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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如嵩宅                    文 | 金靖 

 

 

《乾隆京城全图》第九排第三幅

中标绘有“辅国公如嵩”府。 

如嵩，或为爱新觉罗〃如松，铁

帽子王豫通亲王多铎五世孙、已革睿

亲王多尔博四世孙。 

 

图 1：辅国公如嵩宅基址，现为北京二十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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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辅国公如嵩”府坐落于石大人胡同

（今外交部街），王府建筑分为东中西三路，

中路建筑如同缩小的紫禁城三大殿，有东西

翼楼、银安殿、二道门、神库、安福堂等殿

堂。西路为王府花园，东路为宗祠，大厨房、

磁器库、灯笼库和王府戏台等，府门外还有

马圈和车房。 

 

 

 

居者、 

爱新觉罗·如松，豫通亲王多铎五世孙，睿亲王功宜布第三子。生于乾隆二年（1737），

先后历任都统、左宗人、署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绥远城、西安将军。乾隆十一年袭其

父功宜布辅国公爵位，后又复授都统、右宗正。乾隆三十五年薨，享年34岁，谥曰恪。于乾

隆二十七年追封为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追封为睿亲王； 

如松工画山水，被后人称为儒王。而其妻佟佳氏是位女诗人，著有《问诗楼合选》、《穗

帷泪草·乌私存草》和《虚窗雅课》三部诗集，另有《绘境轩读画记》。 

 

回溯多年前，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睿亲王多尔衮，多妻却无子嗣，其弟豫亲王多铎就把自

己的五子多尔博过继给了多尔衮，多尔博也就袭了睿亲王爵。顺治八年（1651），多尔衮因

谋逆罪遭削爵，多尔博也被革爵并归宗。 

乾隆二十七年，多铎次子之孙，信郡王德昭过世，信郡王的爵位落到多铎五子多尔博的

后辈头上，由多尔博的五世孙如松承袭第六任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清高宗以多尔衮为小

人诬蔑，于开国有功，复任多尔衮为睿亲王，追封谥号为“忠”，配享太庙。下诏多尔博仍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辅国公如嵩宅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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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多尔衮后嗣，命令如松之子淳颖袭睿亲王，如松亦被追封为睿恪亲王。 

（如松承袭信郡王情况于“信郡王府”中可见，现仅介绍睿亲王沿袭情况：） 

和硕睿亲王，清朝世袭亲王，八大铁帽子王之一。崇德元年（1636），努尔哈赤第十四

子多尔衮被清太宗皇太极封为睿亲王。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剥夺封号。至乾隆年间，多尔

衮的后人得到世袭罔替亲王的许可，一共传了 13 代 8 位睿亲王，另有 5 位被追封。

 

 

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一 多尔衮 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崇德元年（1636）因功晋封睿亲王。谥忠，为睿忠

亲王，顺治七年去世后，被顺治帝追论谋逆罪削爵；

乾隆四十三年平反，复睿亲王封号 

二（追封） 多尔博 
多尔衮嗣子、多铎

第五子 

顺治七年袭封睿亲王；顺治八年，革爵、归宗。顺

治十四年封贝勒。康熙十一年卒。乾隆二十七年追

封信郡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追赐复封睿亲王。 

三（追封） 苏尔发 多尔博次子 

康熙十二年袭贝子；康熙三十九年革退，降镇国公。

康熙四十年卒。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王；乾隆四

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四（追封） 塞勒 苏尔发长子 
康熙四十年袭辅国公；雍正七年卒。乾隆二十七年

追封信郡王，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五（追封） 功宜布 塞勒第五子 
袭辅国公。乾隆十一年卒。乾隆二十七年追封信郡

王；乾隆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 

六（追封） 如松 功宜布第三子 

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乾隆二十七年，信郡王德昭

卒，如松袭信郡王，并追封其诸先祖为信郡王。乾

隆三十五年卒。乾隆四十三年，追封睿亲王；并追

封其诸先祖为睿亲王。 

七 淳颖 如松之子 
初袭辅国公。乾隆四十三年袭睿亲王。嘉庆五年

（1800）卒。 

八 宝恩 淳颖长子 嘉庆六年袭封为睿亲王 

九 端恩 淳颖的第四子 嘉庆七年袭封为睿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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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十 仁寿 端恩第六子 道光六年（1826）袭封为睿亲王 

十一 德长 仁寿第三子 同治四年（1865）袭封为睿亲王 

十二 魁斌 德长第四子 光绪二年（1876）袭封为睿亲王 

十三 中铨 魁斌子 民国四年（1915）袭睿亲王 

 

 

变迁、 

辅国公如松宅源于明代权倾朝野的石亨的府邸，其间辗转数次，主人多易，至乾隆四十

三年又戴上“铁帽子王”睿亲王府这响亮的称号。 

《啸亭杂录》中有“睿亲王府在南明宫，今为缎匹库„„新府在石大人胡同”的记载，

可见睿亲王府有新旧两处。 

多尔衮进京后，在南池子东侧选定明朝皇城内的南宫为府址。可惜他生前无比显赫，死

后却被不断加罪直至削位，致使王府荒废。康熙年间，睿亲王旧府被改建成玛哈噶喇庙，乾

嘉年间又成为户部存放缎匹锦帛的库房，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被赐名为普度寺。 

睿亲王府新府，即前面提到明代石亨的旧宅，在《帝京景物略》有记载：“入清，先为

端重亲王府，后为睿亲王新府”。 

端亲王府之前曾是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饶余郡王府，顺治三年（1646）阿巴泰去世

后，爵位由第四子岳乐承袭，并在台基厂头条重新建府，同年岳乐又晋为安亲王，新的饶余

郡王府便又改称安亲王府。阿巴泰的第三子博洛在顺治元年进封贝勒，顺治三年被命为征南

大将军，率师驻守杭州。顺治四年师还，进封端重郡王，两年后又晋端重亲王。此时，其父

阿巴泰已过世，博洛居住的饶余郡王旧府也就成了端重亲王府。顺治九年，博洛病逝，谥号

“定”，由第八子齐克新袭爵。顺治十六年，博洛被指瓜分多尔衮遗财而被夺去爵位及谥号，

齐克新亦被降为贝勒。 

多尔衮嗣子多尔博于顺治八年被革爵归宗，顺治十四年封贝勒。顺治十八年，住在端重

亲王府的贝勒齐克新去世，端重亲王旧宅被赐予多尔博，成为贝勒府。多尔博去世后，先后

经由多尔博次子贝子苏尔发、苏尔发长子辅国公塞勒、塞勒第五子辅国公功宜布、公功宜布

第三子辅国公如松几代，直至乾隆四十三年，多尔衮家族长达百余年的冤狱被昭雪，多尔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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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世孙辅国公淳颖复爵睿亲王，前几任也获追封，恢复“八大铁帽子王”爵位名号，《乾

隆京城全图》上的这处“辅国公如嵩” 府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睿亲王新府”。此事在《京师

坊巷志稿》中记述为：“睿邸旧在皇城内，王获罪后，嗣子多尔博归宗，府久废。乾隆四十

三年，以多尔博六世孙淳颖嗣世袭，即今府也。”  

很多文章中都提到睿亲王府曾有房五百多间，这五百多间房产，大多数还应是当年石大

人家的。因石亨的房产被收归国有后，大部分房产应是被明代工部铸造钱币的“宝源局”所

用。从《乾隆京城全图》上也可看到，此时王府的房间应不过百间，而王府西侧就是宝源钱

局，两处面积相加，范围尚能与“五百多间”匹敌。 

睿亲王爵位共传了 13 世，传到末代睿亲王中铨，已是民国年间。在 1919 年《新测北京

内外城全图》中，我们还能看到睿王府的标注，而此时的睿王爷爵位形同虚设，既没禄银，

又无禄米，但这位末代王爷依然挥金如土，开销巨大。不仅建新房、修花园、买汽车，还购

置大量洋货，又经常出去豪赌，肆意挥霍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到了民国时期，已经到了坐吃

山空、穷困潦倒的地步，据《北京通史》载，他们最后只能以抵押房产度日。由于交不起利

息，1925 年，法院将外交部街的睿亲王府查封。1929 年，北平政府社会局将此处借给了京

师私立大同中学。到 1933 年，大同中学以借改买，将旧王府买下。1935 年 06 月出版的《最

新北平市详细全图》中，原来睿王府的位置已经改标为“大同中学”。1939 年，最后一代睿

亲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图 3：《乾隆京城全图》中辅国公如嵩宅及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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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大同中学改为北京第 24 中学。之后 24 中曾分为南北两校，南校位于外交部街

31 号院，称外交部街中学，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北校则称 24 中。现在，两校再次合并，称北

京第 24 中学。而原睿亲王府中的建筑屡经拆改，已无原貌。

 

 

 

传说、 

睿亲王府所在的石大人胡同名称的由来，源于明朝代宗在位时的一场政变。明景泰八年

（1457），武将石亨伙同徐有贞等人发动了“南宫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拥立明英宗朱

祁镇复位成功，石亨因此从武清侯晋升为忠国公，还得到英宗皇帝赏赐，建造了“壮丽逾制”

图 4：1919 年《新测北京内外城全图》中标注的睿王府，在 1935 年 06 月出版的《最新北平市详

细全图》中已经改标为“大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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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府第，位置就在今天的外交部街，这条胡同因此被被称为“石大人胡同”。后来，石亨因

有“谋反”迹象，被抄家并死于牢狱，宅院被皇家收回。在嘉靖年间又赐予咸宁侯仇鸾，仇

鸾在此修建了知名的王府花园“宜园”。仇鸾获罪被诛后，该宅又被收没归公，最后几经变

更被改为公署。对此，《帝京景物略》曾有记载：“明正德中咸宁侯仇鸾创建的花园，先归成

国公朱庚，后又归冉驸马，名宜园，有堂三楹，堂后有台，台前有池，山前有石，乃数百万

碎石结成，名曰万年聚。” 

清末，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清外务部在此处修建了外务部迎宾馆。清朝灭亡后，袁

世凯在这里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内阁政府也设在迎宾馆。1912 年 8 月，孙中山北上进京，

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今张自忠路

3 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孙中山离京后，袁世凯把设在石大人胡同北边东

堂子胡同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由此，历经明、清两代的“石大人

胡同”也就改称“外交部街”。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这里又成为“伪冀察政务委员会”所在地。1940 年 3 月，南

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在京的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并从中南

海迁址于此。抗战结束后，外交部街又回到了国人的手里，傅作义将军在此处设立“北平警

备司令部”。1949 年 11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此成立，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在这里

办公，直到 1966 年初才迁出。  

“文革”期间，东单北大街一度改名为“瑞金路”，外交部街也随之改称“瑞金路十条”，

而之后又沿用回“外交部街”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