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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康雍乾三朝平定

边 叛乱之分期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叛乱是少数分裂者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统治者顺应

民心 ,出 兵平叛 ,具 有进步性。本文通过清代康雍乾三朝的平叛策略、地区、效果的分期

比较研究,证 明统一、团结是民心所向。但不同阶段的策略会导致不同的效果 ,直 接影

响到统治者对边疆的开发与经营,影 响到边疆的稳定程度。

关键词 康雍乾三朝 平定边疆叛乱 分期比较

清代康雍乾三朝的边疆叛乱 ,集中于西藏、青海、天山南北和内外蒙古地区,其行为具有分裂

国家、破坏团结的性质 ,违背了自秦汉以来的统一进程。康雍乾统治者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坚

决打击和镇压分裂割据势力的叛乱活动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独立 ,捍卫了领土的完整 ,

加强了对边疆的有效管理。自乾隆中期开始 ,包括东起黑龙江库页岛,西至巴尔喀什湖 ,南起南海

诸岛 ,北抵恰克图的广大地区都是我国的神圣领土 ,汉 、藏、蒙古、满、回、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共同

开发祖国 ,经营边疆 ,使清朝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繁荣封建大帝国。十数次的平叛战争不

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暴行、灾难、痛苦 ,然而对于维系统一的中华民族、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言 ,它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行为 ,有利于消除影响国家稳定的因素 ,有利于社会正常的发展。因此 ,平叛战

争是具有进步性质的战争 ,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如何把因战争而导致的损害减少到最低程度 ,如

何稳定、巩固战后边疆地区局势等问题尚可给予总结 ,得出经验教训。本文以三朝平叛政策发生

变化的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为 界 ,把平叛历史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比较研究 ,并 将重点揭

示乾隆后期定边政策的若干不尽人意之处 ,以 期把有关学术问题的讨论向前推进一步。

一 不同阶段的平叛策略有差异

叛乱是危及国家有效管理、颠覆政权的行为。统治者对此态度十分明确 ,采用政治招抚和武

力镇压的政策进行解决。然而不同阶段的不同环境因素影响到二者的主次关系 ,笫一阶段中政治

和抚的策略居于主导地位 ,国 家与人民的损失程度相对较轻 ,战后的边疆经营困难相对较小 ;第

二阶段中武力镔压的策略居于主导地位 ,因 战争而带来的损失则相对较重 ,战后边疆经营的困难

亦相对较大。

玄烨即位 ,就 以经营筹划天下事为己任。在平定三藩、稳定海防之后 ,把统一经营的眼光移向

北疆。康熙皇帝阅历朝史册 ,观各代盛衰 ,析边地得失 ,认为顺民心而行 ,国势必隆 ;逆 民心而向 ,

国势必衰。战事一开 ,国 帑虚耗 ,殃及平民,劳师縻饷以至民怨载道 ,赖以统治的政治经济基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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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受损 ,因 此得出
“
守边之道 ,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 ,则邦本得 ,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

也
”「l彐

的结论。但是叛乱者的行为影响到中国的
“
一统之盛

”E2D,势 必进行声讨 ,这是千百年来亘古

不变的道理。叛乱是少数上层贵族人物满足私欲的行为 ,广大的下层人民则是受蒙蔽或是被挟持

参与的无辜者 ,因 此在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基础上 ,广泛宣传招抚、优降政策 ,通过各种渠

道分化瓦解叛乱阵营 ,孤立叛乱首领集团 ;甚至叛乱首领 ,一旦放下武器 ,中止行动 ,“ 亦无有不抚

之理
”r:〕

,从而把战乱导致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只要消除作祟人物。广大的群众仍然是开发经

营边疆的主力军。所以
“
行军之道 ,惟以民心为要

”匚4],这成为康熙平叛的指导思想。雍正时期以及

乾隆早期 ,继承了康熙制定的政策 ,认为平定边疆叛乱 ,是
“
杀一人以安千万人

”
,尔后天下享一劳

永逸之福的神圣事业 E5彐 ,但是只要叛乱者
“
悔罪来归 ,即行宽宥 ;情急来归 ,加意抚恤

”r61。 巩固统

一 ,安抚边民,休养生息 ,和 睦发展 ,维护团结才是平叛的动机与目的。

在以和为贵、怀柔弥远的政策指导下 ,清政府尽量以德弥怨 ,和 抚解决叛乱问题。1688年初 ,

噶尔丹领军进入喀尔喀地区;挑起武装叛乱。康熙帝首先派出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深入叛乱军营 ,

同时晓谕达赖五世遣使诏令
“
休兵罢战 .永息兵戎

”E?],各 相安乐。罗 卜藏丹津据青海以叛 ,侍郎常

寿两次进入叛乱兵营 ,诏 旨息真罢战,各相和睦 ,力 争化干戈为玉帛。1755年 ,乾隆反复强调对待

厄鲁特的政策 ,希望厄鲁特首领深明大义 ,率部来归 ,维护统一团结 ,则
“
一体封爵

”E:∶ ,并且
“
使居

原游牧处 ,不令他徙
”
。在叛乱头目坚持原来立场 ,和 平无法解决事端的前提下 ,清廷方出兵消灭

其有生力量 ,迫使叛乱中止。

纵观这一阶段统治者用兵 ,除 对叛乱首脑集团采用坚决镇压手段外 ,其 目的与动机都单一而

明确 ,∵旦叛乱者中止行动 ,即 不复采用军事手段 ,这是一种有限的军事行为。这种以和为主、以

攻求和的策略 ,不仅可以达到近期的战略目的 ,收复失地 ,防止分裂割据 ;同 时还可以达到长远的

战略目标 ,怀柔弥远 ,吸 附民心 ,减少战后经营的困难 ,尽量清除边疆的不安定因素 ,确 保边疆的

稳定与发展 ,实 现边疆的长治久安。这一策略方针较元、明以军事示边和笫二阶段的平叛政策重

心而言 ,无疑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清统治者的平叛政策重心发生了转变 ,以 武力镇压为主的策略上

升到主导地位 ,和 抚政策降到从属地位。经过近百年的治理 ,清廷国帑充盈 ,国 力蒸蒸日上 ,出 现

了盛世局面 ,这为统一开发新疆提供了便利条件。新疆地区历来为我国领土 ,汉唐设有行政机构

进行管理。明末清初 ,中原混乱 ,厄鲁特部上层贵族趁机发展势力,控制了天山南北地区,企图造

成割据一方、分裂祖国的局面,但是广大群众渴望统一 ,民间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 ,官方互市规模

日益扩大。厄鲁特贵族反复无常 ,时顺时叛 ,尤 以阿睦尔撒纳的多变最为典型。因此 ,乾隆认为边

疆上层人物的态度暧昧不定 ,“ 主和好则彼轻而生心 ,张挞伐则彼畏而敛迹
”[9〕 ,其心狡诈 ,饰辞投

顺 ,旋即生变 ,不如大张挞伐 ,严厉处工 ,扫 除统一障碍 ,“
J}隹老幼羸弱之人 ,或可酌量存留

”rm∶ ,其

余人等 ,不宜稍示姑息。大兵进剿 ,必有降众 ,其头目先行送移京师 ,所属人众 ,移往内地 ,相机办

理E【 i)。
嗣后出兵南疆 ,平定大小和卓木叛乱。乾隆认识到平定准噶尔部的失误 ,颁布了首恶必办、

区别对待的政策 ,“此次兴师 ,特为霍集占一人
”
,平 民百姓

“
全无干涉

”112]。 对待降众则严密监视 ,

出现反复 ,即行办理「【31。 可见,为 彻底统一全国 ,武 力平叛的方针已上升到主要地位。

二 不同阶段的平叛重心不同

第∵阶段是清朝稳定统治的重要时期。为确保一统之势 ,首先必须保障统治中心的安全 ,建

立防卫京师、内地的屏障 ,方能有条不紊的进行拓疆之业。因此 ,此阶段统治者对边疆地区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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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经营重心主要集中于西藏、青海、内外蒙古 ,尤其是外蒙古地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有着

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西藏南邻印度、锡金、不丹、尼泊尔等国家矽卜蒙古是防止俄罗斯南下入侵

的屏障,并与内蒙地区构成漠西厄鲁特东进与清争天下的重要通道。同时这△地区在宗教地位上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西藏是喇嘛教的起源地,其影响经青海地区远及漠西、漠南、漠北三大蒙古

人居住地 ,并深入蒙古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该地区的稳定与巩固,对清朝逐步完成
“
共四海之利为

利 ,ˉ天下之心为心”E】硐
,建立“泱泱上国

”
,无疑有巨大作用。             Ⅱ

有清一代 ,蒙藏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蒙古
“
笃信喇嘛,久 已惑溺,家家供养

”〔1s),“尊信佛教 ,

惟其言是从
”。一旦寺院首领与世俗分裂势力相结合,将给清朝统治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影响到

统ˉ的进程,故
“
喇嘛之教亦不轻弃

”D臼 。统治者继承了长期以来对黄教的扶持政策,1713年 册封

班禅四世为
“
班禅额尔德尼

”
,赐予黄金印册。1716年 ,噶桑嘉措被保护移往青海塔尔寺安置待坐

床,在驱逐准保藏胜利后留兵3000人 ,分住拉萨、日喀则,负责达赖、班禅的安全防卫。1729年 ,为

防止被劫 ,七世达赖被移往锡所泰宁惠远庙。阿尔布巴举兵叛乱 ,雍正即派内阎学士僧格、副都统

马喇入藏 ,指挥驻藏清军负责达赖安全;同 时坚决打击参与叛乱的少数寺院首领 ,济隆活佛、伊拉

克古三世活佛以及塔尔寺堪布诺门汗大活佛助纣为虐 ,被分别处罚。这种在保护之中限制、在斗

争中扶持的策略于实施中取得巨大成功:正是由于这一点的成功,加强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进

ˉ步加深了西藏人民与内地人民的感情。此后,西藏广大僧俗群众坚决维护祖国的统ˉ,无论是

外国侵略者或者是少数分裂者都不能把这片广袤领土从冲国分裂出去。

对西藏、青海、内外蒙古地区的少数分裂者的叛乱行为,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方式 ,

力求叛乱者放下武器、中止行动。清军控制该地区,改变原来的统治结构 ,完善管理机构,以 先进

的生产方式影响落后的生产关系,引 导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扩大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 ,从而逐步

实现有效治理的根本目的。

对其他地区的分裂活动,统治者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态度。康熙在驱遂准保藏胜利、喀尔喀地

区的局势稳定以后,没有立即进兵厄鲁特。雍正在稳定青海地区后,则在与厄鲁特交接地界设置

卡伦,建立阿尔泰、巴里坤两大军事基地,调兵驻防。乾隆出兵征讨达瓦齐 ,令兵丁携二月粮草 ,完

成
“
数十年来未竟之事

’’El冂 ,获胜后旋即撤军。这些都说明了康雍乾积极防御的思想。  ∷

第一阶段的平叛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西藏、青海、内外蒙古地区出现了稳定发展的局面。

乾隆二十二年 ,清朝挟征讨达互齐获胜之余威,把平定天山南北的少数贵族叛乱和统一经营新疆

放到显著地位。此前 ,由 于统治者平叛经营重心集中于西藏1青海、内外蒙古地区,无法集中力量

完成对新疆的统一,所以对新疆的关注远不如其他地区。随着边疆其他地区的日益统工和稳定 ,

新疆的统一、巩固也就成为第二阶段的重心所在。

随平叛策略的逐步演变 ,乾隆以武力统一新疆、稳定西北的决心日益坚定。1756年 ,调集山

西归化城的粮食、河南的麦面运往西安,然后转往巴里坤、伊犁。次年正月,调安西的粮食10万石

储于哈密,足够平叛军队敷用三四年。同时派陕甘总督黄廷桂督运大军所需粮草,加强安西至新

疆台站,保证联络畅通。1756年 ,兵分两路,开始统一天山南北、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役。
“
如阿

(阿睦尔撒纳)逆不获 ,即 二年,或十年 ,或二十年 ,兵 断不止”
,“叛贼一日不获,则边陲之事一日不

靖
’’El叼 。叛乱首领逃至疆外,乾隆遣使要求外域将其交回中国,否则

“
来年进兵⋯⋯必以获贼为峻

事
”E19彐 。这充分显示出乾隆统一新疆的决心。

统一天山南北以后 ,乾隆采用军政合一的统治方式 ,设置伊犁将军进行直接管辖,在乌鲁木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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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塔尔巴哈台、和阗、叶尔羌等重镇设置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各级官吏总管军

政事务 ,扩大有效控制区域。同时,在战争进行过程中,着手对新疆的经营开发 ,抽 调部分绿营兵

进行垦屯。1757年 ,第一批善于种地的兵丁开始在乌鲁木齐屯田。在出兵南疆的过程中,科布多、

巴里坤、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先后成为垦屯中心。屯兵急则征战 ,缓则农垦 ;农忙时耕耘 ,农暇时

练兵。1758年乾隆诏旨鼓励兵丁自愿携带家口,定居新疆 ,由 政府提供必要的生产资料 ,免 除一

定年限的课派。这样民屯、商屯、回屯、遣屯相继出现 ,对新疆的开发、边疆的稳定、边防的巩固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                           ,
.平叛经营重心的确立 ,避免了力量分散、有效治理不彻底的现象 ,使统治者能够有步骤、有条

理地集中力量进行开发 ,有利于清政府在边疆建立基层组织 ,扩大统治基础 ,同 时也有利于加强

内地与边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密切人民之间的感情 ,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团结 ,从而形成稳定

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

三 不同阶段的平叛效果有差异
“
兵刑为致治之原 ,衣食乃教化之本

”
。欲使边疆无忠、不动兵戈 ,需

“
平日抚驭之方 ,务在持其

大体 ,不 事烦苛 ,诚信相孚 ,恩威并济 ,专防微而杜渐
”t20J的 思想为统治阶级所接受 ;更需

“
相地土

形势 ,顺其夷情风俗 ,措施得宜 ,乃 为久远安全之计
”L2I-的 思想为官吏执行。迫不得已,兵 戎相见 ,

仍以减少损失为进兵依据。因此 ,第 一阶段的平叛策略对稳定边疆秩序产生了相对积极的效果。

历次平定叛乱 ,清政府皆因功晋爵,妥善安置有功人员 ,使之成为治理边疆的政治基础。尽管

少数分裂者挑起战争 ,但其行为都遭到广大群众的反对。1728年 ,颇罗鼐l在清军未入藏之前即率

兵俘获了阿尔布巴,1750年 ,七 世达赖率卫队稳定了拉萨的局面。清廷惩罚了叛乱头目,西藏人

民
“
咸得拔离汤火 ,安居乐业

”
,又

“
得复见天日,纷纷欢欣 ,举首叩掌

”
,莫不

“
享受安逸

”I22L。 对申

明大义、维护统一的归附者 ,清政府一一封赏 ,给予安置救济。1750年 ,准 部台吉萨喇尔率部来

归 ,封为散秩大臣。1753,土 尔扈特三车凌率部来归,分别封为正副盟长。受统一之业的感召,1753

年至1755年 ,厄鲁特蒙古贵族来归者多达⒛ 余次「23]。 对土尔扈特部的救济于1753— 1755年多达

七次。1755年 ,达 什达瓦部来归 ,在两年的时问内,先 后安置于阿尔泰、鄂里坤 ,热河和察哈尔地

区,救济达o次。清政府的种种措施 ,对平叛的顺利进行和边疆地区的稳定 ,产 生了积极的作用。

历次出兵 ,广大的边疆地区成为根据地 ,提供了大量的兵丁、牲畜、粮萆。康熙亲征噶尔丹 ,

中、西两路各有蒙古精骑万人参战挽运 ,当 地居民主动担任向导 ,所过之途 ,“ 附近扎萨克及牧场

蒙古率妻子迎献酒浆、酥酪者沿途欢拥
”L2亠 」。各部蒙古鞍前马后 ,拼力冲杀 ,辄 以所部为军锋 ,效

命疆场 ,额附策凌被乾隆誉为
“
国家长城

”
。平叛的措施分化了叛乱阵营。“彼国兵多 ,富而且盛 ,中

华皇帝 ,乃 活佛也
”L25j。

清廷出兵 ,沿途
“
大者数千户 ,小者数百户 ,携酪酮 ,献羊马 ,络 绎道左 ,师

行数千里 ,而无一人抗颜者
”L26];并 且积极追随清军 ,达什达瓦部参战1000人 ,瓜州颔敏和卓率 3

万人效命 ,扎哈沁部德济若率部参战等等 ,扩大了反对分裂的阵营 ,成为平叛战争中的重要力量。

由于收附了民心 ,喀尔喀
“
防各朔方 ,较长城更为坚固

”127J。 观历代治边 ,“克宣威蒙古 ,并 令归心

我朝者 ,未之有也
”L2:。                        \

第二阶段的平叛策略较第一阶段有差异 ,累 及无辜 ,损失相对较大 ,使得战后新疆开发经营

的困难较大。军队屯田,内地居民陆续移居西北 ,对当地的经济建设产生了积极作用。新疆地处

内陆 ,雨 量稀少 ,气候干旱 ,经济发展较慢 ,屯垦给新疆注入了活力。1759年 ,清军修复了巴里坤

地区的九条正渠 ,在 沙碛渗水的地区改用木槽连接 ,为干旱的巴里坤地区的屯垦准各了条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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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命人相土气候 ,根据节气播种 ,选择适宜的种籽种植。如1758年根据吐鲁番的多风气候 ,改种

糜谷为粟谷、青稞、小麦 ,当年收获1.9万石口叫,溶样避免了播种的盲目性。同年于哈密试种豌豆

成功 ,进而推广到全疆 ,增 加了新疆农作物的品种。同时进
一步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使新疆成为我

国的重要产棉区。在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同时 ,内地居民还带去先进的生活方式 ,伐木建屋 ,定 居生

产 ,改变了当地
“
逐水草而居

”
的生活方式。

新疆历来为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政府充分发挥新疆的优势 ,积极发展内

地与新疆的经济贸易 ,鼓励内地商人前往新疆经商 ,为其提供便利条件。内地向新疆输出茶叶、绢

布、瓷器、药材等产品 ,新疆向内地输入棉花、干果、玉石、鹿茸等产品。由于贸易往来频繁 ,商品集

散地如伊犁、乌鲁木齐、巴里坤、喀什噶尔等地先后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生产力的提高 ,生产关

系的变化 ,为新疆的稳定、开发与经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清对新疆的统治是建立在军事控制的基础上 ,由 于第二阶段平叛政策的确立 ,大量的军队进

入天山南北地区。这一方面有利于巩固边防 ,另一方面也给新疆建设带来了消极后果。政府虽采·

用屯皇的方法 ,仍无法解决越来越多的军队需求 ,仅兵丁俸禄 ,一年国家就需支出30万两白银 ,

这必然加重当地居民的负担。由于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制度 ,部分官吏依靠军队的威慑作用恃强

凌弱 ,渔 肉百姓。1778年 叶尔羌边事大臣高朴役使居民30O0人采玉 ,得赃款12.8万两白银L3?∶ 。乌

什办事大臣素诚摊派差役 ,居 民苦不堪言E31彐 。但是统治者并未意识到产生矛盾的根源 ,无法进行

根治。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 ,给战后新疆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困难。有清一代 ,新疆地区的

稳定性相对滞后于西藏、青海、内外蒙古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乾隆
“
赫赫武功

”
中的一个不大不小

的遗憾。此一态势之出现 ,若缘果以探因 ,当然要追溯到乾隆后期上述定边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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