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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盛昌宅                   文 | 成二丽 

 

辅国公盛昌为博和托的四世孙，博

和托为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七子饶馀亲

王阿巴泰的第二子。 

博和托，初封辅国公，顺治九年

（1652）袭封贝子。康熙二十二年（1683）

以平定云南军功载入封册。康熙二十九

年卒。博和托的后代盛昌于乾隆十二年

（1747）袭辅国公，《乾隆京城全图》

编绘时，恰逢盛昌袭爵之初。 

辅国公盛昌宅位于东交民巷东路

口北，东临台基厂大街。《啸亭续录》

记载：“贝子博和托宅，在东江米巷”。

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 

  

图 1：辅国公盛昌宅基址东侧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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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辅国公盛昌宅在《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第十一排第四列，府邸正门面阔五间；正殿面阔

五间，东西配楼各面阔五间；正殿两侧各有一小门通向有三间房屋的小院；后寝面阔五间，

两侧各有配房三间，东西配楼各五间；后罩为排房，没有花园。

 

 

居者、 

奉恩辅国公盛昌，是 太祖努尔哈赤第七

子阿巴泰后裔。阿巴泰第二子贝子博和托的

第四世孙。 

博和托贝子的爵位是由博和托的第四子

章泰的后代承袭，但章泰的二子屯珠，仅有

一子安詹，且早已夭折。

为了不使贝子博和托所

传爵位久悬，就把章泰

第二子、原封镇国公百

绶之孙逢信过继给屯珠

早夭之子安詹为嗣。从

此，贝子品级爵位的承袭就改由逢信的后裔继承，盛昌是逢信第二子。 

乾隆十二年（1747），盛昌袭奉恩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被革退，乾隆二十三年复封镇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辅国公盛昌宅及其周边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544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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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将军，同年进奉恩辅国公，乾隆五十二年卒。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博和托 阿巴泰第二子 
初封奉恩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顺治八年卒，

谥号温良 

二 彰泰 博和托四子 顺治九年袭贝子，康熙二十九年卒 

三 屯珠 彰泰三子 
康熙二十九年袭爵，降爵为奉恩镇国公，康熙五十

七年追封贝子品级，谥号恪敏 

四 逢信 
屯珠一子安詹之嗣

子 
降爵为奉恩辅国公，乾隆十二年卒，谥号恭恪 

五 盛昌 逢信二子 

初袭奉恩辅国公，乾隆二十二年革退，乾隆二十三

年复封镇国将军，同年进奉恩辅国公，乾隆五十二

年卒 

六 庆怡 盛昌二子 
乾隆五十二年袭奉恩辅国公，嘉庆十八年（1813）

卒 

七 景纶 
成绵二子，庆怡嗣

子 

嘉庆十八年袭奉恩辅国公，道光十九年（1839）革

退 

八 景崇 成绵五子 道光十九年袭奉恩辅国公，咸丰八年（1858）革退 

九 纯堪 
成绵之孙，景锡第

三子 
咸丰九年袭奉恩辅国公，光绪八年（1882）卒 

十 麟嘉 纯堪第一子 光绪九年袭奉恩辅国公，光绪二十七年卒 

十一 增培 
彰泰九世孙，荣森

二子，麟嘉嗣子 
光绪二十八年袭奉恩辅国公 

 

变迁、 

盛昌卒后，其第二子庆怡于乾隆五十二年袭爵。该府邸又称做庆公府。 

鸦片战争以后，各国都在北京城内寻找王府当做自己的使馆。法国看到英国占了梁公府，

眼红得很，也马上提出要将今正义路路东的肃王府做使馆。当时的肃亲王华丰是清朝开国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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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豪格的后代，因此恭亲王不敢轻易允诺，几经讨价还价，才改定为庆

公府。租金亦为每年 1000 两白银，恭亲王为讨好洋人，自动提出免去头两年租金做修缮费。

1861 年 3 月 25 日，法国首任驻华公使还比英国先一天驻进使馆，随后建起西式洋房。当时

的辅国公纯堪只好携全家搬到东四五条居住。 

解放后，这里为国家机关所使用，亦曾作过中央首长住宅，还曾作为柬埔寨王国西哈努

克亲王在北京的住所。

 

 

 

现状、 

辅国公盛昌宅目前用途不详，有武警战

士守卫，门外两旁立着一对旧石狮（可能是

原府的旧物），从墙外可以窥到里面的建筑。

该宅曾为法国使馆，就在旧宅的西边仍保留

着一座别致的老式法国邮局。 

图 3：1911 年《详校首善全图》中盛昌宅标为“法国使馆” 

图 4：王府西侧的法国邮局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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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法国邮局旧址

 

图 6：东郊民巷（右侧为盛昌宅北围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