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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永璘秘档》所辑为永璘秘档汇集。永璘为乾隆帝第十七子，是嘉庆帝之同母弟。乾隆四十九年随乾隆帝东巡，乾隆五十四年封为贝勒，嘉庆四年封为惠郡王，旋改封为庆郡王。嘉庆二十五年二月身患重病，嘉庆帝亲往探视，封为亲王。同年三月病逝，卒年五十五岁。谥号僖。本书所辑档案主要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宫中档簿》、《军机处上谕档》、《内务府奏案》、《宫中进单》等档案。该专题档案此前从未系统刊发，现经发掘遴选，首次付梓公布，实为翔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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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恭王府档案总汇 永璘秘档》出版说明

e76万圣书城



  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柳荫街，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1776年，竣工于1785年，初为大学士和珅的私邸，时称“和第”。和珅被抄家赐死于1799年，时年49岁。嘉庆皇帝遂将这座宅第的大部分转赐给他的小弟弟庆郡王永璘（一部分为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和和孝公主夫妇的住所），于是这座府邸就改称庆王府，永璘也就成了这座恭王府的第二位主人。当然嘉庆四年的时候，和孝公主还住在这座府里，嘉庆把和绅的府邸一分为二，一半仍让和孝公主和驸马居住，一半给了弟弟永璘。后来和孝公主去世以后，这座和绅的府邸就彻底归了庆亲王永璘。咸丰元年，即1851年，由于恭亲王奕䜣（yì xīn道光帝第六子），错失皇位的人物。在选皇太子时，道光也一直在两个皇子之间犹豫，最终选了四子奕詝（即咸丰），因协同慈禧发动政变有功，慈禧太后便将此宅赠予他，至此清末重要政治人物恭亲王奕䜣成为这所宅子的第三代主人，改名恭王府。

      

嘉庆二十一年，永璘因奏事不合规矩，与体制不符，被罚俸禄。一直到嘉庆二十五年，永璘病重，兄弟俩才冰释前嫌，嘉庆帝亲到庆亲王府探视病重的弟弟。并晋封永璘为亲王，只可惜这位恭王府的第二位主人，亲王才当上就病逝了，死后谥曰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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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璘死后，这座府邸一直由他的后人居住，一直到咸丰初年，内务府把庆王府从永璘后裔手中收回，咸丰二年，咸丰帝赐给恭亲王奕作为恭王府。这座王府彻底换人，正是因为第三位入住府邸的人名气很大，这座和绅的府邸正式更名为恭王府。

e76万圣书城



在清朝，“府”指的是王宫府邸，只有获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主、一等（辅）国公爵位的人的宅第，才能称为“府”，公侯以下，三品以上的官员的宅第，称为“第”，一般士大夫的宅第就只能叫“宅”。清朝的律法上有严格的房屋等级和房屋面积的限定，原则上不可逾制。在产权上面，府和宅也是有区别的。“府”是由内务府总管的皇产，在获得爵位后，由内务府分给他们。除了有极少数的“第”是由皇帝赏赐以外，一般“第”和“宅”是要自己出银子购置的。

      

恭王府规模宏大，南北长约330米，东西宽180余米，占地面积约61120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32260平方米，花园占地28860平方米。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拥有各式建筑群落30多处，布局讲究，气派非凡。其府邸堂皇庄重，肃穆庄严，尚朴去华，明廊通脊，仅次于帝王居住的宫室。府后的萃锦园则衔水环山，古树参天，曲廊亭榭，富丽天然，实为中国园林建筑的典范。在王府、贝勒府扎堆的前后海，恭王府以其富丽而被称作“城中第一佳山水”，更因其堪比故宫的府邸建制而声名显赫，为清代规模最大的一座王府。

      

据介绍，恭王府背靠后海，东临前海，占据着京城绝佳的位置。古人修宅建园很注重风水，北京据说有两条龙脉，一是土龙，即故宫的龙脉；二是水龙，指后海和北海一线，而恭王府正好在后海和北海之间的连接线上，即龙脉上，因此风水非常的好。古人以水为财，在恭王府内“处处见水”，最大的湖心亭的水，是从玉泉湖引进来的，而且只内入不外流，因此更符合风水学敛财的说法。我国十大元帅和郭沫若等人，均在恭王府的附近居住，而且都非常长寿。据说，北京长寿老人最多的地方就是在恭王府附近，这个地方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恭王府最具特色之处大概是无处不在的“福”。和坤自称是万福之人，特别钟爱“福”字。据不完全统计，恭王府内有9999只蝙蝠样式的雕刻和装饰，蝙蝠，取其谐音“福”，据说在满族人心中，蝙蝠象征着吉祥和富裕。这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福字碑”——恭王府后花园萃锦园内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山脚下有个秘云洞，洞府正中央石壁上有康熙亲笔题写的“福”字。相传，孝庄皇太后在六十大寿之前忽然生了重病，康熙帝效仿古人为祖母请福续寿，沐浴斋戒了三天，一气呵成此福字，并加盖"康熙御笔之宝"印玺，意思是"鸿运当头、福星高照，镇天下所有妖邪"。孝庄皇太后收到这份大礼后不久就康复了。她特意让工匠把这个福字刻为石碑，康熙一生很少题字，故有"康熙一字值千金"的说法，所以这个福字被称为"天下第一福"。

      清室覆亡后，恭王府的产权曾归属辅仁大学。1949年后，归国家所有的恭王府先后为多个单位使用，由于不合理使用与地震的破坏，到七十年代中晚期，花园的部分游廊和府邸东路南部一进院落的正房及东西厢房先后倒塌，其他建筑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但所幸王府总体格局未遭破坏。八十年代初的恭王府已成为被8家单位割据、数百住户聚居的大杂院，有200余住户。要修复恭王府，首要任务是搬迁。1988年，恭王府花园对外开放，2008年恭王府完成府邸修缮工程后，全面对外开放，使之成为中国唯一一座对公众开放的清代王府。遗憾的是，在将近百年的沧桑巨变中，恭王府内所有可移动物品几乎全都荡然无存了，真正属于恭王府的东西大都已经流失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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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两条龙脉。一条是以中轴线为中心的土龙龙脉，一条是以什刹海水系的水龙龙脉。现存最大的王府“恭王府”就座落在这条后海-北海连接线的水龙脉上。

“月牙河绕宅如龙蟠，西山远望如虎踞”是史书对恭王府地形地貌风水五行的描述，也是对这座气势恢宏府邸的赞叹。清末的《天咫偶闻》也把恭王府说成：“都城诸邸，惟此独矣。”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的美誉，说明了住在这座府邸内的人物，是当时政坛上的叱咤风云、对大清朝历史发展兴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见证了大清王朝从盛到衰的过程。

很多参观恭王府的人，是受电视剧影响奔着和珅府邸去的，都想亲眼见见这个旷古的大贪官的生活。其实和珅没有当过什么“王爷”，不管他是是多么风光富有，按清朝的规定，和珅家宅根本就不配有王府称号，也不容许有现在的恭王府大门及各种大门饰品的形制。和珅充其量只是恭王府前身的规划建造者，是当时称之为“和第”的和珅豪华家宅。和第于乾隆41年（1776年）开始建造，历经9年在乾隆50年完成（1785年）。前面居宅气势恢宏、富丽堂皇，后面是集天下美景之大成的精美绝伦、幽深秀丽花园（“萃锦园”的名字也是后来恭王爷命名的），当年也是得到很多王公贵族艳羡。而和珅在里面仅仅居住生活了14年。

嘉庆4年（1799年）就被嘉庆皇帝赐死。府宅被一分两半，东边归乾隆皇帝最钟爱的老疙瘩十女、嘉庆皇帝的胞妹固伦和孝公主及额驸丰绅殷德继续居住，从嘉庆4年（1799年）-道光3年（1823年），被称为“公主府”。

西边则由乾隆皇帝17子、嘉庆皇帝同母兄弟庆王永璘居住，改称“庆王府”。道光3年（1823年），和孝公主谢世，整个“和第”府宅才全部归“庆王府”所有。

咸丰元年（1851年），咸丰皇帝又将此宅子赐给自己的胞弟恭亲王奕，这座王府从此才真真切切地称为“恭王府”，直至恭王爷后代子孙居住到民国初年。                 

现在的恭王府基本是当时恭亲王大规模改造的中西建筑风格规模格局，其中保留了和珅宅子的精华部分，比较重要的代表处所大概有，一：“嘉乐堂”，是现在恭王府中路的最后一进正厅，五开间，大门正上方现悬的“嘉乐堂”匾额，传为乾隆帝御赐给和珅的。二：“锡晋斋”，原名“庆宜堂”，源于乾隆所赐“庆颐良辅”匾额。大厅内有和珅仿紫禁城宁寿宫式样，建造的雕饰精美的楠木隔段，（此为被嘉庆皇帝赐死的“二十大罪”之一所指的的僭侈逾制）。相传乾隆当年想在圆明园修座金丝楠木殿，找不到那么多的好楠木，还是以修缮明十三陵为名，盗取的明陵楠木，可见当年和珅是多么的奢华。三：后罩楼，俗称臧宝楼，也是部分小妾和女人的住所。府邸最深处横有一座两层的后罩楼，东西长达156米，后墙共开88扇窗户，内有108间房，俗称“99间半”，取道教“届满即盈”之意。后檐墙上下各开一排窗户，下层窗是长方形的，上层是形式各异的会锦窗，窗口砖雕精细。花饰分别是（蝙）蝠、罄、鱼的图案，意寓“福庆有余”。四：后府花园叫萃锦园（此园名也不是和珅起的，恭亲王命名的）。园中有部分景点是和珅留下来的。尤其萃锦园中路内内有一座太湖石假山，山脚下的秘云洞以康熙皇帝御书“福”字碑为中心，内洞府正中央石壁上有一座号称“天下第一福”的康熙笔题福字碑。

             

 和珅的“和第”，和孝公主的“公主府”，永璘的“庆王府”，奕的“恭王府”     和珅的“和第”，和孝公主的“公主府”，永璘的“庆王府”，奕的“恭王府”

福字碑 

五：“独乐峰”送子观音巨石称，仰首望去，石头酷似一女子，抱着一小孩，低着头，背对大门。这块巨石未经任何人工雕凿，是当年和珅陪同乾隆下江南时，和珅从千百块太湖石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和珅认为这块形如女人抱着孩子的奇石是观音送子，就把它运回来放在自己家中，希望借此保佑儿孙满堂。果然第二年得了一个儿子。乾隆听说也很高兴，给孩子赐名丰绅殷德，后来还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十公主嫁给了他。

 

 和珅的“和第”，和孝公主的“公主府”，永璘的“庆王府”，奕的“恭王府”

独乐峰

六：“蝙蝠”是整个恭王府里的又一大景致，这里的蝙蝠可不是空中飞翔的动物蝙蝠，这是当年和珅取其“蝠”字谐音，用各种蝙蝠造型修建的装饰物和景点。我们几乎能在恭王府内所有建筑物上看到“蝙蝠”的身影，和珅还把花园中的水池也修成蝙蝠形状，并把湖池命名为蝠池。在蝠池的北面还有一个蝠厅，厅形也如蝙蝠。恭王府花园里共有９９９９“只”蝙蝠，而这第１万个“福”，就是号称“天下第一福”的康熙笔题福字碑。满园一万余个蝙蝠画图造型，处处彰显着和珅希冀多福、多子、广进钱财的喜气满门美好愿望。

  和珅的“和第”，和孝公主的“公主府”，永璘的“庆王府”，奕的“恭王府”

蝙蝠造型窗                      

恭王府后来一直由其后代子孙居住到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恭亲王后代的孙子溥伟以40万块大洋卖给教会，结束了这座辉煌府邸的王府。后由辅仁大学用108根金条赎回，并用作女生学堂。新中国成立以后，王府曾被公安部宿舍、风机厂、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使用过。

不管是和珅、和孝公主，还是永璘亦或是奕，这些曾经的居住者在这里留下了很多趣闻轶事，也留下了对大清江山举足轻重作用的历史兴衰盛亡见证。 e76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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