院笔帖式庆善、蒙古官员托迪一起办理纠纷事件。此件奏折点明主办案件官员是

“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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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副都统英隆率随同人员依期前往霍尔开图卡伦处办理纠纷事件。根据“由副都

统英隆所奏遵旨查明喀尔喀、巴尔虎互争地界案件折”，喀尔喀方面认为哈布奇海图、阿鲁勒图、札喇、布
尔科尔、呼喇海图、哈沙土、音辰等七座卡伦被巴尔虎人挪移过，因此形成争议。英隆经过调查形成的报

告称，“先是，确钟扎布之查，未加细审，听取协理台吉沙克杜尔扎布所呈，以为库克淖尔、札喇阿林卡伦

等二处或为札萨克明珠尔多尔济旗地未可知，因言札喇卡伦鄂博不应立于山头。现在一经查明，并未移

离原订地方，确钟扎布承认错误。而后，札萨克明珠尔多尔济、协理台吉棍布多尔济等官，共同具呈盖印

保结，称：呼喇海图等七座卡伦未曾移离，原立鄂博、刻满蒙字木牌仍在原地。奴才核对地图，咸允恰当。
付协理台吉沙克杜尔扎布看，仍称此等卡伦都不在原界，辄争不从。因此，奴才英隆率笔贴式庆善、托

迪、确钟扎布、明珠尔多尔济及众官，亲临哈布奇海图、阿鲁勒图、札喇、布尔科尔、呼喇海图、哈沙土、音

辰等七座卡伦，留心细审查看，悉允确钟扎布等之所保。再问沙克杜尔扎布，伊乃语塞，承认己之误争，
但言未审地图，现经查明，方知云云。”

英隆认定，此事因喀尔喀方面的协理台吉沙克杜尔扎布意欲侵占喀尔喀与巴尔虎接壤处卡伦内地

方，反而争辩巴尔虎等外移卡伦鄂博，经英隆亲临卡伦鄂博处，致使沙克杜尔扎布语塞而承认错误。后

英隆来到阿鲁布拉克卡伦查问，车臣汗部左翼后末旗公品级札萨克头等台吉玛哈苏噶、协理台吉等官列

名出具保结，签字盖印，呈称卡伦鄂博木牌仍在原立地界，未曾移离。接着，驻扎库伦办事大臣札付盟长

棍楚克扎布，内称阿鲁布拉克卡伦迆西葫芦素土地方若与巴尔虎等无涉，仅属喀尔喀三札萨克旗事务，
则将交付该盟长，等因。转报副都统英隆。

上文提到勘界还议及阿鲁布拉克卡伦迆西葫芦素土地方。根据呼伦贝尔副都统级总管德昌具咨说

明：“至于阿鲁布拉克卡伦几户人家所居之地，仍在原奏定阿鲁布拉克属地驻牧坐卡。只因阿鲁布拉克

地方甚是低洼，向于卡伦迆东三里处格根郭罗之高形沙陀，堆立鄂博，设立刻满蒙字木牌，再无移离；葫

芦素土等地具属喀尔喀三札萨克旗之地，与呼伦贝尔全无涉。询之玛哈苏噶等，俱合无误。再施刑严审

彻讯阿木古郎等时，一切依前坚供不移，尚属可信。”
经英隆勘查，阿鲁布拉克卡伦几户人家所居之地，仍在原奏定阿鲁布拉克属地范围，阿鲁布拉克卡

伦迆西的葫芦素土地方，确与巴尔虎等无涉，这点并得到呼伦贝尔总管认定。于是英隆咨库伦办事大

臣、盟长棍楚克扎布等，认为应该将此事交付喀尔喀部相关盟长等官员，查明与呼伦贝尔接壤的三旗中

究竟是哪个旗地事情，自行办理。
而后又发生与勘界查卡相关的一件事。喀尔喀车臣汗部中前旗札萨克明珠尔多尔济来查卡伦时，

因与巴尔虎总管巴图是旧识，所以，明珠尔多尔济给巴图衣表绸缎一袭，巴图给明珠尔多尔济貂皮一张

以还礼。这不过是一种礼尚往来。但是喀尔喀方面随从人员在双方交往时因探听情况发生了一些误

解。档案记载，“又新巴尔虎右翼正红旗车登佐领下幼丁阿木古郎，跟随该佐领车登，查看卡伦，来到呼

喇海图卡伦营宿。后伊前往喀尔喀札萨克明珠尔多尔济所带医士喇嘛丹达尔营盘取药，席间丹达尔向

阿木古郎言及伊等之盟长、札萨克等带领官兵，前来巡视卡伦，糜费廪饩甚巨之事；又问呼伦贝尔副都统

级总管官员等来查看卡伦，有无支用情势。阿木古郎答言：廪饩之马倒毙十余匹，旗佐想必分摊七八十

两银。如此臆测议论之时，坐于旁边之喇嘛噶勒桑误听，以为右翼四旗每佐领摊派八十两银给与该副都

统级总管，告于沙克杜尔扎布，沙克杜尔扎布即以为真，呈报。及将阿木古郎、丹达尔、噶勒桑等对质，噶
勒桑承认误听之处不移。又各坚供不移：右翼四旗官兵向来都以己之马匹接续廪饩之用，并无每佐摊派

八十两银以与副都统级总管之事是实，各具盖印签字保结呈来。”虽因喇嘛噶勒桑误听酿成一段小官司，
但从中反映了查卡勘界公事有成本支出，恐不被当地属民所欢迎。喀尔喀方面希望通过向清廷揭发巴

尔虎总管摊派银两，借以打击巴尔虎官员，终因证据不足而作罢。
以上之事，沙克杜尔扎布误听喇嘛噶勒桑所言并信以为真写入呈文。英隆认为沙克杜尔扎布意欲

侵占喀尔喀与巴尔虎接壤处卡伦内地方，反而争辩巴尔虎等外移卡伦鄂博等诸纠纷事件，认定责任在协

理台吉沙克杜尔扎布等官员，为此请旨严办沙克杜尔扎布等，以惩警喀尔喀蒙古官员。对于已经查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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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哈布奇海图等卡伦鄂博，英隆建议予以“重立”。所谓重立，应该视为在双方没有争议的前提下，“各具

盖印签字保结”，在原地“重刻满蒙字木牌”加以认定，并建议每隔十年修葺一次卡伦鄂博。
英隆在查勘争议卡伦的同时发现，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错将与喀尔喀接壤处之呼伦贝尔所属瀚达盖

吐一块松林地给与喀尔喀，但未奏报，后于道光四年查出，给还呼伦贝尔，又没有奏报，私咨库伦办事大

臣办理。英隆认为，如若不奏陈办理，难免日后又起争端。在他看来，理应议处当年办理各官，但因全已

故去，毋庸议处之外，又发现，有宽１２０里，长２２０里空闲沼泽地带疏于防范，容易引发新的矛盾。他在

报告中称，“又查，四年办理索伦巴尔虎所争空闲沼泽地时，自对喀尔喀所设十六卡伦之首座哈布奇盖吐

卡伦起，塔尔巴干达呼山为止，直线立十二座鄂博，各立木牌，刻写满蒙文字，鄂博之东为呼伦贝尔所属；
喀尔喀牧地边界札喇山、库克淖尔迆西为喀尔喀所属；两边人等互不越过界鄂驻牧；办理所定之事，两边

互具保结，各藏己处。绘制地图呈报理藩院时，地方山河仍有遗漏者。奴才英隆留心审思，虽然业经办

理，两边人等不得越过界鄂，但因空闲沼泽宽一百二十里，长二百二十里，甚为宽阔。若不严管，不免间

或贼盗案发。理应预先设卡防范。奴才恳切请旨，拟于西巴尔图布拉克、克勒木图布拉克、锡拉产山等

三处，与喀尔喀中间分开，各设三座卡伦，驻兵防范。若依请准行，则咨行库伦大臣等，明年四月各自交

付该处，派出能干官员，一同设立卡伦。”这段奏文点出道光二十七年添设卡伦之原因。
在英隆看来，既然喀尔喀、巴尔虎边界处有宽１２０里、长２２０里空闲沼泽，如果不严格管理，将来可

能引发盗贼案件及争议，应该预先设卡防范。为此英隆向清廷建议在西巴尔图、克勒木图、锡拉产山３
处设３个卡伦。此项建议得到清廷批准，于是在雍正十二年时设立的首座哈布奇海图卡伦起、至塔尔巴

干达呼山止１６卡伦基础上，又增设了３个卡伦，形成道光二十七年后沿喀尔喀、巴尔虎边界共有１９个

卡伦的新格局。
据档案记载，英隆查办审理喀尔喀、巴尔虎边界争讼事宜完毕，于九月十二日由阿鲁布拉克卡地方

具折后，九月二十六日回到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　　　
经过对以上几份满文档案内容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因喀尔喀、巴尔虎人的边界纠纷引起争

讼，致使清廷派齐齐哈尔副都统英隆前去查办。英隆查 办 过 程 中 得 知 喀 尔 喀、巴 尔 虎 边 界 处 有 宽１２０
里、长２２０里空闲沼泽认为如不严管，将来难免有盗贼案发，应预先设卡防范。为此英隆请旨于西巴尔

图布拉克、克勒木图布拉克、锡拉产山等３处设３个卡伦。于是道光二十七年增设了西巴尔图（在今新

巴尔虎右翼旗阿日哈沙图镇白音乌拉嘎查西北部）、克勒木图（在今新巴尔虎右翼旗呼伦镇）、锡拉产（在
今新巴尔虎右翼旗呼伦镇）３个卡伦。喀尔喀与巴尔虎人的边界纠纷暂时得到解决。此次查勘对后世

有一定影响。至咸丰七年（１８５７），该处又起争端，清廷另派钦派大臣办案，对英隆所办成案多有推翻，但
英隆建议添设的３个卡伦未曾废弃，这３个卡伦形成后世重要的历史边界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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