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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亲王府（郑亲王府）             文 | 金靖 
 

《乾隆京城全图》九排十幅中“简

亲王府”，始主为顺治九年（1652）受

封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他是清太祖努尔

哈赤三弟舒尔哈齐的第六个儿子，以亲

王爵世袭罔替，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

一。自第二袭，济尔哈朗之子济度改“简”

号，直到第十一袭次才复号，故《乾隆

京城全图》标绘为“简亲王府”，而非

前后期的“郑亲王府”。 

 

图 1：简亲王府（郑亲王府）大门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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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简亲王府位于西城大木厂（也有作打磨厂，今大木仓胡同），东为郑王府夹道，西侧为

二龙坑，府后为劈柴胡同（今辟才胡同）。王府创建于清代进关之初，坐北朝南，全部面积

八十余亩，房屋九百余间，是清代四大王府之一。和其他王府不同，郑王府虽也分东、中、

西三路，但府东部前躯突出，为主要殿宇所在，王府正门为东门。府内筑有面阔三间的临街

门和面阔五间的正门，面阔五间的带丹墀的正殿，各面阔五间的东、西配楼，面阔三间的后

殿，面阔七间的后寝，面阔五间的后罩楼。中、西路随街道走势而稍向北退缩，其中建有著

名的王府花园“惠园”。 

 

居者、 

按《乾隆京城全图》绘制年份，彼时居者应为简仪亲王爱新觉罗·德沛。 

德沛，贝子福存之子，济尔哈朗之弟贝勒费扬武的曾孙。康熙二十七年（1688）生，母

为嫡福晋富察氏。雍正十三年（1735），封镇国将军；本年八月，授兵部左侍郎；乾隆元年

（1736）七月，授古北口提督；乾隆二年，授甘肃巡抚；本年九月，授湖广总督；乾隆四年，

调闽浙总督；乾隆七年，调两江总督；乾隆六月，调补吏部右侍郎；乾隆九年，监管国子监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简亲王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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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酒事；乾隆十年，授教习庶吉士；乾隆十一年，转补左侍郎；乾隆十二年，授尚书；乾隆

十三年，简亲王神保住因罪被废黜，高宗以德沛操履厚重，特命他承袭简亲王爵位，曾祖父

贝勒费扬武、祖父贝子傅喇塔、父亲福存，一同被追封为简亲王。乾隆十七年薨，年 65 岁，

谥曰仪。由济尔哈朗曾孙奇通阿承袭简亲王爵位。 

妻妾： 

嫡福晋李佳氏，固山额附李晋之女；继福晋戴佳氏，长绶之女；三娶福晋博尔济吉特氏，

子爵孟克之女；妾董氏，董奇盛之女；妾崔氏，崔应保之女。 

子嗣： 

长子达素，康熙五十一年生，母继福晋戴佳氏；康熙五十五年卒，年 5 岁。 

次子永迈，康熙五十九年生，母继福晋戴佳氏；康熙六十年卒，年 2 岁。 

三子恒质，本为德普第二子，另室所居妾梁氏生；雍正三年生，乾隆五年，奏请过继为

嗣；乾隆十七年袭辅国将军；乾隆十九年因病告退；乾隆二十二年卒，年 33 岁。 

恒质嫡妻瓜尔佳氏，总督马尔泰之女，妾王氏。 

育有二子：长子兴明，次子告退奉恩将军兴成。 

郑亲王济尔哈朗去世时，济度正担任定远大将军讨伐郑成功，直至凯旋，才被告知父丧。

故济尔哈朗死后两年，济度才承袭，并改“简”号，至乾隆时，第十一代亲王改回“郑”号。

故和硕郑亲王共传了 13 代 8 位郑亲王、9 位简亲王，其中 5 人夺爵。此外，有 5 位追封简

亲王、5 位追封郑亲王。爱新觉罗·德沛为第八代。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郑献亲王 济尔哈

朗 

清太祖努尔哈赤

同母弟舒尔哈齐

第六子 

崇德元年（1636）封郑亲王。顺治十二年（1655）

卒。谥曰献。 

二 简纯亲王 济度 济尔哈朗二子 
天聪七年生。顺治十四年袭和硕简亲王。顺治

十七年卒，年二十八岁，谥曰纯。 

三 简惠亲王 德塞 济度三子 
顺治十一年生。顺治十八年袭封和硕简亲王。

康熙九年薨，年十七岁，谥曰惠。 

四 已革简亲王 喇布 济度二子 

顺治十一年生。康熙九年袭封和硕简亲王。康

熙二十年卒，年二十八岁。康熙二十二年缘事

追削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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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五 简修亲王 雅布 济度五子 
顺治十五年生。康熙二十二年袭封和硕简亲

王。康熙四十年卒，年四十四岁，谥曰修。 

六 
已革简亲王 雅尔

江阿 
雅布长子 

康熙十六年生。康熙四十一年袭和硕简亲王。

雍正四年缘事革退亲王。雍正十年卒，年五十

六岁。 

七 
已革简亲王 神保

住 
雅布十四子 

康熙三十五年。雍正四年袭和硕简亲王。乾隆

十三年，缘事革退亲王。乾隆二十四年卒，年

六十四岁。 

追封 简亲王 费扬武 济尔哈朗八弟 

乙巳年生。崇德八年卒，年三十九岁。顺治十

五年追封多罗贝勒，谥曰靖定。乾隆十五年追

封和硕简亲王。 

追封 简亲王 傅喇塔 费扬武四子 
天命十年生。康熙十五年薨于军，年五十二岁，

谥曰惠献；乾隆十五年追封和硕简亲王。 

追封 简亲王 福存 傅喇塔之子 
康熙四年生。康熙三十九年薨，年三十六岁。

乾隆十五年追封和硕简亲王。 

八 简仪亲王 德沛 福存之子 

康熙二十七年生。雍正十三年，授镇国将军。

乾隆十三年，袭简亲王。乾隆十七年薨，年六

十五岁；是年九月，谥曰仪。以济尔哈朗曾孙

奇通阿承袭简亲王爵位。 

追封 简亲王 巴尔堪 济尔哈朗四子 
崇德二年生。康熙十九年卒于军，年四十四岁。

乾隆十七年追封和硕简亲王。 

追封 简亲王 巴赛 巴尔堪之子 

康熙二年生。雍正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雍

正九年阵亡，年六十九岁，谥曰襄敏。乾隆十

七年追封和硕简亲王。 

九 简勤亲王 奇通阿 巴赛之子 
康熙四十年生。乾隆十七年袭和硕简亲王。乾

隆二十八年薨，年六十三岁，谥曰勤。 

十 简恪亲王 丰讷亨 奇阿通长子 
雍正元年生。乾隆二十八年，袭和硕简亲王。

乾隆四十年薨，年五十三岁，谥曰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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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十一 郑恭亲王 积哈纳 丰讷亨之子 

乾隆二十三年生。乾隆四十一年袭和硕简亲

王。乾隆四十三年，现袭简亲王仍复号郑亲王。

乾隆四十九年薨，年二十七岁，谥曰恭。 

十二 
郑慎亲王 乌尔恭

阿 
积哈纳之子 

乾隆四十三年生。乾隆五十九年袭和硕郑亲

王。道光二十六年薨，年六十九岁，谥曰慎。 

十三 已革郑亲王 端华 乌尔恭阿三子 
嘉庆十二年生。道光二十六年袭和硕郑亲王。

咸丰十一年因罪革爵，赐自尽，年五十五岁。 

追封 郑亲王 经讷亨 奇阿通二子 

乾隆八年生。乾隆三十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 

。乾隆四十年卒，年三十三岁。同治三年，追

封和硕郑亲王。 

追封 郑亲王伊丰额 经讷亨之子 

乾隆三十五年生。嘉庆十二年袭不入八分辅国

公。道光元年薨，年五十二岁。同治三年追封

和硕郑亲王。 

追封 郑亲王 西朗阿 伊丰额之子 

嘉庆三年生。道光元年袭不入八分辅国公。道

光二十八年卒，年五十二岁。同治三年追封和

硕郑亲王。 

十四 已革郑亲王 承志 西朗阿之子 

道光二十二年生。道光二十九年袭不入八分辅

国公。同治三年袭和硕郑亲王。同治十年因案

革爵。光绪八年卒，年四十岁。 

追封 郑亲王 伊弥扬阿 丰讷亨七子 

乾隆四十年生。乾隆六十年封一等奉国将军。

嘉庆二十三年卒，年四十四岁。同治十年追封

和硕郑亲王。 

追封 郑亲王 松德 伊弥扬阿之子 

嘉庆五年生。嘉庆二十四年袭奉恩将军。道光

二年卒，年二十三岁。同治十年追封和硕郑亲

王。 

十五 郑顺亲王 庆至 松德之子 

嘉庆二十四年生。道光十七年过继为嗣。同治

十年袭和硕郑亲王。光绪四年薨，年六十岁，

谥曰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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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十六 郑恪亲王 凯泰 庆至二子 
同治十年生。光绪四年袭和硕郑亲王。光绪二

十六年薨，年三十岁，谥曰恪。 

十七 郑亲王 照煦 凯泰之子 
光绪二十六年生。光绪二十八年袭和硕郑亲

王。一九五零年去世，年五十岁。 

 

 

变迁、 

清代王公大臣的宅第营建均有级次规制，郑亲王济尔哈朗因建府殿基逾制，又擅用铜狮、

龟、鹤，于顺治四年（1647）遭弹劾，并被罢官罚款。之后历代袭王对王府都有所修缮或扩

建，第八代袭王德沛更是着力于园林改扩建，将王府西花园取名“惠园”，使之成为京城王

府花园之冠。 

咸丰十一年（1861），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得手后，第十三代郑亲王端华被赐“自尽”。同

时郑亲王的“铁帽子”世袭爵位也被降为不入八分辅国公。同治元年（1862）由济尔哈朗八

世孙岳龄承袭并移居他处。郑王府被朝廷收回后，改赐给钟郡王奕詥为府。同治三年，郑亲

王世爵恢复，但袭王承志仍居住在西单北大街路东的馓子胡同。至同治七年钟郡王奕詥死后，

郑亲王府被发还，承志才迁回郑王府旧址。 

民国年间，王府先被抵押给西什库教堂，1925 年复赁给中国大学。中国大学使用时将

王府后殿改名逸仙堂，今尚延用。 

 

 

现状、 

现在，在西城区大木仓胡同 35 号，坐北朝南的正门上挂有“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的

牌子，门前立有“郑王府——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这里残存了原郑王府东部的一

些建筑，包括郑亲王府狮子院。可惜我们探访时，该基金会戒备森严，我想从门口向院里拍

一张照片都被保安拒绝。只能从网上的描述想像一下其中的面貌： 

最南边有面阔三间绿瓦硬山式的大门，两侧是围房，东西延伸，折向北方，东西两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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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门各一座，面阔三间。正北是大宫门，面阔三间，绿瓦硬山顶，前出踏步之间，浮雕丹

陛犹存。正殿面阔五间，台阶间亦存丹陛；东配楼面阔五间，西配楼只剩靠北面阔三间；银

安殿面阔五间，绿瓦歇山顶。 

王府原有后罩楼和一些附属建筑被拆除，改建了教育部的办公大楼，只保留了原来的过

厅，改名“和乐堂”，而我们试图进入教育部大门时仍然受到阻拦。 

王府最后排的五间正寝，中国大学使用时改名逸仙堂，据说现在是教育部老干部活动处，

门楣上还有“逸仙堂”的描金牌匾。我们去探访时误以为要从教育部进入，后来了解到似乎

是从教育部家属院可以到达。 

按资料记述，王府西部的花园“惠园”原址上是北京二龙路中学（大木仓胡同 39 号），

但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现二龙路中学的位置并看不到相关标注，却在离王府佛堂不远的地方

看到标有“花园”的区域，而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所在地。 

 

 

传说、 

《乾隆京城全图》九排十图中，可见到几个名为“水坑”的标注。在元代，这一带曾是

玉河分支出的两条弯弯曲曲的河汊，靠近元代郭守敬开掘的引水工程金水河。明代永乐年间，

图 3：《乾隆京城全图》中简亲王府及花园的标注与现地图的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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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皇帝建都北京，以玉河作为都城的重要水系，称大明壕。这两条河汊由于靠近刑部大堂

和牢房，此种水系正巧流经刑部大牢院墙之外，无形之中就形成了护院之河。到清代，由于

忽略河流清淤，遂成两个弯弯曲曲的水坑，称二龙坑。至清中期，这里陆续修建房屋，包括

郑王府和王爷佛堂，水坑逐渐缩小，民国时填坑修路将大坑填平，改称二龙路。 

《乾隆京城全图》九排十图中，在郑亲王府的西边，有一佛堂，这里是郑亲王府的家庙，

称为“王爷佛堂”，现在为西城区档案局所在地。  

紧挨着二龙路中学有几幢黑色的小楼，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居住在此的人按顺序依次

将它们称为“西一楼”、“西二楼”、“西三楼”。据说，王小波、汪国真等人都曾在此居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