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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 有关蒙古地区古地图的信息,

少有公布和研究。最近, 北京大学图书馆将

其馆藏部分古地图编辑出版, 名为 皇舆遐

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 。地图

集将收录的地图划分为 行政区域图 、 道

路里程图 、 京畿名胜图 、 江河水利图 、

沿海防务图 五个专题, 其中有 5幅珍贵的

蒙古地图, 这些也是我们目前为止发现的清代

最早的蒙古地图。据该书编辑者研究, 其中

行政区域图 所包括的地图 原来是康熙五

十八年 ( 1719 ) 绘制完成的 皇舆全览图

的各省区分图底本。 本文所关注的 口外诸

王图 就是归类于其中的一幅蒙古地图 (参

见文后附图 )。

为便于讨论, 先将编辑者对 口外诸王

图 的介绍抄录如下:

年代: 康熙 二十七 至 三十 六年

( 1688 1697)。尺寸: 纵 60厘米, 横 93

厘米。佚名绘, 硬纸折装, 画方不计里,

上南下北, 左西右东。该图绘制时间当早

于馆藏康熙五十八年 ( 1719 ) 敕绘的

皇舆全览图 的其他彩绘本分图。 口

外 指张家口外。本图地域范围基本反

映了清初内蒙古诸部落分布情况, 但图中

有喀尔喀外蒙古部落名称。考康熙二十七

年 ( 1688) 夏, 喀尔喀蒙古诸部受噶尔

丹压迫, 南迁内附于清朝。康熙三十六年

( 1697 ), 在清军打击下, 噶尔丹败亡,

此后, 喀尔喀蒙古诸部落陆续重返旧地。

本图之绘, 盖在此之间。

首先需要更正的是, 口外 不只是指张

家口一个长城口外, 除此之外喜峰口、古北

口、独石口、杀虎口等长城各口或长城以北的

地区都叫 口外 。

此外, 该地图上的人名和地名都是用汉文

标示的。下面从地图上出现的各个信息点

(标在引号内 ) 入手, 追究地图形成的时间、

地名的准确性及相关问题。

文中, 原图地名不清楚的地方用 标示。

一、地图上出现的王公、都统

及其驻地与长城各口的距离

口外诸王图 是一幅内蒙古地图, 但

没有包括西套二旗和呼伦贝尔地区, 察哈尔地

区虽然画了牧厂, 但没有标出察哈尔八旗。图

中划分虽然显得很不精确, 但还是基本按照以

旗、牧厂或都统管辖区域为单位互相分开了。

再加上图中没有提到有关会盟的内容, 因此笔

者在谈论相关问题时即以部落、旗为单位, 先

列出地图中的名称, 然后根据清代文献释读相

关信息。其中, 人物传记一般据 蒙古回部

王公表传 , 有关地理类信息据 一统志 、

蒙古游牧记 和方志等资料。需要说明的

是, 绝大部分王公、都统驻地与长城各口的距

离, 地图中的标示和 蒙古游牧记 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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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 对此一般不作探讨, 只是先列地图信

息, 后列 蒙古游牧记 记载, 以供读者参

考。

(一 ) 科尔沁

1 土谢图亲王阿喇善, 去喜峰口一千

一百一十七里

该王爷的蒙古文名为 a la an , 是本部右

翼中旗扎萨克, 巴雅斯呼朗长子, 康熙十三年

( 1674), 袭扎萨克和硕土谢图亲王。二十七

年 ( 1688) , 以不称职削爵, 命其叔父贝勒沙

津袭。康熙四十一年 ( 1702), 沙津以侍妾僭

用仪仗罪, 削爵, 仍命阿喇善袭。五十年

( 1711), 卒。扎萨克驻巴音和硕, 在喜峰口

东北一千二百里。

2 扎萨克图王鄂尔齐, 去古北口一千

四百四十九里

这一时期没有一个叫鄂尔齐的扎萨克王,

应为和硕卓哩克图亲王 oc ir (鄂齐尔 ) , 右翼

前旗扎萨克。毕勒塔嘎尔长子, 康熙七年

( 1668 ), 袭和硕卓哩克图亲王。二十一年

( 1682), 以罪削。扎萨克驻锡喇布尔哈苏,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三百五十里。

3 达尔汉亲王班第额驸, 九百六十里

band,i 和塔长子, 左翼中旗扎萨克。康

熙十年 ( 1671) , 袭扎萨克和硕达尔汉亲王。

四十九年 ( 1710) 卒。扎萨克驻西辽河之北

伊克唐噶里克坡,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十五

里。

4 秉图王额津, 去喜峰口八百三十里

b ingt , 有时写作冰图。 e jiyen, 康熙五年

( 1666) 至康熙三十五年 ( 1696) 间任左翼前

旗扎萨克郡王。扎萨克驻伊克岳里泊, 在喜

峰口东北八百七十里。

5 杜斯哈尔王, 去喜峰口一千四百五

十二里

t sig iyer,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写作都什

辖尔, 顺治十八年 ( 1661 ) 至康熙三十六年

( 1697) 间任右翼后旗扎萨克镇国公。扎萨克

驻额木图坡,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四百五十

里。

6 布达扎王, 去喜峰口一千二百里

这应是左翼后旗扎萨克多罗郡王 budari

(布达礼 ), 他在康熙三年 ( 1664) 至二十三

年 ( 1684) 间在任。扎萨克驻双和尔山, 在

喜峰口东北一千四十里。

(二 ) 札赉特

纳孙贝子, 去喜峰口一千二百一十里

札赉特, 一般写作扎赉特。N asun, 有时

也写纳逊, 康熙十七年 ( 1678 ) 至四十二年

( 1703) 间任扎赉特扎萨克固山贝子。扎萨克

驻图卜绅察汗坡,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百

里。

(三 ) 杜尔伯特

沙津贝子, 去喜峰口一千六百里

a jin, 康熙十年 ( 1671 ) 至五十八年

( 1719) 间任扎萨克固山贝子。扎萨克驻多克

多尔坡,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六百里。

(四 ) 郭尔罗斯

1 安达习礼公, 去喜峰口一千五百六

十三里

anda ir,i 也写作安达什哩, 康熙四年

( 1665) 至四十一年 ( 1702) 间任前旗扎萨克

镇国公。扎萨克驻固尔班察汗, 在喜峰口东北

一千四百八十七里。

2 本色王, 去一千四百八十七里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中没有找到称为本

色的扎萨克, 这应为 m angsa (莽塞 )。从这里

可以看到, 地图中采用的名词是较口语化的音

译写法。莽塞于康熙十八年 ( 1679) 袭后旗

扎萨克辅国公, 二十六年 ( 1689) , 以罪削扎

萨克, 留公爵。五十八年 ( 1719) 卒。扎萨

克驻榛子岭,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五百七十

里。

(五 ) 喀喇沁

1 扎席王, 去喜峰口四百六十六里

ja ,i 也写作扎什。他在 康熙十一年

( 1672) 至四十三年 ( 1704) 间任右翼扎萨克

多罗杜棱贝勒。扎萨克驻锡伯河庄, 在喜峰

口北三百九十里。

2 扎席王, 去喜峰口三百二十八里

因喀喇沁中旗的设立为康熙四十四年

( 1705) 的事情, 地图中没有标出该旗, 而左

右二旗, 基本被表现出一在南一在北的正南北

的方向上, 其实左翼在右翼的东南边。这表明

地图画的很不准确。此外, 在左翼图上又写成

扎席王, 是明显错误, 应为 udba-l a (乌特巴

91



拉 ) , 他在康熙六年 ( 1667 ) 至康熙三十

( 1691) 年间任左翼扎萨克镇国公。扎萨克驻

巴颜珠尔克, 在喜峰口东北三百五十里。

(六 ) 土墨特

1 土墨特滚湾斯扎卜贝勒, 去喜峰口

五百四二里

土墨特, 一般写作土默特。 g n jisjab, 康

熙十三年 ( 1674) 至三十一年 ( 1692) 间任

右翼扎萨克固山贝子。 扎萨克驻巴颜和硕,

在喜峰口东北五百九十里。

2 土墨特额尔得木图贝勒, 去喜峰口

七百三十三里

erdem t , 又写额尔德木图。他在康熙十

四年 ( 1675) 至四十二年 ( 1703 ) 间任左翼

扎萨克多罗达尔汉贝勒。扎萨克驻哈特哈山,

在喜峰口东北八百二十里。

(七 ) 喀尔喀

素诺木贝勒, 去古北口六百七十四里

据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 这部分喀尔喀

的来源为: 巴勒布冰图, 喀尔喀部人, 姓博

尔济吉特, 元太祖裔。初为喀尔喀台吉, 隶西

路扎萨克图汗。 康熙元年, 扎萨克图汗旺

舒克为其族罗卜藏台吉额琳沁所戕, 部众溃,

巴勒布冰图自杭爱山率属来归, 诏附土默特左

翼扎萨克达尔汉贝勒卓哩克图牧。

sonom, 又 写 索 诺 木, 在 康 熙 七 年

( 1668) 至三十一年 ( 1692 ) 之间任多罗贝

勒。清代, 这位贝勒所属并非单独为一个扎萨

克旗, 很少有文献记载其事。谭其骧 中国

历史地图集 (清时期 ) 也没有标出该地名。

据 蒙古游牧记 载, 其牧地 在锡哷

图库伦喇嘛游牧之西。东至霍济勒河, 接库伦

界; 南至库崑河, 接 (土默特 ) 左翼; 西至

布图昆地, 接喀尔喀右翼界 ; 北至爱笃罕

山, 接喀尔喀左翼界。 而本地图将素诺木贝

勒游牧处画在浩齐特右翼、阿巴哈纳尔左翼的

南边, 可以断定是错误的。

乾隆、嘉庆 一统志 及 游牧记 都

没有记载该贝勒驻地及其与喜峰口的距离, 正

因如此这段记述也成为较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八 ) 席勒图库伦

内蒙古唯一的扎萨克喇嘛旗, 位于养息牧

牧厂西北, 养息牧河上游, 图中所画地理位置

基本准确。

(九 ) 敖汉扎木素王, 去喜峰口七百里

jam su, 康熙十一年 ( 1672) 至四十七年

( 1708) 间任扎萨克多罗郡王。扎萨克驻固尔

班图勒噶山, 在喜峰口东北六百里。

(十 ) 奈曼王鄂齐尔王, 去喜峰口七百

里

oc ir, 康熙十四年 ( 1675 ) 至二十六年

( 1687) 间任扎萨克多罗达尔汉郡王。扎萨克

驻彰武台, 在喜峰口东北七百里。

(十一 ) 巴林

1 巴林王纳木达克, 去八百里

nam da ,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 至四十

二年 ( 1703) 间任右翼扎萨克多罗郡王。扎

萨克驻托盋山, 在古北口东北七百二十里。

2 吴尔占贝勒, 去一千五百里

urjan, 康熙十二年 ( 1673) 至四十五年

( 1706) 间任左翼扎萨克固山贝子。扎萨克驻

阿察图陀罗海, 在古北口东北七百八十里。

(十二 ) 扎鲁特

1 扎穆贝勒, 去古北口一千二百三

里

jam bu, 又写 作扎木布, 顺治十 三年

( 1656) 至康熙二十九年 ( 1690) 间任左翼扎

萨克多罗贝勒。扎萨克驻齐齐灵花陀罗海山

北,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一百里。

2 达尔汉贝勒巴达, 一千一百九十

里

扎鲁特右翼旗二次袭多罗达尔汉贝勒班达

哩 ( bandari) , 应是这个人。他在康熙五年

( 1666) 至二十七年 ( 1688) 间在任。扎萨克

驻图尔山南, 在喜峰口东北一千二百里。

(十三 ) 阿禄科尔沁天色冷额驸, 去古

北口一千九百一十八里

不知何故, 此处多一个 天 字, 其实

该王的名字叫 sereng, 又写作色棱, 康熙十七

年 ( 1678) 至二十七年 ( 1688) 间任扎萨克

多罗贝勒。扎萨克驻珲图尔山东托果木台,

在古北口东北一千一百里。

(十四 ) 翁牛特

1 杜陵珌礼衮达赖, 去古北口五百八

十里

b ilig nda la,i 又写作毕哩衮达赉, 顺治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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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 1661) 至康熙三十一年 ( 1692) 间任

右翼扎萨克多罗杜棱郡王。扎萨克驻哈齐特

呼朗, 在古北口东北五百二十里。

2 贝勒额林臣

erincin, 又写作额璘臣, 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至二十六年 ( 1687) 间任左翼扎萨克

多罗达尔汉岱青贝勒。扎萨克驻札喇峰西绰

克温都尔, 在古北口东北六百八十里。

(十五 ) 克席克腾阿育席台吉, 去古北

口六百三十五里

kesigden, 又写作克什克腾。 ayu ,i 又写

作阿玉什。他在康熙十年 ( 1671) 至三十四

年 ( 1695) 间任扎萨克一等台吉。扎萨克驻

吉拉巴斯峰, 在古北口东北五百七十里。

(十六 ) 乌珠穆秦

1 额尔得尼贝勒, 去古北口一千三百

二十五里

乌珠穆秦, 一般写作乌珠穆沁。额尔得尼

贝勒 ( erdeni be ile ) 只是其名号和爵位的合

称, 他的名字应为 ocirtu (鄂齐尔图 )。他在

康熙二十年 ( 1681 ) 至二十七年 ( 1688) 间

任左翼扎萨克多罗额尔德尼贝勒。扎萨克驻

鄂尔虎河之侧奎苏陀罗海, 在古北口东北一千

一百六十里。

2 车亲王苏达尼, 去古北口九百二十

三里

车亲王 ( cecen ong ) 是其名号和爵位的

合称, 他的名字叫素达尼 ( sudan i) , 顺治十

五年 ( 1658) 至康熙二十九年 ( 1690) 间任

右翼扎萨克和硕亲王。扎萨克驻巴克苏尔哈

台山, 在古北口东北九百二十三里。

(十七 ) 蒿齐忒

1 冲五蒿齐忒额尔河尼王阿剌冲, 去

张家口九百五十四里

蒿齐忒, 一般写作浩齐特。 araicong, 又

写作阿赖冲, 顺治十一年 ( 1654) 至康熙二

十五年 ( 1686) 间任左翼扎萨克多罗额尔德

尼郡王。 额尔河泥 应该是 额尔德尼

的误写。扎萨克驻乌默黑泉, 在独石口东北六

百八十五里。据 蒙古游牧记 , 旗北九十

里有冲和尔泊, 产盐, 齐侍郎云, 在达母鄂模

东沙地中, 池颇大。 乾隆 一统志 写

冲戈尔泊。 冲五 指得也许是该湖的名

称。

2 蒿齐忒车腾王, 去张家口八百三十

八里

这里显然落了一个 布 字, 原名应该

是 cebden, 又写作车布登, 在康熙十一年

( 1672) 至二十六年 ( 1687) 之间任右翼扎萨

克多罗郡王。 扎萨克驻特古力克呼图克井,

在独石口东北六百九十里。

(十八 ) 阿巴纳尔滚楚克卜贝勒, 去张

家口七百五十里

该部的名称不是 abnar (阿巴纳尔 ) , 应

为 aba anar (阿巴哈纳尔 )。扎萨克的名字也

不是滚 楚 克 卜, 全名 应 是衮 楚 克扎 布

( g nc g jab)。他在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 至

二十四年 ( 1685 ) 间任左翼扎萨克固山贝

子。地图中所记 贝勒 有误。扎萨克驻乌

勒扈陀罗海, 在独石口东北五百八十二里。

2 阿巴纳尔纳木嘎尔贝勒, 去张家口

六百三十四里

nam kar, 又写作纳木喀尔, 康熙十九年

( 1680) 至二十三年 ( 1684) 间任右翼扎萨克

多罗贝勒。扎萨克驻昌图山, 在张家口东北

六百四十里。

(十九 ) 阿坝垓

1 沙克沙僧格王, 去张家口六百七十

三里

阿坝垓, 一般写作阿巴噶。 Sa sasengge

(沙克沙僧格 ) 在顺治十一年 ( 1654) 至康熙

二十四年 ( 1685 ) 间任右翼扎萨克多罗郡

王。此外, 对照地图和 蒙古游牧记 记载

后发现, 图中将左右二旗的位置弄错了, 应左

旗在东, 右旗在西。扎萨克驻科布尔泉, 在张

家口东北五百九十里。

2 阿巴卓礼克图王冲, 去张家口五百

九十六里

应是阿巴噶卓哩克图王 ( aba -a in jori tu

ong) , 他的名字叫 c ng, 又写作楚英, 康熙

十七年 ( 1678) 至三十年 ( 1691) 间任扎萨

克郡王。扎萨克驻巴颜额伦, 在独石口东北

五百五十里。

(二十 ) 苏尼特

1 苏尼特王萨木扎驸马, 去张家口五

百九十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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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ja, 又写作萨穆扎, 腾机思第四子。

顺治六年 ( 1649), 尚郡主, 授和硕额驸。寻

封多罗贝勒。康熙三年 ( 1664) 年, 袭左翼

扎萨克多罗郡王, 三十七年 ( 1698) 卒。扎

萨克驻和林图察伯台冈, 在张家口北五百七十

里。

2 苏尼特阿育席王, 去张家口四百七

十九里

ayus,i 又 写作 阿玉 什, 康熙 十 四年

( 1675) 至三十二年 ( 1693) 间任右翼扎萨克

多罗杜棱郡王。扎萨克驻萨敏锡勒山, 在张

家口北五百五十里。

(二十一 ) 四子部落丹崩巴素王, 去张

家口四百四十九里。

这位扎萨克的名字叫 dam babungsu, 又写

作达木巴琫素。地图中误将 丹 和 崩

两字的位置给互换了。他在康熙十七年

( 1678) 至三十一年 ( 1692) 任扎萨克多罗达

尔汉卓哩克图郡王。扎萨克驻乌兰额尔济坡,

在张家口西北五百五十里。

(二十二 ) 喀尔喀达尔汉王诺馁, 去张

家口七百一十里

nono,i 又写作讷内, 康熙九年 ( 1670)

至四十六年 ( 1707) 间任喀尔喀右翼扎萨克

和硕达尔汉亲王。扎萨克驻塔尔浑河, 在张

家口西北七百十里。

(二十三 ) 毛明安扎萨克台吉诺尔布,

去张家口八百三十里

norbu (诺尔布 ) 于康熙十一年 ( 1672)

至雍正元年 ( 1723) 间在任。扎萨克驻彻特

泉, 在张家口西北八百里。

(二十四 ) 吴剌忒

1 达尔玛公, 去张家口九百七十六里

吴剌忒, 一般写作乌喇特。三扎萨克同驻

哈达玛尔, 在归化城西三百六十里。 darm-a,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 至二十五年 ( 1686)

间任后旗扎萨克辅国公。

2 察木查公, 去张家口九百五十四里

cam ca, 又写作 察木察, 在康熙八年

( 1669) 至二十五年 ( 1686) 间任中旗扎萨克

镇国公。

3 达喇木第公

darm ad,i 又写作达尔玛第, 康熙二十三

年 ( 1684) 至二十八年 ( 1689) 间任前旗扎

萨克镇国公。

(二十五 ) 鄂尔多斯

地图中只标出了 5个旗, 而遗漏了右翼前

旗。鄂尔多斯在归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

1 顾禄王, 去张家口九百九十里

左翼中旗扎萨克多罗郡王 g r , 又写作固

噜, 顺治十四年 ( 1657) 袭扎萨克。康熙十

八年 ( 1679 ) , 晋和 硕 亲 王, 三十 一 年

( 1692) 卒。扎萨克驻鄂锡喜峰。

2 顾禄席希卜贝勒

g r sk ib, 又写作固噜斯希布, 顺治十四

年 ( 1657) 袭左翼后旗扎萨克固山贝子, 康

熙十九年 ( 1680) , 晋多罗贝勒。四十三年

( 1704) 卒。扎萨克驻巴尔哈逊湖。

3 滚布拉席贝勒

g m b ra ,i 又写作衮布喇什。他康熙十

六年 ( 1677) 袭左翼前旗扎萨克固山贝子。

十九年 ( 1680 ) , 晋多罗贝勒, 二十三年

( 1684) 卒。扎萨克驻札拉谷。
�tw

41 /松喇卜贝勒, 去张家口一千三百四

十五里0

sung rab, 又写作松阿喇布。康熙二十一

年 ( 1682) , 袭右翼中旗扎萨克多罗贝勒。三

十七年 ( 1698 ) , 晋多罗郡王。四十八年

( 1709) 卒。
�tx
扎萨克驻锡喇布里多诺尔。

�ty

51 /杜陵公0

d�reng, 又 写 作 都 棱。康 熙 十 一 年

( 1672) , 袭右翼后旗扎萨克镇国公。三十七

年 ( 1698 ), 晋固山贝子。四十六年 ( 1707)

卒。
�tz
扎萨克驻鄂尔吉虎诺尔。

�t{

(二十六 ) /归化城 0

康熙时, 归化城土默特为左右二都统旗,

俱驻归化城, 在杀虎口北二百里。
�t|

11 /都统吴巴锡, 去张家口一千五十里 0

ubas,i 又写作乌巴什, 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至三十五年 ( 1696) 间任右翼都统。
�t}

21 /顾穆得0

g�m �de, 又 写 作 古 睦 德, 康 熙 九 年

( 1670) 至二十五年 ( 1686) 间任左翼都统。
�t~

二、牧厂

据 5口北三厅志6 记载, /太宗文皇帝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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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插汉 (即察哈尔 ), 谓此地宜畜牧, 遂历置

公私牧厂于此。自上驷院、庆丰司而外, 又有

王公大人分地。康熙年间, 马驼牛羊蕃息大约

三百余万, 考牧之盛自古未有也。0
�bku
可知, 康

熙年间察哈尔的牧厂已得到很大的发展。

(一 ) /正蓝旂牧厂, 去独石口三百二十

二里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该牧厂在张家

口北镶蓝旗牧厂西, 镶黄旗察哈尔东。
�bkv

(二 ) /镶白旂牧厂, 去张家口三百九十

七里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该牧厂在独石

口北、红城西北, 倒哈俄包兔西。
�bkw

(三 ) / t 旂牧厂, 去张家口三百六十二

里 0

这里字迹不清,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镶白旗还有一个牧厂, 可能就在此位置。

(四 ) /正白旂牧厂, 去张家口三百四十

二里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该牧厂在独石

口外红城子北。
�bkx

(五 ) /镶黄旂牧厂, 去张家口三百一十

四里0

据乾隆 5一统志 6 记载, /镶黄等四旗牧

厂在张家口北一百里控果罗鄂博冈。东西距一

百四十里, 南北距一百五十里。东至镶蓝旗牧

厂界九十里, 西至正黄旗牧厂界五十里, 南至

宣化府边界四十里, 北至镶黄旗察哈尔界。又

一厂在独石口外一肯大壩北, 四至不详。0
�bky
但

观察后发现, 其东至并非是镶蓝旗, 由此可见

似乎是绘图者对方向发生了错觉。

(六 ) /正黄旂牧厂, 去张家口二百五十

六里0

据乾隆 5一统志 6 记载, /正黄等四旗牧

厂, 在张家口西北一百里诺木浑博罗山。东西

距一百三十里, 南北距二百五十里。东至镶黄

旗牧厂界, 西至正黄旗察哈尔界。南至边界,

北至正黄旗察哈尔界。0
�bkz

(七 ) /正红旂牧厂, 去张家口二百五十

六里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该牧厂在独石

口东北, 老彰沟西, 椴木梁东。
�bk{

(八 ) /镶红旂牧厂, 去张家口四百六十

二里 0

5口北三厅志6 和 5一统志 6 都没有记载

其位置, 图中绘在紧挨着正红旗牧厂的西边。

(九 ) /镶蓝旂牧厂, 去张家口四百一十

八里 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记载, /在张家口东

北, 登奴素泰西。0
�bk|
但图中标出在镶红旗牧厂

和归化城土默特的中间地方, 应是错误的。

(十 ) /兵部牧厂0

其实, 以上各旗牧厂都属于兵部的八旗牧

厂。设总管等官员经营管理。
�bk}
这里标出的兵

部牧厂应该是统称, 因为标示各部牧地时也存

在类似情况, 误将部落名称当作地名标记。

(十一 ) /两黄旂马驼牛羊等厂 0

据 5口北三厅志 6, /又自吗呢图至什巴

尔台又自音图西至插汉巴尔哈逊地方系镶黄旗

牛群牧厂。0 /又自布尔哈台至翁闻山地方系

镶黄旗羊群牧厂。0
�bk~
这应该是属于庆丰司的牧

厂。此机构主管宫廷坛庙祭祀及牛羊群畜牧事

务。

据上述文献记录, 属于庆丰司的牧场有镶

黄、正黄、正白三旗官驼马群牧厂和镶黄、正

黄、正白三旗官牛羊群牧厂, 但书中没有说明

其具体占据的地理空间。本图中将两黄旗马驼

牛羊等厂标在正黄旗牧厂南边, 这或许表明绘

图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知道, 之后因农耕

的开展, 这些牧厂都迁移到北部的草场。 1892

年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所看到的两黄旗牧厂,

已移到苏尼特和察哈尔边界处。
�blu

(十二 ) /杨席穆0

牧场名称, 一般称为养息牧牧厂, /在盛

京锦州府广宁县北二百一十里彰武台门外。东

西距一百五十里, 南北距二百五十里。东至科

尔沁左翼前旗界九十里, 西至土默特左翼界六

十里, 南至彰武台边门五十里, 北至科尔沁左

翼前旗界二百里。0
�blv

三、山川地名

图中从西边开始一直到东北边标出了一个

/几 0 字形山脉, 但没有显示名称。这或许应

该标示贺兰山、大青山、大兴安岭等山脉, 然

而其走向的不准确性是显而易见的。相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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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河流的名称标示很明确, 其中也简单地标

示出了黄河的走向, 但没有写出其名称。另

外, 标出了一些湖泊, 但存在将湖泊的名称和

河流的名称弄混的现象。下面一一探讨标有名

称的山川河流。

(一 ) 河流

11 /白河 0

据 5一统志 6, 白河在牧厂 (指御马厂 )

东南界。自独石口东南冬河口流出边, 又东南

流入石汤岭。
�blw
但图中把白河画在正白旗牧厂

东南界。

21 /伊白尔遂赫河 0

据 5一统志 6, /在牧厂东南界。土人名

额伯里遂黑河。在独石口东南五十里, 源出兴

安山, 东南流至龙潭会白河。0
�blx
笔者认为,

/额伯里遂黑河0 和 /伊白尔遂赫河0 都是同

一个蒙古语 ÊbÊr s�ike的不同音译。图中河流

的走向和两个河的汇合都与上述记载吻合。

31 /毛哈希尔河0

据明末米万春 5蓟门考 6 载, /自满套儿

向南, 由地名弩嗑儿至汤河, 番云毛哈气儿将

百里。0
�bly
同书另一处记述满套儿的地理位置

说, /插汗根儿, 番云即白庙儿。在独石口东

北。西虏若自插汗根儿向东南行约七十八里,

至地名甘答苏太, 再行七十八里至地名石伯

岭, 行二日至地名满套儿。此满套儿乃犯石塘

岭、古北口、曹家寨三路之总括也。0
�blz
可以推

测 /毛哈希尔 0 和 /毛哈气儿 0 可能是同一

个蒙语地名的不同汉译。

41 /宜孙河0

据 5一统志 6 记载, /滦河, 在牧厂 (指

御马厂或上都牧厂 ) 西。俗名上都河, 即古

濡水也。源出独石口东南山中, 西北流至乌蓝

城东, 折而东北, 经旧开平城南, 东流折而

南, 至郭家屯, 入承德州界。复东南流, 至喀

喇河屯, 合宜孙河、热河诸水, 流入边城, 至

永平府迁安县界, 始名滦河。0
�bl{
可见宜孙河是

滦河 (或上都河 ) 的一个支流。

51 /辽河 0

辽河, /在 (科尔沁 ) 左翼东南四百五十

里。自永吉州西北流入境, 经额尔金山, 西北

流入左翼后旗界。又西南流会潢河入边。0
�bl|

61 /孩儿河0

这或许是一般称谓的 /合河0, /蒙古名

和尔。自扎鲁特左翼之北, 东流入境, 经

(科尔沁 ) 左翼西北三百三十里。又东经右翼

西一里。又东经右翼前旗、后旗地, 入因沁插

汉池。0
�bl}

71 /嫩江 0

据 5水道提纲6, /嫩泥江即嫩江, 亦曰

诺尼江, 古名难水, 亦曰那河。明初曰脑温

江, 又名忽剌温江。源出黑龙江将军界内衣克

古克达地东北衣克呼里山之西南干山, 东南流

曰嫩色禽, 东南流百里许与西南来一源水会。

又东南二百余里有一河, 自西北大山东南流合

二水来会。又东南百余里有衣思肯河自西大山

合二水, 东南曲曲四百里而东南会, 折东流百

里有那药里河自北合三水而南来会 , , 0
�bl~
又

据 5一统志6, 嫩江, /即脑文江, 亦曰诺尼

江。在 (郭尔罗斯 ) 前旗东北二百七十里。

自扎赖特界流入境, 南流会吉林江。按: 嫩江

古名难水, 亦曰那河。明时名脑文江。又名忽

剌文江。0
�bmu

81 /达尔河0

据 5实录 6 记载, 康熙三十年 ( 1691 )

十二月, /丁亥, 理藩院题覆, 达尔河等种地

积谷。上谕大学士等曰, 边外积谷, 甚属紧

要。达尔河地方, 著交与内务府派各庄壮丁耕

种。0
�bmv
联想当时准清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康熙

帝考虑到粮食的需要, 在有些蒙古地方开垦土

地开始种植谷物, 以解决部分军用粮食。

从上述资料了解到, 康熙三十年时, 清朝

派内务府壮丁、八旗庄屯人和盛京人役, 在达

尔河、呼儿河、席喇穆伦河等三处耕种情形。

但从 5一统志 6 和 5蒙古游牧记 6 中没有找

到同名的河流, 这或许应是指注于达尔湖

(或捕鱼儿海 ) 的一个小河名称。该湖在昭乌

达盟克西克腾旗境内。

91 /达尔多河0

目前从文献中没有找到相关名称的河流。

101 /胡赫吴素河0

据 5一统志 6, /科克乌素泊, 在牧厂

(估计是指太仆寺右翼牧厂 ) 北三十里。0
�bmw

111 /代韩河0

代韩, 又写作代哈, 但文献并没有说是河

流, 而称为湖泊。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时就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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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过。代哈池, 在杀虎口东北百七十里。
�bmx

121 /虎耳河 0

应该是和 /呼儿河 0 指得是同一个地点,

也称为呼尔泊。其位置在苏尼特左翼东南六十

五里。
�bmy

13. /席喇穆 0

这应是指席喇穆伦地方。据前引 5实录 6

的记载, 康熙年间在席喇穆伦等三处耕种土

地。地图中标示的是一个湖泊, 但实际上没有

这种湖泊, 推测耕种的地方应是席喇穆伦河

( siram �ren, 西喇木伦, 或称潢水 ) 源头的某

个地区。

(二 ) 山脉

11 /大鄂希山 0

Y eke (伊克 ), 蒙古语, 大的意思。大颚

希山即伊克鄂希山, 在牧厂 (指镶黄等四旗

牧厂 ) 东北四十里。
�bmz

21 /小鄂希山 0

其他文献记载中没有发现它的位置。

31济尔克

据 5水道提纲6, 注于达尔湖 (或捕鱼儿

海 ) 的公姑尔河源出巴颜集禄克 ( bayan

jir�ke) 山。
�bm{

Jir�ke (集禄克 ) 也可以音写为

济尔克。这或许指的就是巴颜集禄克, 但问题

是济尔克被标记在乌珠穆沁左翼北部, 与巴颜

集禄克山的确切位置不符。

四、其他地名

(一 ) /元人旧居之所0

这是在乌珠穆秦以东的一个地点标出的地

名。这里确实是在北元初期蒙古汗庭长期居住

的地区。 1370年左右自昭宗从应昌北走后,

北元汗庭一直活动于东部克鲁伦河中下游, 南

至大兴安岭一带,
�bm|
而图中没有标出克鲁伦河。

(二 ) /喀尔喀旧居之所 0

在四子部落和苏尼特部落以北标出该地

名。有关该地名的问题, 因关系本地图的绘制

时间, 准备在结语中深入讨论。

(三 ) /自界以北乃三十旂喀尔喀游牧之

所 0

一般的历史知识是, 清朝在喀尔喀任命扎

萨克和设旗的时间是在康熙三十年 ( 1691)

多伦会盟以后。但是, 有关当时旗的总数, 田

山茂统计说有 32个,
�bm}
而纳楚克多尔济认为当

时任命 35个扎萨克就是等于设 35个旗。那

么, 何时喀尔喀变为 30个旗呢? 据内阁蒙古

堂档, 康熙二十七年 ( 1688) 喀尔喀逃到清

朝边界以后不久, 就开始增设扎萨克、旗

(和佐领 )。
�bm~
虽然没有一处记载明确说明拥有

30个旗的具体时间, 但可以推测其时间应在

多伦会盟之前。

又据 5朔漠 方 略 6, 康熙 二 十八 年

( 1689) 确实在左翼的车臣汗部和右翼的伯苏

特增设多名新扎萨克。
�bnu
其实, 一直到乾隆中

期, 持续不断的在喀尔喀增设扎萨克旗, 而康

熙三十六年 ( 1697) 复还旧牧时为 55旗。
�bnv
那

么, 可以推测喀尔喀拥有 30个旗的时间是在

1688年至 1691年间。

(四 ) /打草滩 0

林丹汗走死在 /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

地方。0
�bnw
其地理位置在今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

境内, 蒙古人称为西喇塔拉, 意为黄草滩。而

地图中出现的该地名标在滦河 (即上都河 )

流域, 靠近长城处。可见应该有两处 /打草

滩0 之地, 但无法确定后一 /打草滩 0 的蒙

古名。据 5清实录 6 载, 崇德元年 ( 1636 )

六月, 太宗皇太极命和硕成亲王岳托等派兵前

去靠明边的打草滩等处侦探。
�bnx

(五 ) 接壤地区的地名

11 /木边 0

也称为 /柳条边 0, 是清前期在东北地区

与内蒙古之间建成的分界线, 是一条由壕、

堤、柳组成的边墙, 其目的是保护满洲人发源

地。
�bny
顺治至康熙年间建成, 分为老边和新边。

但图中只画出了一个基本的直线, 不符实际情

况, 其实后来形成的康熙 5皇舆全览图 6 中

所标出的柳条边也和本图差不多, 是单线形式

的。

21 /宁夏 0

当时为甘肃省的一个府, 与伊克昭盟和阿

拉善厄鲁特旗接壤。

31 /靖边 0

清初为长城边上的陕西省一个堡, 俗名新

城堡, 蒙古人称为 boro qo ta, 位于伊克昭盟和

陕西省接壤之处。雍正九年 ( 1731) 置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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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榆林府。
�bnz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从各扎萨克的任

职时间和有关喀尔喀设旗问题的探讨中, 推测

出 /口外诸王图0 的绘制时间。该图应是以

地图中出现的各扎萨克任职期间或卸职后不久

的信息为根据绘制的。我们从文献资料中了解

到, 科尔沁右翼前旗扎萨克和硕卓哩克图亲王

鄂齐尔在康熙七年 ( 1668 ) 袭爵, 到二十一

年 ( 1682) 以罪削, 推测地图信息的时间限

在康熙二十一年之前。然而, 任期在康熙二十

三年 ( 1684) 以后的几位扎萨克 (如, 乌喇

特后旗扎萨克辅国公达尔玛、乌喇特前旗扎萨

克镇国公达尔玛第等 ) 的名字也出现在地图

上。看来地图上的有些信息是已过去的或不同

年代的东西, 这应与绘图者信息来源有关, 他

们或许根据的是理藩院、内阁等机构过去一段

时间的档案资料。因此, 我们可以把绘图的时

间段进一步设想为康熙十九年 ( 1682) 至二

十四年 ( 1685) 间。这就能较有说服力地解

释出地图中出现如此多扎萨克王公的年代问

题。

另外, 有关地图中两处标注在内蒙古游牧

的喀尔喀部落的问题。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出

版时, 也以准清战争时期喀尔喀南迁事件为根

据, 判断绘图时间为康熙二十七年 ( 1688)

至三十六年 ( 1697) 间。但笔者看来, 这种

认定证据不充分。虽然在内蒙古的地图中确实

出现了两处喀尔喀的名称, 但他们都是康熙初

年之前已来到该地, 后来一直在内蒙古的部分

喀尔喀人。这和后来准清战争期间移牧内蒙古

的喀尔喀部落不同。图中没有标出南迁后喀尔

喀部落的居住地点。如果仅据这些信息判断绘

图的时间为上述时段是不准确的。同时, 根据

图中提到的 /喀尔喀旧居之所 0 和 /此界以

北乃三十旂喀尔喀游牧之所 0 等内容判断,

准清战争期间, 喀尔喀部落的大部分人在内蒙

古得到安置, 其时间是在康熙二十七年

( 1688) 至三十六年 ( 1697) 间。/旧居之所 0

当然可以理解成喀尔喀移住内蒙古之前的故

地, 但这样就难以解释同时出现的 /三十旂

喀尔喀游牧之所 0 字样。因为康熙三十六年

喀尔喀从内蒙古返回故地时, 其旗数不止 30

个, 已达 55个, 这在前面已经提到了。那么,

假如图中提供的旗数是准确的数字, 绘图时间

应在康熙二十七年至三十年 (多伦会盟举行

的年份 ) 之间。由此可见, 绘图者是以康熙

二十一年至三十年间不同年代的信息为依据绘

制成地图的。以上是我们对绘图时间的初步判

断。

还有可以 佐证的是, 康 熙二十三年

( 1684) 清圣祖玄烨下令启动与政治密切相关

的两个文化工程, 即编纂 5大清一统志 6 和

5大清会典 6。但其准备工作在前一年已经开

始, 康熙二十二年 ( 1683) , /谕大学士等,

朕观靳辅所绘黄河图, 淮黄交会之处, 形势颇

相吻合。其河北一带, 于所题本章矛盾者甚

多。应令工部行文总河, 详加绘图总进。其各

省地图, 应行文该地方官, 绘送兵部, 以备披

览。至塞外地名, 或为汉语所有, 或为汉语所

无, 应察明, 编入 5一统志 6。0
�bn{
可见, 当时

已经开始绘制全国各地地图, 其中包括塞外蒙

古地区, 并欲绘制成后编入 5一统志 6。然

而, 康熙二十九年 ( 1690), 因主管官徐乾学

染病携带图书资料回到原籍苏州继续纂修, 直

至三十三 ( 1694) 病死, 终康熙朝没有完成

5一统志 6。由此可以进一步判断绘图时间应

为康熙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间。

虽然我们没有见到康熙 5大清一统志 6

的完整版本, 但据说稿本确实包括图和外藩等

门类。
�bn|
将今天能看到的乾隆 5钦定大清一统

志6 /藩属蒙古全图 0 与 /口外诸王图 0 对照

后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渊源关系。尤其是与

5皇舆遐览 6 公布的另一幅蒙古地图 /河套

图0 对照后, 更是让人惊奇不已, 两图合起

来正好与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的 /藩属蒙古

全图 0 相吻合。
�bn}
可见后图是以前两个图为底

本绘制出来的, 或继承以其为底本的地图而形

成的。此外, 康熙朝 5大清会典 6 是康熙三

十三年 ( 1694) 编纂完成的。嘉庆朝纂修

5重修一统志 6 时, 将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藩属蒙古全图 0 改称为 /外藩蒙古舆图 0,

但对原图没有进行修改。然而, 绘制嘉庆

5会典图 6 时, 制成两个内蒙古图, 其信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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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口外诸王图6, 载 5皇舆遐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内容分别和 /口外诸王图 0 、 /河套图0 对

应。
�bn~

与此对比, 康熙 5皇舆全览图 6 反映的

信息大多都是自然地理内容
�bou

, 很少涉及 /口

外诸王图 0 上出现的扎萨克王公的驻地等人

文地理信息。因此, 虽然难以否定康熙晚期绘

制 5皇舆全览图 6 有关蒙古地区地图时曾参

考 /口外诸王图 0, 但若完全说该图是 5皇舆

全览图 6 的底本
�bov
也缺少说服力。各种版本

5皇舆全览图 6 的介绍当中也没有发现有类似

的分图。另外, 在 /口外诸王图 0 上没有经

纬度, 这与 /河套图 0 和 /色楞厄河图0 等

5皇舆全览图6 的分图明显不同, 这也可作旁

证。

通过以上的研讨我们大抵可以了解到, 这

份 /口外诸王图0 (或相近的摹绘图 ) 首先是

作为康熙 5大清一统志 6、 5大清会典6 中有

关蒙古地区地图的底本而形成的。但从 /口

外诸王图 0 提供的很多信息不太准确来看,

该图可能是诸多底本中准确度较低的一个。这

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初学者对蒙古地区地

理知识的匮乏。之后形成的各类清代蒙古地图

是在多个类似底本重复绘制的基础上逐渐完成

的。

¹ 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能看到的有福克司 5朱思本的

中国 /蒙古图0 和 /广舆图06 ( 5辅仁学志6 专刊第

8册, 1946年 )、田清波 5关于鄂尔多斯蒙古七旗地

图6 (内蒙古伊克昭盟档案馆: 5鄂尔多斯研究文集 6

第二辑 )、海西希 5蒙古地名6 (威斯巴登, 1966年、

1978年、 1981年 ) 等。约 # 弗# 巴德利在 5俄国 #

蒙古# 中国6 (吴持哲、吴有刚汉译本, 商务印书馆,

1981年 ) 一书中公布蒙古准噶尔部地图 5雷纳特 1

号图6 和 5雷纳特 2号图6, 并进行过相关研究。此

外, 国内外还有一些地图的信息 (如邓衍林编 5中国

边疆图籍录6、李孝聪 5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

录 6、 Futaki hirosh:i Land scapes R eflected inO ld

M ongg o lian M aps等 ) 也能看到, 在此不一一介绍。

º 5皇舆遐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 6,

第 2页。

» JarliC iyer toC taCaCsan CadaCadu m ongCol qotong

aim aC uud un iledkel Íastir, deged� 1、 265duCar

qaCudasu, �b�r mongCo l un arad un keble l un qor 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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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on. 以下蒙古文人名、地名都参考此书, 不一一

注明。但应说明的是, 因此书错误很多, 笔者结合汉

文音译取其认为正确的读音。

¼ 5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6 (下作 5表传 6 ),

卷一表第一、卷十七传第一。

½ ¿ Á �lv �lx �l| �l~ �mu �mw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

四百五;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七; 5蒙古游

牧记6 卷一。

¾ À 5表传6, 卷一表第一、卷十八传第二。

Â �lw �ly 5表传6, 卷一表第一、卷二十传第四。

�lz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五;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七。5蒙古游牧记6 卷一记载:

/在喜峰口东北千四百里。0

�l{ �l} 5表传6, 卷一表第一、卷二十一传第五。

�mv 5表传6, 卷一表第一、卷二十二传第六。

�mx 5表传6, 卷二表第二、卷二十三传第七。

�my �m{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六; 5嘉庆

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八; 5蒙古游牧记6 卷二。

�mz 5表传6, 卷二表第二、卷二十四传第八。

�m| 5表传6, 卷二表第二、卷二十五传第九。

�m}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四; 5蒙古游牧

记6 卷二。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五 )

的记载将右翼和左翼的扎萨克驻地互换了。

�m~ �nv 5表传6, 卷二表第二、卷二十五传第九。

�nu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五;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四; 5蒙古游牧记6 卷二。

�nw 应为喀尔喀左翼界。

�nx 5蒙古游牧记6 卷二。

�ny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二十六传第十。

�nz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六;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五;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n{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二十七传第十一。

�n|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六;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五;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n} �ou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二十八传第十二。

�n~ �ov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七; 5嘉庆

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六;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ow �oy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二十九传第十三。

�ox �oz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五; 5嘉庆

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六;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o{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三十传第十四。

�o|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六;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六;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o} �pu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三十一传第十五。

�o~ �pv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六; 5嘉庆

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九;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pw 5表传6, 卷三表第三、卷三十三传第十七。

�px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九; 5蒙古游牧记6 卷三。

�py �p{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四传第十八。

�pz �p| �rx �rz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 5蒙古游牧记6 卷

四。

�p}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五传第十九。

�p~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 5蒙古游牧记6 (卷四 ) 的

记载与前述 5一统志6 的记载不同, 将右翼和左翼的

内容互换了。

�qu 5蒙古游牧记6 卷四。

�qv 和珅等奉敕撰: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七, 四

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qw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五传第十九。

�qx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

�qy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八传第二十二。

�qz �q| �q~ �rv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修一统志 6 卷五百四十一; 5蒙古游牧记6

卷四。

�q{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八传第二十二。

�q} �ru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七传第二十一。

�rw �ry 5表传6, 卷四表第四、卷三十六传第二十。

�r{ 5表传6, 卷五表第五、卷三十九传第二十三。

�r|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 5蒙古游牧记6 卷五。

�r} 5表传6, 卷五表第五、卷四十二传第二十六。

�r~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三; 5蒙古游牧记6 卷五。

�su 5表传6, 卷五表第五、卷四十传第二十四。

�sv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七;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一; 5蒙古游牧记6 卷五。

�sw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八;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二; 5蒙古游牧记6 卷五。

�sx �sy �sz 5表传6, 卷五表第五、卷四十一传第二十五。

�s{ �s} �tu �tw �ty �t{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

八;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三; 5蒙古游牧

记6 卷六。

�s| �s~ �tv 5表传6, 卷六表第六、卷四十三传第二十七。

�tx 5表传6, 卷六表第六、卷四十四传第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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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传6, 卷六表第六、卷四十四传第二十八。

�t|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八;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八。

�t} �t~ 5表传6, 卷十五表第十五、卷一百十二传第九

十六。

�bku �bkv �bkw �bkx �bk{ �bk| �bk~ 5口北三厅志 6 卷六 /考牧0。乾隆

二十三年刻本。

�bky �bkz �blv �blw �blx �bl{ �bmz (乾隆 ) 5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九

/牧厂0;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八。

�bk} 5清朝文献通考 6 卷一九三 /兵十五 # 马政 0;

5八旗通志初集6 卷二十九 /兵制志四0。

�blu [俄 ] 阿# 马 # 波兹德涅耶夫 著, 刘汉明、张梦

玲、卢龙 译: 5蒙古及蒙古人6 第一卷, 第 682) 684

页,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9年。

�bly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 5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6

第一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0年, 第 561页。

�blz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 5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6

第一辑, 第 560页。

�bl|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五;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七。

�bl}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七; 5水道提纲 6

卷二十七 /塞北漠南诸水0。

�bl~ 5水道提纲6 卷二十五。

�bmu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6 卷四百五; 5嘉庆重

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八。

�bmv 5圣祖仁皇帝实录6 卷一百五十三, 康熙三十年十

二月丁亥。

�bmw (乾隆 )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九 /牧厂0;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四十八。

�bmx �bmy 5水道提纲6 卷二十七 /塞北漠南诸水0。

�bm{ 5水道提纲6 卷二十七 /塞北漠南诸水0。

�bm| 达力扎布: 5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 6,

5明清蒙古史论稿6, 民族出版社, 2003年。

�bm} [日 ] 田山茂著, 潘世宪译: 5清代蒙古社会制

度6, 商务印书馆, 1987年, 第 84页。

�b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编:

5清内阁蒙古堂档6,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八册, 第 410) 411、 417) 418页。

�bnu 5朔漠方略6 卷五。

�bnv 张穆: 5蒙古游牧记6 卷七。

�bnw 5清太宗文皇帝实录6 卷二十, 天聪八年十月庚

戌。

�bnx 5清太宗文皇帝实录6 卷三十, 崇德元年六月戊

寅。

�bny 杨宾: 5柳边纪略6; 5奉天通志6 卷七八 /山川0。

�bnz 丁锡奎: 5靖边县志稿6 第一卷 /建置志0, 成文

出版社, 1970年。

�bn{ 5圣祖仁皇帝实录6 卷一百十一, 康熙二十二年八

月壬寅。

�bn| 参见张艳玲 5三部 3一统志 4 比较研究6, 5清史

论丛6 2005年号,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5年。

�bn} 5钦定大清一统志 6 卷四百三 /藩属蒙古全图 0,

四库全书本。

�bn~ (嘉庆朝 ) 5钦定大清会典图6 卷二百三十一 /内

蒙古图一0、 /内蒙古图二0, 文海出版社, 1992年;

5嘉庆重修一统志6 卷五百三十四 /外藩蒙古舆图 0,

四部丛刊本。

�bou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 5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

康熙皇舆全览图6, 外文出版社, 2007年。

�bov 5皇舆遐览: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 6,

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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