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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国公九如宅                    文 | 王 双 

 

辅国公九如宅位于西四北五条东口路北，

是今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的位置。在《乾隆京

城全图》上的石老娘胡同（今西四北五条）中

标有 “辅国公九如宅”，但遍查史籍，却找不

到此人。从《爱新觉罗宗谱》中仅找到一位名

字叫做九如的宗室子弟，辈分属载字辈，而且

是闲散宗室，绘制《乾隆京城全图》时他还未

出生。用“九”作为名字中的一个字，并且是

辅国公的，只有英亲王阿济格后裔九成。爱新

觉罗·九成，乾隆十一年（1746 年）袭辅国公，

乾隆三十四年卒，无嗣。 

 

图 1：辅国公九成宅遗址，现为西城区教育研究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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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 

辅国公九成宅在《乾隆京城全图》第五

排第九列。南起石老娘胡同，北至魏儿胡同，

东侧有一个观音庙。九成宅坐北朝南,是一

个三进院落的宅子。宅子的大门较特殊，在

排房中间开启一门。正房三间，院内有东西

配房，整体为四合院建筑。

 

 

 

 

居者、 

爱新觉罗·九成，英亲王阿济格后裔，祖父为盛京将军绰克都，父亲是绰克都第七子兴

绶。九成于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乾隆二十六年因事革爵，乾隆三十一年卒，享年五十七岁。

从英亲王阿济格第二子付勒赫追封镇国公，到辅国公九成，已是第八位承袭者了。自从九成

革爵之后，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就没有再承袭爵位了。九成的六伯瑚图礼第三子额尔赫宜这

一支仅以奉恩将军世袭。 

 

 

图 2：《乾隆京城全图》中的辅国公九成（如）宅及其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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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第一代 阿济格 
努尔哈赤十二

子 

和硕英亲王，清朝世袭亲王。顺治元年（1644 年），

封为亲王，封号“英”，后被处死，子孙降为庶人，

雍正元年（1723年）以阿济格有功，命阿济格曾孙普

照复袭辅国公。 

第二代 

和度 阿济格长子 初封辅国公，顺治元年晋封贝子，顺治三年卒，无嗣。 

傅勒赫 阿济格二子 

顺治二年封镇国公，顺治八年降为庶人，顺治十七年

卒，顺治十八年复入宗室，康熙元年（1662 年）追封

镇国公。 

楼亲 阿济格五子 原封亲王，以罪削爵，赐自尽。 

第三代 
构孳 傅勒赫二子 顺治十八年封辅国公，康熙五年卒。 

绰克都 傅勒赫三子 康熙四年封辅国公，康熙三十七年因事革退。 

第四代 

讷延 构孳长子 康熙五年袭镇国将军，康熙六年卒，无嗣。 

素严 绰克都长子 康熙二十一年封辅国公，康熙三十一年卒。 

兴绶 绰克都七子 乾隆十年，追封辅国公。 

普照 绰克都八子 
康熙三十七年袭辅国公，康熙五十二年因事革退，雍

正元年以功复辅国公，雍正二年卒。 

经照 绰克都九子 康熙五十二年袭辅国公，雍正十年因事革退。 

第五代 

璐达 
绰克都孙，隆

德二子 
雍正十年袭辅国公，乾隆六年卒，谥曰恭简。 

亨新 普照子 雍正二年袭辅国公，雍正十年追论父罪，革爵。 

九成 兴绶长子 乾隆十一年袭辅国公，乾隆三十四年卒，无嗣。 

素拜 素严三子 
康熙三十一年袭三等镇国将军，康熙三十四年卒，无

嗣。 

第六代 

麟魁 璐达一子 乾隆六年袭辅国公，乾隆十年因事革退。 

谦德 九成四子 
乾隆二十六年袭三等镇国将军，乾隆三十二年卒，无

嗣。 

顺德 九成七子 
乾隆三十二年袭奉恩将军，嘉庆元年（1796 年）休致

（清制，官员因衰老不能胜任而自请去职）。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101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2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27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57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958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27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271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2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2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28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8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3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34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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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次 名称 世系 封爵简述 

第七代 
华英 顺德长子 嘉庆三年袭奉恩将军，道光十年（1830年）因事革退。 

华德 硕臣长子 道光十一年袭奉恩将军，道光二十七年卒。 

第八代 秀平 华德长子， 道光二十八年袭奉恩将军，咸丰五年（1855年）卒。 

第九代 良喆 秀平二子 咸丰六年袭奉恩将军，光绪十六年（1890 年）卒。 

第十代 隆煦 良喆二子 光绪十六年袭奉恩将军，宣统元年（1909 年）卒。 

第十一

代 
存耀 隆煦长子 宣统二年袭奉恩将军，后事不详。 

变迁、 

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记载：“西四牌楼北，当年在甬路中

间有一庙宇，坐南面向北，名当街

庙。其址在石老娘胡同东口，庙供

额森牌位。据闻明英宗北狩，后为

额森放还朝，感其义，为之立庙，

故北面。内殿宇不广，当年车马皆

由庙之两旁绕行，修马路始拆卸。”

当街庙不仅是一座庙宇，同时也被

当作街巷代称。在《乾隆京城全图》

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当街庙标注为

“观音庵”。 

明清及民国时期，西四路口东、

西、南、北设有四座牌楼，称“西

四牌楼”。根据《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南、北路口的牌楼上均书“大市街”，东侧路口

牌楼上书“行仁”，西侧路口牌楼上书“履义”。清末，西四牌楼以西称羊市，以东称马市。

民国时期改称羊市大街和马市大街，也就是现在的阜成门内大街和西四东大街。西四路口以

图 3：1908 年《最新北京内外首善全图》，图中西四牌楼北为当街

庙，西四北五条为石老娘胡同，西四北六条为魏儿胡同。 

清辅国公九成世系表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14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3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3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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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称丁字街，后称西南大街。 

1954 年，为拓宽道路，四座牌楼被拆除，地名改称西四。西四一带自元朝开始就是北

京的重要商业区，其中又以西四北大街南端最为重要。这里店铺林立，商业繁华的景象至今

仍在。 

 

 

 

 

 

 

 

现状、 

现在的辅国公九成宅已变为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石老娘胡

同和魏儿胡同，在 1965 年整顿地名时，因为是西四北西侧由南

向北的第五条、第六条胡同，分别改名为西四北五条、西四北

六条，仍保存元代胡同旧制。西四牌楼大街，改名为西四北大

街，西四牌楼以北的当街庙现今已无存。

 

图 4: 1911 年《详校首善全图》，图中西四牌楼以西

标为羊市，以东为马市。当街庙已无存。 

图 5： 1935 年《最新北平市详细全图》，图中西四牌楼以西标为羊市大街，

以东为马市大街。 

 

图 6：西四北五条（原石老娘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