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間成功的現代企業總部，辦公室入口應該如何打造？首當其衝的門面，是拜訪者留下第一印

象之處，也是經營者兼顧品牌特色、時代潮流、風水考量等各方面因素下，所呈現的特殊場域。在

此擺放一件具有張力的藝術品裝置，似乎是不錯的選擇。清代皇帝辦公的養心殿，在入口之處，就

展示著一件大型的上古銅鼎。

▌張莅

養心殿入口的上古大銅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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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時期（1736-1796在位）經過改造的

養心殿，為皇帝處理政事的場所，也是與大

臣會面的地方。1925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清

點物品時，一踏進養心殿，首先映入眼簾的

就是這一件氣勢磅礡的大鼎，因此清點人員

將鼎編千字文號為「呂-1」。現在這件銅器

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品名是商晚期至西

周早期〈嬰祖丁鼎〉。此鼎器身莊重的立體

獸面紋飾，傳達著上古的精神氣韻，特製的

鼎木蓋和木座，則呈現清代收藏品的陳設巧

思。雖然很可惜現在已看不見木蓋和木座，

但是透過舊照片，我們可以想像當時養心殿

的空間布置。

　　〈嬰祖丁鼎〉命名源自於它的內壁鑄銘：

「〔嬰〕。祖丁。」第一個字「嬰」，像是

一個人，脖子上掛著成串的貝殼，這個字既

像圖畫，又具文字性質，類似「徽記」，代

表了商代晚期的一個氏族或群體。此鼎高達

85.5公分，總重 94.65公斤，是國立故宮博

物院量體最大的一件青銅器。全器磅礡與柔

和兼備，呈穩重典雅之感，被選來放在養心

殿入口，古樸沉著，可見當時主事者不凡的

品味和眼光！

作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　嬰祖丁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銅 002341

養心殿入口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周刊》合訂第一冊，
26期 4版，1981年 9月，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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