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磁家务村庄王墓 

潘惠楼 

大石河从百花山奔流而下，至河北镇磁家务村时，拐了一个弧形的大弯，

留下一块几百亩大的台地。台地正中，是一座巨大的坟墓群，背山面水，坐北

朝南，风景极佳。这坟墓群，即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

坟墓。 

一、庄亲王为铁帽子王由来 

庄亲王为清代铁帽子王。铁帽子王之称，源于清代封爵制度。清代开国，

以宗亲定天下。兄弟子侄，外率重兵，内佐国政，发挥了重大作用。太祖努尔

哈赤时期，以满语定爵号，对其兄弟子侄，按功封爵，最尊者封为和硕贝勒。

和硕，满语为一方之意；贝勒，满语为一角之意。崇德元年（1636 年），太宗

皇太极借用明代宗室的部分名号，列爵九等，自上至下为：亲王、郡王、贝勒、

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以战功被封王爵者，

称为功封；以赏赐和鼓励封爵者，称为恩封。顺治初年，定袭封制。和硕亲王

一子袭封亲王，其余子俱封郡王；郡王一子袭封郡王，其余子俱封贝勒。贝勒

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授镇国公；镇国公之子授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镇国将

军；辅国将军之子授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如无封授，则为平民。郡王以上

爵位准袭封，贝勒以下爵位不准袭封。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表彰开国储王，

激励后世，减少王爵越来越多的情况，决定把功封王爵与恩封王爵区别开来，

限以等差。乾隆四十一年（公元 1776 年）规定：“由军功封晋者世袭罔替，其余

恩封诸王袭爵时，皆应以次递降。”后又明确军功卓著的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

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承泽亲王（后改庄亲王）硕

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八家为世袭罔替。也就是这八个王的爵

位世代传承，无论逢何变故，皆应有人照旧袭爵，从而形成了清初的八家铁帽

子王。 

二、历代庄亲王传略及袭爵情况 

第一位亲王硕塞，实名为承泽亲王。清太宗文皇帝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五子，

生于天聪二年（1628 年）。顺治元年（1644 年）十月，封多罗承泽郡王。十二

月，随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南征，破李自成军队，平陕西，安抚河南。顺治



二年，随多铎征江南，破淮、扬，直抵南京，擒福王朱由松。顺治三年，随扬

威大将军多铎集外蒙古兵丁于克鲁伦河，往剿喀尔喀叛乱，大败其众。顺治五

年，同英亲王阿济格等奉命剿天津土寇。复同英亲王驻防大同。顺治六年，晋

封硕塞为亲王。顺治八年二月，以军功懋著，晋封为和硕承泽亲王。先后掌兵

事、掌宗人府事。顺治十一年（1654 年）十二月去世，年 27 岁。硕塞有四子。

第一子博果铎，承袭亲王。第二子博果翁纳，封授多罗惠郡王。第三子恩克布，

封辅国将军。第四子，无职。 

第二位庄亲王博果铎，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袭封和硕承泽亲王，改号

曰庄。此后各代均以庄亲王袭爵。雍正元年（1723 年）元月，博果铎去世，年

74 岁，无嗣。其在世生病期间，康熙皇帝曾看望，许其十六阿哥允禄继其后。 

第三位庄亲王允禄，生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为康熙皇帝第十六子。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首之五记有“和硕承泽亲王硕塞传”，载有，雍正元年二

月，雍正皇帝命允禄为博果铎后，袭封和硕庄亲王。雍正二年，允禄掌宗人府

事。雍正七年，先后任正红旗汉军都统、镶白旗满洲都统。雍正十年，调任正

黄旗满洲都统。乾隆元年（1736 年），又命总理事务兼管工部，食亲王双俸。

允禄精天文、算法，预修《数理精蕴》，充增修《七政时宪书》总裁，又修《吕

律正义》后编。乾隆四年，允禄与理亲王弘晰等结党营私，被罢职，停双俸。

乾隆七年，命总理乐部事。乾隆十八年，复授予议政大臣。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去世，年 74 岁，有十子。第二子弘普，承袭奉恩辅国公；第六子弘明，封

授辅国将军；第八子弘融，承袭奉恩辅国公。其余子无职。 

第四位庄亲王弘普，为允禄第二子，卒于乾隆八年（1743 年），年仅 31 岁，

早于其父允禄去世，生前并非为亲王。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六月，弘普之

子永瑺承袭庄亲王，父以子贵，追封其父弘普为和硕庄亲王。 

第五位庄亲王永瑺，为弘普第一子。乾隆三十二年六月，袭封和硕庄亲王，

先后任镶红旗蒙古都统、总理乐部事总理正蓝旗觉罗学、署领侍卫内大臣、授

盟长、掌宗人府事、总理左右翼宗学、充玉牒馆总裁、正红旗满洲都统。乾隆

五十三年（1788 年）去世。无子，以其弟、奉国将军永珂之子绵课为后。 

第六位庄亲王绵课，乾隆五十三年袭封和硕庄亲王。先后任内廷行走、管

理镶白旗觉罗学、正红旗蒙古都统、镶蓝旗满洲都统、镶蓝旗汉军都统、领侍

卫内大臣、御前大臣等职。嘉庆十八年，林清起义，杀入大内，直至嘉庆身旁，

幸有绵课在场，持械抵抗，保护了嘉庆皇帝，从此更受嘉庆皇帝信任。道光二

年，因承修东陵用工草率，绵课被追究责任，降为郡王。道光四年复亲王。道

光六年（1826 年）去世，有十三子。第十三子奕 承袭庄亲王；第四子奕 ，

封授不入八分辅国公；第七子奕睿，封授镇国将军；第九子奕腆，封授辅国将

军；其余子无职。 

第七位庄亲王奕 ，道光六年承袭和硕庄亲王。道光八年，以东陵宝华峪

地宫入水，追论绵课罪责，降奕 为郡王，并夺绵课诸子爵位。道光十一年，

复奕 亲王。道光十八年（1838 年）九月，奕 与辅国公溥喜等赴尼寺食鸦片，



被夺爵发配黑龙江。“奕 所遗王爵，不许其亲兄弟继承。”庄亲王爵位由此飞入其

堂叔绵护身上。 

第八位庄亲王绵 ，为允禄第八子辅国公弘融之孙、辅国将军永蕃之子，

道光十八年承袭和硕庄亲王。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去世，其胞弟绵革承袭

庄亲王。 

第九位庄亲王绵革，于道光二十二年正月承袭，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

去世，有三子。第一子奕仁，承袭庄亲王；第二子奕佩，封授不入八分辅国公；

第三子奕保，封授辅国将军。 

第十位庄亲王奕仁，道光二十六年（1846 年）正月承袭。同治十三年（1874

年）去世，有四子。第二子载勋，第四子载功，均承袭庄亲王；第三子载 ，

封授镇国将军；第一子无职。 

第十一位庄亲王载勋，光绪二年（1876 年）承袭。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

入京师，载勋与端郡王载漪相结，设拳坛于庄亲王府，组织攻打外国使馆，抵

抗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太后以载勋为祸首，将其革职，

赐自尽。其弟载功承袭庄亲王。载勋有七子，第一子溥纲，考封不入八分辅国

公。其余子无职。 

第十二位庄亲王载功，光绪六年十一月封授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八年

（1902 年）承袭庄亲王。曾担任正红旗总族长，1915 年去世。载功有二子。

第一子溥绪，考封不入八分辅国公。 

第十三位庄亲王溥绪，于清廷逊位后的小朝廷时袭爵。辛亥革命之后，旗

人没有了俸禄。溥绪虽名分上为铁帽子庄亲王，但小朝廷却管不了他的俸禄。

溥绪的生活逐渐发生困难，后隐去皇族姓氏，写出很多京剧剧本，晚年靠艺人

们接济度日。历代庄亲王死后，都埋葬于磁家务的庄亲王墓地，唯有末代庄亲

王溥绪，没有葬在庄王坟。 

三、庄亲王的王府 

清代亲王封爵之后，按级别要住在皇帝赏赐的王府之中。亲王去世或如因

各种原因降爵，其家人要搬出王府，由新的亲王入驻王府。庄亲王王府位于今

天的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和新街口南大街的路东。清代典制规定，宗室亲

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贵族的住宅称作府或府邸，均按照与其身份相应

的建筑式样和装饰等级建造，而其他士、工、农、商、官等各业各种之人，尽

管是家财万贯，房屋千楹，其建筑格局也不得采用贵族府邸的样式，而且只能

被称为宅或宅第。清太宗崇德年间，就对获得封爵的王公府邸建筑形式作出过

规定。清顺治九年（1652 年），又对王公府制作出新的规定。亲王府邸一般格

局为座北朝南，南北有中轴线建筑，东为祠堂，西为花园。中轴线上的建筑由

南往北依次为，正门、大殿、后殿、后寝、后罩房。大殿俗称银安殿，为王府

中最主要建筑。 



庄亲王王府本是一座规模严整、赫赫有名的王府。可惜的是在义和团运动

之后，被八国联军烧毁。当时，清政府内忧义和团起义，外患八国联军入侵。

慈禧太后想利用义和团打八国联军，坐收鹬蚌相争之利，就命庄亲王载勋等支

持义和团活动，以篡夺义和团领导权。载勋把义和团总部设在自己的庄王府内，

利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仇恨，领导和鼓动义和团在北京烧教堂、围使馆，结

果，激怒了八国联军，认为载勋就是义和团的首领。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

朝廷被迫与八国联军签订和约。八国联军无理追论抵抗责任，慈禧太后下令赐

载勋自尽，载勋担当了慈禧的替罪羊，庄亲王府也被八国联军抢掠烧毁。光绪

二十八年，载勋四弟载功袭爵庄亲王时，庄亲王府已大部成为废墟。新中国成

立后，此地修建横贯东西的平安里大街，正从原庄亲王府中间穿过，将原庄王

府所在地分为南北两部分，庄亲王府的遗址已荡然无存。  

特别值得一记的是，庄亲王家族对书画、音乐、戏剧多有造诣。第一位庄

亲王硕塞，不仅战功卓著，而且性喜丹青。《续图画宝鉴》说他的山水画“秀韵天

钟，无尘市气”。第三位庄亲王允禄，通晓音律，编修过《律吕正义》，总理乐部

事。乾隆十一年（1746 年）编辑完成《九宫大成南北词谱》，全书取自唐、宋、

金、元戏曲说唱，共有八十二卷，收录南北曲共四千多首，成为今日研究古代

戏曲的重要资料。第五代庄亲王永瑺，也曾掌管清廷乐部事。第六位庄亲王绵

课之子奕赓，留世有《佳梦轩丛著》一书，书中收录有当时朝廷使用的《歌词

祝章》。《中国戏剧史》书中记有清嘉庆八年，庄亲王府出钱邀请安徽艺人进京，

组成和春班，发展成为清中期北京著名的戏班子。最末一位庄亲王溥绪，在王

朝败落、家境困顿情况下，以笔为生，写出剧本 30 余出，成为当时北京著名的

京剧剧作家。历代庄亲王中，曾有多人掌管过朝廷乐事。庄亲王家族中，许多

人通晓音律。说起来，庄亲王家族为徽班进京发展成为京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历代庄亲王的坟墓 

历代庄亲王的坟墓，均葬于磁家务村后的馒头山前。范围东边可至左峪沟，

西边可至半壁山根的十八亩地。墓地的甬道，位于磁家务村中间的大队部和粮

店之旁。甬道起点，设有红栅栏，红栅栏之内即为陵区，有看坟人把守，无关

人员不准进入。路过红栅栏，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从甬道进入陵区，首先遇

到的是最早入葬的第一位王爷硕塞之墓，当地称之为前陵，处于粮店之北。原

有碑亭、享殿，现磁家务至陈家坟的铁路正从墓地上经过，墓地上建筑已荡然

无存。过前陵往北上黄土坡，坡地中葬有第二位王爷博果铎，其地被称为后陵，

也建有碑亭、享殿，还有石牌坊，陵址所在地现为商业局仓库。后陵之西南，

葬有第三位亲王允禄，其地被称之为西陵。西陵再往西，今房山区第二水泥厂

内的家属楼附近，葬有第四位庄亲王弘普，第五位亲王永瑺，第六位亲王绵课。

这几座陵寝也都有碑亭和享殿。在水泥厂家属楼之西的水泥生产车间所在地，

原有一个松树圈，圈内有两座简易坟墓。一为第七位庄亲王奕 ，奕 曾因在



尼寺吸食鸦片被罢爵，去世时已非王爷，又是带罪之人，故坟墓简陋；另一坟

莹，葬有第十二位庄亲王载功。西陵之南，水泥厂大门附近，葬有第八位亲王

绵护，第九位亲王绵 ，第十位亲王奕仁。绵护、绵 、奕仁的陵寝也有碑亭、

宫门、朝房和享殿。在后陵之东，隔河沟的大楼峪所在地，葬有第十一位亲王

载勋。河沟上有一罗锅桥，桥高约 5 米，宽约 3 米。载勋曾有意在此大兴土木，

建造陵寝，因被慈禧赐死时突然，没来得及动工，坟墓也较简单。 

历史上的庄亲王计有十三位，除清廷逊位之后袭爵的末代庄亲王溥绪之外，

其他十二位亲王均葬于磁家务的王爷坟。清代的八家铁帽子王，除庄亲王之外，

每家都曾立有两处或更多的坟地，只有庄亲王家族历代王爷，埋葬最为集中，

只此一座陵园。 

在磁家务村中的庄亲王坟墓甬道起点，有拴马桩、下马石。在磁家务村后、

坟地甬道的路东，今粮店位置，还曾建有庄亲王坟的阳宅，为一处坐北朝南的

院落，占地约 2000 平方米。院中有一块停灵用的汉白玉条石，长约 2.5 米，宽

约 1.3 米。院东墙外为庄亲王家的花园，占地约五六千平方米。花园中有青砖砌

的一口井，供阳宅和花园用水。花园东北，在大楼峪沟的沟口，还有几间房屋，

名为车房子，是供停放修建陵墓所用车辆和往来陵墓人员存放车辆的地方。庄

亲王家族，还曾投资修缮磁家务村的娘娘庙。 

五、庄亲王坟墓现状 

庄亲王坟墓，占地上百亩。民国初年，从磁家务村后至馒头山顶，是一片

黑压压的松林。进入民国后，清帝逊位，庄亲王家逐渐失去皇家俸禄，子孙只

好卖坟地的树木换钱花。1922 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东北军入关。东北军一部

将庄亲王坟墓盗发，将坟地的大部分驮龙石碑和石料运往东北。以后，房山县

车厂村的盗墓惯匪刘振山，又对庄亲王坟墓“扫茔”，致使庄亲王坟的地上、地下

建筑受到严重损坏。民国年间，战乱频繁，坟主和看坟户均为生计奔忙，庄王

坟已无人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矿务局在磁家务村对面的云蒙山下开发房山煤矿，煤

矿从磁家务村征用了庄亲王坟东侧大楼峪的土地，将煤矿采空区的上英水村的

部分居民迁至此地。房山区的粮食部门在磁家务村后的前陵硕塞墓地位置盖起

了粮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矿务局开发大安山煤矿，修建从磁家务至陈

家坟的大安山煤矿运煤铁路，铁路正从磁家务村后庄亲王墓地穿过。大安山煤

矿还在大楼峪载勋墓地位置盖起了家属区。1964 年，北京市商业系统在庄亲王

坟的后陵博果铎墓地位置，建起了战备仓库。1974 年，房山县在磁家务村后建

水泥二厂，将庄亲王坟地的西半部分全部征用。至此，上百亩的庄亲王坟墓的

土地，基本全部被占用。 

笔者于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之间，在房山煤矿工作十余个年头，其间多次

到庄亲王墓地考察。笔者的许多工友和师傅，家在磁家务村或住在原庄亲王坟



墓所在地建成的家属区内，多次听到这些工友和师傅讲述庄亲王墓地的情况。

房山煤矿保卫科的张悦荣师傅，自己讲就是庄亲王坟的看坟人后代，他告诉我

说，磁家务村有许多旗人，虽然有的说自己是汉族，其实是满族人。其中张姓、

赵姓、郭姓、萧姓、李姓中的一支，都是看坟户，还有的是从龙入关的，世代

以看守庄亲王坟为生。1976 年，笔者去庄亲王坟考察，磁家务村中间的庄亲王

坟甬道前，一户人家将丈余高的拴马石柱垒在院墙内，巨大的下马石躺卧在粮

店前的草丛中。时水泥厂正在施工，在家属楼的地基前散放着许多从坟地挖出

的汉白玉阶石。在后陵，高大、精美的三间四柱石牌坊巍然耸立。商业局的领

导还带我察看了后陵博果铎的地宫。地宫已被改造成防空洞模样，我登着墙壁

上的铁梯下到地宫深处，里面的积水足有一米深，只好返回。商业局的领导告

知我，原准备把地宫改造后用于存放档案，因积水太多作罢。当时坟地周围，

还残留有许多圈坟的石墙。2005 年，笔者因事去磁家务村，村领导李德贵告诉

我，磁家务的许多旗人又将汉族改回了满族。村里的满族人已有 150 多人，因

学生考学时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分，故要求改为满族的村民还在增加。 

现在的庄亲王墓地，属于坟莹的建筑基本无存，只有一座巨大的石牌坊，

傲然挺立。牌坊为四柱三门。石柱高 7.5 米，宽 0.48 米，柱顶各有望天吼一只。

柱脚两侧有抱鼓石，共四对。其中一柱脚的抱鼓石，有残缺，村民传说为雷劈

所致。柱间三门大小不一，中间门最大，宽 3.2 米，两边门各宽 2.8 米。牌坊横

梁浮雕海水江牙。整个牌坊造型庄重，华贵雄伟。可惜牌坊被高墙所挡，不到

近前，难识其全部面目。牌坊为大理石制作，石料产地，其说不一。有的说是

从房山大石窝运来的；有的说是从坟前河对岸的山上采来的，当时采下的大理

石石料，只够制作此一座牌坊，再采，大理石则无。 

1986 年 9 月 8 日，房山县人民政府将磁家务的庄亲王墓石牌坊，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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