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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亲王府                          ·成二丽 

 

 

履亲王府最初为康熙第十二子允裪的府邸，府址“在

东角楼宽街”，昂班章京胡同以北，十根旗杆胡同与胡椒

园胡同以东，东邻多罗贝勒允祁的府邸。 

允祹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晋履郡王，雍正二年

（1724）降镇国公，雍正八年复封履郡王，雍正十三年晋

履亲王。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以高宗第四子永珹

为嗣，永珹世袭履郡王。 

《乾隆京城全图》于乾隆十五年完成，由此推算，《乾

隆京城全图》中的履亲王府，即康熙第十二子允祹的府邸。 

  

图 1：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上

履亲王府的位置为俄罗斯教堂和四爷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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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履亲王府在《乾隆京城全图》的第二排第二列，图中所绘履亲王府正门面阔五间，大殿面

阔七间，东西配楼殿面阔五间，后殿面阔五间，后寝面阔五间，后罩正屋五间。 

又据乾隆三十一年内务府奏案中一则为修缮履亲王府销算工程钱粮的奏折可知该府的建

筑状况。其文曰：“查先经总管内务府折奏, 履郡王府年久糟旧, 交总理工程大臣踏勘修理。

经奴才踏勘得：神房、佛堂、祠堂、顺山围房等项四百三十九间，库房、茶房、书房、饭房以

及花园各座房屋三百十二间，共房七百五十一间。”  

 

居者、 

当时王府的主人爱新觉罗·允祹，生于康熙二十四年，圣祖第二十一子，序齿为皇十二子。

生母为定嫔，后交与苏麻喇姑抚育。康熙四十八年封贝子，曾任内务府总管，办理正白旗满洲、

蒙古、汉军三旗事务。康熙御极六十年，派允祹祭盛京三陵。次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康熙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履亲王府及周边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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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年晋履郡王，雍正即位后，雍正二年降镇国公，雍正八年复封履郡王。乾隆即位，进封

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卒，谥懿。 

允祹的生母定嫔万琉哈氏，本是满洲正黄旗籍的一名包衣。可能是万琉哈氏对自己的身份

很有自知之明之故，更可能是万琉哈氏生就安于现状、与世无争的贤淑品性，使她成为康熙帝

众多嫔妃中，也是清朝十二位皇帝的如云嫔妃中，独一无二的最长寿者——享年97岁。或许是

受到母亲遗传基因的影响，允祹也是康熙帝诸多皇子中的最长寿者，享年79岁。 

十二阿哥允祹自小在苏麻拉姑身边长大。苏麻拉姑用当年教导康熙帝的心力来养育允祹，

使得允祹在诸多阿哥中独显深明大义。自康熙五十六年至康熙帝临终前夕，允祹不结朋党、与

世无争，由此而深得康熙的信任与重用。大概正因为康熙帝晚年对允祹如此信重，所以胤禛即

位后首先对允祹采取了打压政策。然而，允祹为人周全，雍正八年又恢复了多罗履郡王爵。 

履亲王允祹妻妾九名。其中嫡福晋：富察氏（太保、大学士、伯爵马齐之女），其堂妹为

乾隆皇帝孝贤纯皇后；侧福晋：方佳氏（四品典卫方文彬之女）、管佳氏（管有仓之女）；庶

福晋：王佳氏（王德政之女），李佳氏（轻车都尉车尔特之女），迈氏（员外郎九格之女），

陈氏（陈大麻之女）；妾：李氏（李大之女）；姚氏（管领玛色之女）。 

履亲王允祹共生六子六女。只有三个女儿存活，其余均不到十三岁就夭折。所以过继乾隆

第四子永珹为嗣，由永珹世袭履郡王，未得世袭罔替，每次袭封需递降一级。一共传了八代八

位。 

下表为历代府主更替：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允祹 圣祖第十二子 康熙六十一年晋履郡王。雍正二年降镇国公。八

年复封履郡王，十三年晋履亲王。乾隆二十八年

卒。以高宗第四子永珹为嗣。 

二 永珹 高宗第四子 乾隆二十八年袭履郡王，四十二年卒，嘉庆四年

追封履亲王 

三 绵惠 永珹第一子 乾隆四十二年袭贝勒。嘉庆元年（1796）卒，六

年追封履郡王 

四 奕纶 绵懃子，绵惠嗣子 嘉庆元年袭贝子。十四年晋贝勒。道光十五年

（1835）降贝子。十六年卒，追封贝勒 

五 载鈖 奕纶第十子 道光十六年袭贝子，咸丰三年卒（1835）。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7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28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60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5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5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5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46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6594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260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056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72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0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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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六 溥楙 奕纶第九子载刚之

第三字，载鈖嗣子 

咸丰四年袭镇国公。光绪八年（1882）卒 

七 毓昌 溥楙子 光绪八年袭镇国公，十年卒 

八 溥植 奕纶第十二子载鹤

之子 

光绪十一年袭镇国公。 

 

变迁、 

履亲王府的前身为清初襄敏贝子务达海府

邸的一部分。务达海为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

曾从多尔衮伐明，战功卓著。在雍正年间，因

务达海后裔的爵位，自曾孙三官保之后已经降

至奉国将军，住在这里与体制不合。于是，务

达海的后裔搬走，原来的王府一分为二，成为

履亲王府和多罗贝勒允祁府。 

履亲王府在民间又有称谓为“四爷府”。

据《燕都丛考》载：“今胡家园有四爷府”。

因乾隆第四子永珹过继袭爵，故有此俗称。 

光绪十一年，溥植袭镇国公，因此府邸又

称为“植公府”。 

清康熙二十四年，清军对入侵的俄军进行

了雅克萨战役，将俘虏及归顺的士兵和家属迁

居北京，编入镶黄旗，安置于京城内东北角的

胡椒园胡同。由于这批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

四年后，康熙帝钦赐一座关帝庙用以改建教堂，北京第一座东正教堂由此产生，后称圣·尼古

拉斯教堂或北堂。俄国东正教廷还派来司祭等教职人员。光绪二十六年，在义和团运动中，东

正教堂被烧毁。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与教堂相邻的履亲王府遭到破坏性报复，被烧毁。 

两年后，政府用庚子赔款重建北堂。同时，将履亲王府和多罗贝勒允祁府割让给教堂，允

图 3：1912 年《北京详细地图》中履亲王府标

为植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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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扩建。扩建后的教堂改名为“致命堂”。教堂为拜占庭式建筑，平面呈十字架形，堂顶有 5

个带十字架的拱形堡。占地 20 万平方米，有 237 间房，主要由致命堂、钟鼓楼、中外书房、

神父住宅及寡妇院组成。 

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6 年，此处改为苏联大使馆，原教堂建筑被拆除，同时在大使馆附近

新盖一所小东正教堂。 

 

现状、 

当年的履亲王府现今为俄罗斯联邦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王府门前的昂

班章京胡同现已改为明安街。 

目前俄罗斯大使馆内仍保留着一组

原为履亲王府的中式古建筑：面阔五间的

北大殿，绿琉璃筒瓦庑殿顶；面阔三间的

西殿，绿琉璃筒瓦顶。建筑上之吻兽为鸽

形，为中式建筑中所罕见。 

俄罗斯大使馆不能拍照，但是从现今

的三维地图中可以略窥一斑。 

 

 

传说、 

北京的旗杆胡同地名很可能和胡同内的履亲王府和真武庙有关。履亲王府在旗杆胡同旁，

康乾时，为履亲王府最盛时。王府的旗杆，加上旁边真武庙的旗杆，多达十根，人们便称所在

胡同为十根旗杆胡同。后府主的爵位下降，到咸丰时，履亲王府的主人只袭镇国公。再加上一

次大火，王府被烧毁，变成一片荒烟蔓草。而地名一直流传下来。 

 

 

图 4：俄罗斯大使馆内的履亲王府建筑遗存 

http://baike.baidu.com/view/35864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