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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郡王府                          ·成二丽 

第一代理郡王弘晳，是康熙朝太子允礽第二子，康熙

帝皇长孙。允礽初立为皇太子，后废，死后追封理密亲王。

弘晳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祖父驾崩第二天，即被雍正

帝封为郡王，累加多罗理郡王爵；雍正八年（1730）晋理

亲王。理郡王府建于弘皙袭封理郡王时期，废太子允礽不

曾在此居住。 

弘晳先居住在王大人胡同理郡王府，雍正元年，雍正

敕命理郡王弘皙移居在康熙末年即已完工的昌平郑家庄

王府（平西府），从此以后弘皙在此居住直至乾隆四年时

被拘执，长达 17 年。 

乾隆四年（1739），弘皙被拘之后，允礽第十子弘 袭

理郡王，搬迁至王大人胡同的理郡王府。《乾隆京城全图》

中的理郡王府即指弘 的府邸。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理郡王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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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理郡王府位于北新桥王大人胡同东口，东

侧为东直门北小街，西侧为广恩寺与前永康胡

同，王府南侧为千佛寺，王府北侧为后永康胡

同。 

理郡王府在《乾隆京城全图》的第二排第

二列，从图上看该府体量较小，府邸周围建以

群房，南墙正中有临街门三间，内又有围墙将

中路主要建筑圈起并在正南开一间，入门两侧

有面阔各五间的配房，门正北为面阔五间的正

殿，殿两侧又有面阔各七间的配房，正殿北有

一门，门内两侧有面阔各五间的配房，对门正

北有面阔五间的后寝及东西耳房。最北为面阔

五间的后罩楼及各面阔五间的东、西配房。 

 

居者、 

允礽第十子多罗理恪郡王弘 ，康熙五十七年生，母亲为侧福晋程佳氏，程世福之女。

乾隆四十五年卒。享年六十三岁。 

弘 妻妾六名。嫡福晋瓜尔佳氏，笔贴式塞特之女；侧福晋陈佳氏，陈贵之女；侧福

晋孟佳氏，孟铎之女；庶福晋苏氏，苏辉克之女；庶福晋刘佳氏；庶福晋马佳氏，济兰泰之

女。弘 共养育七子：长子多罗贝勒永瑷，次子告退侍卫、奉恩将军永育，三子未有名，

四子未有名，五子辅国将军永准，六子永爽，七子永瀛。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理郡王府 



68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备注 

一 允礽 圣祖第二子 康熙十四年立为皇太子，四十六年

废，四十八年复立，五十一年复废。

雍正二年卒，追封理亲王。 

 

二 弘皙 允礽第二子 雍正元年封理郡王。六年晋理亲王。

乾隆四年革爵。 

先居王大人

胡同理郡王

府。旋迁郑家

庄。 

三 弘  允礽第十子 乾隆四年袭理郡王，四十五年卒。 居王大人胡

同理郡王府。 

四 永暧 弘日为第一子 乾隆四十五年袭贝勒，五十三年卒。  

五 绵溥 永暧第二子 乾隆五十四年袭贝子。嘉庆六年

（1801）卒。 

 

六 奕灏 绵溥第一子 嘉庆六年袭镇国公。道光十年

（1830）革退，十八年复袭辅国公，

不久，为子请托革任，发往盛京效

力赎罪。 

 

七 载宽 奕灏第三子 道光十年袭辅国公，十八年卒.  

八 载岱 奕灏族侄 道光十九年袭奕灏之辅国公。同治

十三年（1874）卒。 

淳亲王之后

辅国公奕梁

迁此，占用一

部分 

九 溥丰 载岱第一子 光绪元年（1875）袭辅国公，二十

二年卒 

 

十 毓炤 溥丰第四子 光绪二十二年袭辅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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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载岱袭封居理郡王府后，淳亲王之后辅国公奕梁亦迁住此处，占用了府邸的一部分。清

末，王大人胡同分成两部分，东段名赵公府，西段称王大人胡同。所谓“赵公府”，实际上

指的就是理郡王府，当时宅主为辅国公毓炤，因“炤”字与“赵”字发音相同，所以称为“赵

公府”。日据时期，此院曾为伪满洲国使馆。解放后，侨界领袖庄希泉曾居于此。上世纪五

十年代，王府的主要殿堂和花园尚存，后来拆除建造楼房，只剩东侧局部院落，后来也有了

很大改动。 

 

 

图 3：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上理郡王府的位置标注“赵公府” 

 

现状、 

当年的理郡王府所在地现今部分为旅居华侨饭店、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办公楼、中

国新闻社，其余部分为民居。理郡王府所在的王大人胡同已于 1965 年改名为北新桥三条；

府西的前永康胡同、府后的后永康胡同仍然保留；府东侧也仍是东直门北小街，只是已经拓

宽很多倍。与王府相邻的广恩寺、千佛寺等则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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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理郡王府旧址的现今地图 

 

图 5：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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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中国新闻社 

 

 

图 7：旅居华侨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