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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回疆王公出任阿奇木伯克的演變與成效 

－以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為例 

 

        陳殷宜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摘要 

清朝將回疆收歸版圖後，高宗對協助平定且值得信賴的回疆原有勢力者，封以爵位

世襲，並易城出任三品阿奇木伯克，他們又運用各種優勢，展開了家族勢力的延續與擴

展，形成回疆各具勢力的王公家族。高宗曾言明不可讓父子同城相繼擔任阿奇木伯克，

以免日久變成唐朝藩鎮割據，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庫車貝勒鄂對涉及高樸私鬵玉石案，也

因此被揭發。但施行伯克制度的一百多年間，兄弟、叔侄、父子相繼為阿奇木伯克的情

形，皆曾發生，本文試以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為例，作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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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effect of Huijiang nobility Akim Beg in Qing 

dynasty－Two cities for example Kashgar and Yarkand 

 

Yin-Yi Chen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t the time Huijiang returned to Qing Dynasty’s territory, Gao Zong bestowed nobility 

hereditarily to those who helped regaining the territory. He asked them to take over the third – 

rank Akim Beg and it caused Huijiang has very different nobility family. They also used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launched a family power of the continuation, expansion and competition. 

Gao Zong claimed that he would never let the relative to serve as Akim Beg to avoid the 

Fanzhengeju(The local authorities independent of the central authority happened in Tang 

Dynasty.) Because of there was a Baylor (a rank of the Manchu nobility below that of the prince) 

named Edui had smuggling jadeite before. However,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executing the 

Beg institution. There still had occurred brothers, uncle and nephew, father and son had been 

for Akim Beg. This article took two cities for example Kashgar and Yarkand to explore about 

the Akim B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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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高宗於乾隆 24 年（1759）將回疆收歸清朝版圖時，依兆惠將軍等人實地考察，決

定依回人舊俗施行伯克制，並陸續在各回城任命伯克1，以利事務的推動。而對於回疆原

有各方勢力，則分為兩部分，一是將具有威脅清朝統治的勢力者，趁大軍凱旋之際，以

入覲的名義與其他王公、伯克一起帶入京師。2二是協助平定的有功者，陸續依功授予爵

位外，於乾隆 25 年（1760）3 月，補授為各城三或四品的阿奇木伯克，其中有哈密郡王

玉素富之弟阿卜都拉為烏什阿奇木伯克，和闐阿奇木伯克由阿什默特補授，拜城輔國公

噶岱默特補授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由庫車貝勒鄂對調補，二品散

秩大臣後升為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3為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英噶薩爾（英吉沙爾）阿奇

木伯克以索勒屯和卓補授，拜城四品阿奇木伯克由拜城輔國公噶岱默特長子阿卜都喇瑪

補授。4以前回疆東四城是由伯克管理，西四城為和卓家族掌控，而高宗則以最為信任的

哈密、吐魯番家族成員，以及新附的鄂對、噶岱默特、色梯巴勒氐等，出任西城的阿奇

木伯克。5其後各家族兄弟、子孫等成員也多出任伯克，形成回疆民族社會的上層階級及

家族勢力，具有直接管理回眾的權力，為清廷及回疆各城之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及回疆

參贊大臣等駐劄大臣執行公務。高宗期待各家族勢力均衡發展，可進一步鞏固回疆治理

的穩定。不過，為了防範各家族勢力，形成唐朝藩鎮割據般的局面，高宗並不同意父子

相繼地出任同城阿奇木伯克，6也因為這個原則，揭發了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鄂對與辦事大

臣高樸在葉爾羌私鬵玉石的弊案。7但父子不可相繼的原則是否一直被遵循？清朝又為

回疆王公家族，創造那些成為阿奇木伯克有利的條件？各家族的勢力發展，在清代各朝

又有何變化？本文試以回疆大兩城喀什噶爾及葉爾羌歷任的阿奇木伯克為例，觀察回疆

各王公勢力的變化。 

貳、回疆勢力的整飭 

  回疆在宗教勢力分為白山派與黑山派，又稱黑山黨（Karataglïk）、白山黨（Aktaglïk），

是伊斯蘭教的神秘主義蘇非教派傳入中亞發展成不同教團，屬於 14 世紀的納格什板迪

                                                      
1伯克（Beg）是官名，原是準噶爾統治南疆所用官名，高宗增加等級及薪俸等成為伯克制，阿奇木伯克（Ａ

kim Beg）則為總管一城事務者。劉義棠，〈伯克制度研究〉，《維吾爾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75 年），

頁 273、288；劉義棠，《「欽定西域同文志」校註》（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頁 123。 
2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卷 599，頁 26-28，乾隆二十四年十

月庚子，諭軍機大臣等。 
3 色梯巴勒氐有不同音譯之名：色提卜阿勒氐、色提布阿勒迪、色提巴爾第，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

（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冊 29，卷 211，頁 8775；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

編》（長沙市：岳麓書社，2011）冊 2，頁 664，208 條，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蘭州：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中心，1988 年）卷 2，頁 4-

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9，1415 條，頁 547，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五日。 
4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頁 5-6，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上諭軍機大臣。張羽新，

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冊 6，頁 331。 
5潘志平，〈論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6-6，頁 38。 
6《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068，頁 2-6，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戊午，諭曰。 
7王東平，〈關於清代回疆伯克制度的幾個問題〉，《民族研究》2005-1，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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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教團（al-Tariqah al-Naqshibandiyyah），也是中亞三大蘇非教團之一，而主要前來新疆

傳教者是來自中亞撒馬爾干的瑪哈圖木阿雜木（Mahdum-i Azam），以及他其中的兩個兒

子長子依禪卡朗（Išani Kalan 或稱為瑪木特額敏 Muhammad Emin）及幼子伊斯哈克（Ishak 

Vali），瑪哈圖木阿雜木可能曾在 16 世紀來到當時葉爾羌汗國傳教，伊斯哈克在 16 世紀

後期來到葉爾羌，成為黑山派始祖，並留下伊次子和卓薩迪在葉爾羌；而依禪卡朗的第

四子玉素普及其子伊達雅圖勒拉和卓（Hidayatu-l-Lah Hoca），即阿帕克（Apak）和卓，

在 17 世紀初來到南疆，受到喀什噶爾阿布都拉汗長子堯勒巴斯汗支持。兩派各有擁戴

者，一派自稱為伊沙基亞，後稱為喀喇塔烏林人，即為黑山派，另一派自稱為伊什基亞，

後來又稱為阿克塔烏林，即為白山派。白山派阿帕克和卓及後裔影響力多僅於喀什噶爾，

依斯哈克所創黑山派以葉爾羌為主，庫車及阿克蘇也多為黑山派，日後也成為支持清朝

的主要勢力。由於兩個教團被捲入汗國的政爭，阿帕克逃至西藏請求達賴喇嘛協助，準

噶爾部噶爾丹也有意掌控回疆，因此接受達賴喇嘛之命，出兵葉爾羌，將對立的黑山派

人士拘禁於伊犁，噶爾丹令阿帕克和卓居於葉爾羌總理回部事務。未料噶爾丹之侄策妄

阿拉布坦又重振了準噶爾，反將阿帕克之侄瑪罕木特抓回伊犁監禁，改由黑山派管理回

部。8 

  乾隆朝在準噶爾發生內亂，高宗趁勢征討，達瓦齊逃至南疆烏什，被霍集斯執屍獻

給清軍，準部遂平。高宗將回疆交給瑪罕木特的長子大和卓博羅尼都管理，次子小和卓

霍集占則以禮質於伊犁，統治北疆伊犁穆斯林（伊斯蘭教徒）。9然而阿睦爾撒納叛亂，

小和卓霍集占曾協助過他，恐遭清廷報復，於是說服大和卓博羅尼都讓回疆脫離清朝，

高宗再次揮軍征伐，黑山派等勢力也加以協助。 

  高宗將回疆收歸版圖時，並未完全了解白山派與黑山派之爭，只是根據兆惠將軍對

於各城協助作戰者的觀察，將回疆的勢力分為三個部分：一是最早歸附清朝的哈密及吐

魯番，二是清朝平定回疆過程，協助清軍作戰的黑山派勢力，高宗多封予爵位，並任命

為各城阿奇木伯克，三是具有疑慮的勢力霍集斯、和什克及白山派的額色尹等，高宗則

將其留居京師封爵。至於白山派大和卓之子，高宗將其中三個兒子由巴達克山引渡回京

看管，但薩木薩克因年幼，已由乳母帶至安集延，故予寬赦，然而薩木薩克及其子孫玉

素普、張格爾、倭里汗、布素魯克，卻常與布魯特、霍罕及回疆白山派的勢力結合，成

為嘉慶末年至同治年間侵擾回疆的來源。10換言之，兩派的角力，又加上清朝統治回疆

的保衛戰，雙方的爭鬥並未停歇過。 

  哈密及吐魯番早在順治 2 年（1645）已與清朝有正式接觸，其後又入京朝貢，並在

                                                      
8納格什板迪耶教團行宗教儀式默念經文，手在胸前畫線以排雜念，主張入世修道，在巡遊於世，及時享

樂並慎行，念迪克爾時，可低念也可高聲念，亦伴以音樂的薩瑪哈舞，楊克禮、吳雲貴，〈納格什板迪耶

教團〉條，《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6 年），頁 413；俄‧A.H.庫羅帕特金，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譯室譯，《喀什噶爾》（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93；潘向明，

《清代新疆和卓叛亂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46-58；趙秋蒂，《新疆依禪研究》，

（台北：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論文，1994 年），頁 132-135；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台北：文海出

版社，1936 年），頁 242。 
9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頁 251-253。 
10 潘志平，《中亞浩罕國與清代新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5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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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熙及雍正年間，陸續歸附清廷。11平定回疆之初，高宗以喀什噶爾、葉爾羌二城是

回人根本所在，諭令額敏和卓管理葉爾羌，玉素布管喀什噶爾。12即便在兩城阿奇木伯

克補授後，高宗仍然認為二人輪替駐劄辦事，有益於新疆，因此照例支給應得公項，授

予參贊大臣之位，管理回疆。13直到他們過世前，都是高宗治理回疆最信賴的王公及肱

骨大臣。 

  高宗對回疆原有各勢力者，依功逐步陞賞爵位。色梯巴勒氐舊居於烏什，高宗以其

在軍營頗屬勤奮，授他為散秩大臣，以他出任阿奇木伯克竭心盡力，賞派數戶守護其祖

墓，而原有田產等也作為賞賜，不必入官。14乾隆 28 年（1763）11 月因其隨同將軍兆惠

出兵，賞給公品級。15乾隆 30 年（1765）2 月陞封為輔國公。16薩里被派往巴達克山，

由博羅尼都之妻確認博羅尼都屍骸，並將二者帶回京，17其後又成功地曉諭頭人素勒坦

沙將索取的齊特喇爾地方歸還，高宗於乾隆 28 年（1763）7 月初 5 日賞為三等輕車都尉

世職，記名升用阿奇木伯克缺。18鄂對原為庫車城主，拒小和卓霍集占，而為清軍帶路，

建立戰功，得到封賞。19於是回疆逐步形成哈密郡王玉素布、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庫

車貝勒鄂對、拜城輔國公噶岱默特、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烏什三等輕車都尉薩里等

六個家族勢力。 

  至於有疑慮的霍集斯、和什克伯克、額色尹、瑪木特、圖爾都和卓等回疆勢力，藉

兆惠將軍凱旋之師，以入覲名義帶回，封以郡王、輔國公、台吉等爵位，留置京師，以

利久安。20在京約二十年後，高宗詢問阿克蘇郡王霍集斯的意願，於乾隆 41 年（1776）

將其編入旗佐，附隸鑲黃旗蒙古，給予如舊蒙古般獲得錢糧，子弟也可當差作官的待遇。
21霍集斯在回疆家產，遣其伊幼子托克托索丕回阿克蘇，並將其在烏什的家產，由舒赫

                                                      
11日‧佐口透著，章瑩譯，《新疆民族史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頁 124-126、139-

140；趙爾巽 等撰（1977 年），《清史稿》冊 29，卷 211，頁 8738-8742。 
12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593，頁 15-16，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庚午，定邊大將軍兆惠等奏。 
13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649，頁 31，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壬戌，諭軍機大臣等。 
14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6，頁 28，乾隆二十七年四月丁亥，見張羽新，趙曙青主編，

《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6，頁 455。 
15  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23，頁 20，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庚辰，見張羽新，趙曙青主

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7，頁 54。 
16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725，頁 13，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己亥，諭曰；《大清高宗純（乾

隆）皇帝實錄》，卷 728，頁 2，乾隆三十年二月，封回部台吉。 
17  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21，頁 1-5，乾隆二十八年三月戊午，葉爾羌辦事尚書都統新

柱等奏。張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7，頁 34-35。 
18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4，512 條，頁 535，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

奉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2011）冊 4，513 條，頁 535-536，乾隆二十

八年七月初四日，奉上諭；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2011）冊 4，545 條，頁

555，乾隆二十八年八月十六日，奉上諭。 
19曾問吾，《中國經營西域史》，頁 253-254。 
20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610，頁 1，乾隆二十五年四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趙爾巽等

撰，《清史稿》冊 29，卷 211，頁 8760-8773。 
21清‧傅恒等編纂《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頁 11，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上諭軍機大臣，見張

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6，頁 332；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

檔譯編》冊 12，1988 條，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奉上諭；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 29，卷 211，頁

8760-8762；潘志平，〈論乾隆嘉慶道光年間清在天山南路推行的民族政策〉，《民族研究》1986-6，頁 38；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3，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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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等變賣交給伊子承管，以供祭掃。22和闐輔國公和什克伯克在和闐哈喇哈什、葉爾羌

沙古則里之房產、土地等也依霍集斯之例辦理，留給和闐的老妻、幼孫使用。23清朝得

以穩定地經營回疆時，他們在回疆的子孫，也曾擔任伯克之職，如霍集斯侄孫阿布都爾

滿曾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因病辭職時，宣宗准伊子邁瑪特愛孜斯以三品伯克陞用。24

和什克之子伊巴喇伊木在嘉慶 7 年（1802）乞歸回疆，子孫邁買特熱依木沙繼承和闐世

襲公爵，曾任喀什噶爾塔什密里克莊五品阿奇木伯克，25和什克之嫡曾孫木巴拉克沙為

和闐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其長子阿布都拉伊為和闐五品噶雜納齊伯克，均在張格爾事件

負責堵禦時殉職。26這表示嘉慶、道光年間，阿克蘇郡王霍集斯、和闐輔國公和什克的兩

個回疆王公家族，也加入了治理回疆之列。 

參、回疆王公及其子嗣進陞伯克的優勢 

一、世襲爵位的禮遇   

  高宗為了提高回疆王公在社會及政治上的地位，令其享有蒙古王公般的世襲禮遇，

採取下列三項措施：一是乾隆 32 年（1767）為在京及回疆王公照蒙古王公子嗣之例，

一體豫保授職，分別給予台吉職銜，以備將來世職缺出襲爵。而當時葉爾羌貝勒銜鄂對、

喀什噶爾輔國公噶岱默特、阿克蘇輔國公色梯巴勒氐的子嗣，多已賞授為內大臣侍衛職

銜翎頂，擔任伯克。27二是十年修辦一次回子世襲王公家譜，高宗有感於回人平定回疆

的軍功，與內外札薩克自康熙朝以來的貢獻相當，於是在乾隆 44 年（1779）9 月降旨為

蒙古王公編纂表傳的次日，也下旨由國史館會同理藩院將回部王公的勞績編成表傳。28

回部王公世襲家譜包括：駐京附隸鏤黃旗蒙古之回部阿克蘇郡王銜貝勒一員；駐京附正

白旗蒙古之回部輔國公，兼三等台吉一員；哈密札薩克郡王銜多羅郡王一員，頭等台吉

一員，二等台吉一員，三等台吉一員；庫車郡王一員（貝子邁哈默特鄂堆獲咎，伊薩克

承嗣後擒張格爾封郡王）；和闐輔國公一員；拜城輔國公一員；烏什貝子銜輔國公一員；

烏什三等輕車都尉一員，每屆十年由理藩院咨行各該大臣等，將回部王公等及世襲翎頂

                                                      
22清‧傅恒等編纂《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頁 10-11，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壬戌，上諭軍機大臣，見

張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6，頁 332。 
23清‧傅恒等編纂（2006）《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3，頁 29，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乙酉，上諭軍機大臣，

見張羽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6，頁 353。 
24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7259 號，2743 箱，道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長清奏。台北：國立

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資料庫。 
25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 29，卷 211，頁 8762-876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

檔》（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冊 52，頁 465，1320 條，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內閣奉上諭。 
26 《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194 號，頁 164-165，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奕山奏。台北：國

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27清‧托津 等人編纂，《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1，收入天龍長城文化藝術公司編《新疆史志》（北京：

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2003 年），第二部，冊 11，（中國邊疆史志集成），頁 105-107；中國社會

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9。 
28 回部、回疆兩詞同義，本文皆用。《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090，頁 3-4，乾隆四十四年九

月癸未，命輯回部王公表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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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人，一併查明，造具清冊譜系報院，具奏存查。29三是乾隆 53 年（1788）正月初 6 日

因鄂斯璊在京溘逝等事，高宗諭哈密、吐魯番、回疆投誠的各地首領、家族，一體取消

原有出缺減等承襲的規定，直接以原有爵位世襲罔替。30 

  這些都顯示清廷對回疆王公的尊重、禮遇之意，豫保一子嗣授為台吉者，更有機會

優先陞補為伯克。如道光 9 年（1829）為獎勵辦理喀什噶爾七里河等處城堡工程有功，

長齡等擬給二品台吉四品噶雜訥齊伯克作霍爾敦，其為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孫，以三品

伯克升用。31後來即成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展開十九年的任期。道光 16 年（1836）

伊犁惠遠城因年久失修，多處塌毀，城濠也淤塞，四品伊什罕伯克頭等台吉哈里雜特，

其為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子鄂羅木咱布玄孫，因督率回眾認真，伊犁將軍奏請於本城三

品阿奇木伯克出缺時陞補。32 

二、出任伯克的優勢 

（一）年班入覲 

    回疆伯克品級最高三品至最低七品，乾隆 44 年（1779）起，六至七品伯克的任職

權交由各城駐劄大臣決定，咨送回疆參贊大臣秉公揀放；道光年間簡化為咨送回疆參贊

大臣，按季造冊年終彙報即可，等於六、七品伯克決定權掌握在回疆各城駐劄大臣之手，

而五品以上伯克則要擬正陪請旨，由皇帝決定調放。33若配合乾隆 28 年（1763）起回疆

年班入覲的伯克，以四品以上伯克為主，34以及必須具有爵位的三品阿奇木伯克或是其

近親，作為年班帶領者之條件。35伯克輪值入京朝覲時，又可隨帶子弟二、三人，他們

在京可得賞六品虛銜及官服，嘉慶元年（1796）及嘉慶 4 年（1799）理藩院更議定六品

虛銜子弟經駐劄大臣訓練五年，考核通過，可出任最低階的七品伯克。36這表示身為回

疆王公家族的子弟，仍須由基層的六至七品小伯克開始歷練，再逐步轉陞。綜合這些條

件，回部王公的子嗣及其家族成員，相對於其他伯克，更能早一步搶得先機，於年班入

覲時，在皇帝面前留下印象，提高未來被提攜的契機，朝廷也可持續培養王公家族的後

繼者。就如吐魯番郡王伊斯堪達爾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之例，即因缺出時，高宗憶

                                                      
29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7-8。 
30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296，頁 9-10，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己巳，又諭；中國社會科學院

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4-7。 
31 《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067 號，頁 64-65，道光九年十一月初六日，長齡奏。台北：國立故宮

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32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0485 號及附件清單，2768 箱，道光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特依順

保奏。 
33清‧托津 等人編纂，《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9，（總頁 121-122）。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13。 
34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4，429 條，頁 483，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奉上諭；清‧傅恒等，

《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20，頁 29-30，乾隆二十八年二正月甲寅；《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

（民 53 年），卷 681，頁 17-18，乾隆二十八年二月甲寅，諭軍機大臣等。 
35 《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冊 4，441 條，頁 490，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奉上諭；（清）傅恒等，

《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頁 5-6，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上諭軍機大臣。 
36清‧托津 等人編纂，《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18-19，（總頁 139-142）；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

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4，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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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伊斯堪達爾之前入覲，見其才華，尚堪造就，而諭令補授。37 

（二）祖輩勞績世職的加持 

  嘉慶 9 年（1804）回疆參贊大臣奏定喀什噶爾、葉爾羌、阿克蘇等三大城的阿奇木

伯克缺出時，各城駐劄大臣要為應調人員出具考語，包括祖輩勞績及世襲爵秩等，都要

清楚載明，回疆參贊大臣彙總後，按世襲品秩開列清單簡放。38條例內祖輩勞績與世襲

爵秩的條件，已為回疆王公家族創造優先成為三大城阿奇木伯克的機會。以道光 13 年

（1833）12 月，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缺出為例，回疆參贊大臣長清認為葉爾羌地方遼闊，

回戶甚多，且有克什米爾、巴達克山、安集延、布魯特等外藩貿易往來絡繹不絕，所有

督催糧賦，約束回人的事務，以及鎮撫外藩與商民等事，阿奇木伯克一缺是最為緊要，

非具有精明幹練，名聲卓著者，不能勝任，經他考察各城應選者，認為吐魯番頭等台吉

和闐阿奇木伯克伊斯瑪依爾最為適合，其祖輩為額敏和卓，伊父是郡王伊斯堪達爾，俱

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卡外亦素有名聲，他為伊斯瑪依爾繕具履歷清單內容為：伊斯

瑪依爾年 53 歲，係吐魯番回人，嘉慶 4 年（1799）跟隨伊父郡王伊斯堪達爾進京，蒙

恩賞戴藍翎，歷年陞任喀什噶爾四品商伯克，於嘉慶 19 年（1814）奉旨賞換花翎，後來

在四品商伯克任內告請辭退，隨侍伊母回到吐魯番；道光元年（1821）蒙恩賞給二等台

吉，補放吐魯番圖薩拉克奇，辦理扎薩克事務；道光 8 年（1828）經欽差大臣那彥成、

參贊大臣武隆阿奏署和闐三品阿奇木伯克事務，嗣後又奉旨賞給頭等台吉，道光 10 年

（1830）經參贊大臣扎隆阿奏補和闐阿奇木伯克，是年安集延入侵，伊斯瑪依爾捐辦草

料接濟官兵，頗為出力，得恩賞為散秩大臣，為人明白，辦事勤能。39內容述及祖輩勞

績、年齡、入覲恩賞、家世、資歷、捐款、人品等，而捐款及戰亂的應變力，對於道光

年間戰亂頻仍，軍餉又常不繼的回疆，更是重要，宣宗准以伊斯瑪依爾調補。40 

（三）未必需要迴避本城 

高宗曾諭示三品阿奇木伯克及四品伊什罕伯克為承辦要務者，需如各省官員迴避調

補原則。41但邁哈默特鄂三為庫車郡王鄂對之孫，鄂斯璊之子，在乾隆 53 年（1788）已

承襲庫車固山貝子，卻曾在授封爵的本城出任庫車伊什罕伯克及庫車阿奇木伯克，於道

光 4 年（1824）才出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也打破高宗的原則，請見表 3 葉爾羌阿奇木

伯克表。 

（四）帶領家族子弟展露頭角 

回疆王公出任阿奇木伯克時，常將家族子弟帶在身邊一起工作，一方面是給予實際

的歷練，一方面也有機會讓駐劄大臣見其辦事能力，給予提攜，這也是得利於回部王公

                                                      
37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296，頁 5-6，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丁卯，又諭。 
38清‧托津 等人編纂，《欽定回疆則例》卷 2，頁 20；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

定回疆則例》，卷 2，頁 11。 
39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5992 號，2743 箱，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長清奏；《軍機處‧

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5992 號附件，2743 箱，伯克履歷清單。 
40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7259 號，2743 箱，道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長清奏。 
41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8，頁 13-14，乾隆二十七年八月戊午，上諭軍機大臣。張羽

新，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7，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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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身份，才擁有的先機。如乾隆 60 年（1795）年葉爾羌發生瘟疫，大量回人避居他

處，以致河道淤塞，未有人力疏通，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阿克伯克（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

氐之弟）即帶領外甥托克托尼雜爾，招募回夫四百人，挑挖渠道，又協助撥派六百頭驢，

將伊犁所需的布匹棉花運解至伊犁，高宗為嘉許其功，賞給托克托尼雜爾七品頂戴，諭

令有小伯克缺出時，即可坐補。42道光元年（1821）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吐魯番郡王邁

瑪薩依特上任時，經伊犁將軍慶祥同意，攜其堂弟無職的閑散回人鄂布爾邁瑪特，及堂

侄具三品頂戴梅楞佐霍爾頂在他身邊辦事，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武隆阿在旁觀察數月，見

其辦事認真，剛好喀什噶爾所屬阿斯圖阿爾圖什莊有五品伯克缺，奏請依乾隆 58年（1793）

祖輩伊斯堪達爾帶堂侄上任補放伯克之例，以梅楞佐霍爾頂補授。43 

（五）以功賞陞或轉賞子弟 

各王公家族多以自家的田產所得，或藉阿奇木伯克職務之利，開墾土地捐糧，或是

在戰亂裡立功，為自己謀得轉陞的機會，或將功賞轉給子弟，有利於未來的晉升。道光

24 年（1844）葉爾羌和爾罕開墾九萬八千畝地，安插八百戶回人耕作，葉爾羌阿奇木伯

克伊斯瑪依爾（吐魯番額敏和卓孫）雇夫挖水渠及捐農具、牛隻各八百，籽種小麥二千

四百石，因其職銜品級已達最高，將功轉賞伊子瑪普蘇，由三品頂帶花翎，升賞為二等

台吉三品頂花翎。44張格爾事件後，清廷為了感謝回部王公在戰亂中的捐輸，於《欽定

回疆則例》增纂了獎敘條例。45道光 28 年（1848）三、四月間，宣宗為各城阿奇木伯克

平定七和卓事件時，捐備器械、軍需、馬匹、草料等事，給予功賞，頭等台吉散秩大臣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伊斯瑪依爾又將功賞轉給伊次子和闐伊什罕伯克阿皮斯，賞給二等台

吉。46阿克蘇郡王貝勒邁瑪弟敏（霍集斯子孫）為六品伯克，捐麵二十六萬觔，宣宗諭

賞花翎，遇四、五品伯克缺出，儘先補用，為自己創造陞轉的機會。47 

（六）清廷寬待回疆有功家族 

清廷對於因功受爵的回部王公及其後裔，遇事多寬容相待。若在伯克任內因事失職，

至多是革去伯克職，削其爵位，做為最終處置，事過境遷，也有諭令再出任他城伯克的

情況，而其子嗣仍可承襲或降級承襲爵位。如庫車貝勒鄂對，曾在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任

內，私採玉石，託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販售；48然鄂對已在高樸私鬵玉石案被舉發前病

故，其子鄂斯璊所襲貝勒因罪降為散秩大臣，但他並未涉案，仍可繼續擔任喀什噶爾阿

奇木伯克之職，乾隆 49 年（1784）再被封為固山貝子。49 

嘉慶年間，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之弟阿克伯克之長子玉素普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

                                                      
42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496，頁 31-32，嘉慶二年閏六月丁巳，敕諭。 
43 《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019 號，頁 103-105，道光元年八月初七日，武隆阿、秀堃奏。 
44《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3663 號，2752 箱，道光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奕經奏。 
45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編，《欽定回疆則例》卷 3，頁 26。 
4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53，頁 109，349 條，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內閣奉上諭。 
4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53，頁 334-335，1103 條，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初四

日內閣奉上諭。 
48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民 53 年），卷 1069，頁 5，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壬申，上諭。 
49趙爾巽等撰（1977 年），《清史稿》冊 29，卷 210，頁 8773-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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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仁宗以孜牙墩糾眾事件前，竟然毫無覺察，咎不可辭，降為六品伯克，發阿克蘇

效力贖罪，而他原是該城阿奇木伯克，等於是發回原城省思。50四年後，道光 4 年（1824）

他又出任回疆另一大城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之職。51張格爾入侵時，玉素普呈出阿布都拉

糾約獻城的書信，旋即被張格爾圈禁，待喀什噶爾克復，他被調查是否從逆，查明後開

釋，宣宗恩賞二品頂戴，出任署英吉沙爾阿奇木伯克，其後揚威將軍長齡以其查緝餘匪

及辦理回務極為妥適，為他奏請賞戴花翎。52這都展現清廷對回疆王公不咎既往，賞陞

不輟的原則。道光 27 年（1847）七和卓事件發生，和闐世襲公爵喀什噶爾塔什密里克

莊五品阿奇木伯克邁買特熱依木沙（和闐輔國公和什克次子艾孜嫡曾孫），53供稱 6 月

間，被派往塔什密里克防堵，19 日因賊從喀浪圭進來，撤回城防守，安集延胡岱達（商

頭）帶人破城，他的清朝髮辮，被兩個布魯特人強行剪去，布魯特頭目斯依提要求他以

東西贖命，宣宗諭以邁買特熱依木沙雖被圈禁，但終究未被脅入夥，免於斥革。54  

文宗也承繼寬容相待的原則，當庫車郡王愛瑪特，因下屬苛虐回人，以及控告駐劄

大臣德齡等事而被參革，事隔三年，又准他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55咸豐 7 年（1857）

因倭里罕事件，該城失守遭革職，但世職爵位未削，其子阿密特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之

職，也不受影響。56同治 3 年（1864）新疆漢回受陝甘回民事件影響，各地亂事紛起，5

月初 1 日愛瑪特在庫車遭變亂者所執，監禁三日後被殺，同城阿奇木伯克、伊什罕伯克

與辦事大臣薩靈阿等皆遇害。57直到光緒 4 年（1878），劉錦棠在喀什噶爾採訪回疆西四

城歷年殉難官員及阿奇木伯克時，才由左宗棠報卹賞銀一千一百兩，張曜再轉咨奏呈請

襲世爵等事宜，展現清朝持續維護回疆王公世襲的榮耀之意。58  

                                                      
50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311，頁 15，嘉慶二十年十月壬申，又諭。 
51李晶，《乾隆朝中亞政策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近現代史博士學位文，2012 年），

頁 210-212。 
52 《奏摺檔》，文獻編號第 305000098 號，頁 129-133，道光七年十月，揚威將軍長齡奏。台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051 號，頁 111-114，道光七年十月初八日，揚威將

軍長齡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53趙爾巽 等撰，《清史稿》冊 29，卷 210，頁 8762-8764。 
54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9857 號，2749 箱，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奕山奏；《軍機

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9703 號，2749 箱，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奕山奏；《軍機處‧月摺

包》，文獻編號第 079710 號，2749 箱，供單；《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9864 號，2749 箱，供

單，此件係文獻編號第 079860 號附件，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奕山奏；《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194 號，頁 164-165，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奕山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冊 52，頁 465，1320 條，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內閣奉上諭。 
55《外紀檔》，文獻編號第 303000125 號，頁 45-46，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初四，賡福奏；《宮中檔咸豐朝奏

摺》，文獻編號第 406006215 號，2779 箱，咸豐五年六月十三日，常清、法福禮奏。 
56《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臺北：聯華出版社，1964 年），卷 235，頁 21-22，咸豐七年九月丙

戌，又諭；候旨期間愛瑪特住於兒子在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任所，《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65，

頁 7，咸豐八年九月甲午，又諭。 
57《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98302、098303 號，2742 箱，同治三年五月十四日，常清奏；《軍機

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122964 號，2735 箱，光緒八年四月十五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二

等男劉錦棠奏；《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125889 號，2722 箱，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劉錦棠奏 
58事後愛瑪特繼承者為阿密特，《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122964 號，2735 箱，光緒八年四月十五

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通政使二等男劉錦棠奏；《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125889 號，2722 箱，

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劉錦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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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出任阿奇木伯克的歷練 

一、最佳跳板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喀什噶爾及葉爾羌二城是回疆人口最多的大城，與外藩各國及部落接鄰，商貿、使

臣往來頻繁，阿奇木伯克擁有經貿、外交、內政、軍事等權力，相對的也需要具備更好

的管理能力，挑戰性很高，成為大多數伯克嚮往的終極目標。 

以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觀察兩城阿奇木伯克經

歷，阿克蘇阿奇木伯克的資歷，可謂通往回疆兩大城的跳板。在十六任的喀什噶爾阿奇

木伯克中，有六位曾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占了將近一半。至於葉爾羌十二任的阿奇木

伯克中，也有四位出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後，再出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占了三分之一，

其他出任過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有二位，庫車阿奇木伯克及和闐阿奇木伯克的各一位。

由此而觀，歷練過阿克蘇、庫車、和闐等大城阿奇木伯克，似乎離最高目標的喀什噶爾

及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已不遠，曾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的機會則更大。 

由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轉陞兩大城者，有三個部分可作觀察：一是任職兩大城阿奇木

伯克的家族，以烏什輔國公及庫車家族為主，有阿克蘇首任阿奇木伯克烏什輔國公色梯

巴勒氐，色梯巴勒氐之弟阿克伯克、色梯巴勒氐之子邁默（瑪）特阿布都拉，以及阿克

伯克長子玉素普等四人，都曾執掌過阿克蘇。而庫車家族鄂對之子鄂斯璊，伊薩克長子

愛瑪特，也曾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再轉陞為葉爾羌或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二要成為

喀什噶爾、葉爾羌及阿克蘇三大城阿奇木伯克，需要具有祖輩世職功績。若在阿克蘇阿

奇木伯克上受皇帝青睞，就更有機會躍升至其他兩城，那麼烏什輔國公及庫車家族較有

先機。三是阿克蘇位居西四城交通樞紐，人口數及伯克數雖排名回疆第四，但伯克設置

的種類卻僅次於葉爾羌，排名第二，又有附屬的地方，複雜程度較高，有利於阿奇木伯

克磨練掌控全城事務及調度所屬伯克的能力，請見表 1 回疆四大城人口數、伯克設置數

量表。 

 

 表 1  回疆四大城人口數、伯克設置數量表 

城名 伯克缺數-

種類-城村 

乾隆 26

年戶數 

乾隆 26 年

人口數 

乾隆 47 年之

前回民戶數 

乾隆 47 年之

前回民人口數 

喀什噶爾 60-12-18 15506 50540 14056 66413 

葉爾羌 55-25-21 15025 60450 15574 65495 

和闐 49-15-18 13838 43510 13642 44603 

阿克蘇 46-19-3 5753 18600 7506 24607 

資料來源：（清）傅恒等 奉敕撰，《欽定皇輿西域圖志》（臺北：文友書店，1965 年），

冊 4，卷 33，屯政 2，頁 13-14、19-21；清‧托津 等人編纂，《欽定回疆則

例》卷 1，頁 1-21。  

 

  然而要由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躍升其他兩大城的阿奇木伯克，也需要等待缺出及一

些好時運才行。以庫車郡王伊薩克長子愛瑪特為例，道光 13 年（1833） 愛瑪特已升為



清朝回疆王公出任阿奇木柏克的演變與成效－以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為例 

 

48 

阿克蘇三品阿奇木伯克，在道光 30 年（1850） 至咸豐 3 年（1853）為葉爾羌三品伯克，

已在回疆三大城中的二城歷練過。59咸豐 5 年（1855）年 6 月愛瑪特為葉爾羌候補三品

阿奇木伯克，由伊犁將軍奏准，交予葉爾羌參贊大臣常清差遣，時值太平天國之事軍費

吃緊，愛瑪特捐銀五千兩。60不到兩個月，賽里木阿奇木伯克病故，葉爾羌參贊大臣常

清由庫車阿奇木伯克邁瑪底克調補，庫車正值開採銅礦，需要熟悉礦苗及明白煎鍊者，

故以現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伊布拉依木調任；常清以 58 歲的愛瑪特頗能辦事，以及在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任內二十餘年資歷，熟悉地方情形，素為回人敬重等考語呈奏，得文

宗准奏，再次出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61次年，咸豐 6 年（1856）2 月喀什噶爾三品阿奇

木伯克因傷寒病故，常清以該城，地處極邊，與接壤外夷，現在玉散霍卓依善羈禁於此，

一切防守均為緊要，該城阿奇木伯克具要有撫綏回眾，偵探邊情，及督催正賦錢糧之責，

必須精明強幹之員，才足以控馭。62愛瑪特論其家世，父為郡王伊薩克，於道光 8 年（1828）

曾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又奉旨作為幫辦大臣，是回部勳勞世族，而其為人明白，聰

明又體面，辦事勤快有能力，熟悉地方情形，素為回人敬重，文宗依常清所擬調補愛瑪

特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63等於在咸豐 5 年（1855）以家世、能力、捐款及候補三品

阿奇木伯克之姿，在九個月內，升至回疆最大城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但上任後一年，

因咸豐 7 年（1857）倭里罕侵擾，伊犁將軍扎拉芬泰以其人地不宜及回城失守之由，奏

准革去阿奇木伯克之職。64愛瑪特由道光 6 年（1826）任六品伯克，65至咸豐 6 年（1856）

成為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已歷三十一年，實屬不易，但要坐穩其位就更難了。 

二、兩城阿奇木伯克任期 

  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在任時間，除了調任、因事革職、不適任外，幾乎是終身

職，多以休致或病故告終，如作霍爾敦擔任十九年，被強制退休；任內病故，且任職滿

十年以上，有吐魯番郡王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伊斯堪達爾二十三年，是在任最久的一位；

再次是庫車貝勒鄂對、吐魯番郡王伊斯堪達爾之子伊斯瑪依爾二位，皆任葉爾羌阿奇木

伯克長達十八年，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之弟阿克伯克則在任十六年；拜城輔國公噶岱

默特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為十五年，庫車固山貝子邁哈默特鄂三任葉爾羌阿奇木伯

克有十三年，色梯巴勒氐先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三年，直接調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則

有十年，等於有十三年連續出任回疆兩大城的阿奇木伯克；庫車固山貝子鄂斯璊任喀什

噶爾阿奇木伯克有九年。若於他們在任期間，等待缺出轉陞這二城阿奇木伯克者，則需

要較久的時間。 

                                                      
59〈愛瑪特〉條，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清代權威人名檔案資料庫。 
60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6215 號，2779 箱，咸豐五年六月十三日，常清、法福禮奏。 
61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6492 號，2779 箱，咸豐五年八月初三日，常清、法福禮奏。 
62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7821 號，2779 箱，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常清奏。 
63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7821 號，2779 箱，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常清奏；《宮中檔

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7816 號，2779 箱，咸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常清奏。 
64 《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35，頁 21-22，咸豐七年九月丙戌，又諭；候旨期間愛瑪特住於

兒子在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任所，《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65，頁 7，咸豐八年九月甲午，又

諭。 
65〈愛瑪特〉條，清代權威人名檔案資料庫。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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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職、革職或殉職 

喀什噶及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若辦事不力，也將遭到調職、革職，即便是回疆王公

家族，雖具有好的家世背景，仍將為此受到削爵的處分。庫車貝勒鄂對之侄額依默爾，

因失察張格爾擾邊，遭到革職；阿里雖曾歷練過喀什噶爾伊什罕伯克、賽里木阿奇木伯

克、和闐阿奇木伯克等職，但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時，因布魯特案件未經呈堂審辦，

就自行監押入獄，文宗以其所行顢頇，不足以勝任邊疆要城之職，將其轉調至小城，擔

任布古爾阿奇木伯克。66額敏和卓孫吐魯番郡王玉努斯，因伊犁將軍松筠誤解身為喀什

噶爾阿奇木伯克，捏造大和卓子薩木薩克有子嗣，為得其消息，卑躬屈膝地向浩罕私下

送禮，玉努斯因而被押往伊犁永行監禁，並遭革職及削革爵位的處分。67由於阿奇木伯

克具有守城之責，戰亂中常成為侵擾者的目標，遭到戕害。如吐魯番郡王邁瑪薩依特在

道光 6 年（1826）張格爾事件時，擔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帶領回人出兵突圍，被白

山派回人用棍擊斃，伊子阿克拉依都時值六歲，也遭挾持，幸賴曾受恩於其祖的明伯克

胡大牙爾、和卓拉克放行逃生。68阿克拉依都承襲郡王位，於咸豐 3 年（1854）出任葉

爾羌阿奇木伯克，同治 3 年（1864）因回民亂事，在葉爾羌被俘，與父親一樣遭到殺害。
69 

伍、回疆王公家族的競逐 

一、掌理各城時間的長短 

  以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作統計，喀什噶爾十六任

阿奇木伯克有具有世襲爵位有八名，包括拜城輔國公噶岱默特、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

同為吐魯番郡王伊斯堪達爾、玉努斯、邁瑪薩依特三人；庫車貝勒鄂斯璊、庫車郡王伊

薩克及其子愛瑪特；葉爾羌十二任阿奇木伯克有九位，有和闐輔國公和什克伯克、庫車

貝勒鄂對及其孫邁哈默特鄂三、庫車郡王愛瑪特，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及其子邁瑪特

阿布都拉，吐魯番郡王玉努斯、阿克拉依都二人，阿克蘇郡王阿布都爾滿。各家族在兩

城出任次數前三名依次為庫車、吐魯番、烏什。 

若以回疆各王公家族勢力，掌控喀什噶爾與葉爾羌兩城時間的長短而言，喀什噶爾

城共計十六任阿奇木伯克，吐魯番額敏和卓家族由伊斯堪達爾開始職掌，自乾隆 53 年

（1788）至嘉慶 16 年（1811）病故，在任時間二十三年，仁宗將伊玉努斯由葉爾羌調

來，由嘉慶 16 年（1811）至嘉慶 19 年（1814），在任時間三年，父子相繼管理喀什噶爾

長達二十六年左右，請見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道光元年（1821）至道光 29 年

（1849）間，有二十七年是由吐魯番郡王家族者出掌，額敏和卓孫子邁瑪薩依特出任喀

                                                      
66《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95，頁 7-8，咸豐九年九月庚寅，諭內閣。 
67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286，頁 13-15，嘉慶十九年潤二月甲戌，諭入閣；《大清仁宗睿

皇帝實錄》，卷 284，頁 14-15，嘉慶十九年二月戊戌，上諭；《上諭檔》，方本，道光元年春季檔三月分，

213-217，三月十九日，寄信上諭。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68《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1973 號，2742 箱，阿布都拉呈，以及《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

號第 061614 號，2742 箱，道光六年八月分，伊薩克奏；趙爾巽等撰（1977 年），《清史稿》冊 29，卷 211，

表 51，頁 8740-8741。 
69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125889 號，2722 箱，光緒十年三月二十一日，劉錦棠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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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五年，其後三年是庫車王鄂對玄孫伊薩克出任之外，緊接著是額敏和

卓曾孫作霍爾敦，即吐魯番郡王邁瑪薩依特之侄出任，一作長達十九年，最後由宣宗勒

令他退休，才再換上庫車郡王伊薩克的兩個兒子擔任。在喀什噶爾設置阿奇木伯克約一

百零二年間，吐魯番郡王家族成員有五位執掌該城阿奇木伯克，共計五十一年之久，將

近二分之一的時間。 

其次是庫車郡王鄂對家族，當過六任的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乾隆 43 年（1778）

鄂對擔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病故，當時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原是奏請由鄂對之子鄂斯璊

接任，高宗恐如唐朝藩鎮割據般，因而反對父子相繼，於是命任原為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鄂斯璊擔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而調原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色梯巴勒氐出任葉爾羌

阿奇木伯克。70巧合的是二人各於該城任職近十年，皆於乾隆 53 年（1788）相繼病故，

如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鄂斯璊是庫車家族擔任喀什

噶爾阿奇木伯克時間最長的有九年，而鄂對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時，鄂斯璊為二等台吉，

也在庫車歷練阿奇木伯克之職，父子同時在回疆的西、東重要城市擔任要職，勢力及影

響力甚大。71但除了曾孫伊薩克之子邁瑪特有七年，額依默爾有五年之外，其餘任期多

只三至一年不等，庫車家族在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時間共二十六年，只有吐魯番郡王

家族的一半，且除了鄂斯璊是病故，其餘多因事革職，不似吐魯番郡王家族是終身職，

直至病故或退休，任職時間也較長。 

葉爾羌城部分，庫車家族鄂對、邁哈默特鄂三、愛瑪特三人出任阿奇木伯克一職，

共三十五年為最長。其次是烏什輔國公家族系，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於乾隆 43年（1778）

起擔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任職十年，接著由其弟阿克伯克出任有十六年，再由色梯巴

勒氐之子接任一年，兄弟、叔侄三人相繼，連續執掌葉爾羌阿奇木伯克達二十七年，皆

因病故才換人，再加上阿克伯克長子玉素普，四人共掌三十年。排名第三的則是吐魯番

家族共有玉努斯、伊斯瑪依爾、阿克拉依都三人出任，共在任二十八年。 

二、同一家族同城相繼 

在喀什噶爾及葉爾羌的阿奇木伯克中，有父子、兄弟、叔侄、堂兄弟相繼出任情形。 

（一）兄弟、叔侄相繼之例 

烏什貝子輔國公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色梯巴勒氐病故後，高宗雖曾諭伊子邁默特阿布

都拉接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伊斯堪達爾調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但後來伊斯堪達爾仍

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邁默特阿布都拉出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由

色梯巴勒氐之弟阿克伯克出任，形成兄弟同城相繼的狀況。72阿克伯克病逝又由色梯巴

勒氐之子邁瑪特阿布都拉接任，是為叔侄相續，如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而這情形，

                                                      
70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民 53 年），卷 1055，頁 1-2，乾隆四十三年四月丙午，又諭曰。 
71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民 53 年），卷 932，頁 21，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辛巳，回部庫車阿

奇木伯克二等台吉鄂斯璊等十六人。 
72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318，頁 35，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辛丑，諭。《大清高宗純（乾

隆）皇帝實錄》，卷 1345，頁 9，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回部阿克蘇三品阿奇木伯克貝子品級輔國公

邁默特阿布都拉；福崧為葉爾羌辦事大臣，明亮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

卷 1338，頁 6-7，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戊子，又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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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同樣發生在阿克蘇，乾隆 25 年（1760）阿克蘇首任阿奇木伯克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

氐算起，至嘉慶 19 年（1814）的五十四年間，除了乾隆 40 年（1775）至 43 年（1778）

為庫車貝子鄂對之子鄂斯璊擔任外，有五十年時間，阿克蘇是由色梯巴勒氐之弟阿克伯

克、色梯巴勒氐之子邁默（瑪）特阿布都拉，以及阿克伯克長子玉素普執掌，為兄弟、

叔侄及堂兄弟接續之例，而他們都由阿克蘇轉陞為葉爾羌及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阿克

蘇成為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家族興盛期的大本營。 

庫車鄂對家族伊薩克在嘉慶 20 年（1815）至嘉慶 21 年（1816），出任喀什噶爾阿

奇木伯克，因疏縱孜牙墩案人犯圖爾第邁莫特，降補為五品伯克。73由鄂對之侄額依默

爾接任，等於庫車家族的堂兄弟相續。伊薩克雖在處理孜牙墩未得力，遭到革職，又遭

逢道光 6 年（1826）其父庫車散秩大臣固山貝子邁哈默特鄂對隨營出征，被張格爾捉獲，

而革去爵位。74家族勢力大失，然伊薩克並不氣餒，持續歷練了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沙

雅爾、布古爾等城阿奇木伯克之職；75出任沙雅爾阿奇木伯克時，更曾經協助阿克蘇辦

事大臣常清，備辦及運輸應戰張格爾所需物資，達全部軍用物資的四分之一。76其後他

因生擒張格爾，再次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並由貝子晉升為郡王，一雪其父被張格

爾所擒削革爵位之事，而他也是唯一兩次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的人。77伊薩克的兩

個兒子，與伊薩克相隔一任之後，在道光 29 年（1849）至咸豐 7 年（1857）間，由次子

邁瑪特及長子愛瑪特相繼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是弟與兄接力職掌之例。 

（二）父子相繼 

  伊斯堪達爾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二十三年，接任者是伊子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玉努

斯，他們是父子相繼，管理喀什噶爾長達二十六年左右，同時又身具吐魯番郡王之爵位。

仁宗打破了高宗反對父子相繼的原則，或許他們本就是深受高宗信賴的吐魯番額敏和卓

家族成員，也深得仁宗的信賴。後來玉努斯因伊犁將軍松筠誤解其捏造大和卓子薩木薩

克尚有子嗣，將其革職削爵，吐魯番郡王爵位的承襲，也換成額敏和卓的另一個兒子丕

爾敦78，但丕爾承襲是年即卒，嘉慶 21 年（1816） 由丕爾敦兒子邁瑪薩依特承襲。而

當薩木薩克的兒子張格爾在嘉慶 25 年（1820）前來侵擾喀什噶爾時，證明了當年清廷

冤枉了玉努斯，於是道光元年（1821）又重新任命吐魯番郡王邁瑪薩依特擔任喀什噶爾

阿奇木伯克，他在道光 6 年（1826）張格爾攻陷喀什噶爾時，與玉努斯併肩作戰陣亡。
79 

                                                      
73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317，頁 9-10，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庚寅，諭內閣。 
74 《廷寄檔》，文獻編號第 604000164 號，頁 79-83，道光六年九月十五日，軍機大臣字寄；台北：國立

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 
75 《宮中檔嘉慶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4013935 號，2724 箱，嘉慶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廣厚奏。 
76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58312 號，2747 箱，道光七年四月初一日，長清奏；《軍機處‧月

摺包》，文獻編號第 058597 號，2747 箱，道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長清奏。 
77 《宮中檔道光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5011305 號，2726 箱，道光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內閣奉上諭。 
78 以佐口透的吐魯番扎薩克郡王家系圖，丕爾敦是額敏第七子，但《清史稿》則列為第六子，日‧佐口

透，〈清朝統治下的吐魯番〉，《世界民族》1987-4，頁 54；日‧佐口透著，章瑩譯，《新疆民族史研究》，

頁 173；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 29，卷 210，頁 8740-8741。 
79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58515 號，2747 箱，道光七年十月二十日，賡音岱奏；《軍機處‧月

摺包》，文獻編號第 058326 號，2747 箱，道光七年五月六日，管理理藩院事務大學士托津等奏。《軍機處‧

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79729 號，2749 箱，道光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景亮奏；《宮中檔道光朝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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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襲的伊犁阿奇木伯克 

  最極端的父子相繼之例是北疆伊犁阿奇木伯克，高宗為了屯田實邊，曾由回疆各城

遷移回眾前往伊犁，由吐魯番郡王家族負責管理前去伊犁進行屯田的回眾，首任由額敏

和卓之子木（茂）薩擔任，他在乾隆 31 年（1766）病故，茂薩未有子嗣，高宗希望年老

的額敏和卓不要太過哀慟，特別將額敏和卓第三子鄂羅木扎布授為頭等台吉，補放為伊

犁阿奇木伯克，好讓額敏和卓感到忻悅。80而鄂羅木扎布的嫡長子一系子孫接續出任伊

犁阿奇木伯克，即密里克咱特、和什納扎特、哈里咱特、邁咱木雜特，成了世襲阿奇木

伯克家族，是新疆各城獨有之例。81此世襲之例始於仁宗而非高宗，當時仁宗為了不讓

鄂羅木扎布家系覺得他們是伊犁阿奇木伯克的世襲家族，鄂羅木扎布病故時，伊犁將軍

松筠奏請伊子密里克咱特承襲所遺頭等台吉之位，及補授所遺阿奇木伯克之缺時，仁宗

要松筠另擬一份阿奇木伯克正陪清單，將另一位受回人愛戴又熟悉屯田事務的密哩克咱

特果素擬為正選，奏請補放，仁宗再選擇密里克咱特，讓該家族者認為是仁宗施恩而珍

惜。82然而時日一久，終究發生高宗所顧慮的占地匿糧等弊端，哈里咱特、邁咱木雜特

分別在咸豐 4 年（1854）及同治 2 年（1863）因挾勢占種官地，短發籽種及勒派下屬代

付糧賦而遭革職。83但不論如何，吐魯番郡王家族確實受清廷信任與重託，在南北疆皆

享有尊榮之位。 

三、同一家族同時掌理二城 

回疆也曾出現同一家族，同時掌理葉爾羌及喀什噶爾兩大城的情況，即吐魯番郡王

額敏家族及庫車郡王鄂對家族。在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表二表內，吐魯番額敏和卓家族部分有二次的記錄，一是額敏和卓子伊斯堪達爾在喀什

噶爾由乾隆 53 年（1788）至嘉慶 16 年（1811）其間，其子玉努斯於嘉慶 14 年（1811）

前已出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至嘉慶 16 年（1813）調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接任其父

之職前，至少有兩年時間，吐魯番郡王族成員同時掌推了回疆最大二城；二是道光 12 年

（1832）至道光 29 年（1849）的十七年間，額敏和卓孫邁瑪薩依特之侄作霍爾敦出任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由玉努斯之弟伊斯瑪依爾擔任。若再加上北疆

伊犁，這兩個期間吐魯番家族同時掌南北疆最重要的三大城。 

庫車鄂對家族也有兩次，各有五年同時執掌兩大城，一是嘉慶 20 年（1815）至嘉

慶 25 年（1820）的五年時間，庫車家族同掌二城阿奇木伯克之位，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由鄂對之孫，鄂斯璊之子邁哈默特鄂三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由鄂對之玄孫伊薩克，

以及鄂對之侄額依默爾二人接續擔任；二是道光 30 年（1850）至咸豐 3 年（1854）有

五年是由庫車郡王伊薩克兩位兒子，分別是長子愛瑪特職掌葉爾羌阿奇木伯克，次子邁

瑪特出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而道光 8 年（1828）庫車郡王伊薩克時任喀什噶爾阿奇

                                                      
文獻編號第 405010851 號，2731 箱，道光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景亮奏。 
80《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民 53 年），卷 768，頁 16，乾隆三十一年九月辛巳，諭。 
81日‧佐口透著，章瑩譯，《新疆民族史研究》，頁 164-165；苗普生，〈論清初維吾爾族地區伯克制度的改

革〉。《清史研究通訊》1988-3，頁 30。 
82《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145，頁 6-7，嘉慶十年八月癸未，諭軍機大臣等。 
83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94771 號，2742 箱，同治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常清奏；《外紀檔》，

文獻編號第 30300251 號，頁 131，咸豐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奕山、圖伽布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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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伯克，長子愛瑪特在道光 8 年（1828）奏補為阿克蘇阿奇木伯克（應不是本城），女婿

胡巴第為庫車阿奇木伯克，一個家族同時在回疆東、西三大城出任伯克。84 

烏什輔國公的色梯巴勒氐家族，同掌葉爾羌與阿克蘇。色梯巴勒氐在乾隆 43年（1778）

至乾隆 53 年（1789）12 月擔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的同時，其弟阿克伯克也出任阿克蘇

擔任阿奇木伯克，色梯巴勒氐逝，阿克伯克接掌葉爾羌，色梯巴勒氐之子邁默特阿布都

拉則接續出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之職，而當阿克伯克於嘉慶 9 年（1804）病逝，邁默特

阿布都拉又接葉爾阿奇木伯克之位，阿克伯克之子玉素普接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因此烏

什輔國公至嘉慶 10 年（1805）的二十七年間，在回疆的三大城中掌控了兩大城。85 

 

                                                      
84 《奏摺檔》，文獻編號第 305000109 號，頁 196-197，道光八年十月，欽差大臣那彥成奏。 
85《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318，頁 35，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辛丑，諭。《大清高宗純（乾

隆）皇帝實錄》，卷 1345，頁 9，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回部阿克蘇三品阿奇木伯克貝子品級輔國公

邁默特阿布都拉；福崧為葉爾羌辦事大臣，明亮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

卷 1338，頁 6-7，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戊子，又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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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 

姓名 家族 爵位 之前任職 在任期間 任年 離因 

茂薩 吐魯番額敏和卓之子 副台吉  乾隆 24 年(1759) 1  

噶岱默特 原拜城阿奇木伯克 拜城輔國公  乾隆 25 年-乾隆

40 年閏 10 月

(1760-1775) 

15 傷寒病故86 

色提巴爾第 烏什 烏什貝子級輔國公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乾隆 40-43(1775-

1778) 

3 調任葉爾羌阿奇木伯

克 

鄂斯璊 庫車貝勒鄂對之子 乾隆 43 年襲貝勒因

鄂對罪降為散秩大

臣，乾隆 49 封固山

貝子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乾隆 43-53 年正

月(1778-1788) 

9 年班在京病故,高宗

諭伊斯堪達爾接87 

伊斯堪(坎)達

爾 

吐魯番郡王，額敏和

卓之子  

乾隆 44 年襲吐魯番

郡王 

乾清門行走 乾隆 53.1-53.1288 

(1788-1789)； 

乾隆 53-嘉慶

16.3 

(1788-1811) 

23 病故89 

                                                      
86《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996，頁 42，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戊子，諭。 
87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295，頁 5-6，乾隆五十三年正月丁卯，又諭。 
88《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1318，頁 35，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辛丑，諭。《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民 53 年），卷 1345，頁 9，乾隆五十四

年十二月壬申，回部阿克蘇三品阿奇木伯克貝子品級輔國公邁默特阿布都拉；福崧為葉爾羌辦事大臣，明亮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

錄》（民 53 年），卷 1338，頁 6-7，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戊子，又諭。 
89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241，頁 6，嘉慶十六年閏三月丁亥，遣乾清門行走回部郡王銜貝勒哈迪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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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努斯 吐魯番郡王，額敏和

卓孫，伊斯堪達爾子 

嘉慶 16 年襲-19 年

削革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嘉慶 16 -19.290 

(1811-1814) 

3 因伊犁將軍松筠冤枉

其捏造大和卓有後

裔，與浩罕通信送禮 

玉素普 烏什貝子輔國公色提

巴爾第之弟阿克伯克

長子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嘉慶 19-20 

(1814-1815) 

1 孜牙墩糾眾事件事前

毫無覺察，革職91 

伊薩克 

 

庫車貝勒鄂對之玄

孫，鄂斯璊曾孫 

 布古爾阿奇木伯克 嘉慶 20-21 

(1815-1816) 

1 因處理孜牙敦案內圖

爾第邁莫特疏縱降補

五品92 

額依默（木）

爾 

庫車貝勒鄂對之侄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嘉慶 21-25 

(1815-1820) 

5 失察張格爾擾邊革職 

邁瑪薩依特 額敏和卓兒子丕爾敦

之子， 伊斯堪達爾

是丕爾敦之兄 

吐魯番郡王  道光 1-6 

(1821-1826) 

5 張格爾事件喀什噶爾

城陷遭白山派回人棍

擊陣亡93 

伊薩克 庫車貝勒鄂對玄孫 道光 6 年(1826)襲

散秩大臣固山貝

子，8 年(1828)晉庫

車郡王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沙雅爾阿奇木伯克、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 

道光 7-10 

(1827-1830) 

3 因玉素普之亂被明巴

什攻城不得造謠言誣

指勾結賊匪 

作霍爾敦 額敏和卓孫，邁瑪薩  喀什噶爾商伯克、噶 道光 10-29 19 勒令休致 

                                                      
90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289，頁 19-20，嘉慶十九年二月戊戌，又諭。 
91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311，頁 15，嘉慶二十年十月壬申，又諭。 
92 《大清仁宗睿（嘉慶）皇帝實錄》，卷 317，頁 9-10，嘉慶二十一年三月庚寅，諭內閣。 
93 《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1973 號，2742 箱，阿布都拉呈；《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第 061614 號，2742 箱，道光六年八月分，伊薩克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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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特之侄 雜納齊伯克 (1830-1849) 

邁瑪特 庫車貝勒鄂對玄孫庫

車郡王伊薩克之子 

 沙雅爾阿奇木伯克、

布古爾伊什罕伯克 

道光 29.6-咸豐 6 

(1849-1856) 

7 傷寒病故94 

愛瑪特 庫車貝勒鄂對玄孫，

庫車郡王伊薩克之

子，邁瑪特之兄 

道光 22 年襲庫車郡

王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 

咸豐 6-7 

(1856-1857) 

1 倭里罕事件致喀什噶

爾失守以人地不宜調

職再革職95 

阿里   喀什噶爾伊什罕伯

克、賽里木阿奇木伯

克、和闐阿奇木伯克 

咸豐 8-9(1858-

1859) 

1 布魯特案件不經呈堂

審辦，輒自監押，顢

頇不勝邊要之任，調

布古爾阿奇木伯克。
96 

庫圖魯克 張格爾解京長齡派遣

回人送俘者之一97 

  咸豐 9-同治

3(1859-1864) 

5 回城失守 

資料來源：李晶，〈乾隆朝中亞政策研究〉，頁 210-211；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冊 29，卷 210，頁 8738-8744、8761-8780。 

 

 

 

 

                                                      
94 《宮中檔咸豐朝奏摺》，文獻編號第 406007821 號，2779 箱，咸豐六年三月初九日，常清奏。 
95 《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35，頁 21-22，咸豐七年九月丙戌，又諭；《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65，頁 7，咸豐八年九月甲午，又諭。 
96 《大清文宗顯（咸豐）皇帝實錄》，卷 295，頁 7-8，咸豐九年九月庚寅，諭內閣。 
97 《議覆檔》，文獻編號第 602000051 號，頁 34-35，道光八年五月初三日，大學士曹振鏞奏。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軍機處‧月摺包》，文獻編號

第 059992 號，2747 箱，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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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 

姓名 家族 襲爵位 之前任職 在任期間 任年 離因 

和什克伯克 和闐輔國公 乾隆 25 封輔國公 原喀什噶爾阿奇木伯

克，乾隆 24 年歸順 

乾隆 24-25(1759-

1760) 

1 遷居北京 

鄂對 庫車貝勒 乾隆 23 年授散秩大

臣，乾隆 24 年賜公

級，以軍公封固山

貝子晉貝勒，43 年

卒以罪追削 

庫車人，乾隆 20 年

歸順 

乾隆 25-43(1760-

1778) 

18 病故，又因高樸私鬵

玉石案被罪削其爵

位，其子鄂斯璊被降

為散秩大臣 

色提巴爾第

(色提卜阿勒

氐) 

烏什輔國公 乾隆 29 年封輔國公 烏什回人，乾隆 20

年歸順，25 年授二

品散秩大臣， 28 年

賜公品級 

乾隆 43-53.12 

(1778-1789) 

10 病故 

阿克伯克 烏什輔國公色提

巴爾第之弟 

 伊犁伊什罕伯克乾隆

33 年 2 月98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乾隆 53-嘉慶 9 

(1789-1804) 

16 病故 

邁瑪特阿布

都拉 

烏什輔國公色提

巴爾第之子 

烏什輔國公乾隆 53

年襲 

 嘉慶 9-10 

(1804-1805) 

1 病故 

玉努斯 吐魯番郡王，額

敏和卓孫，伊斯

堪達爾子 

吐魯番郡王嘉慶 16

年襲，19 年削 

 ？嘉慶 14 已在任-

嘉慶 16(1809-

1811) 

至少

2 

調任喀什噶爾阿奇木

伯克 

                                                      
98 《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卷 804，頁 34-35，乾隆三十三年二月己巳，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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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哈默特鄂

三（散） 

庫車郡王鄂對之

孫，鄂斯璊之子 

庫車固山貝勒 庫車伊什罕伯克，庫

車阿奇木伯克 

嘉慶 16-道光 4 

(1811-1824) 

13 病故 

玉素普 烏什輔國公家

族，色提巴爾第

之侄，阿克伯克

長子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 

道光 4-7 

(1824-1827) 

3 在張格爾事件城陷被

囚，獲救後，署理英

吉沙爾阿奇木伯克 

阿布都爾滿 阿克蘇郡王霍集

斯之侄孫 

道光 11 年(1821)襲

公爵 

喀什噶爾商伯克、葉

爾羌伊什罕伯克 

道光 7-12 

(1827-1832) 

5 病退，道光 14 年

(1834)逝 

伊斯瑪依爾 吐魯番額敏和卓

孫，伊斯堪達爾

之子，玉努斯之

弟 

 和闐阿奇木伯克 道光 12-30 

(1832-1850) 

18  

愛瑪特 庫車貝勒鄂對玄

孫伊薩克之子 

道光 22 年(1842)襲

郡王 

阿克蘇阿奇木伯克 道光 30-咸豐 3 

(1850-1854) 

4 下屬苛虐回人又與駐

劄大臣德齡爭訟，革

職 

阿克拉依都 額敏和卓 

曾孫，丕爾敦之

子邁瑪薩克特之

子  

道光 7 年襲(1727)

同治元年(1862)罪

削，同治二年

(1864)復賞吐魯番

郡王 

 咸豐 3-同治元年

(1854-1862) 

8 同治三年（1864）在

葉爾羌被俘，帶往庫

車，再移往喀什噶

爾，六年後被阿古柏

殺 

資料來源：李晶，〈乾隆朝中亞政策研究〉，頁 210-211；趙爾巽等撰(1977 年)，《清史稿》冊 29，卷 210，頁 8738-8744、8761-8780；

佐口透，〈清朝統治下的吐魯番〉，《世界民族》1987-4，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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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清朝為了杜絕回疆各城原有家族勢力的把持，又要贏取支持，使得清朝政權可以長

久穩定地統治回疆，因而籠絡協助平定回疆的有功者，依蒙古王公之例，制定回部王公

世襲等各項禮遇及條例，同時配合清朝以回治回的伯克制度施行，由大臣選擇，皇帝直

接掌控任命權的方式，將各王公易城出任伯克，藉恩威並施將可信任的回部王公，於回

疆各城及北疆伊犁，擁有出任阿奇木伯克的先機與獨占鰲頭之利，家族勢力得以擴展及

傳承，成為清朝直接管理回疆各族的統治階層，滿清只需派駐劄大臣監督，即可以少數

的大臣，掌理回疆的眾民族，既是直接掌控，又具間接管理的效益；而回疆原有的家族

勢力，也得以藉伯克之位，繼續掌握回疆政治與社會地位，是清朝與回疆家族勢力創造

雙贏方式。 

  以清代各朝皇帝任用回疆各家族偏向而觀，喀什噶爾在乾隆朝任用五位阿奇木伯克，

出任依序是吐魯番、拜城、烏什、庫車、吐魯番；嘉慶朝四位阿奇木伯克出身依序為吐

魯番、烏什，接下來是兩次庫車家族，一是鄂對家系，二是鄂對之侄；至於道光朝有四

任阿奇木伯克，其出身則是吐魯番與庫車郡王二者交替。葉爾羌在乾隆朝任用的郡王公

家族，依序是和闐、庫車，及烏什一是輔國公色梯巴勒氐，烏什二是其弟阿克伯克；嘉

慶朝則是烏什、吐魯番、庫車，烏什換成色梯巴勒氐之子；道光朝則烏什、阿克蘇、吐

魯番、庫車，咸豐朝為吐魯番。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兩城阿奇木伯克，在嘉慶 20 年（1815）

以後，幾乎成了吐魯番與庫車二家族輪番執掌的局面，可以說是回部王家族中，最有活

力及能力的兩個家族。這應與吐魯番家族早在順治初年已有接觸，並在康熙末年與雍正

朝因內徙之事，額敏和卓與清朝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又協助高宗平定回疆及任命為參贊

大臣管理回疆，得到高宗的最大的信賴，仁宗又加以延續所致。99而其子孫繁盛，能力

好又長壽，在任時間久，有時同掌握南北疆的三大城，具有較多的優勢。庫車家族則與

伊薩克在戰亂裡建功，力挽家族頹勢，晉陞為郡王有關，其爵位除了哈密及吐魯番外，

是回部各王公最高的。 

  高宗曾言不可由同一家族接續執掌同城，免得造成唐朝藩鎮割據，但葉爾羌在乾隆

53 年（1779）12 月色梯巴勒氐逝後，此原則已被打破，葉爾羌阿奇木伯克由色梯巴勒

氐之弟阿克伯克出任，等於是兄弟同城接續。若將乾嘉時期合併而觀，阿克伯克逝，又

由色梯巴勒氐之子邁默特阿布都拉接任，等於二十六年間，烏什輔國公家族兄弟、叔侄

連續在葉爾羌擔任三任的阿奇木伯克。在喀什噶爾亦然，吐魯番郡王家族額敏和卓孫伊

斯堪達爾逝世，仁宗繼續任用斯堪達爾之子玉努斯，二人在該城連續執政也是二十六年。

若言仁宗喜歡依循高宗所用家族，卻也在高宗以兄弟接續之例下，更進一步打破不可父

子同城相繼的原則。而北疆伊犁阿奇木伯克更是父子相繼的極致之例，始作俑者即是仁

宗。嘉慶朝伊薩克及額依默爾的叔侄相繼，就不足為異了。道咸兩朝，喀什噶爾阿奇木

伯克同樣有庫車郡王家族邁瑪特與愛瑪特的弟與兄同城相繼的情形。 

  以表 2 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表、表 3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表，作成表 4 兩城阿奇木伯

                                                      
99 《史館檔傳包》，文獻編號第 701008105 號，吐魯番回部扎薩克多羅郡王額敏和卓列傳，台北：國立故

宮博物院圖書文獻館，大清國史人物列傳及史館檔傳包傳稿全文影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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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統計表而觀，各城回部王公等家族，仍以吐魯番郡王額敏和卓家族有八任，共執掌七

十九年最久，清朝西北極邊的兩個重鎮，再加上北疆伊犁世襲阿奇木伯克，吐魯番額敏

和卓家族實是承載清廷在西北疆土上最大的付託。再次是庫車郡王鄂對家族有九任，執

掌二城有六十一年；烏什輔國公色梯巴勒氐兄弟六任，有三十四年，這是回疆八個回部

王公家族，最受朝廷重用的三個家族。 

 

          表 4  兩城阿奇木伯克統計表 

城名 葉爾羌 喀什噶爾 合計 

家族\出任 任數 任年 任數 任年 任數 任年 

吐魯番郡王家族 3 28 5 51 8 79 

庫車郡王家族 3 35 6 26 9 61 

阿克蘇郡王家族 1 5 0 0 1 5 

烏什輔國公家族 4 30 2 4 6 34 

和闐輔國公家族 1 1 0 0 1 1 

拜城輔國公家族 0 0 1 15 1 15 

其他 0 0 2 6 2 6 

合計 12 99 16 102   

 

  就穩定度及可信賴度而言，以受重用的三個家族作比較，首推吐魯番家族，任阿奇

木伯克者較為長壽，多以病故或休致告終；而邁瑪薩依特及其子阿克拉依都，甚至分別

在張格爾事件及同治初年新疆回變中殉職。其次是烏什輔國公家族，尤其色梯巴勒氐及

阿克伯克在葉爾羌的二十六年間，雖然整體執掌時間，較庫車家族短，更是不及吐魯番

家族之半，然色梯巴勒氐在首任阿克蘇阿奇木伯克十五年期間，致力於開墾及協助回人

移墾北疆伊犁，辦理土爾扈特自俄歸來的各項物資及安置，他在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又有

十三年阿奇木伯克資歷，揭發弊案，協助運載玉石等事，在回疆三大城擔任阿奇木伯克

的二十八年間，成為高宗治理回疆前期不可多得的好幫手。至於執政時間排名第二高的

庫車鄂對家族，雖在人次上比吐魯番家族多了一人，但職掌時間卻少了十八年，平均任

期較短，在九任阿奇木伯克中，即有六位是因事革職，其中鄂對病故後，因私採玉石請

葉爾羌辦事大臣高樸販賣而遭削爵；伊薩克雖捉獲張格爾晉陞郡王，卻受誣告下台；100

其他多為辦事、守城不力被革，如愛瑪特出任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則因下屬苛虐回人、

控告駐劄大臣德齡，反遭參革；任喀什噶爾阿奇木伯克又因城失守被革職，能力明顯不

及前面的兩個家族。 

  然而同為最早歸順清廷的哈密郡王家族，卻未在這回疆兩大城擔任過阿奇木伯克，

可能是因為哈密郡王玉素富弟阿卜都拉出任首位烏什阿奇木伯克時，引發了烏什事件，

而不再受信任吧？101乾隆朝被留置於京之霍集斯阿克蘇郡王家族曾在道光時出任一次

                                                      
100清‧曹振鏞，《欽定平定回疆剿捕逆裔方略》卷 72，頁 18，道光八年十月癸未，上諭內閣。見張羽新，

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年）冊 10，頁 96。 
101清‧傅恒等，《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 1，頁 5-6，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癸丑，上諭軍機大臣。張羽新，



中科大學報第 4 卷第 1 期暨教育與產學特刊 

61 

葉爾羌阿奇木伯克，和闐輔國公和什克留京後，子孫雖有出任和闐阿奇木等伯克的記錄，

在喀什噶爾部分僅為所屬城莊的五品阿奇木伯克，兩個家族明顯較不受重用。 

  回疆各王公家族，兼有阿奇木伯克等伯克之位，享有回疆社會上層階級的尊榮，以

及政治、經貿管理的地位，出任阿奇木伯克等職務時，他們致力於各城的開墾、建設，

守護戰亂的回疆，做出許多貢獻及犧牲，實為清朝治理回疆所倚重的穩定與支持的力量。   

  

                                                      
趙曙青主編，《清朝治理新疆方略匯編》冊 6，頁 328-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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