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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勒球琳府（惠郡王府）                ·金 靖 

 

《乾隆京城全图》第 3 排第 9 图上有一处王府，标

注为“贝勒球琳”。 

贝勒球琳为惠郡王博翁果洛之孙，是博翁果洛第五

子福苍的长子。《宸垣识略》中有“惠郡王府在西直门新

街口”的记述，而《清史稿》中记载雍正元年（1723）“世

宗既以允禄袭庄亲王。封博翁果诺孙球琳为贝勒，惠郡王

所属佐领皆隶焉”。球琳于雍正六年晋封惠郡王，乾隆十

一年（1746）降为贝勒，因此，《乾隆京城全图》上对于

该府的标注不是“惠郡王府”而是“贝勒球琳”。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贝勒球琳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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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贝勒球琳”府位于西直门内大街东侧路北，临近新街口。府院坐北朝南，正门面阔三间，

大殿面阔三间，东西配殿各三间，无后殿而为门，面阔一间，后寝面阔五间。王府东临广济寺，

府墙东侧为新街口头条、二条、三条。头条西头是死胡同，二条有随墙便门，三条也有惠郡王

府的房产。府墙西侧是新开路、崇元观。 

 

居者、 

惠郡王博翁果洛为清太宗皇太极之孙，承泽亲王硕塞第二子，生于顺治八年（1651），康

熙四年（1665）封惠郡王，未得世袭罔替，每次袭封需递降一级。康熙二十三年被革爵，康熙

五十一年卒，享年 62 岁。 

贝勒球琳为博翁果洛五子福苍的长子。雍正六年（1728）晋封惠郡王，乾隆十一年降为贝

勒，二十二年革退。乾隆五十五年卒，享年 72 岁。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惠郡王博翁果洛 皇太极孙，硕塞二子 
康熙四年封惠郡王，康熙二十三

年革爵 

追封 贝勒 福苍 博翁果洛五子 乾隆十五年追封贝勒 

二 贝勒 球琳 福苍一子 

雍正元年袭贝勒，雍正六年晋惠

郡王，乾隆十一年降贝勒，乾隆

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三 奉恩辅国公 德谨 球琳二子 
乾隆二十三年袭辅国公，乾隆二

十八年缘事革退。 

四 三等镇国将军 德春 球琳三子 
乾隆二十九年袭三等镇国将军，

乾隆三十年因病告退。 

五 三等辅国将军 德三 球琳四子 
乾隆三十三年袭三等辅国将军，

乾隆五十六年卒。 

六 奉国将军 徙义 德三一子 
乾隆五十七年袭奉国将军，嘉庆

十一年缘事革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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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七 奉恩将军 万祥 

博翁果诺玄孙，伊泰曾

孙，明赫孙，素勒二子，

肃章阿养子 

嘉庆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

五年卒。 

八 奉恩将军 亨麟 万祥二子 
道光十五年袭奉恩将军，同治十

三年卒。 

九 奉恩将军 中端 亨麟孙，英萃一子 
同治十三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

四年卒，无嗣。 

十 奉恩将军 英茂 亨麟三子 光绪十四年袭奉恩将军，无嗣。 

十一 奉恩将军 定埏 

素勒玄孙，万成曾孙，

亨杰孙，英芹二子，英

茂养子 

生卒年不详 

 

变迁、 

贝勒球琳革退后，其后裔渐渐陷入坐吃山空的境地。从 1912 年《北京详细地图》上可见，

原来的惠郡王府址上标有“府”字的范围，已缩至一条胡同以南。据说辛亥革命后，贝勒球琳

的后裔还打起了祖坟的主意，想把丰台大灰厂祖坟地里的九百九十株松柏树卖掉，却被宛平县

县长派人制止。最终恐是出于无奈，在 1916 年把府第卖给了消防队。 

图 2：1912 年《北京详细地图》

中关于贝勒球琳府的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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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解放后，北京幻灯片厂在这里选址建厂，从 1950 年到 1988 年，存在了近四十年，之后又

改建成超音波音响花园。现在的“贝勒球琳府”早已灰飞烟灭，原址上除了音响花园及新街口

电影院、西城区少儿图书馆外，一些老平房正在拆迁。不久的将来，这里又会是另一番景象。 

 

 

 

 

 

 

 

图 3：原贝勒球琳府现在的地理方位 

图 4：音响花园周边正在拆迁的老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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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贝勒球琳府”原始主惠郡王博翁果洛是承泽亲王硕塞的第二子，因其兄博果铎袭父爵，

改号庄亲王，故百姓称博果铎为“大王”，而排行老二的博翁果洛则被称为“二王”。对庄亲王

府而言，惠郡王府被称为“二王府”。 

惠郡王后裔一代代没落，家产也渐渐被他们变卖，这里最后的居者信息来源于网上的一则

“寻人启示”，寻找居住在原贝勒球琳府的宗月大师。这位宗月大师本名刘寿绵（1880-1941），

字德绪，满族，世居西直门内大街 89 号（原贝勒球琳府）。1926 年出家，法名悟天，法号宗

月。出家前变卖三百余间房产救济穷人，做善事无数，在京城有刘善人之称。1937 年 8 月，

宗月大师带领收养的十多名灾童赴昌平南口战场掩埋了三千具抗日将士忠骨，被日军抓获后又

释放；1941 年，61 岁的宗月大师在师父现明长老圆寂后三日坐化，半数以上的京城穷苦百姓

自动上街送殡，其中大部分接受过宗月大师恩惠救助。老舍先生在幼年时就是受其资助，才得

以入私塾读书。后来老舍先生写了散文《宗月大师》，更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以刘寿

绵为原型塑造了“定大爷”的形象。这位宗月大师是惠郡王的后裔，还是祖辈买下了贝勒球琳

的家产就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