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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瑟尔臣                    文 | 金靖 
 

在《乾隆京城全图》第11排第10幅上有一

条名为臭水河的胡同，这里有个非常不起眼的

王府，因位处地图右上角的边缘部分，缺损比

较严重，差点就被漏掉。仔细辨认府址下方模

糊的字迹，依稀看出‚瑟尔臣‛三字。 

冯其利先生的著作《寻访京城清王府》中

有《臭水河胡同的贝子特尔祜宅》一文，其中

提到‚特尔祜之孙辅国公瑟尔臣宅位于臭水河

胡同中间偏东路北‛，《京师坊巷志稿》中也有

述‚臭水河或作楸树河。《啸亭续录》：‘贝子

特尔祜宅在臭水河。’‛可以确定此处王府的主

人正是辅国公瑟尔臣。 

 

图 1：受水河胡同辅国公瑟尔臣宅旧址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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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瑟尔臣宅坐落在新文化街（原石附马大街）以南的受水河（臭水河）胡同。府门三间，

中路有正房三间、后寝五间。西路临街五间房，有三进院落，前院五间房、中后院均四间房；

东路的结构因原图缺损而无法看清。 

图2：《乾隆京城全图》中辅国公瑟尔臣宅及周边 

 

居者、 

恪僖贝子爱新觉罗•特尔祜是这处王府的始居者，特尔祜为努尔哈赤长子诸英的孙辈，

是贝勒杜度的第三子。崇德四年（1639）封辅国公，崇德七年十月，与其兄杜尔祜一同因罪

削爵，废黜宗室资格。顺治二年（1645），以军功恢复宗室资格，再度被封为辅国公。顺治

六年晋贝子，顺治十五年去世，谥号“恪僖”。子孙递降，以奉恩将军世袭。 

《乾隆京城全图》绘制时，此府居者为特尔祜三子登塞的第十一子爱新觉罗•瑟尔臣。

瑟尔臣，康熙三十四年（1695）生，康熙五十五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二年（1724）袭辅

国公，乾隆十五年（1750）卒，谥号“温僖”。 

恪僖贝子世系共传位9代11人：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特尔祜 杜度 第三子 

崇德四年，封辅国公。崇德七年，废黜。顺治二年

再度被封为辅国公。顺治六年晋贝子，顺治十五年

去世，谥号“恪僖”。 

二 噶尔哈图 特尔祜 第二子 顺治十八年袭镇国公，康熙二年卒。 



99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二 登塞 特尔祜 第三子 
康熙三年袭辅国公，康熙十二年晋镇国公，雍正二

年卒，谥号“恪恭”。 

三 瑟尔臣 登塞 第十一子 
康熙五十五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二年袭辅国公，

乾隆十五年卒，谥号“温僖”。 

四 德朗阿 瑟尔臣 第二子 乾隆二十一年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缘事革退。 

五 德尊 德朗阿 第二子 
乾隆二十三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嘉庆十三年（1808）

卒。 

六 秀福 德尊 子 
嘉庆七年封奉恩将军，嘉庆十四年袭辅国将军，道

光二十九年（1849）卒。 

七 瑞华 秀福 第二子 道光二十九年袭奉国将军，光绪四年（1878）卒。 

八 恒广 瑞华 第一子 光绪五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七年卒。 

九 福宽 恒广 嗣子 光绪十七年袭奉恩将军，光绪二十三年卒。 

九 玉通 不详 光绪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后事不详。 

 

 

变迁、 

辅国公瑟尔臣刚好在《乾隆京城全图》绘制的当年去世，其子嗣的情况史料中无更多记

载，按冯其利先生书中记述，大概在光绪二十六年，其家眷被官兵追捕，逃至西直门外河湾

暂住，后来迁至河北容城行医，受水河的旧王府也成为教会的房产。 

我们在1912年《北京详细地图》中还可见到瑟尔臣府处“府”字标注，而1914年的《北

京地图》就标注为“中华大学”了。1938年《北京市内外城全图》中此为“培华女校”，这

是英国人于1914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可惜查不到更多关于培华女校的信息，流传最广的

只有12岁的林徽因在该校读书时的一张照片。 

冯其利先生在1995年曾经去特尔祜宅旧址考察，当时那里虽然已经成为大杂院，但还保

存了三间正房及东西两间耳房。可惜时过境迁，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想再去寻一片旧瓦也

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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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瑟尔臣宅所在的受水河胡同，即《乾隆京城全图》上标注的“臭水河”，东起振兴巷，

西至佟麟阁路。在唐代，这里是幽州北部的护城壕，金代为金中都北护城河，到明代被划入

内城，而到了清代，这条河却变为了臭水河。而后虽然河道被填平，却依然保留了原来“臭

水河”的称号。后谐音改为涭水河，1965年，改称受水河胡同。 

图 3：1912 年《北京详细地图》及 1914 年的《北京地图》中“瑟尔臣宅”相应位置标注 

图 4：1938 年《北京市内外城全图》中原“瑟尔臣

宅”处已标注为“培华女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