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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贝勒弘明府                   ·金 靖 

 

 

 

多罗恭勤贝勒弘明，为康熙十四子允禵的

第二子，乾隆元年（1736）封贝勒，《乾隆京城

全图》第 3 排第 11 图中绘有“多罗贝勒弘明”

府。 

图 1：贝勒弘明府旧址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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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贝勒弘明府坐落于西直门内北扒儿胡同（后改为北大安胡同）东口路北，距其父的恂郡

王府很近。王府规模不大，正门三间，正殿五间，后殿五间，府中没有花园。府址东邻妙清

观， 西有观音庵、翠峰庵。 

 

居者、 

多罗恭勤贝勒弘明，康熙四十四年（1705）生，乾隆元年封贝勒。乾隆三十二年卒，年

63 岁。 

妻妾：嫡夫人完颜氏，布政使罗延泰之女；继夫人马佳氏，马惟耀之女；侧夫人王氏，

王四之女。 

子嗣：长子辅国将军永忠；次子固山贝子永硕；三子奉国将军永恬；四子奉国将军永悌；

五子永库。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多罗贝勒弘明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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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贝勒弘明府的前身，是弘明的兄长泰郡王弘春的府邸，《啸亭续录》记载：“泰郡王府在

扒儿胡同。” 泰郡王弘春为允禵长子，康熙四十二年生，雍正十一年，封郡王，封号泰，后

被废，未得传承。雍正十二年降为贝子，乾隆即位后被革去贝子，乾隆四年去世，年 36 岁。 

泰郡王府东侧的妙清观，后来成为府中家庙，供奉玄武神，初一、十五日上供。弘春被

革爵后很快离世，其子孙后来搬到缸瓦市南边西侧的粉子胡同居住。弘明则迁入兄长旧居，

因此，《乾隆京城全图》中在原泰郡王府的位置标注的是“贝勒弘明”。弘明去世后，弘明的

长子辅国将军永忠及其后裔在此居住，直至 1937 年府中“主管”将其经手卖掉。 

 

现状、 

解放后这里成为西直门消防队所在地，当时还有少量建筑遗存。之后随着北京城市建设

速度的加快，这里陆续盖起了高楼，当年的王府、北扒儿胡同全没了踪迹。 

现在去寻旧迹，能看到的只是在窄窄的南小街路西耸立的消防大楼，高得让我的镜头已

经无法取景。 

 

传说、 

贝勒弘明府所在的北扒儿胡同，其中“扒儿”两字发“盘”的音，往南走还有中扒儿、

南扒儿胡同。扒儿一词，据说在蒙古语中老虎的意思，而在北扒儿胡同的东边曾有座老虎庙，

或许扒儿胡同的名字就源于这座老虎庙。 

  扒儿胡同名称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到民国年间改为“大安胡同”。现在还有南大安胡

同和中大安胡同，但北大安胡同已经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