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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文宣品的大作用

舉凡對外開放參觀的博物館都會舉辦各類型展覽

或活動，大多也會搭配製作包括請柬、海報、摺頁等

小型文宣品，藉以展現博物館文化性、藝術性與專

業性，也是博物館不可或缺的資訊媒介，可使觀眾

在未實際參與博物館活動之前，就對傳播行銷內容

建立良好的印象，以投注之成本分析之，可常見「小

兵立大功」之效。

具備行銷傳播功能的文宣品設計是綜合相關資訊、

知識、技巧與感覺的創造性專業活動，成品本身是

一種具有設計性的視覺作品，與藝術在創意活動上

並沒有不同之處，但需要特別考量傳播訊息的內容

與目的，也要兼顧美學的條件，因為視覺美感可以

提高文宣品受歡迎的程度，同時表達博物館在文化、

社會與美學上的價值觀念。但是美觀雖然是文宣品

設計的目的之一，卻不應是唯一的目的，文宣品負

有宣傳的功能，設計必須承載特定訊息才能達到傳

播作用，不宜因為過度追求美學理想或藝術層次的

面向，反而使博物館原先設定的行銷傳播目標失焦。

由於資訊承載與其傳播是博物館文宣不可或缺的

任務，而資訊承載量的多寡對經常以圖像為主的設

計決策又有無法忽視的影響，因此，筆者於本文中

即試以資訊承載量多少為準使用「二類三種」的區

分，將曾參與創意發想與設計製作的國立臺灣博物

館（以下簡稱臺博館）具有代表性的文宣品實務為例，

分享各類小型文宣品的視覺設計與博物館宣傳目的

相互結合的經驗，分別以：「資訊承載量小」、「資訊承

載量大」二大類作為分類標準，而前一大類又分「特

定傳播對象」與「非特定傳播對象」兩種來加以論述。

（一）資訊承載量小 /特定對象的文宣品：以請柬為例

請柬是博物館用簡要文字通告特定活動的傳播方

式，正式活動目前仍以印刷形式為之，但因經費通常

相當有限，臺博館會以相似設計另排版為數位形式，

但無論何種形式，請柬都屬於公共關係書信之範疇，

具有莊重的特性，通常是為特殊活動而設計，包括慶

典活動、開幕典禮、記者會等，紙本形式更針對特定

對象發送，包括政府高層官員、民意代表、藝文人士、

學者專家、媒體記者、及活動利益關係者等。

臺博館近十年來，請柬設計已逐漸轉型為多樣化，

注重設計創意，而非僅限於制式對折式傳統請柬，

因此每次不同的活動都需要絞盡腦汁、集思廣益，

希望能不斷吸引經常收到大量活動請柬的貴賓之目

光與注意力。本案即以筆者發想之臺博館南門園區

古蹟修復竣工暨開館典禮請柬設計為例，該園區是

「臺灣博物館系統」中的第三處古蹟建築與博物館結

合的案例（尚有第四座館舍鐵道部博物館園區古蹟

工程進行修復中），當時歷經五年的時間，完成國定

古蹟專賣局「南門工場」古蹟修復再利用，定位為臺

灣地方產業與樟腦產業史展示，意義重大，但新展

廳也意味外界可能並不熟悉，設計工作備受挑戰。

筆者為將新開放館舍與原有臺博物館意象緊密結

合，特別與紙藝家洪新富先生合作，擇選臺博館、土

銀展示館、南門園區中的紅樓、小白宮等代表性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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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建物為請柬中主要視覺主體，並且以繪畫取代攝

影，嘗試改以童趣的筆觸（圖1）建構三度空間的立體

結構（圖2），突破平面圖像的表達可能，創造出空間

與透視，因此雖然該請柬仍採基本對摺形式以維持

簡單莊重，但封面（圖3）打開後卻能產生獨一無二的

驚喜（圖4），並配以相同設計元素之信封（圖5）與回

函卡（圖6），將整套視覺設計統一風格。

在此案例中，紙藝的三度空間結構將各種設計要

素安置為一個整體，例如前景的圖繪包括專心聆聽

志工導覽解說的學童、搬運博物館藏品的員工、看

著地圖探索的背包客、於美景前攝影取景的遊客等，

非全然寫實的繪圖可以簡化多餘的場景細節，希望

能賦予請柬更具焦的高度表達力，美感特質也能因

設計而被突顯。

（二）資訊承載量小 /非特定對象的文宣品：以海報為

例

海報直至今日仍是大多數博物館經常使用的宣傳

輔助管道之一，通常為單張平面印刷格式，近年來

因為海報可張貼位置逐漸受限，部分博物館已逐漸

取消紙本，但仍維持以數位形式傳播露出，因此海

報設計仍維持相當重要性。

海報設計中的文字經常透過圖像化的處理，再利

用圖片與文字的組合呈現張力，由於必須在固定篇

幅中做出最大限度之利用，因此主視覺大小、色彩

等取捨之首要考量就是要先能吸引觀眾的目光，特

別是在一定距離之外大部分訊息就應能被閱讀，因

此一般在海報中不會呈現過多的資料，視覺衝擊力

較強的圖像與簡潔的文字才能迅速傳播訊息，提高

傳播效益。

但筆者也曾反其道而行，有意的在海報中放入更

多的圖文資料，曾針對臺博館「時空膠囊─琥珀特

展」共設計三款海報，該展是國內首次之大型琥珀特

展，展品總數多達五百件，展示內容涵蓋古生物奧

秘與東、西方文明歷史，融合科學、人文和藝術等面

向，除可對比生活在數千萬年前的古老生物和現生

的動、植物之間的差異外，各式東、西方琥珀文物亦

圖1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
設計手繪圖稿

圖2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
紙藝立體結構草案設計

圖3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
封面設計圖

圖5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
信封設計示意圖

圖6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
回函設計示意圖

圖4 臺博館南門園區開館典禮請柬設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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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人文藝術價值。因此配合設計其中兩款海報為

紙本印刷物，另外一款僅作為廣告文宣的主視覺設

計。緣由係因該展有大量琥珀展品，又可分為「動、

植物珀」與「文物珀」兩大類，型態各異且形式皆美、

實難割愛，因此利用A1大尺寸輸出的優點，改採「類

圖鑑」方式有意識的組合與配置為「動、植物珀」（圖

7）與「文物珀」（圖8）兩款海報，目的是作為有特定興

趣者收藏；但也仍然考量文宣廣告出現時訊息必須

迅速聚焦，因此再精選兩類展件合併設計為廣告用

海報主視覺（圖9），視覺元素則以種類多樣化、內容

可辨識度、稀有性等因素為優先順序挑選，維持版

面設計具有視覺吸引力與衝擊力。故本案的三款海

報可以都各具特色，但仍保留一致的設計風格，使

各類型觀眾都能雅俗共賞。

本案例中主視覺海報（圖9）特別採用顏色與形狀

大小的強烈反差，為的是使琥珀的主題更為明顯，

黑色底色與白色展覽標題形成高明暗反差，因為字

體顏色與背景顏色對比越清楚，文字也越容易辨讀；

而明度高的黃色琥珀物件也能搭配作為有效的突顯，

右側的大型蠍子圖案營造脫離常軌的比例，目的是

要製造視覺的衝擊，因為突出宣傳主體是展示主題

的最有效方法。

其他兩款「類圖鑑」型海報（圖7, 8）則是以數量感

營造「數大便是美」之效果，但如何強調個別元素間

的關聯與協調性就很重要，由於設計中置放十餘項

物件照片，而文物珀的展品本身還附帶有工藝品製

作者原有的美感意圖，故設計構圖也特別注意使視

覺上看來內容複雜的物件需仍合為統一的風格。

（三）資訊承載量大 /非特定對象的文宣品：以宣傳摺

頁為例

摺頁文宣是種簡單的單頁雙面印刷品，相較於請

柬與海報，摺頁內容可以含括更多的文圖，經常濃

縮活動中所欲呈現的大量繁瑣訊息，不過每項活動

性質各異，須擇選的內容也視目的性可做不同的取

捨，可以採用任何尺寸或形狀來製作，便於觀眾於

手中翻閱，可以快速傳遞訊息，因此廣泛為博物館

所運用。

筆者曾經手處理臺博館「黃虎旗再現─臺灣民主

國藍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文宣品設計，黃虎旗為見

證臺灣歷史關鍵年代的巨幅彩繪旗幟，與「康熙臺灣

輿圖」、「鄭成功畫像」並列為臺博館藏三大鎮館重要

藏品，完成修護作業時發現埋藏在厚重覆背紙的背

面，竟有另一隻樣貌略有不同的老虎，終於揭露黃

虎旗埋藏已久的背面影像，最特別的是正面的老虎

瞳孔呈圓形，而背面的老虎瞳孔則為彎月形，寫實

地描繪出貓科動物在白日與夜間不同的瞳孔形狀，

極富趣味，研究學者甚至認為其中或許也暗藏著某

種日 /夜、或陰 /陽二元對立的寓意，是臺博館館藏

文物非常重要的修護發現。

但該展也因此不同於展品數量繁多的展覽，主要

的展件就只有黃虎旗一項，

因此摺頁設計時重點改採呈

現博物館書畫類典藏品的修

護過程使觀眾了解，由於臺

博館的主要參觀民眾為親子

圖 8 「時空膠囊─琥珀特展」之
「文物珀」展覽宣傳海報設計稿

圖9 「時空膠囊─琥珀特展」廣告
用宣傳海報主視覺設計稿

圖 7 「時空膠囊─琥珀特展」之
「動、植物珀」展覽宣傳海報設計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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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團體，因此本案採用以圖像為主、文字為輔

之方式，除了基本的歷史背景簡要介紹外，希望能

不藉由太多文字就能傳遞訊息。

由於藏品修護過程可能相當冗長瑣碎又難以理解，

因此這類生動的描繪需要繪圖者具有技巧的觀察，

並記錄所有重要的細節，讀者可見成品中線條的韻

律與顏色的和諧，設計採用素描上色方式組圖（圖

10, 11），採交疊摺（圖12），版面編排則採用對稱方式

配置，摺頁正面（圖10）的雙面老虎以對折處作為對

稱軸，背面（圖11）也以黃虎旗做為視線中軸，環繞

的小圖旋轉與平行移動的方式也仍屬於對稱的範疇，

希望賦予成品均衡、安定與和諧的感覺。

本案最特別之處是設計有閱讀動線，因為觀眾閱

讀文本的行為其實極為複雜，東、西方的文化背景

不同也會產生差異。本案文字編排有直式與橫式兩

種視線，引導觀眾的視線依正確順序移動是版面編

排的重點之一。通常人類的視線習慣由上往下移動，

閱讀橫排文字時由左往右，東、西方差異不大，但是

閱讀直排文字則是東方社會的特有習慣，通常由右

往左移動，也是本案遵循的原則。特別是觀眾通常

優先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部分進行閱讀，可能會被設

計作品中的圖像與標題所吸引，卻未繼續閱讀其餘

詳細的文字資料，因此版面設計就需要引導讀者有

機會接受最多的訊息。

結語

博物館文宣品中的設計不僅具有高度的欣賞價值，

還蘊藏有推廣教育意義，因此筆者認為參與設計發

想者可藉由設計法則創造規律，協助觀眾理解與接

受訊息，但是也要適時發揮創意、打破成規，同時建

構博物館的個性與獨特性。因為如果文宣品設計方

向一再重複，博物館界又是百花爭鳴，就會顯得毫無

新意，難以引起注意。唯有創新設計才能在這個資訊

爆炸的時代中再次吸引觀眾的目光，對於博物館產

生注意力與興趣，付諸行動參觀展覽或參與活動。

筆者也觀察到大多數博物館的文宣品設計因無編

制內美術編輯人員參與，多須採委外方式進行，因

此每次合作的美術編輯人選可能都不一樣，因此相

關業務參與同仁可先整理與分析主要的傳播文圖，

協助設計者能迅速且準確了解設計項目的主題與傳

播對象的定位，才能選擇合適的表現手法與版面設

計，有效傳達博物館的立場與訊息。

我們更需要打破行銷創意是天馬行空或靈

光一現的迷思，因為各種設計其實都可以是

有系統的傳播思考過程，僅是利用設計的外

在型態表現內在的深層蘊涵，並同時達成行

銷傳播的具體效果，這也是博物館相關從業

人員應該持續努力的目標，筆者僅以過往經

驗略書淺見，希能拋磚引玉，為讀者提供另

外一種較為不同的傳播思考視野，也為臺博

館部分代表性的文宣品設計案例作一備忘。 

圖11 「黃虎旗再現─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
護成果展」展覽摺頁背面設計稿

圖12 「黃虎旗再現─臺灣民主國藍
地黃虎旗修護成果展」摺頁交疊折

示意圖

圖10 「黃虎旗再現─臺灣民主國藍地黃虎旗修
護成果展」展覽摺頁正面設計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