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固山贝子弘景府                      ·成二丽 

 

固山贝子弘景为诚亲王允祉的第七子，允祉为康熙的

第三子。雍正八年（1730），诚亲王允祉，论罪八款，被

削爵并拘禁于景山永安亭，然后由弘景袭爵为贝子。诚亲

王的王府原在官园附近，因诚亲王被革逝去后，其府赐给

慎郡王允禧。因此，弘景只好另建新府，即位于蒋养房胡

同的诚亲王新府。 

王府位于积水潭蒋养房胡同（今新街口东街），王府

规模较大，东侧至水车胡同，北侧至西海南沿，西侧则为

辅国公弘曣的府邸。 

  

图 1：原贝子府花园（现为积水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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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固山贝子弘景府位于《乾隆京城全图》第二排第九列，从图上看，弘景府不是个规则的

长方形，东路南侧的马圈院墙向外凸出，使该宅分为东西两路。西路是殿堂部分，东路是花

园和生活区域，而且花园比其他王府的要大。其规制完全是王府布局，包括面阔五间的正门、

面阔七间的大殿、面阔各五间的东、西配楼、面阔三间的后殿、面阔五间的后寝和东路的花

园。从图中可以看出花园中细长弯曲的湖，连绵的土山，土山上的凉亭。而且花园的湖水竟

然是引自御河水，很显然，这在当时如果不是经过皇帝特许，则是严重的僭越行为。 

 

居者、 

弘景，诚亲王允祉的第七子，康熙四十二年（1703）生，母亲侧福晋田佳氏，笔贴式敦

达礼之女；乾隆四十二年（1777）去逝，享年七十五岁。 

弘景妻妾五名，嫡夫人伊尔根觉罗氏，轻车都尉七十之女；侧夫人纳喇氏，五品典卫褚

图 2：《乾隆京城全图》固山贝子弘景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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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之女；三等护卫郎图之女；妾杨氏，三格之女；妾绪氏，长玉之女；妾王氏，王桑额之女。 

弘景生三子：长子永祜，次子已革奉国将军永珀，三子奉恩镇国公永珊。 

其历代封袭如下：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允祉 康熙皇帝的第三子 

康熙三十七年晋封为诚郡王，康熙三十八年被降为

贝勒，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诚亲王，雍正六年被降

为诚郡王，雍正八年恢复诚亲王爵位，不久被革除

爵位并幽禁至死。 

二 弘晟 允祉的第三子 
康熙五十九年封为世子，雍正二年被革除爵位，雍

正六年被幽禁。 

三 弘景 允祉的第七子 雍正八年袭封为贝子。 

四 永珊 弘景的第三子 乾隆四十二年袭封为镇国公。 

五 绵策 永珊的第三子 嘉庆二年（1797）袭封为镇国公。 

六 奕果 绵策的嗣子 嘉庆六年袭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七 载龄 奕果的长子 同治九年（1870）袭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八 溥元 载龄的嗣子 光绪十年（1884）袭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 

 

 

变迁、 

这座规模别致的府邸，显然是诚亲王那些没有晋封为王爵的后裔所不适宜居住的，于是

在嘉庆年间，这座府邸被嘉庆皇帝转赐给其第四女庄静固伦公主居住，所以王府又称庄静固

伦公主府、四公主府。 

后来，这位庄静固伦公主下嫁给土默特世袭贝子加郡王衔的玛尼巴达喇为妻子，再后来

在光绪年间，居住在该府邸的玛尼巴达喇的后裔是贝子棍布札布，所以这座王府当时称做棍

贝子府。民国年间，棍贝子府遭到大肆毁坏，只残存有两幢重楼和几间花厅及湖石假山。1930

年间，辅仁中学女部设在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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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19 年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王府标为棍贝子府 

 

图 4：1935 年《最新北平市详细全图》显示辅仁中学女部设在棍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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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20 世纪 50 年代，王府改建为积水潭医院。改建为医院时，原有建筑大部分都被拆除，

但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了王府的花园，包括曲曲折折的小湖，湖中土石相间的小岛，湖旁的土

山以及土山上的凉亭，并且在湖中小岛上设鸭舍，病人在湖边休憩时，可见母鸭率雏鸭游弋

戏水。 

1989 年，王府花园被列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从现在地图上也可以看出，积水潭医

院内的湖与《乾隆京城全图》上王府内的湖的形状是一致的。 

传说、 

明朝初年，开国名将徐达曾在积水潭畔修建了许多园林，不仅有他自己的太师圃，还有

在积水潭东边有葡园，紧临葡园的有杨园。在西北处有方园，位于银锭桥旁有英国公新园。

月牙河边还有李广花园。附近园林遍布，格局新奇又传统。故有古人放言“为人不来积水潭，

看尽园林也枉然”。而位于积水潭东南的镜园，是孝廉刘百世的花园。固山贝子弘景建的新

府就在镜园。 

图 5：固山贝子府原址附近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