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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端正方直，為官表裡如一。

于右任先生的廉潔風範于右任先生的廉潔風範

◎胡黔立

　不知道是張大千還是于右任，有一次接受訪問被問道：晚上就寢時，如何安置那撮人人稱羡的美髯，是直接蓋在棉被內，還是攤在棉被外。大師被

這突如其來之問題，一時楞住了，竟不知如何回應，因為過去從無刻意去研究或注意晚上睡眠時，髯子究竟應放在棉被內或置放於棉被外；自從被記

者追問後，晚上睡覺時，髯子放在被子內也不是，放在被子外也不是，幾折騰了好幾個晚上不得安眠。（編註：被問倒者是于右任先生）這叫做「天

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當然，這不是說張、于兩人是庸人，許多事順其自然，該怎麼做就怎麼做，以平常心看待就行，煩惱常常是自己尋找的，

不是嗎。

　　本文要談的是于右任先生，民國25年6月，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回三原老家探親，並視察他在三原縣城創辦的民治高等小學堂，三原縣召開

大會，請他講話。于為人剛直，感情豐沛，他講到國計民生，特別是列強侵略，中國災難深重之時，慷慨激昂，義憤填膺，汗流滿面，坐在一旁相陪

的三原縣長，本來就是個阿諛奉迎之徒，見于右任汗流不止，連忙掏出自己的手帕，伸手給于擦汗，于原本就厭惡這班阿諛之徒，見他如此，更十分

生氣，不但嚴詞拒絕，就連遞過來的手帕也扔在地上。會後，于右任嚴正地對這個縣長說道：「為人應端方正直，為官應表裡如一，忠於職守，嚴以

律己，才能有德有威，辦好國事民事」，那縣長十分尷尬，但也只好連連稱諾。

　　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先生，於政府遷臺後復任監察院院長，他的書法藝術博採眾長，獨樹一格，在國內外享譽特隆，極具影響力。他在南京總統府

任職期內，發現有些不講衛生公德的人，每需便溺之時，就在牆角或屋側轉角之處方便，常臭氣薰天，沖鼻作嘔，于先生對此深感厭惡，於是他含怒

找來一張白紙，隨手寫下「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即令侍衛官把它貼在被人「方便」之處。不料，這侍衛官頗有些「鬼心眼」，他見此字幅，因

是于先生帶怒時所書寫，字體更為遒勁有力，令人叫絕，乃靈機一動，來了一個「偷梁換柱」之術，另請他人寫了一張同內容的字條，頂替貼了出

去，然後將于先生的這張真蹟精心裝裱成幅，掛在自家屋內，視同自珍，使得居室墨光生輝，其親友觀之，皆為他有此書法大師之墨寶讚賞不已。不

過這張字幅已被分解組合為「小處不可隨便」了。

　　于右任先生一生正義廉潔的風範，也是為後世之人所津津稱道的，他生前有一只鐵箱，常用來放置物品，並對親友表示，須待自己過世後，方可

啟視，故此箱中究存何物，無人知曉。直至民國53年11月10日，先生彌留之際，其長子于重德等人，為尋遺囑，方打開此箱，展現在人們眼前的鐵箱裡

只是先生一些日記之類的記述，不但沒有珍貴珠寶，連股票、證券，鈔票也沒有，相反的卻留有幾張借款賬單，令在場人士感動不已。為此，當時海

內外一些報紙紛紛具文發表看法，頌揚于右任先生為官清廉，極具中國儒雅文人的本色，有家報紙的題目是「右老遺產，僅存賬單，清廉自若，元老

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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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總是有悲有喜，平凡的我們都有著各自的功課，誰也不容逃避哪！

悲喜的雲朵悲喜的雲朵

◎琴　涵

　　天上的雲朵，果真也有著悲喜的心情嗎？或者一切只是人們內在的投射呢？

　　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她常喜歡抬頭仰望天空。寬闊無邊的天空，有著來來去去的雲朵，常引起她的遐思。不論曾經發生了甚麼事，她總是告

訴自己：「生命裡的悲喜，不過就像是天空中漂浮的雲朵罷了，歡樂雖然易逝，悲傷也不會久留。」

　　有一日，她閒著沒事，就在網路上逛部落格，居然看到了有一個部落格就叫做「寬闊無邊的天空」，當她好奇的仔細瞧個清楚，卻又不免要啞然

失笑，空空蕩蕩的，甚麼也沒有哪。於是，她在留言板上留下了簡單的幾個字：「果真是寬闊無邊的天空，奈何連一朵雲也不見？」很快的，她就在

自己的電子信箱裡看到了對方的回覆：「徐志摩說：『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是否你已望見天了？」看來，對方還是個或曾是個文學青年

呢！然而自己太忙，她笑了笑，這事就淡忘了。

　　今年，學商的女兒都大學畢業了，也順利地找到不錯的工作，她很感到安慰。只是，有一天她在無意間看到了女兒寫的報告，教授對她的文采十

分讚揚，她問自己：「當初沒有極力栽培女兒往文學創作的路上走，會不會埋沒了她的才華呢？」為此，她自責了許久。她有個作家朋友知道了，反

而跟她說：「寫作太辛苦了，才情和努力固然重要，堅持更是難以為繼。如果她的命註定是個作家，那麼遲早都會走上寫作的路，你根本不必擔心。

」聽了這話，她的心裡才好過一些。

　　一轉眼，女兒都這麼大了呢。回顧自己的大半生，又何嘗不是悲喜交集呢？

　　她出身臺南鄉下的窮苦人家，父親早逝，不識字的母親無以維生，只好帶著3個女兒改嫁退伍老兵，後來又生了5個女兒1個兒子，一大家子人，缺

錢賒帳，總是尋常，生活的拮据可以想見。她從上了高中起就要自力更生，幸好師長們都疼她，總想辦法幫她的忙，給她工讀的機會，還替她找了供

膳宿、只需陪讀的人家，好減輕她在經濟上的負擔。就這樣，她一路半工半讀的完成了大學學業。高中時她有一個男朋友，其實他們的家庭類似，有

著相近的困擾，所以很談得來，後來又上了同一所大學，人人看好的這一段感情，結果無疾而終，跌破了大家的眼鏡。起因於她懷疑男友劈腿，種種

跡象更加深了她的疑雲，她無法接受男友的解釋，每次回家，就找住家附近的軍人大哥哥哭訴自己心中的委屈。大哥哥大她8歲，多年以來也一直待她

友善，有時安慰她，有時勸她。有一天，大哥哥給了她一封信，她大吃一驚，那竟是一封表白情意的信！足足有半年之久，她躲著，她簡直沒有辦法

面對。男友當兵去了，後來，她嫁給了大哥哥。

　　這事也許有幾分荒謬，然而，世間陰差陽錯的情形也所在多有，兩個人的感情再深，有緣無份也是枉然。

　　有時候，遇到當年和他們相熟的朋友或同學，知道他們居然分手，沒有修成正果，簡直無法置信。多年以後，她曾見到男友在中鋼工作的同窗好

友，對方還頻頻的追問：「這，怎麼可能？你們的感情那麼好，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真的完全不能挽回了嗎？」她笑了笑，沒有做任何的解釋，因為

不必要。

　　男友退役後，刻意在同一個城鎮找到一份工作，那時她早已結婚，還生下了女兒。男友卻一直遲遲未婚，這對她也造成了或多或少的壓力，丈夫

在部隊裡，她想了又想，決定回到臺北，跟婆婆住，她當職業婦女，女兒也有人照顧。男友很晚才結婚，後來她才知道，原來，男友一直認為她會離

婚，帶著女兒嫁給他。看來，這一點，男友是不了解她的，她來自淳樸山城下的小鎮，傳統而保守，對婚約的承諾，她是信守的。

　　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是這樣的。有時候她到南部出差，或者他到臺北來開會，偶爾兩個人也見個面說說話，現在，彼此早已各自成家立業了，心

境也已走入了哀樂中年，反而越來越像是手足，而不是戀人。的確，以今天看來，他們的關係更勝過朋友，這不只是多年的交情累積而來，也由於相

似的成長背景所致。更或許，他們都是君子，謹守著本分，沒有逾越。她其實也喜歡這樣，當年誰對誰錯，都如過往雲煙，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

是，認清自己的責任，勇於承擔，也珍惜上天所給予的一切。人生總是有悲有喜，平凡的我們都有著各自的功課，誰也不容逃躲哪！

　　「是否你已望見天了？」她想起來，也拿這個問題來問自己，卻又不免失笑了。她覺得，當悲喜的雲朵遠去，心中沒有罣礙，而能隨時仰望遼闊

無邊的天空，也是一種幸福。

　　她喜歡現在的自己，也珍惜和家人相守的幸福，她確定，自己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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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要經營的甜甜蜜蜜，花田也要美美麗麗。

花田花田

◎ 陳維賢

　癡想一畦花田，是我這些年害得最嚴重的病。

　　「臨溪那片窗台不就花海映目嗎？」他問。可惜只是盆栽花草。多盼掬把泥土，觸摸沃腴黝黑的感動；多渴望親睹大地孕育的花子花女，發芽展

葉，綻蕾結子。這才是我的夢想。

　　夢想是種無藥可醫的心病，天天都犯，犯的時候眼乾唇澀，胸口奇悶，四肢卻強勁有力，必須出門沿著花的版圖尋找慰藉。

　　就這樣，腦筋動到那塊鄰居廢棄不用，被當成垃圾場的荒地。約10坪大，狗屎、鏽鐵、瓦礫、塑膠袋、玻璃罐，無所不有。它位居巷子口，是百

餘戶人家每日出入的必經之地，卻任其荒蕪。

　　地主想必是憐憫我眼神中散發出的渴慕，慨然應允我認養。不知前世燒了什麼好香，居然有這等福報，連忙合十頌恩。

　　整地之前，他又問：如果我們花了大量心血，主人忽然要討回去，捨得嗎？

　　這塊地本非我們所有，既無所得，哪有什麼不捨？能夠蒔花弄草，夢想成真，又能讓鄰居賞心悅目，所有權何必在我？曾經擁有，就是天長地

久。瞇起眼睛，陶醉地回答。

　　2 月，天氣冷寒，我們清理完雜物，接著除草整地。向晚時分，捧起一把泥土，從指縫間滑落，酥酥癢癢的，飄舞冬陽下，每顆微塵都是美夢。這

裏很快就會有片花田，縱然世間有風有雨，我看見嫵媚在土裏生根發芽。土地是位博愛的母親，只要依偎她，不分良莠，一律哺育。施過肥後，小草

比花卉長得更快更密，春風吹又生，永遠有除不盡的侵略者。

　　颱風來襲前，修藤剪枝，以鐵條固定軀幹，又墊土築牆絕水患。然而所有的防範措施，在風雨到來的時候，全部宣告失敗。

　　除開天災，附近的貓狗三不五時來攪局，只要縱身一跳，或打個滾，立刻花殘葉敗，慘不忍睹。一點小小的蟲害也會奪去花魂，令人惋惜。

　　取水不易，更是大煩惱。他經常將洗菜水、淘米水，一桶桶從9樓提下來澆灌，右手肌肉緊繃，血筋暴起，雙唇緊抿，讓人敬凜。

　　數度氣餒想放棄了事，退休生活應是頤養天年，樂享清福，何苦無事惹塵埃。往往昨日的沮喪，在喝完早餐的奶茶之後一掃而空。要那麼收穫先

這麼栽，既然上天要考驗我們的耐心和愛心，就甘願做歡喜受，挽起袖子迎向挑戰吧！

　　春去秋來，汗水從眉間滴落，冷風在臉上鑿刮，不斷從挫敗中汲取教訓，發現種花也是一種成長，體會季節更迭，人生有時，更是一種成熟。花

朵隨緣來去，難免興起黛玉葬花的悲愁，感傷數日，又見我們興味盎然挽袖花田。日子要經營得甜甜蜜蜜，花田也要美美麗麗。

　　耕耘兩年，欣見波斯菊穿著輕盈彩衣，向無涯的天空飛去；矮牽牛在冬春之際1 紫嫣紅；松葉牡丹紅透整個夏季。艾蘆莉是左右芳鄰的最愛；迷迭

香、香茅草，使桌上佳餚更添風味。難捨西洋濱菊不到一季就魂歸離恨天，匆忙得叫人感傷；疼惜海棠、金毛菊，在強風勁雨中奮力掙扎，昂首向

天。又用電腦列印花名，插立標示牌。常見年輕的媽媽，帶著幼兒來辨識花草，觀賞蜂蝶，小小花田成了教學園區，知性感性兼具，更給我們莫大鼓

勵。感謝鄰居送來有機肥、培養土、殺蟲劑；鬆土除草時，地主端來潤喉甘露茶。這裏人情味濃厚，整理花田並非苦差事，而是和鄰居花言花語，互

動溝通的歡樂時光。勞動是運動，付出是收穫，種花即精神財富，誰人比我更幸福。

　　某日清晨散步歸來，見附近大樓牆外，有片雜草叢生的狹長花台，三丈多長，日照充足，棄置多時，一陣竊喜。動心起念，難逃身邊人法眼：

「等會兒順道去拜訪拜訪他們的管委會，只要他們同意，我們又可以……哈哈哈哈哈。」幾時他也做起花田夢來的？

　　我感激微笑，彷彿又看到綻放的生命孕育出飽滿的種子，預告下一個豐收的季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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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因那顆棒球引起的糾紛，心中更是對他感到愧疚與不捨。

可愛的異鄉人可愛的異鄉人

◎ 于　芳

　　每當想起幼時居住的鄉村，便會油然的懷念著一個人──溫先生。

　　溫先生早年孤身隨蔣公來臺，而後被安排到我們那一村唯一的小學當校工；當他剛踏入這個偏僻得近乎與世隔絕的村子時，沒有人會預想到這位

異鄉人的往後人生，竟能完全融入這片土地。也許，連溫先生本人都始料未及。

愛逗小孩，因為舉目無親

　　在當時，我們那裡的居民並不習慣講國語，不，應該說，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講國語。因此，大人與溫先生的溝通，往往要透過我們這些有受過教

育的小孩子來翻譯。不過，溫先生說話帶有很濃的鄉音，所以，我們也常聽不懂他在「供蝦米」，而他對臺語更是「莫宰羊」。

　　儘管語言有隔閡，但鄉下人熱情、友善，所以還是相處融洽；大人也從不知我們這群小孩子，其實對溫先生很反感。原因是他常會出其不意，由

背後以雙手矇住對方的眼睛；或從正面作勢要捉人，當他看到我們受驚嚇而尖叫連連，大概覺得很有趣，故樂此不疲。卻從未察覺這些舉動，對我們

是莫大的困擾。

　　小孩子對喜惡的感覺較直接，不懂得以一顆柔軟的心去體會溫先生的心境。他在臺灣舉目無親，來到偏遠的鄉村服務，更是形單影隻；毫無惡意

的捉弄小孩子，只因孤獨寂寞。他以我們所不能接受的方式想和小朋友親近，結果適得其反。

加深裂痕，因為一顆棒球

　　當時，我們也很厭惡溫先生常像個頑童，會搶走小孩子的玩具，當他看到我們氣得跳腳時，再放於原地讓我們取回。不過，在那窮鄉僻壤的地

方，所謂玩具，充其量也只是就地取材所做的東西。但是有一天，我哥哥由外地帶回一顆棒球。

　　有了那顆棒球，再自製一支球棒，我們鄰近這一群小朋友的生活，似乎突然變得很有生氣，無形中也更凝聚彼此的感情。原本小明不與小志好；

小美和小英不說話，都因為要在一起打棒球而前嫌盡棄。小姊姊更因掌控那顆球而顯得好不威風，儼然成為大姊頭，無人敢得罪。

　　這一天，我們又聚集在一起，煞有其事的分成兩隊，如火如荼的開戰。正當個個卯足了勁，希望為自己的隊贏球之際，溫先生出現了。他以迅電

不及掩耳之勢撿走被視如珍寶的球，邊走邊往上一拋一接，得意洋洋地過橋去，準是到對岸的雜貨店購物了。

　　打棒球卻沒有球，還有戲唱嗎？可想而知這群玩興正濃的小孩子，此時是多麼怒不可遏。平日被捉弄就已積怨難消，在新仇舊恨的催化下，一些

性情較剛烈的玩伴，決定去破壞他的家當洩恨。

　　鄉下房子四周的地上，到處是雞屎鴨糞狗大便，有人把溫先生晾在屋外的衣服扯下丟在地上；小姊姊更一腳踩凹了一個鐵臉盆；還有人在蓄水缸

裡放進泥塊。總之，放眼所及的物品無一倖免，真像極了被子彈掃過的現場。（膽小鬼的我，覺得我們好壞哦！）

　　竄躲在不遠處的我們，幾乎可看到溫先生目睹遭破壞的家物後，眼裡所冒出的兩團火球。他拿出一把刀蹲在地上，在這群孩子喊叫的制止聲中，

把那顆棒球切成兩半。

組織家庭，因為渴望親情

　　溫先生那一刀切斷了孩子們因那顆棒球所帶來的歡樂，那一幕，在童年時光留下一個很不美好的記憶，我們更不喜歡他了。但小孩子畢竟單純、

天真，縱使恨得牙癢癢的，倒也沒有人再採取任何反彈行為。

　　不久之後，有人替溫先生做媒，對象是鄰村一位喪偶的婦人。這位婦人因丈夫去逝後，獨自撫養四個小孩，日子過得很辛苦；而溫先生因當校

工，有基本收入，且孤身一人。所以，大家對這門親事都抱以樂觀其成的態度。

　　結婚當天，溫先生大方宴請全村。我們這群小朋友，拿人手短，吃人嘴軟，當那一餐豐盛的喜宴下肚後，以往不愉快的記憶及因那顆棒球所結下

的樑子，隨即拋諸腦後。而自從溫先生有了四個現成的孩子，似乎也漸漸不再捉弄我們。他把四個孩子視如己出，照顧得無微不至，大家看在眼裡，

莫不大為感動；他對太太的體貼，更不知羨煞多少村裡的婦人。兩年後，他太太也為他生了一個孩子，自此，溫先生更眉開眼笑了。

用心融入，因為落地生根

　　每當看到溫先生開心拿著自己種植的蔬菜、水果分送鄰居，心裡總有一股說不出的感動；而大家有什麼農作物收成，當然也不會忘記與他分享。

　　其實，自從溫先生來到這個陌生的環境，一直很用心在融入鄉村生活，也很誠心和每一位居民交流。舉凡農事的勞動支援、鋪橋造路的出錢出

力、婚喪喜慶的禮尚往來、對貧病者的噓寒問暖，他從不怠忽；而且，任何人有事求助於他，他也總是義不容辭。在此種溫暖的互動下，大家早已將

他視為屬於這片土地的一份子。

　　溫先生初到這個異鄉時，可謂孑然一身。而後，他除了擁有自己的家人，也和居民建立了一份深厚的感情；足見人與人之間能否和樂相處，與對

方是何種族群無關，只要彼此願意以一顆至誠的心相待，不管是芋仔或蕃薯，仍然可以培養出掏心以對的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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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們早已搬離家鄉，但每當回憶起童年往事，總特別感念溫先生以往對鄉里的種種付出；若想到因那顆棒球所引起的糾紛，心中更是對溫先

生感到愧疚與不捨，那時，當他看到被搗毀的家當的那一刻，除了憤怒，心裡也一定會因被小孩子如此排斥、厭惡而覺得感傷、落寞。當時，我們是

太衝動、蠻橫了，明知只要耐心等待，球還是會被還回來，不該去傷害一個身處異鄉的人脆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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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一一 月號月號

論述 大陸透視 法令天地 工作園地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文化臺灣 其他

不同時期的最高樓不但是臺北的新地標，也象徵著臺灣經濟與建築技術的發展。

臺北最高樓臺北最高樓

◎ 葉倫會

　　拜讀清流月刊12月號「最高樓」，內心有幾許的膨湃，當心情沉澱下來後，即坐在電腦桌前，整理平日導覽臺北所蒐集的資料，完成臺北的最高

樓，俾和清流月刊廣大的朋友分享，當您下次到臺北旅遊時，可以對這些具有指標性的建築多一點的了解，享受內行看門道的喜悅。

　　臺北101大樓於92年11月開幕，地上101層、地下5層、樓高508公尺，不但是臺北，也是我國最高的建築，開幕時更是世界最高的大樓，它象徵臺灣

經濟成長的驕傲，帶領臺灣建築業向前邁進的表徵，每天都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前往消費，或欣賞這棟超高建築，對附近商圈和臺灣經濟的發展都有

顯著的貢獻。

　　當大家仰望臺北01時，可能不知道臺北還有許多各式各樣的大樓，在不同的時期，陪著臺北的政治、經濟一起成長。這些被視為臺北第一高樓的

建築，最早可追溯到日人於1919年建的「總督府」，即現在的總統府，接著是臺北第一家百貨公司──菊元百貨、第一家國際五星級飯店希爾頓大飯店

（現改稱凱撒大飯店）、第一棟超過100公尺高的臺電大樓，臺北火車站前的新光三越摩天大樓等，這些曾經在臺北街頭引領風騷的最高建築，不僅記

敘建築的進步，更蘊含著臺北人胼手胝足的努力痕跡，包含無數臺北人的共同回憶。

　　今日的總統府是日據時期的臺灣總督府，當時為臺北第一棟最高的西式建築，日人為了展現帝國的威權，也為了象徵征服臺灣、跨足東亞的雄

心，在臺北原陳家與林家宗祠興建臺灣總督府，這種做法也有師法中國傳統皇陵選在寺廟廟址的風水觀念。總統府中央尖塔部分樓高60 公尺，其華麗

嚴謹的外觀屬於文藝復興時期英國維多利亞式風格，樓身大部分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部分混用磚石，為當時臺灣最高也最豪華的建築，竣工時，附近

許多地方仍為水田，大部分建築物為低矮的磚造農舍及民房，屬於臺北盆地最高的建築，從總督府的塔樓往外看，可以俯瞰整個臺北盆地，視野相當

遼闊。

　　總督府是日人統治臺灣的權力象徵，有頗長的一段時間，沒有任何建築物可以與之比擬。1932年，臺灣最早的百貨公司「菊元百貨」大樓在衡陽路

和博愛路口落成，高度與總督府不相上下，同樣約為60公尺高度，為臺北市當時唯一的民間大樓，該大樓地上6層，地下1層，共有7層，又叫「七重

天」。

　　菊元百貨公司已經不在，但這家百貨公司有許多臺灣第一的封號，創下臺灣第一家百貨公司及臺北第一棟民間大樓的紀錄外，還擁有臺灣第一座

自動上下的電扶梯，在當時蔚為風潮，成為菊元百貨吸引人潮的一大特色。許多中南部的民眾到臺北時，都會特地去走一遭，體驗一下搭電扶梯的感

覺，使得電扶梯門口經常大排長龍，成為臺北一個有趣的場景。菊元百貨只興建7層樓的高度，是因為當時有種說法認為臺北的地質只適合興建7樓以

下的建築，所以後來有很長一段時間，臺北市的建築物高度都在7樓以下，菊元百貨也因此獨領風騷了好一陣子。直到40年後，凱撒大飯店興建落成，

才摘下菊元百貨第一高樓的頭銜。

　　凱撒大飯店前身是希爾頓大飯店，地上20層，樓高80公尺，是臺灣第一座五星級國際觀光飯店，最初的經營者是華洋開發有限公司，命名「金華飯

店」。民國 61年9月，希爾頓與華洋開發簽約，以國際連鎖的形態經營，更名「臺北希爾頓大飯店」，成為國外商旅人士來臺住宿的首選，筆者與好友

─海關前輩吳厚璋稅務司即常在其2樓用餐。臺北第一棟超過100公尺的建築再度由政府建築搶回，位於羅斯福路的臺電大樓於民國74年完工。臺電大樓

地上27層，地下3層，總樓高127.5公尺，是臺北第一棟超過100公尺的建築。彼時女姓以穿裙子居多，臺電大樓的掀裙風曾是媒體報導的焦點，因為樓層

過高，大樓周圍會產生高樓風，穿裙子的女性經過時都要特別小心，稍一疏忽，就可能被「掀裙風」掀起裙子，造成窘境。

　　臺北火車站前的新光摩天大樓隨著臺灣經濟的起飛於民國2年落成，該大樓早在日據時期就是「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的鐵路飯店。新光三越

大樓地上51 層，地下7層，樓高244公尺，不但成為臺北的地王（民國95年底臺北市公告地價每坪3百27萬元，比臺北101的2百80幾萬高出甚多，預估最

快3年後，地王可能讓給臺北101），也是睥睨全臺的超高大樓，從陽明山或木柵附近的山上遠眺，可以看到它巍峨的身影，倘若天氣好的話，甚至位於

桃園縣與新竹縣境的東眼山，也可以看到新光三越摩天大樓的英姿，而該大樓第46樓也設有觀景台，彼時，臺灣經濟蓬勃發展，前往觀景台的遊客有

如今天到臺北101觀景台要排隊的景緻般，許多民眾以能到這個地方觀賞臺北的夜景為榮，尤其是中秋節當晚的預約需要好幾年才排得上，也是觀賞國

慶煙火的最佳景點，這時候的業主總是荷包滿滿，直到臺北101觀景台開幕後，因為失去第一的光環，遊客流失，才停止開放。

　　民國92年臺北101大樓開幕，這座臺北及至世界最高的建築，打破商業大樓單純的方盒子概念，以中國塔樓特色，加上許多中國味的裝飾，外觀猶

如青竹與花蕊，8樓為一節，節節高昇，1至26樓，逐樓內縮，26樓以上，每8層樓，由內縮而擴張，取意中國風味的竹節造型，展現東方特色現代建築

物。大樓外牆以透明玻璃帷幕砌成，展現城市發光體的象徵，26層外牆附掛大型錢幣圖騰，係凸顯金融大樓內部金融交易的功能，彰顯臺北101大樓為

金融重鎮。26層以上，每 8層外牆還掛如意圖案，象徵大樓節節上升，吉祥如意。內部亦擁有許多傲人的成績，60座電梯可以將工作人員或遊客於第一

時間送到想去的地方，1樓到觀景台的電梯，每秒的速度與臺北捷運每分鐘37公尺的速度相同，全樓耗用的電力幾乎等於宜蘭縣全縣的耗用量，這棟世

界最高大樓不但是臺北的新地標，也象徵著臺灣經濟與建築技術的發展已經和世界同步，期盼透過她的光芒，不但讓臺灣成為亞太地區金融中心，也

讓臺灣的企業藉以向世界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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