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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罗贝勒永恩府                    文 | 成二丽 

 

爱新觉罗·永恩，礼烈亲王代善后裔。

康修亲王崇安次子，雍正初封贝勒，乾隆

十八年（1753）袭封康亲王。《乾隆京城全

图》完成于乾隆十五年，因此绘制此图时，

永恩居于西四贝勒府。 

康亲王崇安去世后，崇安之子永恩是当

然的继承人，但在雍正十二年（1734），雍

正皇帝却选中了永恩的伯祖父巴尔图承袭

亲王，只封永恩为贝勒，永恩在西四大院

胡同小府内住了二十年，直到乾隆十八年

巴尔图去世，乾隆皇帝才让永恩承袭了亲

王，住回了王府中。 

 

 

  

图 1：从府邸旧址东南角位置拍摄 



39 
 

坐落、 

多罗贝勒永恩府位于西四，北边为砖塔胡同，南边为院儿胡同，东侧是板肠胡同。府邸

路东为从礼亲王府分出来的巽亲王府， 1750年后（乾隆年间）改建为定亲王府。 

多罗贝勒永恩府在《乾隆京城全图》第七排第九列，从图中看，王府正门面阔五间，正

门两侧各有五间配房；大殿面阔五间，两侧各有面阔三间的配房，无东西配楼；大殿后有一

通道，通向后院，通道两侧各有一小门，通向东西两侧各面阔五间的房屋；后殿面阔五间，

后寝面阔七间，后罩正屋面阔七间，又有配房数间。该王府占地面积不大，但府内所建房屋

较多。

 

 

居者、 

爱新觉罗·永恩，雍正五年生，康亲王崇安次子，生母为侧福晋西林觉罗氏，是头等侍

卫噶尔萨之女。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多罗贝勒永恩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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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九年，永恩总管正黄旗觉罗学事务，乾隆二十年，解总管觉罗学事务。乾隆四十

三年，因其祖代善才德昭著而有计谋，乾隆下诏恢复原号为礼亲王。嘉庆十年（1805），永

恩卒，享年七十九岁。朝廷赐予谥号“恭”。葬在金顶山西麓，当地俗称西王坟。清史记载：

永恩性宽易而持己严，袭爵垂五十年，淡泊勤俭，出处有恒。西王坟没有阳宅，来人祭扫时，

一般住在承恩寺，承恩寺遂为礼亲王家庙。 

爱新觉罗永恩是一位很有才华的王爷，其字惠周，号兰亭主人，性喜诗工画，用笔简洁，

深得“金陵八家”之奥。或以指作绘，皆有生气。有崇山飞瀑图。作有《诚正堂稿》、《益斋

集》、《姚鼐撰家传》、《读画辑略》、《漪园四种》包括《五虎记》、《四友记》、《三世记》、《双

兔记》传奇四种。 

戏曲理论家孙楷第《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云：“永恩际升平之世，诗酒从容，负一时文

藻之誉，间寄情声律，亦风流自赏，其所诣虽未必与明之涵虚子、锦窠老人抗衡，要之文采

志尚亦先后辉映矣。” 可见永恩剧作并不重视关目结构，只是聊以娱乐遣兴，雕琢词章耳。 

永恩之子昭链在《啸亭续录》中记述乃父时说，“其勤俭如一日，不事侈华，所食淡泊，

出处有恒，虽盛夏不去冠冕”，还说他为人正直，和珅当权时，虽为姻戚，“恶其人，与之绝

交”，对刚正不阿的刘墉等比较尊敬，相处融洽。对处理一些突发事件有远见卓识。有文学

修养，是《律吕元音》四卷的作者。 

家眷： 

永恩的嫡福晋吴扎库氏为副都统伍十图之女， 

继福晋舒穆禄氏为将军绰尔多之女， 

妾孙氏为孙禄之女。 

子嗣： 

永恩之子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爱好文史，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与魏源、

龚自珍、纪昀、袁枚等名士有往来，昭梿也爱好诗文，但他撰写的诗、文大多散佚，纂辑的

《礼府志》也成书未印。昭梿勤于笔耕，留给世人一部历史笔记《啸亭杂录》，书中记载了

大量清朝典故、满族习俗和贵族官员的遗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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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代善 太祖第二子 初号贝勒。太祖嘉其勇敢克敌，赐号古英巴图鲁。天命元

年（1616），封和硕贝勒，以序称大贝勒。崇德元年（1636），

封和硕礼亲王。顺治五年（1648）卒，年六十六。康熙十

年（1671），追谥烈。乾隆四十三年，配飨太庙。 

二 满海达 代善第七子 崇德六年（1624），封辅国公。顺治元年，进贝子。顺治六

年，袭礼亲王。顺治八年，世祖亲政，改封号曰巽亲王。

顺治九年卒，谥曰简。 

三 常阿岱 满海达之子 顺治九年袭巽亲王。顺治十六年降爵为贝勒。康熙四年卒，

谥曰怀愍。 

四 杰书 代善第八子祜

塞第三子。 

顺治六年袭郡王。顺治八年，加封号为康郡王。顺治十六

年，礼亲王一系的爵位由杰书承袭，遂改号康亲王。康熙

三十六年卒，谥曰良。 

五 椿泰 杰书第五子 康熙三十六年，袭封为康亲王，康熙四十八年，卒，谥曰

悼。 

六 崇安 椿泰之子 康熙四十八年，袭封为康亲王，雍正十一年，卒，谥曰修。 

七 巴尔图 杰书第四子 雍正十二年，袭封为康亲王。乾隆十八年，卒，年八十，

谥曰简。 

八 永恩 崇安次子 乾隆十八年，袭封为康亲王。乾隆四十三年，复号礼亲王。

嘉庆十年（1805），卒，谥曰恭。 

九 昭梿 永恩之子 嘉庆十年，袭封为礼亲王。嘉庆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

滥用非刑，夺爵，圈禁。 

十 麟趾 崇安第三子永

奎的长子。 

于嘉庆二十二年袭封为礼亲王。 

十一 全龄 麟趾之长孙，

锡春之子 

道光元年（1821），袭封为礼亲王。道光三十年，卒，年三

十四，谥曰和。 

十二 世铎 全龄三子 道光三十年，袭封为礼亲王。民国四年（1915），卒，年六

十八，谥曰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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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十三 诚厚 世铎长子 民国二年，袭封为礼亲王。民国六年，卒，年五十三，谥

曰敦。 

十四 诚堃  民国六年，袭封为礼亲王。 

十五 濬铭  民国十八年，袭封为礼亲王。 

 

现状、 

永恩袭康亲王后搬入府

邸东侧的康亲王府入住，原

府邸后来情况不详，民国时

期的地图上也并无关于永恩

府的记载，只标注着与永恩

府邻接的“元万松老人塔”。 

如今《乾隆京城全图》

上多罗贝勒永恩的旧址上为

缸瓦市教堂、商铺和民居。府

邸旧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府邸北侧的砖塔胡同和南侧的院儿胡同仍保留在，院儿胡同改名为

大院胡同。

图 3：1940 年《最新北京全图》中标注永恩府附近的“元万松老人塔”。 

图 4：府邸旧址南侧的院儿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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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传、 

多罗贝勒永恩府紧邻至今仍保存的元代修建的万松老人塔，《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五十》

记述：“万松老人塔„„在民居中，原额无存。本朝乾隆十八年奉敕修九级，仍旧制，塔尖

则加合者也。”不仅塔被保存下来，而且由原来的七级增至九级，塔顶也加了塔刹。关于这

次维修，须弥座正南面简陋的石券门上留有石刻匾额，上写“乾隆十八年岁次癸酉七月谷旦

康亲王臣永恩奉敕重修”，

即永恩袭封康亲王后奉

旨重修的。王府北侧的砖

塔胡同也是因万松老人

塔而得其名。

 

 

图 5：原府今无存，其址上为缸瓦市教堂等建筑 

图 6：缸瓦市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