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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贝勒斐苏府                  ·朱默迪 

 

 

贝勒斐苏府，最早原是顺治第五子恭亲王

常颖（又称常宁）的府第，乾隆年间为其曾孙

斐苏贝勒袭居。清末，由其后代承熙袭居，故

此府又称“承公府”。多罗贝勒斐苏府在铁狮

子胡同三府中是最小的一座。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多罗贝勒斐苏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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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多罗贝勒斐苏府位于铁狮子胡同（现张自忠路），

东临和亲王府，西接和敬公主府。虽然贝勒府为铁狮

子胡同相邻三府中间那座面积最小的府邸，但其院落

完整，结构规矩。贝勒府分东、中、西三路。中路为

主要建筑，依次是街门五间、大门三间、正殿五间、

二府门三间、后殿五间、后楼七间。其中，大门前出

踏步，附有丹陛。后殿及其东西配殿间有游廊相连。

贝勒府最北侧还有一排罩房。 

 

 

 

  

 

 

居者、 
    贝勒斐苏，其曾祖父为清世祖五子恭亲王常颖，祖父为常颖三子贝勒海善，其父禄穆

布未封爵位。雍正九年（1731），在其祖父和叔祖父革爵期间，斐苏受袭贝勒。乾隆二十

八年（1763），卒。下表为该府历代府主沿袭：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常颖 清世祖第五子 
康熙十年（1671），封亲王，封号恭。四十二年

（1703），薨。 

二 海善 常颖三子 

康熙三十四年，初封奉恩将军。康熙四十二年，

袭贝勒，五十一年缘事革爵，雍正十年复封贝

勒。 

三 满都护 常颖二子 
康熙五十一年，袭贝勒。雍正四年因事降贝子，

寻复降镇国公。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多罗贝勒斐苏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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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四 斐苏 
海善二子禄穆

布之子 

雍正九年，初封贝子，后加爵多罗贝勒。乾隆

二十八年，卒。 

五 明韶 斐苏二子 乾隆二十八年，袭降贝子。五十二年，卒。 

六 晋昌 明韶一子 

乾隆五十三年，降袭为奉恩镇国公，嘉庆八年

（1803）革爵，二十年复袭奉恩辅国公。道光

八年（1828），卒。 

七 祥林 晋昌二子 
道光八年，降袭为不入八分镇国公，十四年因

病告退。 

八 承熙 祥林一子 
道光二十年，袭封不入八分镇国公。光绪十七

年（1891）卒。 

九 崇略 承熙一子 
光绪十八年，袭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年，

卒。 

十 德荫 崇略一子 
光绪二十年，袭封不入八分镇国公。二十一年

卒。 

十一 德茂 崇略二子 光绪二十二年，袭不入八分镇国公。 

 

变迁、 

光绪三十二年，贝勒斐苏府（时称承公府）及其旁边的和亲王府被拆除，兴建了两组

西式建筑，分别设为陆军部和海军部。1912 年袁世凯将总统府和国务院设在这里。袁世

凯复辟失败后，这里又成为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行馆。1926 年段祺瑞将临时执政府设于

此。1926 年 4 月以后由冯玉祥将军接管。后来原和亲王府改为北平卫戍区司令部，原贝

勒府则为时子和医院。1937 年这里成为岗村宁次为首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东院

则是以喜多为首的日本特务机关兴亚院。1945 年后改为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国民党北

平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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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11 年《详校首善全图》中多罗贝勒裴苏府旧址 

 

图 4：1935 年《北平内外城详图》多罗贝勒裴苏府旧址 

 

现状、 

    1949 年中国人民大学作校舍。1970 年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教工宿舍。1978 年至今大部

分主楼由人大清史研究所使用。 

 

传说、 
在清末民初时期，曾经深藏胡同的宗室府宅因一连串政治事件成为了众人注目的焦点。

1926 年段祺瑞将临时执政府设在昔日和亲王府和贝勒斐苏府之处。同年 3 月 18 日，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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钊组织北京各界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然后带队到这里请愿，遭到卫

队的枪击和砍杀。死难 47 人，打伤 200 余人。后来鲁迅撰文《纪念刘和珍君》纪念“三

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学生及革命者，其中名句“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

视淋漓的鲜血”描写的事件就发生在此地。下图为“三·一八”惨案纪念碑，现已斑驳破

旧，小小的纪念碑不知寄托了多少革命志士的忠魂。 

 

图 5：多罗贝勒裴苏府旧址今貌一撇——三·一八惨案发生地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