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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郡王府                        文 | 金靖 
 

《乾隆京城全图》九排第四幅上标

绘有信郡王府。 

信郡王，为豫亲王多铎后裔。多尔

衮死后，早一年去世的多铎被牵连，于

顺治九年（1652）被追降为郡王，已继

袭亲王爵位的多尼也因父罪降为信郡

王。因此，在《乾隆京城全图》上只绘

有信郡王府，而无豫亲王府。 

 

  

图 1：信郡王府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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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王府坐北朝南，东西两侧为夹道，南侧的外墙在今天东单三条以南，当时的东单三条被

东西阿斯门分割两段，不能直通，须绕过外西墙向北走，王府后面向东拐，再向南才可以出

去。中线主要建筑有：面阔5间的正门，面阔五间的大殿、有丹墀，各面阔五间的东、西翼

楼，面阔三间的后殿，面阔七间的后寝和面阔十三间的后罩排房。大殿两侧各有三进院落的

东、西跨院，没有楼阁，结构十分严整。中轴线上的大殿和后寝部分，近似紫禁城的外朝与

内廷。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信郡王府（豫亲王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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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在绘制《乾隆京城全图》时，信郡王府中居住的应是爱新觉罗·德昭（1700-1762），德

昭为多铎四世孙，鄂札第五子，其母为喜氏。 

康熙四十五年（1706），德昭袭多罗信郡王。雍正二年（1724），授宗人府左宗正。雍正

四年，管理正白旗都统事务。次年授宗人府右宗正。旋命管理三旗都统事务。雍正十年，解

除宗人府右宗正，乾隆二十七年（1762）卒，时年63岁。谥恪。乾隆四十三年，追封和硕豫

亲王。 

和硕豫亲王始祖为爱新觉罗·多铎，他是努尔哈赤第十五子，多尔衮的亲弟弟。崇德元

年（1636）多铎被封为豫亲王。其子多尼改为信亲王、信郡王，乾隆时改回豫亲王，得到世

袭罔替亲王的许可，是清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一共传了14代9位豫亲王、5位信郡王。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豫通亲王 多铎 清太祖第十五子 

顺治九年，睿亲王多尔衮既削爵，豫亲王多

铎追降郡王。康熙十年，追谥通。乾隆四十

三年，复封豫亲王，即豫通亲王，诏配享太

庙。 

二 信郡王 多尼 多铎次子 

初封郡王；顺治六年袭豫亲王爵；八年，改

封信亲王；九年，降信郡王。顺治十五年，

任安元靖寇大将军。顺治十八年薨，年二十

六。 谥宣和，为信宣和郡王。乾隆四十三

年，追封豫亲王。 

三 信郡王 鄂紥 多尼次子 

袭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追封豫亲王。康

熙十四年，命为抚远大将军。三十八年，以

惰，解宗人府。康熙四十一年卒。 

四 信郡王 董额 多铎第七子 

初封贝勒。康熙十三年，命为定西大将军。

康熙十六年二月，削贝勒；三十一年，授正

蓝旗固山额真；四十二年，袭信郡王。康熙

四十五年卒，年六十。乾隆四十三年，追封

豫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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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五 信悫郡王 德昭 鄂紥第五子 

康熙四十五年袭信郡王。雍正间，历左、右

宗正。乾隆二十七年卒。谥悫。乾隆四十三

年，追封豫亲王。 

六 信恪郡王 如松 多铎五世孙 

乾隆二十七年德昭去世后，高宗让如松袭信

郡王。并追封其诸先祖多尔博、苏尔发、塞

勒、功宜布为信郡王。乾隆三十五年，如松

卒。谥恪。乾隆四十三年，追封如松为睿亲

王，即为睿恪亲王。并追封其诸先祖多尔博、

苏尔发、塞勒、功宜布为睿亲王。 

七 豫良亲王 修龄 德昭第十五子 
袭功宜布爵为辅国公，授左宗正。乾隆四十

三年，复袭豫亲王。乾隆五十二年卒。谥良。 

八 已革豫亲王 裕丰 修龄长子 

乾隆五十二年袭豫亲王。嘉庆十八年

（1813），林清之变，所属有从乱者，坐夺

爵。 

九 已革豫亲王 裕兴 修龄次子 
嘉庆十八年袭豫亲王。嘉庆二十五年，奸婢，

婢自杀。坐夺爵，幽禁。三年后释之。 

十 豫厚亲王 裕全 修龄第五子 
嘉庆二十五年袭豫亲王。道光二十年（1840）

卒。谥厚。 

十一 豫慎亲王 义道 裕全次子 
道光二十年袭豫亲王。历内大臣、左宗正。

同治七年（1868）卒。谥慎。 

十二 豫诚亲王 本格 义道长子 
同治七年袭豫亲王。亦历内大臣、左宗正。

光绪二十四年（1898）卒。谥诚。 

十三 豫亲王 懋林 本格之嗣子 光绪二十四年袭豫亲王。 

十四 豫亲王 端镇 懋林子 民国二年（1913）袭豫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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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顺治元年（1644），多铎随从多尔衮挥师入关，晋升为豫亲王，在京城选择了明代诸王

馆址建府。后多铎次子多尼、多尼次子鄂扎、鄂扎第五子德昭等继袭信郡王，前后13位王均

居住过此府。 

1916年，最后一代豫亲王金东屏将王府售给

了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这位美国人之前已经

购得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在购下豫亲王府地

产后，就开始筹建协和医学院。自 1917 年奠基，

至 1921年全部完工。据说拆除王府的时候，曾经

挖出大量历代豫亲王藏于地下应急用的金银财宝，

协和医院藉此购置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成为当

时中国最好的大型综合医院。王府的建筑在建院

过程中几尽拆除，东单三条也在此时打通，变为

了东西直接相通的街巷。而医学院则分为路南、

路北二院。王府周边道路，除 20世纪 50年代后

期府东夹道被占用，其余仍然保持当年的范围及道

路状况。 

在 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可以看

到，此处标注为“协和医学大学”和“协和医院”，

“豫王府”的名称被附注在下面，三条胡同还未被

打通。。 

1941 年珍珠港事件后，协和医学院被日本人

接管，直至 1946年复校，1947年医学院恢复招生，

1948 年复诊。1985 年，协和医学院改称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

 

图 3：现在的协和医院南院和北院 

图 4：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标

注的“协和医学大学”和“协和医院”，“豫

王府”的名称被附注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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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今天的协和医院，外面挂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的牌子，

门前的一对石狮是王府时期唯一的遗物，也是北京清代所有王府门前仅有的卧狮。懒洋洋趴

在须弥座上的石狮，被民间百姓亲切的称为“懒狮”，传这个王府的王爷不追求名利，懒散

如同这对石狮。昔日的铁帽王府，今天仅剩下这对石狮来见证王府的历史了。

 

图 5：信郡王府门前的懒狮 

 

传说、 

信郡王府所在的东单三条，呈东西走向，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北与校尉

胡同相通，南与西授禄胡同相通，全长 534米。乾隆时期以校尉胡同南口为界，分为东三条

和西三条。宣统年间统称三条胡同。1965 年定名为东单三条。“文革”时期称瑞金路三条，

后恢复旧称。 

传说第四代豫王喜好下棋，乾隆也喜欢下棋，于是乾隆皇帝经常到豫王府找小豫王下棋

娱乐。一日君臣会棋，打算一比高低，结果胜负对等。怎么奖罚呢？乾隆灵机一动，说：“朕

也不赏你，也不抠你门钉。这样吧，朕准你府墙加高三尺！”府墙高低也是级别的表示，准

加高府墙实际也是赏给荣耀。豫王很高兴地接旨加墙。其实后来豫王才明白，加墙实际上是

把自己禁锢得更严实了。府墙和大狱的院墙一般，意思就是囚禁豫王终身。由此北京城就留

下了“礼王府的房，豫王府的墙”的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