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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丽的什刹海历来被誉为古都北京的&ldquo;璀璨明珠&rdquo;，而什刹海地区是驰名中外具有丰
富历史文化内涵的旅游胜地。
2005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将什刹海与厦门鼓浪屿、苏州老城、澳门历史城区、青岛八大关并称
为&ldquo;中国最美的五大城区&rdquo;。
　　什刹海历史悠久。
远古时期，奔腾澎湃的永定河犹如一条巨龙，在北京小平原上摇来摆去，它的故道之一，世称
为&ldquo;三海大河&rdquo;。
永定河改道后，在今什刹海和北海、中海的地方留下一串湖泊，人称白莲潭。
金代，为修建离宫太宁宫，将白莲潭南部水域加以开拓，成为皇家御园，被隔在宫外的白莲潭北部水
域，就成为后来的积水潭，又称海子。
蒙元之交，刘秉忠依据积水潭的地理位置，在其东选定中轴线，制订全面的城市规划，建起一座比原
中都城远为宏伟的新城&mdash;&mdash;元大都。
后为更好地解决漕运问题，在郭守敬领导下修建了通惠河，引燕山和西山的泉水汇聚积水潭，逐步建
成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码头。
&ldquo;舳舻遮海水，仿佛到方壶&rdquo;，诗人曾以神话中的海上仙境（方壶）来比喻积水潭，并且
大加赞美。
元代积水潭畔成为大都城内最繁华热闹的集市，为后来北京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明时，积水潭（海子）逐渐变为蜿蜒相连的三片水域，分为西海、后海、前海。
湖畔寺庙多，名园多，稻田多，有&ldquo;西湖春、洞庭夏、秦淮秋&rdquo;之关，而这里的冬景，十
顷冰湖，飞雪弥漫，好一派北国风光，却是南方水乡任何胜地不能才目比的。
　　清代，湖畔又出现了几座宏大的王府。
清末民初，荷花市场的举办，使什刹海成为集休闲、消夏、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场所。
　　解放前夕，什刹海水面减少，环境脏乱，社会秩序混乱。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着古都的新生，什刹海也获得了新生。
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经人民政府多次疏浚整顿，致力建设，并加强管理，什刹海地区大大改变了面貌。
《北京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总体规划》与《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的颁布与实施
，为什刹海的保护、规划、管理、建设指明了方向。
多年来，什刹海地区一些重要文物景点得以修复和重建，并新建了一些景点。
这样经过几十年各方面的努力，什刹海已逐步形成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广为中外人士所向往的历史文化
旅游风景区。
　　为了更好地挖掘、传承什刹海的历史文化，在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什刹海
研究会、什刹海街道办事处、什刹海历史文化风景区管理处决定编撰一套小丛书，从各个侧面全面详
细地介绍什刹海。
希望它不仅有助于旅游，而且能广泛地引起人们对什刹海的兴趣，更加了解什刹海，爱护什刹海，并
更好地建设什刹海。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读者的喜爱。
　　什刹海研究会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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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刹海的王公府邸》为《什刹海小丛书》之一。
书中选取什刹海地区的王公府邸，包括著名的恭王府、醇王府，介绍了这些府邸的变迁和与府邸有关
的人与事。
阅读《什刹海的王公府邸》，可加深对什刹海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对旅游者观赏什刹海也有一定的
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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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府邸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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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之前身）后，将宗室子弟分散到各地，镇守一方，建立王府，设
置陪臣。
在《元史》本纪和有关文献中，曾提及在大都城内有两座王府。
一座叫燕王府，也即元文宗的长子阿剌忒纳答刺的府邸。
阿剌忒纳答刺至顺元年（1330）被封为燕王，不久就去世了。
另一座王府是燕铁木儿的太平王府。
燕铁木儿（也写作燕帖木儿），钦察氏，床兀兄第三子，他因拥立元文宗继承皇位有功，被封为太平
王。
至顺二年二月，在兴圣宫之西南为他修建太平王府。
此府的位置约在今日的北京府右街北口一带，早已湮废和失考。
另外，相传在崇文门内，曾有哈达大王府，崇文门也因此叫哈达门，或讹写作哈德门，但这只是相传
，究竟哈达大王为谁？
至今也说不清楚。
在今日的北京城内，已找不到元代王府的遗存。
　　明朝北京首建的王府，是朱棣的燕王府。
　　明朝初期，国都在南京。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制定分封制度，封他的儿子到各地为王，但实际上&ldquo;分封
而不赐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rdquo;，各王徒具郡国形式，并无实权。
洪武三年封四子朱棣为燕王，将原大都城内的宫殿改建为燕王府，至洪武十二年（1379）燕王府改造
元工。
　　朱棣发动&ldquo;靖难之变&rdquo;后，登上皇位，先立都于南京。
当时明王府仍分布各地，王府建筑的规制也有详细规定，这在《明会典》中有具体记述。
这时在北京城里除原有的朱棣的燕王府外没有其他王府。
朱棣在南京称帝后不久就有意将国都迁到他的发祥地北京，并调拨人力物资营建北京城和皇宫。
他也曾御驾北行巡视。
永乐十五年（1417）朱棣在北京建造十王府，是用于北巡时召集各地的王爷朝见时王爷的临时住所。
府址在今天的王府井大街南段。
它无论是从基本功能还是从建筑形制上来看，与各地的王府均不相同。
　　元、明时期除传说之外，尚未发现什刹海地域有建造王公府邸的资料和遗址。
　　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使权力集中于中央，在明代&ldquo;封而不建&rdquo;的原则基础上，更进
一步将明代表面上存在的郡国形式也都取消了，而仅给宗室诸王以封爵的美名。
诸王有爵无&ldquo;国&rdquo;可就，只能在北京城内修建自己的府邸，于是王府便集中在北京城了。
北京现存的王府建筑大多是在清朝建造的。
　　根据清朝的规定：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被追封为显祖宣皇帝）之本支为宗室，用黄带；
旁支称为觉罗，用红带。
凡皇帝所生的儿子均称为皇子，待赐名后才开始按位次称皇长子、皇次子、皇三子等。
皇子长至15岁就由宗人府题请封爵，所封爵位高低由皇帝决定。
清宗室的爵位，崇德元年（1636）定为九等。
顺治十年确定了袭封制度，即亲王、郡王一子袭封，其余诸子降一级。
贝勒以下子，并以此递降一等封。
光绪年间，将整个爵位定为十二等级，最高一级称和硕亲王，以下为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多罗贝子
、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
奉恩将军。
其中镇国将军至奉国将军又各分为三等。
奉恩将军再往下，则为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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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规定嫡子之受封有两种，即亲王一子封世子，嗣亲王；郡王一子封长子，嗣郡王。
这样，实际是在十二等级之中又加了二级。
制度还规定，一般爵位均为降级世袭。
也就是上一代为亲王，下一代则为郡王，再下一代为贝勒，以此类推。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皇帝为了褒扬八家人关有功的王爵（包括六亲王、两郡王），决定其子
孙可以&ldquo;世袭罔替&rdquo;，俗称&ldquo;八家铁帽子王&rdquo;，也就是子孙承袭其原爵位不降，
辈辈均做亲王（或郡王）。
八大铁帽子王是：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
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
后&ldquo;世袭罔替&rdquo;之王爵又有增加，如康熙十三子怡贤亲王允祥，同治时恭亲王奕新，光绪
时醇亲王奕詝和庆亲王奕勖，亦为&ldquo;世袭罔替&rdquo;。
所以清朝先后共有12个铁帽子王。
亲王和郡王的住宅称王府，贝勒以下的住宅称府或府第（府邸）。
　　清王府的建筑有一定规定。
早在清人关定鼎北京之前，皇太极于崇德元年（1636）即对亲王的府邸作了明确的规定：&ldquo;正屋
一座，厢房两座，台基高十尺。
内门一重，两层楼一座，及其余房屋，均于平地建造。
楼、大门用筒瓦，余屋用板瓦。
&rdquo;清朝统治者进入北京之后，满洲贵族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府邸，有的人就视原来的规定于不顾
，随心所欲。
清朝廷不得不重新宣布：王府营建，悉遵定制。
如果谁盖的房屋地基过高，或是超过规定多盖房屋，一律被认定为犯罪，要严加处理。
顺治九年（1652），对亲王府的规制又作了修改。
其余世子府、贝勒府、贝子府等规制在《大清会典》中也有详细记载。
如果逾制就会受到制裁。
所以在建造时一般均谨慎从事，故大多数的府邸都有一处或数处低于规制。
在京城中有一座&ldquo;标准王府&rdquo;，即是康熙六年修建的裕亲王府。
它是有意按规定建成之王府建筑的范例。
　　清朝从入关前的清太祖努尔哈赤算起，至末代宣统皇帝溥仪为止，共有十二代帝王，其中十代帝
王之子都封了王位，有亲王、郡王封号的约70位，而北京的王府仅有五六十处，这有多种原因：一是
未入关前的所封的王爵，北京城内当然无他的王府。
二是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勋贵无常，王府不属于私产而是公产，如果王爵无后嗣或者是被罢官，朝
廷就将府邸收缴，再&ldquo;赏赐&rdquo;给别的王爵，从而出现多王一府的现象。
如恭亲王府，在清朝晚期是恭亲王奕祈的府邸，而之前为庆亲王永磷的府邸和和孝公主的府邸，再往
前推则是乾隆年间大学士和坤的宅邸。
三是被追封的王爵，由于封号是死后封的，当然无自己的王府，如隐志郡王奕伟、礼亲王锡春等。
有的皇子早殇，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取名字就死了，在死后追封王爵，自然没有府邸。
如顺治皇帝追封董鄂妃所生的尚不满周岁就夭折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雍正帝追封八岁去世的长子
弘晖为和硕端亲王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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