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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成保宅                   文 | 朱默迪 
 

辅国公成保是努尔哈赤长子褚英

的后代，其高祖父为褚英长子安平贝

勒杜度。根据《京师坊巷志稿》引述

《啸亭续录》曰“贝勒杜度宅,在绒线

胡同。”由此可知，杜度及其后人宅邸

乃位于宣武门内大街东侧的绒线胡同

内。 

 

  

图 1：辅国公成保宅基址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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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乾隆京城全图》十排九右下侧有一处未命名的府邸，面积比其他王府小很多，其东侧

路被命名为公府东夹道，这就是辅国公成保府。它位于绒线胡同（现西绒线胡同）西侧路北，

西有油坊胡同。从图中看，辅国公成保府分两路，中有正殿三间，其左右各有翼楼三间。后

有寝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大门处虽已湮没，但是根据清代王公府邸规制，贝勒府正门

应为三间。

 

 

 

 

 

居者、 

   

辅国公成保，又写作诚保，是安平贝勒杜度玄孙，镇国公普贵第七子。雍正五年（1727），

封辅国公。乾隆十九年（1754）卒，谥号温僖。该地共居住过十一代府主，具体见下表：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辅国公成保府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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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杜度 
太祖之孙，褚英长

子 

初封贝勒。崇德元年（1636），以功封安平贝勒。

七年卒。 

二 杜尔祜 杜度长子 

初封辅国公。崇德七年，袭镇国公。因罪革爵，

黜宗室。顺治二年（1645），以功复宗室，封辅

国公。八年，晋贝勒。十二年卒，谥慤厚。 

三 敦达 杜尔祜五子 
顺治十二年，降袭贝子。康熙十三年（1674）卒，

谥号恪恭。 

四 普贵 敦达长子 
康熙十三年，降袭镇国公。雍正元年（1723），

因病告退。 

五 明保 普贵三子 
康熙十九年，封三等镇国将军。雍正二年，缘事

革退。 

六 成保 普贵七子 雍正五年，封辅国公。乾隆十九年卒，谥号温僖。 

七 庆春 诚保二子 乾隆二十年，袭辅国公。三十八年，卒。 

八 恒颖 庆春长子 乾隆三十八年，袭辅国公。道光元年（1821）卒。 

九 崇锡 纯福子 道光元年，袭辅国公。咸丰四年（1854）卒。 

十 端秀 崇锡长子 咸丰四年，袭辅国公。光绪十二年（1886）卒。 

十一 光裕 端秀四子 
光绪二年，袭辅国公。二十六年殉难，赠贝子衔，

入祀昭忠祠，谥号勤愍。 

 

 

现状、 

朱一新于光绪年间所撰《京师坊巷志稿》中关于绒线胡同的公府有一段记述： 

“绒线胡同 井一。右翼宗学在北。啸亭杂录谓在帘子胡同，误也。

真武庙，详寺观。啸亭续录：贝勒杜度宅，在绒线胡同。  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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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度，太祖孙，广略贝勒褚英长子，今为光公宅。采访册：勋贝子第，

在绒线胡同北。谨案：贝子为圣祖二十四子諴恪亲王之后。” 

通过这段记录可见，在《京师坊巷志稿》编写时期杜度贝勒府（即辅国公成保府）为光

公宅。根据上表所列沿袭，光公应指杜度贝勒后裔辅国公光裕。而另有名为“勋贝子府”同

在绒线胡同。同治八年(1869)，由于諴亲王的曾孙贝子绵勋位于城北的王府被赐给咸丰皇帝

女儿荣安固伦公主，于是贝子就迁到了西绒线胡同，时称勋贝子府。 

如今贝子府被保留下来了，为“北京中国会”，位于西绒线胡同 51号，靠近宣武门内大

街。对比《乾隆京城全图》，辅国公成保府位置与贝子府大致相当。故而有些资料称二府乃

为同一地点。然而，辅国公成保府被称“光公府”应该在光绪二年（1876）光裕袭爵之后，

而贝子府始建于同治八年(1869)。再综合《京师坊巷志稿》的记录可知，二府确实不在一处。

如今“北京中国会”占用的勋贝子府应与辅国公成保旧址无关。遗憾的是，今天辅国公成保

府已经无迹可寻了，现在西绒线胡同 45号大致是成保宅的位置。 

 
图 4：同在绒线胡同的勋贝子府，位于辅国公成保宅西侧，今天以北京中国会得以保留。两府

同街却不同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