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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郡王府                          ·王 双 

二十年前晤郑公，谈谐亲见古人风。 

东郊系马春芜绿，两墅弹棋夜炬红。 

浮世相看真落落，长途别去太匆匆。 

忽看堂盘登双鲤，烟水桃花锦浪通。 

——胤禧 

慎郡王府位于今平安里西大街中间路北，为清圣祖

康熙皇帝第二十一子胤禧的府邸。爱新觉罗·胤禧，雍

正十三年（1735），被封为郡王，封号“慎”，清朝世袭

郡王。乾隆二十三年（1758）卒，谥“靖”。无子，清

高宗乾隆帝第六子永瑢继袭贝勒，乾隆五十四年，进和

硕质亲王，故慎郡王府也称质亲王府。其后人未得世袭

罔替，每次袭封需递降一级，一共传了八代九位。 

在《乾隆京城全图》上虽未标有“慎郡王府”字样，

但可以看出在西官园东头路北，西邻慈佑寺，东与果亲

王府隔一夹道处有一王府。据《啸亭杂录》记载：“质

亲王府在官园”。由此可以推算出此地就是慎郡王府。 

图 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慎郡王府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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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慎郡王府位于《乾隆京城全图》的

第四排第十列，该府大殿面阔七间，前

出丹墀，左右配殿面阔五间，后殿面阔

三间，后寝面阔七间，抱厦面阔三间。

比果亲王府稍小，论规模在清王府中仍

为较大的府宅。 

慎郡王府由东西两组建筑组成，大

小房屋共有六百七十九间。东路是主要

建筑群，依次建有宫门、正殿、寝殿、

后罩房和花园。西部由若干组院落组成，

建筑显得有些零乱，但在《乾隆京城全

图》中还是给人以整体很规正的印象。 

 

居者、 

清圣祖康熙皇帝第二十一皇子慎靖郡王胤禧，雍正帝异母弟。其初行次为三十一，齿序

二十一。康熙五十年（1710）辛卯正月生，生母熙贵妃陈氏，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病故，

年 54 岁。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避名讳改为“允”字排行，胤禧因此又作“允禧”。 

胤禧自幼聪慧好学，康熙五十九年，16 岁的胤禧开始随驾巡幸。雍正八年二月十八日，

封固山贝子。同年五月二十八日，晋多罗贝勒。雍正十一年八月，胤禧随同果亲王胤礼办理

镶红旗满洲都统事务。雍正十三年十月十一日，被正式任命正黄旗汉军都统。雍正十三年十

月二十日，乾隆降谕旨“幼好读书，识见明晰，办理旗物亦属妥协，朕意欲封为郡王。”；同

年十一月，胤禧正式晋郡王，是为“多罗慎郡王”；生母陈氏随之由“贵人”晋为“皇祖熙

嫔”。乾隆四年八月，奉命在内廷行走。乾隆五年二月初十，监管正白旗满洲都统事务。乾

隆七年三月，协同大学士鄂尔泰充玉牒馆总裁，负责簒修皇室族谱《玉牒》。乾隆二十一年

六月，胤禧被免宗人府事。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病故，年五十四岁。谥号赐“靖”。寝葬于涞

水县洛平村。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慎郡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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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禧一生能文能武，仕途顺利，诗画文采在康熙诸子中较突出。自号“紫琼道人”，又

号“春浮居士”，著有《花间堂》、《紫琼严诗草》。其画风远习五代时南唐画家董源，近学明

代画家文徵明。 

胤禧妻妾共有四人：嫡福晋祖氏（佐领祖建吉之女）；侧福晋赵氏（头等侍卫六格之女）；

侧福晋吴氏（吴勋臣之女）；侧福晋关氏（员外郎博色之女）。 

胤禧育有四女二子：第一女，雍正五年丁未三月生，母为侧福晋赵氏；雍正九年卒，年

五岁。第二女县君，雍正五年生，母为侧福晋瓜尔佳氏；乾隆七年壬戌十二月，嫁科尔沁博

尔济吉特氏台吉古穆；县君乾隆五十九年卒，年七十八岁。第三女县主，雍正十一年癸丑正

月生，母为嫡福晋祖氏；乾隆九年甲子十二月，嫁喀尔喀札萨克多罗郡王寨桑多尔济；县主

乾隆六十年卒，年六十三岁。第四女，雍正十一年生，母为侧福晋赵氏六格之女，与第一女

同母；女乾隆六年卒，年九岁。 

第一子弘昴，雍正六年二月生，母侧福晋吴氏；乾隆七年九月卒，年十五岁。第二子弘

旬，雍正九年三月生，母侧福晋周氏；乾隆十四年七月卒，年十九岁。 

嗣孙和硕质庄亲王永瑢。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允禧 圣祖第二十一子 雍正十三年晋慎郡王，二十三年薨，谥号“靖”。 

二 永瑢 允禧嗣孙 乾隆五十四年晋质亲王，五十五年薨，谥号“庄”。 

三 绵庆 永瑢第六子 
乾隆五十五年袭质郡王。嘉庆九年（1804）薨，谥

号“恪”。 

四 奕绮 绵庆长子 
嘉庆十四年袭贝勒。道光十九年（1839）革爵，二

十二年卒，追复贝勒。 

五 载华 
乾隆第四子永碱之

后奕纶第十一子 

道光二十二年袭奕绮之贝子。同治四年缘事革退，

归宗。 

六 载钢 
奕纶第九子，奕绮

嗣子 

道光二十四年封一等辅国将军。同治四年（1865）

袭镇国公，光绪七年（1881）卒。 

七 溥泰 载钢长子 
同治七年封一等镇国将军。光绪八年袭镇国公，九

年缘事革退。 

八 溥龄 载钢二子 
同治十一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九年袭镇国公，

二十三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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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九 毓亨 溥龄长子 光绪二十三年袭镇国公。 

 

变迁、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一百四十五页“官园”条转引《啸亭续录》记载：“诚亲王旧府

在官园，今为质亲王府。” 可知慎郡王府的前身为康熙帝第三子诚亲王允祉的府邸。慎郡王

因无子，以乾隆第六子为永瑢嗣

孙，乾隆三十七年，永瑢袭郡王，

更封号质。此后，慎郡王府有过

大规模修缮，改称质亲王府。 

《京师坊巷志稿》卷上记载

的“今为龄公宅”，即是镇国公

溥龄。溥龄长子毓亨于光绪二十

三年十二月承袭镇国公。袭爵不

到三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质亲王府与

当时的端亲王府相邻，被烧成一

片白地。1940 年《最新北京全

图》上，果亲王府旧址标为“国

立北京大学工学院”和“北京师

范学校”，其西侧的慎靖郡王府

为空地操场。此处在解放前始终

没有建设，今为中国少年儿童活

动中心。 

 

 

图 3：1940 年《最新北京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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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西部为慎郡王府旧址。府址周边的街道名称也都有了一些改变，

但还寻得见往昔的蛛丝。例如，府址北部的前广平库胡同改为了前广平胡同，南部的西官园

胡同已经不存，改为平安里西大街。原王府西侧今为西直门南小街。 

 

图 4：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 

 

传说、 
慎郡王诗文清秀，又擅书画，和曹雪芹的爱好相一致。这位王爷专门喜交寒素的读书人，

十分赞赏曹雪芹的文笔才华。同样，曹雪芹对这位王爷也颇多好感。为了表示对慎郡王允禧

的纪念，曹雪芹后来把慎郡王塑造成《红楼梦》中北静王的形象。允禧生前无子嗣，是由乾

隆把自己的第六子永瑢过继给允禧，作为他孙辈的承嗣人。出于此，曹雪芹便在小说中造了

“水溶”二字以谐永瑢之字形，并在小说中描写这位北静王水溶是位英俊潇洒，才华出众的

贤王，有着老慎郡王允禧的遗风。同样，在小说中，北静王对宝玉也同样非常友善，当着贾

政的面夸赞宝玉曰：“雏凤清于老凤声”。由此不难看出，曹雪芹与慎郡王府的老王、少王皆

有知遇之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