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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亲王府                       文 | 成二丽 
 

爱新觉罗〃杰书，礼亲王代善之孙，代善第八子

祜塞的第三子，康熙族兄（堂哥）。顺治十六年（1659）

袭爵，为第一代康亲王。康亲王府的前身为明崇祯皇

帝外戚周奎宅第，后为礼亲王代善所有，为礼王府。

《啸亭续录》记载：“礼亲王府在普恩寺东”，《宸垣

识略》记载“礼亲王府在西安门外东斜街酱房胡同”。 

自康熙十六年（1677）礼王府一分为二，西部为

代善第七子巽亲王满海达的府邸，东部为代善之孙康

亲王杰书的府邸。因康亲王杰书领兵出征有功，其府

于康亲王袭封时扩址兴建。由于得到当朝康熙皇帝谕

旨天下资助的垂爱不仅王府建造得规模宏伟、气势不

凡，就连王府内的诸多珠宝陈设也大都是由各王公大

臣贡献的。按时间推算，《乾隆京城全图》中居住的

是第一代康亲王杰书的第四子巴尔图。 

图 1：颁赏胡同（原康亲王府北板肠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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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康亲王府及其周边 

坐落、 

康亲王府位于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西侧，大酱坊胡同东口路北。南起大酱坊胡同，北至

板肠胡同。府邸西侧为原巽亲王府，其再往西则为继巴尔图之后承袭康亲王爵位的多罗贝勒

永恩府。康亲王府在《乾隆京城全图》中的第七排第九列，是清代所建诸多王府中规模较大

的，北京有句老话说的是“礼王府房，豫王府墙”，说的就是礼王府的房子多，豫王府的院

墙高。 

从图中看，康亲王府分三路，主体建筑在中路，有正门、二道门、银安殿、穿堂门、神

殿、后罩楼等。正门面阔五间，大殿面阔七间，前出丹墀，左、右配楼各面阔七间、后殿三

间，后寝九间，抱厦面阔七间，后罩楼面阔七间。王府的花园在西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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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康亲王巴尔图是代善之后代，大名鼎鼎的康良亲王杰书的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三年，乾

隆十八年（1753）卒，享年80岁，谥曰简。赐葬于福寿岭，当地俗称礼王坟。巴尔图是清

朝四位寿命超过八十岁的亲王之一。 

至巴尔图康亲王传至第四代，中间曾由杰书第五子椿泰、椿泰之子崇安承袭。崇安去

世之后，本应由崇安之子永恩承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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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巴尔图去世，乾隆皇帝才让永恩承袭亲王，迁入王府。 

    礼亲王世袭罔替，共传十世，十五人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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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和硕礼亲王。顺治五年卒，年六十六。康熙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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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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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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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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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迁、 

康亲王府的名称

在历史上曾多次变化。

顺治二年，第一代礼亲

王代善接受了当朝皇

帝赐予的前明崇祯皇

帝外戚周奎的旧宅后，

将其改扩建为自己的

府第，始为礼亲王府。

顺治六年，代善逝世后

其第七子满达海承袭

礼亲王爵，两年后改封 图 3：1911 年的《详校首善全图》中的“定王府”和“礼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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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巽亲王，于是礼亲王府又改称为巽亲王府。顺治十六年，代善第八子祜塞之第三子杰书承

袭巽亲王爵位时改封为康亲王，于是巽亲王府又改称为康亲王府。直到乾隆四十三年，乾隆

皇帝为表彰先祖功绩决定恢复清朝初年“八大铁帽子”王的封号，于是礼亲王府也得以恢复

原称。 

除了名称外，礼亲王府的王府地址也有过变更。满达海承袭礼亲王爵位改称巽亲王的同

一年，杰书承袭了康郡王爵位，于是杰书与伯父满达海分居同一座礼亲王府，礼亲王府分为

巽亲王府与康郡 王府。到了顺治

十六年，已经承 袭巽亲王爵位的

满达海长子常阿 岱因罪被降为贝

勒，从而由康郡 王杰书承袭巽亲

王爵位，并改封 为康亲王。这时，

康亲王杰书在巽 亲王府之东大肆

扩建康亲王府， 为新的礼亲王府。

而巽亲王府则荒 废颓败。到了乾

隆十五年，乾隆 皇帝追封其长

子永璜为定亲王 时，才在巽亲王

府旧址上新建起 了一座定亲王

府。所以，从某 种意义上说礼

亲王府有两处， 一是第一代礼

亲王代善在明朝外戚旧宅基础上兴建的礼亲王府，二是由杰书兴建的康亲王府后又改称的礼

亲王府。 

康亲王府（礼亲王府）于嘉庆十二年失火，全部被焚，嘉庆帝于是赐银一万两重建王府。

现在的礼王府应是嘉庆年间再建的格局。王府的主要建筑，分前后两组。前部有正门（宫门）、

正殿及其两侧翼楼，后殿及其两厢配殿。后部自成庭院，前为内门（二宫门）、前堂、后堂

及其两厢配房，最后为后罩楼。 

抗战期间，王府曾为华北学院的宿舍，1943 年，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拟出 12 万元购买

礼亲王府，因华北学院不愿搬迁，一直拖到日本投降时搁浅。解放后改为民政部办公场所。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曾以此为驻地。 

1984 年康亲王府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图 4：1949 年的《（最新）北平大地图》可以看到康亲王府的位

置为“华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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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康亲王府现为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使用，中路主体建筑大多保存，东路北部有几个院落尚

存，西路大部分建筑已拆除，总体保存尚好，据说现在王府大殿门下部还雕有云龙，而且其

工艺为明代手法。王府门前有白色大理石标注：“北京文物保护单位—礼亲王府”。王府北侧

的板肠胡同现改名为颁赏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