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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原居住在俄國伏爾加河（Volga R.）流域的土爾扈特

部（Turgut），該部首領渥巴錫（Ubasi）率領部眾離開俄國，歷盡千辛萬苦抵達中

國，並向清朝政府稱臣內附。乾隆皇帝對該部東歸一事，甚為欣慰，並在避暑山莊

召見渥巴錫等人，加以冊封賞賜，安頓照顧顛沛流離的土爾扈特部眾。至此，土爾

扈特部成為大清帝國藩屬。

由於中、俄雙方均稱對土爾扈特部擁有宗主權，於是雙方相互行文，對土爾扈

特部歸屬問題展開激烈的辯論。有關土爾扈特部歷史及與中、俄之間關係，前人論

述甚多，但對乾隆皇帝依據「封貢體制」及「興滅繼絕觀」之精神，對該部歸屬問

與俄國據理力爭的論述文章，則不多見。本文擬以「故宮俄文史料」等相關檔案史

料，對土爾扈特部歸屬問題作詳盡的論述。

土爾扈特、厄魯特、渥巴錫、封貢體制、興滅繼絕觀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
11月3~5日）上宣讀。



Turgut Eleuths

Dzoungar Dorbot Khosot

Oirad 1 

2 1625

Kho-orlak Batur-taiji

1629 Tarbaghatai

Irtysh R. Volga R.

1771

Ubasi

1771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1 有關衛拉特一詞，在〈衛拉特蒙古簡史編寫組〉著，《衛拉特蒙古簡史》。書中提到，清代一部份
著作中常以厄魯特、額魯特來指稱整個衛拉特，這是不確切的。該書在第一章第一節討論有關衛
拉特一詞民族詞源學問題，引述許多中、外學者意見，是研究衛拉特一詞的重要參考資料。

2 （清）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九，西藏學漢文文獻彙刻第三輯，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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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萬斯同編，《明史稿》，〈鄭和傳〉，原稿現藏於南京圖書館古籍部。
4 張啟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頁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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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定鼎以來，德威遠著，聲教所暨，莫不來庭，凡蒙古部落率先歸附

者，悉歸版籍，視猶一體，及後者彌眾，皆傾國舉部，樂輸厥誠，既地

廣人繁矣。乃令各守其地，設理藩院以統之，朝歲時奉職貢焉。5

6

崇德間定制，凡外邦效順，俱頒冊錫爵，進奏書牘，署大清紀年。若朝

貢諸國無子嗣位，則遣陪臣請朝命，禮部奏遣正副使各一人，持節往

封，特賜一品麒麟服，以重其行。行日，工部給旗仗，兵部給乘傳，封

使詣禮部，儀制司官一人奉節，一人奉詔敕，授本部長官，以授正副

使，跪受，興，出，易征衣，乘傳往，將入境，其國邊吏，備館傳夫

馬，緣塗（沿途）所經，有司跪接，及國嗣封王遣陪臣郊迎，三跪九

叩，勞使者一跪三叩，延入館。陳詔節龍廷內，行禮如儀，謁使者三

叩，不答。諏日，王率陪臣詣館，禮畢，王先歸，龍廷舁行，仗樂前

導，封使後隨，入門，陳正中，使者及階，下馬正使奉節，副使奉詔

敕，入殿，陳案上，退立東旁，王率眾官北面立，三跪九叩，興，詣封

位前跪，副使奉詔書，付宣讀官，宣訖，王行禮，如初，出 門外，使

者出，跪送有間，適館勞之，使者還朝，迺修表文，具方物，遣陪臣詣

關謝恩。

5 《禮志．賓禮一》，文獻編號6000218。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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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諭祭兼冊封，先於其祖廟將事，諭祭文陳案上，使者左右立，世子跪

叩如前，退立神位左，迺宣讀，眾俛伏。宣畢，興，送燎行禮，使者

跪，退。次行冊封禮，儀與前同，至以詔敕授使齋還，則禮部設案午

門，位正中，尚書立案左，儀制司官從，館卿率來使入，授詔敕，序班

引詣案前跪，授受如制，退，詣丹墀西，三跪九叩，禮成，歸授國王，

謝恩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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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金兆豐編或寫，《大清國修正賓禮志》，文獻編號6000134；〈禮十賓禮〉，《清史稿》第5
冊，卷91，志16。

8 包文漢整理，《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頁127-129
9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頁38。
10 《清朝藩部要略稿本》，頁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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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 

1

蒙古部落設理藩院以統之，其餘禮部主客清吏司掌朝鮮、琉球、安南、

荷蘭、西洋、暹羅諸番朝貢接待給賜之事。崇德年間定，凡歸順外國俱

頒誥冊、授封爵、進奏文移，俱書大清國年號。凡遇聖節、元旦、冬

至，具表朝賀，進貢方物。順治元年，定外國朝貢，以表文方物為憑。

該督撫查照的實，方准具題入貢，貢使到京，所貢方物，會同館呈報禮

部，……貢物交進內務府，……貢船不得超過三隻，每船不得超過百

人，入京員役不過二十人。13

凡諸國以時修貢，遣陪臣來朝，延納燕賜，典之禮部，將入境，所在長

吏給郵符，遴文武官數人伴送，有司供館餼，遣兵護之，按途更代，以

達京畿。既至，延入賓館，以時稽其人眾，均其飲食。

翼日，具表文方物，暨從官各服其服，詣部 階下，儀制司官，設表案

堂中，質明，會同四譯館卿，率貢使至，禮部侍郎一人出，立案左，儀

制司官二人分立左右楹，館卿先升，立左楹西，通事序班各二人，引貢

11 （清）祁韻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三，頁21。
12 同前註。
13 《禮志．賓禮一》，文獻編號6000218。

25乾隆時期土爾扈特部歸屬問題交涉



使等升階，跪，正使舉表，館卿祇受，以授侍郎，陳案上，復位。使臣

等行三跪九叩禮，興，退。館卿率之出。

禮部官送表內閣 命，貢物納所司，如值大朝、常朝，序班引貢使等列

西班末，聽贊行禮如儀。非朝期則禮部先奏，若召見，館卿豫戒習儀。

屆日，帝御殿，禮部尚書引貢使入，通事隨行，至丹墀西行禮，畢，升

自西階，通事復從之，及殿門外，跪，帝慰問，尚書承傳，通事轉諭，

貢使對辭，通事譯言，尚書代奏，畢，退。如示優異，則丹墀行禮畢，

即引入殿右門，立右翼大臣末，通事立少後，賜茶賜坐，均隨大臣跪

叩，飲畢，慰問，傳達如初。出朝所，賜尚方飲食，迺退，翼日，赴午

門外謝恩，禮部疏請頒賜國王，並燕賚貢使。

既得旨，所司陳賜物午門道左，館卿率貢使等東面立，侍郎西面立，有

司咸序，貢使請詣西墀，三跪九叩，主客司官頒賜物，授貢使，貢使跪

受，以次頒賜貢使，暨從官從人咸跪受，贊興叩如儀，退，賜宴禮部。

貢使將歸國，光祿寺備牲酒果蔬，侍郎就賓館筵燕，伴送供偫如前，所

經省會皆饗之。司道一人主其事，館餼日給概從周渥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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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金兆豐編或寫，《大清國修正賓禮志》，文獻編號6000134。
15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九，頁2；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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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48

1653
17

16 《皇朝藩部要略稿本》，頁41。
17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三，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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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1685

和囉理等以避亂，故離其舊牧來至邊境，劫掠茂明安烏喇特諸部，本宜

即行殄滅，俯念鄂齊爾圖汗世奉職貢，……彼亦迫於饑困，是以宥其罪

戾，……遣官往諭朕旨，度可居地，歸併安置，封授名號，給賜今印璽

書，以示朕興滅繼絕至理。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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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興滅繼絕相關概念可參考張啟雄，〈論清朝中國重建琉球王國的興滅繼絕觀〉，頁279-303；莊吉
發，〈興滅繼絕．字小存亡─清高宗用兵安南的政治理念〉，頁51-71。

19 《皇朝藩部要略》，卷之九，頁9-10。
20 同前註，頁15。
21 《清聖祖實錄》，卷121，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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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764

1712

Ayuki

1731

Tscheren-Donduk

22 清朝初期中俄接觸，因外交禮儀問題所產生的許多爭議，相關論述甚多，如蘇聯科學院遠東研究
所編，廈門大學外文系〈十七世紀俄中關係〉翻譯小組譯，《十七世紀俄中關係》、中國第一歷史
檔案館編，《清代中俄關係檔案史料選編》第一編、（俄）班蒂什．卡緬斯基（Bant i sh -
Kamensky）著，中國人民大學俄語教研室譯，《俄中兩國外交文獻彙編》……等檔案史料書籍
可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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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1

1771

23 

24

1771

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等、和碩特台吉恭格等，因

與俄羅斯風氣不同，並多遭派遣征戰，不得安居，故慕朕大興黃教，撫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四卷第二期

23 〈諭伊勒圖等對來歸者須妥善安置〉，《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9-10。
24 清朝政府對安頓土爾扈特部眾、安排土爾扈特首領覲見乾隆皇帝及處分辦事不力官員等相關措
施，可參考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軍機處檔、清高宗實錄、乾隆起居注冊等相關檔案及中國社會科
學院民族研究所及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合編的《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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恤來歸諸藩造化，……誠心來降者，殊為可嘉，……其中，授封台吉渥

巴錫為烏那恩素珠刻克圖舊土爾扈特部之卓理克圖汗，……爾等蒙受朕

恩，需各自資助其屬眾，教養眾人紛紛勤於生計。爾等果然感戴朕恩，

能謹遵朕之訓旨，則可得以長久安居樂業，且至子孫，永享朕無限恩澤

也。25

26

27 

25 《清高宗實錄》，卷892，乾隆36年7月辛亥，頁34-35；〈降旨分封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
等人〉，《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153-154。《清高宗實錄》與《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所
載文字有異，但內容大意相同。

26 椿園七十一，《西域聞見錄》，頁13，記載該印為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
27 《乾隆起居注冊》，乾隆36年9月下冊，18日乙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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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諭車布登札布等對土部來歸之處置〉，《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1。
29 〈諭安泰若俄使前來追索土部需據理駁斥〉，《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57-58；薩那特是俄文
音譯，意為樞密院。

30 《清高宗實錄》，卷1023，乾隆41年11月乙卯，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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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眾多之厄魯特逃出向我來投，業已收容者，俄羅斯無不聞之。對此，若

俄羅斯探詢我邊界大臣，如何收容和安置此等厄魯特時，各處大臣即明

白告之：此等厄魯特因在爾處不得安居，欲蒙大皇帝恩澤，攜帶妻室子

女、戶口，自遠方之地辛苦行走，投奔伊犁誠心歸附。我伊犁將軍大臣

已奏聞大皇帝，大皇帝施恩，將其戶口，屬眾分別指地而居，賞予豐厚

口糧、銀兩、羊只等物，各自獲得安生之所。俄羅斯若以此等厄魯特係

從伊等之處逃走者，不可收容之言，並告知我等予以歸還，則臣等即明

白果斷駁斥俄羅斯曰：我大皇帝乃總統天下之大君，符上天好生之德，

懷仁慈之心，凡遠方部落之眾，若願蒙受我大皇帝仁化之恩，甘為村

俗，誠心歸順者，絕不棄之，必將伊等收容，指地安生。今此等厄魯

特，於俄羅斯之際，果真能養伊等？其若能度命，豈有背棄爾等而來

耶？伊等既與攜帶妻室、子女、戶口，長途跋涉，前來蒙受大皇帝之

恩，以拯其命，我大皇帝豈有視其飢寒至極而不收容之理乎，爾等若要

追索伊等，可於俄羅斯境內追索之，我等絕不干預，然其已入我界，則

爾等不得任意於我界內追逐，若爾等不從我言，決然不成，必與爾等交

戰。再者，此事我等不但無點滴權力，而我駐邊臣等只是設卡倫，辦理

緝拿逃犯事宜，似此重大之事，我等不敢干預。爾俄羅斯若定欲索取伊

等，斷然不可。爾俄羅斯倘慮和平而行，則於爾有益，否則我等奏聞大

皇帝，致使與爾俄羅斯全部斷絕互市，於爾等大為無益，是益是弊，爾

等熟思之。32

31 〈諭伯昆若俄使土部事交涉之對策〉，《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50。
32 〈諭舒赫德等與俄交涉需據理駁斥持嚴正態度〉，《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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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頭人紛紛攜帶其家眷、屬眾，尋來伊犁，是

屬希冀荷蒙朕恩，愿作村俗，因而推誠置腹，前來歸順矣。並無其它可

疑之情，將此，應由爾部咨文知照俄羅斯薩納特衙門。……伊等在俄羅

斯之際，因俄羅斯不能養活伊等，被人逼趕，難以存身，而來乞求救

命。朕為總統天下之大皇帝，凡有外藩之人眾欲蒙朕恩，愿作村俗，前

來投誠，朕無不收之者。……因此，指給良牧，安置伊等，並豐厚賞予

口糧、銀兩、羊只，使其俱獲安生之所。將其台吉、略大頭目皆召至避

暑山莊，朝覲朕躬，賞宴賜物。尚加分封汗、王等字號，令其返回，各

自管轄屬眾，以求安居樂業。……夫此輩者，並非以我之武力征服伊

等，或設計取騙者，亦並非從俄羅斯行取者，特因伊等居於俄羅斯忍受

不得，希冀荷蒙朕恩，愿做村俗，推誠置腹尋來者也。既是如此恭順歸

附，反有拿與俄羅斯治罪之理乎？此決不可行之事。……舍楞、勞章札

布，以前叛入俄羅斯時，我曾經屢次函索，但俄羅斯竟未著還，先前我

方向伊等所取，然俄羅斯並未予之。今俄羅斯向我索取，我即可與之

乎？……何況，夫逃人者，亦是指處在邊界之尋常小人而言，並非指略

大頭人而言者。……況此輩脫出俄羅斯地方時，俄羅斯即以理不准伊等

出境，應派兵拿回之，既然未能拿獲伊等，而伊等業已脫出尋來伊犁投

誠，俄羅斯奚可索取伊等耶？將此等之處，若不事先明白曉諭俄羅斯，

俄羅斯則如此任意妄想，緩緩索取，亦不可測。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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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理藩院為土部來歸事致俄薩納特衙門函〉，《滿文土爾扈特檔案譯編》，頁58-61。

34



該衛拉特等人攜帶許多家族，不下萬戶之眾，連同屬下人等，不避艱險

自遠方而來，皆在饑寒之中，故為救其生活起見而來歸順。朕為當世最

有權威之君主，凡各殊方王國之人民，其有懇求恩准歸化入籍者，無不

予以容納。今該衛拉特人等陷入極端流亡困苦之中，何忍坐視其饑寒而

不予容納乎，固特諭令給與良好地方居住。……所有各台吉及各顯要長

官，……賞給各種物品，並封賞汗王爵位遣回，俾得贍養屬下人等。…

…俄方須知該項人等並非以我國兵力強制而來，非以詐欺之方法誘致而

來，亦非向俄方要求得來，係因彼等在俄方境內不堪生活，故特思念朕

之恩德，以真摯正確之意思，前來歸順入籍。34

1

2

3

4

34 《歷史研究》編輯部編印，〈清國理藩院致俄羅斯國樞密院函〉，《故宮俄文史料》，第66號文
件，頁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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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俄國樞密院致理藩院函〉，《故宮俄文史料》，第69號文件，頁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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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36

世界上無一國家可以將他國人民收歸己有，而無背於正義與邦交，不但

與同等之其它帝國為然，即與小於己國之州區亦莫不皆然也。本函之意

在於向貴國証明，俄羅斯朝廷依照許多根據，對於卡勒莫克民族享有權

利，並於將來保有之。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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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俄國樞密院致理藩院咨文〉，《故宮俄文史料》，第69號文件，頁99-101。
37 〈俄國樞密院致理藩院函〉，《故宮俄文史料》，第69號文件，頁99-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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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同前註，頁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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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39

40

今俄羅斯薩納特衙門遞到咨覆內稱，渥巴錫人等係悖教匪人，不當收

留，又稱其來時，將伊噶必丹官名都璫之人，並一百五十多名俄羅斯人

帶來，懇求發回等語。閱咨文所稱，雖不敢顯然索取渥巴錫人等，要其

駕辭妄扳，灼然可見，不惟渥巴錫等人斷無給伊之理，即實有帶來之

人，亦不必查給。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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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大清國理藩院致俄羅斯國樞密院函〉，《故宮俄文史料》，第70號文件，頁102-104。
40 同前註，頁103-104。
41 《清高宗實錄》，卷914，乾隆37年8月（上冊）丙寅，頁3。

40



奉大皇帝諭覽俄羅斯覆文，甚屬非理，……查文內稱鄰近各邦，向無容

留屬人之例，大國不應收納等語。土爾扈特渥巴錫人等，與爾別一部

落，原非屬人，自準部入居爾境，爾國征調煩苛，不堪其苦，率眾來

投。我皇上為天下共主，撫馭眾生，豈有將願為臣僕之人，拒而不納之

理。……再稱向來並未收受我蒙古部落一人，我四部落四十九旗內扎薩

克蒙古等，受國重恩，錫封汗爵，豈土爾扈特被迫竄入爾地可比。……

前以爾等故違定議，停止貿易後，因再三祈請奏聞大皇帝恩准復行，為

時未久，何復肆言無狀如此。揣爾等之意，一則不能措詞，不得已為此

粉飾。一則以土爾扈特深知爾處北鄙搆釁情形，恐我用伊等圖爾疆土。

大皇帝惟欲安撫眾生，不肯輕信人言，即廢和好，如爾等欲背棄前議，

則亦聽之。42

1773

42 同前註，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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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43 〈俄國樞密院大臣致清朝政府總管外藩事務大臣函〉，《故宮俄文史料》，第71號文件，頁105-107。
44 同前註，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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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我聖上大皇帝陛下總理萬機，只以公正處理之，故我院對於外邦各國行

文之中，稍欠公允之詞亦不採用，然於我院對貴院函件中，曾用輕漫之

詞句，此蓋專為貴院從未公正論事，一昧空言搪塞之故，我院對此表明

合理適當之論點，函達貴院。……現依貴院此次來函觀察，貴國尚屬自

知其非，不敢破壞睦誼行事，……我大皇帝陛下既已特施鴻恩降下諭

旨，以期既往一切情事，毋庸追究。……今後貴院只須遵照從前所訂條

約行事，善自保守邊界，安定居住，務希自勉為荷。46

1768

1760

1860

176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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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大清國理藩院致俄羅斯國樞密院函〉，《故宮俄文史料》，第72號文件，頁108。
46 同前註。
47 孟獻章主編，《中蘇貿易史資料》，頁13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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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5

Golovkin

48

48 《清聖祖實錄》，卷139，康熙28年1月丁亥，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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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清聖祖實錄》，卷140，康熙28年4月己卯，頁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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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清皇朝藩部要略》，卷14，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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