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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亲王府                          ·白鸿叶 

怡亲王府最初是清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府邸。怡亲王府

有两处府址，《宸垣识略》记载怡亲王旧府在煤渣胡同，怡

亲王新府在朝阳门内北小街。旧府的主人是爱新觉罗·胤祥

（1686—1730），因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胤禛继位后即被

封为和硕怡亲王。胤祥对雍正朝的治绩甚大，遂得世袭罔替

的许可，为铁帽子王。雍正帝待他也非寻常，死后令享太庙，

上谥号为“贤”，原府邸改建贤良寺，其子孙搬往新府邸。新

府的主人是爱新觉罗·弘晓（1722—1778），胤祥第七子。胤祥

薨，雍正谕令：“吾弟之子弘晓，著袭封怡亲王，世世相承，

永远弗替。凡朕加于吾弟之恩典，后代子孙不得任意稍减。”

弘晓遂承袭怡亲王。 

《乾隆京城全图》中标注怡亲王府的位置在朝阳门内北

小街，即为怡亲王新府址，此时府主为弘晓。王府东临小街

（今朝阳门内北小街），北接东四三条胡同，西邻东四头条、

二条胡同以及延福宫，南面大街。 

 

 

 

 

 

 

 

 

 

 

 

图 1：怡亲王府西配楼 



30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怡亲王府 

坐落、 

怡亲王府坐北朝南，府中建筑布局分东、中、西三路。中路主要建筑有：正殿（银安殿）

七间，殿前左右各有配楼七间，后殿五间，后寝七间，后罩楼七间。西路跨院为王府生活居

住区，东路院是府库、厨厩及执事侍从住所。 

 

居者、 
弘晓（1722－1778），号冰玉主人，又号冰玉道人，雍正八年（1730）十二月承袭怡亲

王爵位，为第二代怡亲王，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管理藩院事务。五年九月，任正白旗

汉军都统。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薨逝，享年五十七岁，谥曰僖。 

弘晓为清著名藏书家，建藏书楼九楹，积书充栋，名“乐善堂”，又有“明善堂”、“安

乐堂”。钱谦益“绛云楼”未被火之前，宋、元之本大半为毛晋、钱曾所得；而这两家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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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出后，半数由徐乾学、季振宜所得。后来徐、季二家书又散出，经何焯介绍，全归于弘晓。

乾隆三十七年四库馆开，各地藏书家均奉旨进呈，唯他的“怡府”藏书未进呈，其中世所罕

见者甚多。怡亲王府藏书长达百余年，至同治末年，藏书始散落民间。山东杨绍和、京师翁

同龢、吴县潘祖荫、杭州朱学勤等人都收藏有他的书籍，大部分为精本。弘晓编有《怡府书

目》1 册，收书 4500 种，不分卷亦不分类别，只记书名、册数，间及版刻。其藏书钤有“怡

府世宝”、“安乐堂藏书”、“明善堂览书画印记”、“御题明善堂印”、“忠孝为藩”、“怡亲王宝”、

“纶音好书犹见性情醇”、“天语尽职从知忠”、“似太古斋珍藏金石书画印”等印章 10 多枚。

著有《明善堂集》。 

弘晓妻妾 9 人：嫡福晋李佳氏（三等伯赫格之女）；继福晋佟佳氏（都统长盛之女）；侧

福晋金氏（领侍卫内大臣常明之女）、石氏（石中玉之女）、伊尔根觉罗氏（典卫克星额之女）；

妾徐氏（典卫徐国秀之女）、祥氏（九达色之女）、马氏（马图赫之女）、巴雅拉氏（笔帖式

才保之女）。 

育有九子：长子镇国将军永杭，次子和硕怡恭亲王永琅，三子未有名，四子永蔓，五子

未有名，六子未有名，七子未有名，八子辅国将军永迈，九子永和。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胤祥 康熙帝第十三子  

二 弘晓 胤祥第七子 雍正八年十二月承袭怡亲王爵位。乾隆四十三年薨

逝，享年五十七岁，谥曰僖。 

三 永琅 弘晓第二子 乾隆四十三年袭怡亲王，嘉庆四年（1799）薨，谥曰

恭。 

四 绵标 永琅第二子 乾隆五十五年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嘉庆四年卒，嘉

庆五年追封为怡亲王。 

五 奕勋 绵标第一子 嘉庆四年袭三等镇国将军，随后袭怡亲王，嘉庆二十

三年薨，谥曰恪。 

六 载坊 奕勋第一子 嘉庆二十四年袭怡亲王，嘉庆二十五年薨。 

七 载垣 奕勋第二子 道光五年（1825）袭怡亲王，咸丰十一年（1861）因

罪革爵，赐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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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1861 年，咸丰皇帝

驾崩，慈禧太后击败了妨

碍她掌权的“顾命八大

臣”，强令位居八大臣之

首的第七任怡亲王载垣

自缢，并剥夺了他的王位

和王府。慈禧将收回的载

垣怡亲王府分配给奕譓。

奕譓（1845-1877）为道

光第九子，道光三十年封

为孚郡王，同治三年迁出皇宫，居住于怡亲王府，从此怡亲王府即改为孚王府，因孚郡王排

行第九，俗称九爷府。 

1928 年，孚王府出售给张作霖手下的高官杨宇霆，杨宇霆被张学良杀死后，王府又成

为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校址。1949 年出版的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中在王府旧址上

标注了“女子文理学院”，此时的王府旧址范围还与《乾隆京城全图》所绘相同，东为朝阳

门内北小街，北为三条胡同，西邻头条和二条胡同，南为朝阳门内大街。 

 

现状、 
现在的孚王府虽然外观陈旧，但仍保留着宏大的规制。院落跨过东四头条、二条两个胡

同，北墙直抵东四三条，东、西还各有一座跨院。挂着许多单位牌子的那座临街大门并非王

府正门。真正的王府大门在临街大门的后面，朱漆门扇上排列着纵九横七共计六十三颗门钉，

门前矗立的石狮足有两人多高，比天安门前的石狮还要高大。从王府正门进去，一条高出庭

院地面 1 米的丹陛旱桥直通正殿银安殿。 

孚王府布局严谨规整，是清代王府的典型建筑，也是北京现存较完整的少数王府之一，

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我们去的当日原在此院办公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已搬离。 

图 3：1949 年《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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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孚王府东配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