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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亲王府                          ·白鸿叶 

 

恒亲王府最早为康熙第五子允祺的府邸，《宸垣识

略》记载恒亲王府在烧酒胡同。允祺（1679-1732），

康熙四十八年（1709）晋封为和硕亲王，赐号为恒，

死后谥号温，未得世袭罔替，每次袭封需递降一级。

允祺二子弘晊，初封辅国公，1727 年进镇国公，1732

年袭恒亲王。《乾隆京城全图》于乾隆十五年（1750）

完成，由此推算，《乾隆京城全图》中恒亲王府的主人

即为第二代恒亲王弘晊。《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注恒亲

王府北接固山贝子弘昽府，南邻东烧酒胡同，西南为

永丰庵。 

图 1：恒亲王府原址，现史家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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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恒亲王府只有东西两路，规模较小，东为正院，西侧为花园，很小巧别致，生活气息比较

浓厚。 

 

居者、 

爱新觉罗·弘晊（1700—1775），即和硕恒恪亲王。允祺第二子，雍正三年（1725）封辅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恒亲王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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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雍正五年晋镇国公，雍正十年袭恒亲王，乾隆四十年卒，谥曰恪。 

弘晊妻妾九人：嫡福晋伊尔根觉罗氏（协领德启之女）；继福晋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贝

子拉什之女）；侧福晋李佳氏（五格之女）；侧福晋佟佳氏（华色之女）；庶福晋成佳氏（达赖

之女）；庶福晋完颜氏（管领常保住之女）；庶福晋田氏（田阳之女）；庶福晋石佳氏（二格之

女）；庶福晋许氏（观音保之女）。 

育十一子：长子二等侍卫、辅国将军永馨，次子永修，三子奉国将军永勋，四子永铨，五

子永特，六子永隆，七子永懋，八子三等侍卫永封，九子永萃，十子多罗恒敬郡王永皓，十一

子未有名。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允祺 康熙第五子 1709 年晋封为和硕亲王，赐号为恒亲王 

二 弘晊 允祺第二子 雍正三年封辅国公，雍正五年晋镇国公，雍正十年袭

恒亲王，乾隆四十年卒，谥曰恪。 

三 永皓 弘晊第十子 乾隆四十年袭恒郡王，乾隆五十三年卒，谥曰敬。 

 

变迁、 

恒亲王府只传到第三代，

到嘉庆朝，允祺后人爵位递

降至镇国公，不宜再住此府，

改迁他处。嘉庆皇帝将此府

赐给第三子淳亲王绵恺，恒

亲王府则由此改为淳亲王

府。绵恺无嗣，以道光帝第

五子奕宗为绵恺的嗣子，并

于 1846年承袭淳亲王爵位，

因奕宗排行第五，所以此府

亦称五爷府。后来淳亲王府家道败落，其子孙便将院落分割出售。1931《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

图》中标注的“五爷府”即为淳亲王府，也是当年的恒亲王府旧址。 

图 3：1931 年《新测实用北平都市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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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原烧酒胡同是以恒亲王府门前为界往东为东烧酒胡同，往西为西烧酒胡同，烧酒胡同几经

变迁，到民国期间，东烧酒胡同变成了后石道，西烧酒胡同改名为烧酒胡同。如今的烧酒胡同

早已不是当年的东西向的东、西烧酒胡同，而是改为南北方向，形成了一条小斜街。而当年的

王府旧址已变为史家小学、烧酒胡同 3 号院等民居了。 

 

图 4：恒亲王府原址附近示意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