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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亲王府                        ·朱默迪 

 

和亲王府前身曾为康熙第九子贝子允禟府第，

称贝子府。康雍之际“九子夺嫡”，在雍正四年，身

为“八爷党”的允禟被雍正以“僭妄非礼”之罪，

革去黄带子，除宗籍，被幽禁在这座府邸。同年，

胤禟因“腹疾卒于幽所”。雍正十一年（1733），雍

正将此府赐予其第五子弘昼，是为和亲王府，后来

一直为其后人居住至清末。 

 

  

图 1：和亲王府原址，今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大门（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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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和亲王府位于铁狮子胡同，东临贝勒斐苏府与

和敬公主府。王府分东西两路，东路为主要建筑，

西路是一些配殿等附属建筑。东路共三进，大门外

有一前庭，有房若干间，四周有围墙，东西墙处各

开一小门。大门面阔五间，为典型王府规制。第一

进院落中有正殿，面阔七间，前出丹墀，东西各有

翼楼两座。过三间门后第二进院落，中有殿面阔五

间，两侧配殿面阔三间，后殿面阔五间。后院有前

殿面阔五间，后有高大罩楼。各殿之间多有游廊相

连，整个东路占地颇广。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和亲王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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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爱新觉罗·弘昼（1712－1770），雍正帝第五子，康熙五十年（1711）出生，雍正十一

年封和亲王，母纯悫皇贵妃耿氏。嫡福晋吴扎库氏，副都统五什图之女。侧福晋章佳氏，护

军参领雄保之女。侧福晋崔佳氏，崔奇哲之女。共有子八人、女一人。 

下表为和亲王府世代府主更替：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弘昼 世宗第五子 雍正十一年封和亲王。 

二 永璧 弘昼第二子 

乾隆二十一年（1757）十二月受封为不入八分

辅国公，乾隆三十五年十月接替父亲成为和亲

王第二代。 

三 绵伦 永璧第一子 乾隆三十七年九月降袭为和谨郡王。 

四 绵循 
永璧第四子，绵伦

之弟 
乾隆四十年正月袭和恪郡王。 

五 奕亨 绵循第三子 
嘉庆七年（1802）十一月受封为头等辅国将军，

嘉庆十二年七月降袭封为贝勒。 

六 载容 奕亨第四子 

道光十二年（1832）闰九月降袭封为贝子。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朝廷赏贝勒头衔，为

贝勒衔敏恪贝子。 

七 溥廉 载容第一子 
光绪三年（1877）十一月考封二等辅国将军爵

位，光绪七年闰七月降袭奉恩镇国公。 

八 毓璋 溥廉第二子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袭奉恩镇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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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光绪三十二年，和亲王府、贝勒斐苏府两府的建筑全部被拆除，重新建造了两组欧洲古

典式建筑群。西部设陆军部，东部原设陆军贵胄学堂，后归海军部。1912 年袁世凯任中华

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将总统府和国务院设在这里；1919 年后，改为总理府；1924 年段祺瑞

被北洋军阀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这里改为执政府。1926 年 4 月 10 日，北京发生了政

变，段祺瑞出逃，执政府倒台。1926 年 4 月以后由冯玉祥将军接管。王树常任北平卫戍司

令时，又改为北平卫戍区司令部。1937 年前这里改为二十九军驻北平军部及冀察政务委员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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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1911 年《详校首善全图》中的和亲王府变迁为“贵胄学堂” 

 

图 4：1935 年《北平内外城详图》中和亲王府旧址变为“平津卫戍总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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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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至今部分主

楼由人大清史研究所使用。如今，透过中式大门可以看见里面的西洋建筑，砖灰色的老旧建

筑并不突兀，如今看来中西二式建筑也能和谐相处，共同诉说着北京的变迁。 

 

图 5：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西洋建筑 

 

传说、 

    和亲王府的第一代主人弘昼是历史上著名的荒唐王爷，喜好办丧事，收集丧葬用品，而

且经常在家操练丧事。但有历史学家指他其实是为避免卷入弘时和弘历对皇位的争夺而以

“荒唐”为名韬光养晦，实际原因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但后世对其荒唐行径也有多种演

绎，成为一时谈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