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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亲王府                     文 | 白鸿叶 

 

庄亲王府，最初为承泽亲王府，是

皇太极第五子承泽裕亲王硕塞的府邸。

顺治元年（1644）硕塞封多罗承泽郡王，

顺治八年晋封为和硕承泽亲王。顺治十

一年卒，其子博果铎袭爵位为亲王，改

号为庄亲王。承泽亲王府也因此改名为

庄亲王府。博果铎也就成为了庄亲王府

的第一任府主。雍正元年（1723），博

果铎逝世。博果铎无子，由康熙第十六

子允禄为博果铎后嗣，承袭庄亲王爵位。

允禄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逝世，所

以此图绘制之时，庄亲王府的府主应为

允禄，也是庄亲王府的第二位府主。 

 

  

图 1：庄亲王府原址部分地方已成为庆丰包子铺总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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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乾隆京城全图》五排九右上方由于原图污损，已经看不太清楚建筑，但隐约还是可以

看出此处建筑不同于普通民居，在建筑南侧有一行小字——太平仓胡同。在《乾隆京城全图》

四排九右下方有一处非常壮观的建筑群，面积之大，几乎占去整个幅面的四分之一，此建筑

群北为马状元胡同，因为一直看不到建筑群的名称，在早期的王府寻找中，就没有把它当作

是一个王府，结果还是在做历史沿革的过程中，发现 191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测

北京内外城全图》提示此处为庄王府。再查，原来此处真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的庄亲王

府。可能原图标有“庄亲王府”字样的地方有污损，看不到了。 

《乾隆京城全图》四排九和五排九图显示：庄亲王府南起太平仓胡同，北至马状元胡同

（今群力胡同），东起护仓夹道（今护仓胡同），西至西四北大街，面积之大，列各王府前列。

图中描绘的府院坐北朝南，分为东、中、西三路。中路宫门面阔五间，银安殿面阔五间，东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庄亲王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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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配殿各面阔五间，银安殿后是后殿面阔五间，后寝面阔五间，后罩房面阔九间。西路为花

园，再西为附属院落。

 

 

居者、 

爱新觉罗·允禄（1695-1767），清康熙帝第十六子。康熙末年，命掌内务府。雍正元年

三月，庄亲王博果铎卒而无子，奉命继嗣为后，承袭庄亲王爵位。历官正蓝旗汉军都统、镶

白旗满洲都统、正黄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任总理事务大臣，兼管工部事务，食亲王双俸。

二年，奖其总理事务的业绩，加封一镇国公。三年二月，摄理藩院尚书。四年十月，坐与胤

礽子理亲王弘皙往来“诡秘”，停双俸，罢都统。七年，命总理乐部事。十八年正月，复授

议政大臣。他一生精数学，通乐律，参与修《数理精蕴》。充算法馆总裁、玉牒馆总裁。 

妻妾十人：嫡福晋郭络罗氏（三品官品级能特之女）、侧福晋李氏（杨达色之女）、侧福

晋朱氏（朱兆书之女）、侧福晋纳喇氏（三等护卫六十八之女）、侧福晋张氏（张存仁之女）、

侧福晋胡氏（胡宗显之女）、侧福晋薛氏（佛保之女）、庶福晋富察氏（郭礼之女）、庶福晋

王氏（在尔汉之女）、庶福晋廖氏（廖洪柱之女）。 

育子十人，女九人。第一子、第三子、第四子、第五子、第七子、第九子、第十子均夭

折。第二子弘普，追封和硕庄亲王，第六子弘明为辅国将军，第八子弘融为奉恩辅国公。第

二女、第三女夭折。第一女和硕端柔公主，下嫁科尔沁博尔济锦氏齐默特多尔济；第四女嫁

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喇锡那木扎尔；第五女嫁西林觉罗氏鄂欣；第六女嫁科尔沁博尔济吉特

氏色旺诺尔布；第七女，二十岁卒；第八女嫁罗卜藏多尔济；第九女嫁佟佳氏元劳。 

该府由承泽亲王府改名为庄亲王府之后，最早的府主为博果铎，其后一直延续到溥绪，

一共有 12任府主。具体见下表：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博果铎 硕塞长子 
顺治十一年，博果铎袭爵位为亲王，改号为庄亲

王。 

二 允禄 康熙第十六子 雍正元年，承袭庄亲王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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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三 弘普 允禄次子 

乾隆元年被封为贝子，乾隆二年掌管銮舆卫事，

乾隆三年担任镶蓝旗满洲都统，乾隆四年被革去

贝子，封为镇国公，乾隆五年授予宗人府右宗人。

死后被追封为世子和庄亲王。 

四 永瑺 弘普长子 

初被封为辅国公，乾隆三十二年袭庄亲王，先后

担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署领侍

卫内大臣、玉牒馆总裁、还掌管乐部，管理宗人

府、觉罗学、左右两翼宗学，在内廷行走。 

五 绵课 

弘普次子永珂的

长子，后被过继给

永瑺， 

乾隆五十三年承袭庄亲王爵，之后屡次担任正红

旗蒙古都统、署领侍卫内大臣、署正白旗汉军都

统、镶蓝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阅兵大

臣、宗人府右宗正、管园大臣、御前大臣、总理

行营大臣等职，还担任玉牒馆总裁。 

六 奕镈 绵课的第十三子 

道光六年（1826）袭庄亲王爵，道光八年因慕陵

宝华峪工程不合格而被道光帝降为郡王。道光十

一年奕卖送给皇帝寿礼 50万两白银，才得以恢复

庄亲王爵。但七年后，奕卖又因与辅国公溥喜、

不入八分镇国公绵顺到尼姑庵吸食鸦片，重被皇

帝革去爵位。于是庄亲王爵则由庄亲王允禄第二

子弘普这一支，“飞”到了庄亲王允禄第八子辅国

将军弘曧这一支，由弘曧的长子二等侍卫兼辅国

将军永蕃的长子绵护和次子绵諽先后袭爵。 

七 绵护 永蕃的长子 

道光十八年袭庄亲王爵，曾先后被封为奉国将军、

都统、领侍卫内大臣、阅兵大臣、管理健锐营事

务等职位。 

八 绵諽 永蕃的次子 
道光二十二年袭庄亲王爵，曾任右翼近支总族长，

道光二十五年薨，谥号为“质”。 

九 奕仁 绵諽的长子 道光二十六年袭爵，同治十三年病故，谥曰“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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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十 载勋 奕仁次子 

光绪元年（1875）承袭庄亲王爵。他曾经担任右

翼近支第四族族长，管理近支婚嫁、左右两翼宗

学和雍和宫事务。光绪二十六年担任正蓝旗汉军

都统，被授予宗人府左宗人，后被派出监督整饬

守城事务，又被授予步军统领。光绪二十七年被

削爵。 

十一 载功 奕仁的第四子 
光绪二十八年承袭庄亲王爵，曾担任总族长、内

大臣。 

十二 溥绪 载功第二子 

辛亥革命以后，溥绪作为旗人既无俸粮俸银，又

受社会歧视与排挤，生活非常艰难。于是他不得

不将王府卖给了军阀李纯兄弟，并隐去皇族姓氏

改姓庄。溥绪的晚年靠艺人们接济度日，生活非

常凄凉。 

 

 

变迁、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庄亲王载

勋曾在王府设立拳坛，并且纵令义和团抗击八国

联军，袭击使馆，开罪列强，慈禧将其夺爵，令

其自尽。庄亲王府也遭到了八国联军的纵火焚烧，

建筑大部分被焚，府内一千多人全被烧死。载功

居住时，王府的一半均是废墟。庄亲王一支共传

8世 11王，其中 2人夺爵。 

庄亲王府经历了十二代府主之后，在二十世

纪二十年代初，末代庄亲王溥绪，因财源断绝，

以二十万元价格将王府卖给了北洋军阀李莼之弟李馨(字桂山)。李莼兄弟二人是因传闻在豫

王府（府址在现协和医院）的地下和墙壁中挖出大量黄金，他们也想找王府去挖黄金，所以

图 2：191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测北

京内外城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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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从末代庄亲王手中购买了庄亲王府，结果兄弟二人为了挖黄金，拆了本来就废墟一片的全

部王府建筑，结果王府建筑惨遭毁坏，李氏兄弟也没有挖到一两黄金。他们将拆除的建筑部

件，如琉璃瓦、雕梁画栋、墙砖、石雕等，并进行编号，原样运到天津，于 1923年建成了

李氏祠堂(今南开文化宫)。从其建筑结构可以看到当年庄亲王府的影子。 

在 191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庄王府的范围的南北边

界没变，还是北到麻状元胡同（今群力胡同），只不过将马状元写成了麻状元，南到太平仓，

东西范围则变窄了，原王府西路已不再属于庄王府范围。1935 年 6 月出版的《最新北平详

细全图》中王府范围被标成红色，四至与原来一样，但是已无“王府”标注，且被菊儿胡同

和平安里所分割。1949年出版的《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中在庄王府位置处已然没有

了王府字样，而且也被分隔成若干单元，尤其是平安里大街已经出现，尽管图中未注“平安

里大街”的名称，但是这条路已然存在，并且已有电车通过，图中红色实线就是表示电车路

线。不仅王府遗址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平安里也分成了南北两路。

 

 

 

 

 

现状、 

目前平安里大街横穿原庄亲王府区。将王府分为南北两部分。当年庄亲王府四至的胡同

均在，名称则稍有改变：南为太平仓胡同，北边的马状元胡同今已改为群力胡同，东侧的护

仓夹道被平安大道分为南北两段，北为护仓胡同，南为西黄根北大街。西侧为西四北大街。

在这四至胡同包围之内，原来王府的地址上有酒楼、有民居、有出版社、有商铺、我们还找

到了庆丰包子铺的总店，还有一条大马路贯穿东西。唯有“京味楼”和“赖永初酒楼”的装

修风格还有那么一点点当年王府的味道。 

1935 年 6 月出版的《最新北平详细全图》 1949 年出版的《最新北平大地图》（解放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