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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兴宁宅                  文 | 成二丽 

 

辅国公兴宁为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

的后代、贝勒杜兰之曾孙。贝勒杜兰为代善之

孙，追封颖亲王萨哈璘第三子、顺承郡王勒克

德浑之弟。顺治六年（1649）封贝勒，康熙七

年（1668）缘事降为镇国公。 

贝勒杜兰宅位于西城区锦什坊街东侧、扁

担胡同路北，扁担胡同西接武定侯胡同。旧宅

东侧沟沿上架有两座桥，北边一座接兵马司胡

同西口，南边一座名叫赶马桥，东接丰盛胡同。

旧宅北侧为顺承郡王旧宅。贝勒杜兰是顺承郡

王勒克德浑的弟弟，因此贝勒杜兰宅又被视为

顺承郡王旧宅的“小府”。 

绘制《乾隆京城全图》时，居于贝勒杜兰

宅的是杜兰的曾孙辅国公兴宁，因此图中标注

“辅国公兴宁”。 

  

图 1：全国政协南门前空地（原辅国公兴宁宅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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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辅国公兴宁宅位于《乾隆京城全图》第七排第十列，从图上看，贝勒府南墙仅有一个一

间的小门，院内北侧有个小院和两处东房。院内正门面阔五间，即贝勒府的宫门。宫门里有

甬道直达正殿，正殿面阔五间。正殿东西有顺山房。正殿北侧是寝殿和东西配房，也是面阔

五间。寝殿东西各有三间耳房。寝殿北侧无后罩房，仅有靠北墙的北房一排十二间，没有花

园。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辅国公兴宁宅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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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辅国公兴宁生卒不详，为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贝勒杜兰之曾孙。

 

 

变迁、 

贝勒杜兰去世后，其子孙先以辅国公

世袭。道光十三年（1833）之后，贝勒杜

兰后裔成为闲散宗室。道光十四年之后，

辅国公兴宁宅被称为“文公宅”。文公即

文谦，员外郎保智第四子。文谦并无世爵，

所谓“文公”只是敬称。文谦在民国初年

时卖掉了宅邸。新主人买房后雇人将旧宅

拆除，以致旧宅踪影全无。 

民国出版的地图中，辅国公兴宁宅处

均无标注，不知道其后为何人所居。

 

 

现状、 

辅国公兴宁宅与顺承郡王旧宅

现改建为全国政协。南侧的扁担胡同

与武定侯胡同合并现为武定侯街，东

侧现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仍保留

原名。

 

图 3：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辅国公兴宁宅处无标注 

图 4：武定侯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