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顺承郡王府                     文 | 成二丽 
 

在北京城里的锦什坊街，有一座富丽堂皇的清

代郡王府。它的第一任主人是清朝初年的顺承郡王

——努尔哈赤曾孙勒克德浑。勒克德浑是礼亲王代

善第三子萨哈林的第二子。因为勒克德浑战功显赫，

顺治五年（1648）晋封为顺承郡王，为清朝开国“八

大铁帽子王”之一，允建府邸。《啸亭续录》中有记

载：“顺承郡王府在麻线胡同”，《宸垣识略》记载“多

罗顺承郡王府在锦石坊街乌衣库胡同”。 

根据顺承郡王后代的袭封时间推算，《乾隆京城

全图》中的顺承郡王府为勒克德浑的第五世孙泰斐

英阿的府邸。该府位于锦什坊街，东临沟沿，北为

麻线胡同，南侧为辅国公兴宁的府邸。 

 

图 1：整体搬迁至朝阳公园的顺承郡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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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顺承郡王府在《乾隆京城全图》的第七排第十行和第十一行，图中顺承郡王府其建筑规

模为正门面阔五间，大殿面阔五间，东西配殿5间，后殿面阔三间，后寝面阔三间，后罩正

屋面阔三间。 

根据中国古代建筑史专家张驭寰介绍，顺承郡王府的总体布局为三条轴线组成的三个大

院，主院在中间，两个跨院分别建于左右。 

全院的主院大正门为：仪门，进而为丹阶桥大阅台，正殿为银安殿，大月台、后照房、

后寝宫右侧为听竹馆，东厢为东翼楼，西厢为西翼楼。后院西厢为西配殿，东厢为东配殿。

这是郡王府内各房、各厅、各楼的位置状况。整个占地面积总计一万平方米。三个中轴院的

住房现总计为三十三间，六个回廊，一个垂花门，府内建筑有亭台楼阁，高低错落，布局合

理又精湛，属于典型的清式大王府的家族庭院式建筑，有着极其浓厚的民族风格。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顺承郡王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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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者、 

泰斐英阿（1728-1756），代善的后代，清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顺承郡王勒克德浑的第

五代，熙良长子。 

乾隆九年（1744）泰斐英阿袭多罗顺承郡王，乾隆十三年授宗人府右宗。乾隆十五年

管理镶红旗觉罗学事务。乾隆十九年授右翼前锋统领，乾隆二十一年卒，谥号恭，享年 29

岁。 

泰斐英阿死后葬在房山区岳各庄乡二龙岗村的家族墓地，现墓碑仍位于村南农田里。 

顺承郡王爵位世袭罔替。共历 10 代 15 王。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勒克德浑 
努尔哈赤曾孙，代

善之孙 
顺治五年封顺承郡王，顺治九年卒 

二 勒尔锦 
勒尔锦勒克德浑

第四子 

顺治九年袭顺承郡王，康熙十九年（1680）革爵，四

十五年卒 

三 勒尔贝 勒尔锦第三子 康熙二十年袭顺承郡王，二十一年卒。 

四 延奇 勒尔锦第四子 康熙二十一年袭顺承郡王，二十六年卒。 

五 充保 勒尔锦第七子 康熙二十六年袭顺承郡王，三十七年卒。 

六 穆布巴 勒尔锦第五子 康熙三十八年袭顺承郡王，五十四年缘事革爵 

七 诺罗布 勒克德浑第三子 康熙五十四年袭顺承郡王，五十六年卒。 

八 锡保 诺罗布第四子 
康熙五十六年袭顺承郡王，雍正九年（1731）晋亲王，

十一年革退。乾隆七年卒。 

九 熙良 锡保第一子 雍正十一年袭顺承郡王。乾隆九年卒。谥号恪。 

十 泰斐英阿 熙良第一子 乾隆九年袭顺承郡王，二十一年卒，谥号恭。 

十一 恒昌 泰斐英阿第四子 乾隆二十一年袭顺承郡王。四十三年卒，谥号慎。 

十二 伦柱 恒昌第一子 
乾隆五十一年袭顺承郡王。道光三年（1823）卒，谥

号简。 

十三 春山 伦柱第四子 道光三年袭顺承郡王，咸丰四年（1854）卒，谥号勤。 

十四 庆恩 春山第五子 咸丰四年袭顺承郡王。光绪七年（1881）卒，谥号敏。 

十五 纳勒赫 庆恩子 光绪七年袭顺承郡王，民国六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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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顺承郡王府在民间被称为“打磨苏王”、“达磨憎王”等。据顺承郡王后代介绍，打磨

苏王即顺承郡王勒尔锦，康熙十九年讨伐吴三桂时坐失战机被削爵，其子袭爵，后又被革爵，

勒尔锦的哥哥袭顺承郡王爵位。顺承郡王府府址一直没有变动，顺承郡王也没有遭到太大的

风波，这和其他铁帽子王是不同的。 

民国初年（1912），末代郡王文葵将王府的房产契据抵押在东交民巷的法国东方汇理

银行，作为息借贷款的偿还物。 

民国六年文葵又将王府租给皖系军阀徐树铮，不久，奉军攻入北京，皖军南逃，顺承王

府就被奉军的汤玉麟当作战利品接受，并住了进去。 

1920 年，张作霖进入北京时，相中了顺承郡王府，将其买下作为大元帅府。 

1931 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在此定居。 

解放后，人民政府从张学良的亲属手中购回顺承郡王府。1950 年，王府成为全国政协

常设机构的办公地。 

1984 年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顺承郡王府一直保存完好，1994 年，全国政协礼堂修建新楼，将顺承郡王府异地搬迁，

图 3：1923 年《最新北京全图》中仍然为“顺成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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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银安殿 

按 1:1 的比例复建到了朝阳区朝阳公园东侧，这也是北京的铁帽子王府第一次整体异地复建。

 

现状、 

现在顺承郡王府原址上为全国政协礼堂，其北侧的麻线胡同和西侧的锦什坊街名称仍保

留，东侧的沟沿现在为太平桥大街。 

顺承郡王府于 1994 年 1:1 搬迁复建至朝阳公园东南角，现在为郡王府饭店，如果去里

面吃饭的话，可以参观郡王府。

  

图 5：右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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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 

 

泰斐英阿与“花翎” 

清代官员的帽子上面拖着个小尾巴，它的名字叫“花翎”，它不仅是装饰品，更是尊贵

的象征，可以用来“辨等威，昭品秩”。康熙年间福建提督施琅，在攻灭台湾郑氏政权时立

了大功，为此，康熙帝把自己穿的衣袍等御用品赏给他，并敕封其为靖海侯。然而施琅要求

皇帝“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但是清代在外武将，尚无赐予花翎的先例。康熙

经再三斟酌，还是给一支双眼花翎，施琅拿“巍巍五等之崇封”，去换一根孔雀毛，可见官

员们对花翎是多么重视。 

在清初，花翎一般赐予功绩伟茂之勋臣。在宗臣中的亲王、郡王和贝勒，皆不戴用花翎。

可是由于这是一种荣耀，又是显赫军功的象征，亲王、郡王们也想借以自炫。乾隆年间一次

对外用兵、顺承郡王泰斐英阿以做前锋管为理由，向皇帝乞求花翎。乾隆以为不合体制当即

拒绝。傅恒赶忙打圆场说：“某王年幼，欲戴之以为美观。”乾隆听了不假思索地说：“（此）

皆朕之孙辈，以为美观可也”。从此亲王、郡王不断被恩赐三眼花翎，一个很严肃的奖励规

定被打破了。 

 

末代郡王 

    第十五代顺承郡王爱新觉罗•纳勒赫病逝，殁后无子。经过多方协商，选定将其堂兄常

福之子六岁的爱新觉罗•文葵过继给纳勒赫，继承郡王爵。文葵虽被废帝溥仪封为郡王，但

只是个虚名了。1992 年，爱新觉罗•文葵与世长辞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王爷，享年

84 岁。在有清历史上，他是最后一位王爷，也是最高寿的一位王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