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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題Ⅱ

初遇
海報設計與文學的相逢
文．圖╱翁翁　平面設計師　　

一直以來，我常把替文學出版品包裝設計而得

以先行翻閱文字、書稿當成一種額外的特權，彷彿超

越大部分讀者群，先一步與文學新作有了意外的「初

遇」。這是設計工作之外的小小樂趣。書籍的包裝設

計流程如此，藝文活動的海報設計也是。長此以來，

我的設計範疇一直就偏重於文學、藝文的區塊居多，

這和我自己熱愛文學有關，所以選擇了文化出版品的

包裝設計而鮮少接觸純商業設計市場。

很久以前，一位設計家前輩叮囑過我，他說：

平面設計範疇裡，大約就屬出版品的包裝設計最為不

食人間煙火，花費相同的心血智慧，你能獲得的報酬

遠不及一般的商業設計，除非擁有熱忱，否則存活不

易。他進一步衍生的理論是：一樣在創作的空間裡，

無論文學、音樂、繪畫或電影、戲劇，只要你能夠堅

持執著於一項專門的領域，認真辛勤地經營個二、

三十年，即便不能功成名就，至少也能學有專精自成

一家。唯獨設計，又特別是出版品包裝設計，無論你

如何努力執著，永遠只是一位文化妝扮師。因為設計

不是一種純然的創作藝術，即便你所包裝的是文學、

是藝術⋯⋯，設計就是設計，善盡裝扮師的責任，難

以自成一家一派。

隨著網路世代崛起的影響，整個出版市場明顯受

海報設計的精神，在於創造「瞬間視覺印象」。海報的傳達環境常常是處於一種流動

性、行進間或暫歇性的瀏覽狀態。如何在極短時間內精確而讓人印象深刻地傳達出包

含主題、性質及時間、地點等要素，大約就是完成一件海報設計的首要精神了。

到壓擠，特別是在紙本出版區塊的快速萎縮，我們目

睹了一個大時代的趨變。

近些年陸續有機會和台文館合作，延續著和藝文

相關的文宣設計。包含2010年「林海音文學展──

台北延展」、2012年「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

獎得主鈞特．葛拉斯特展」及2013年「金馬文學特

展」的一些文宣及海報設計。

大型展覽首重的就是主視覺規劃設計，而活

動海報正是先期文宣的重頭戲──宣告整個活動的

精神與起始。海報設計的精神，在於創造「瞬間視

覺印象」。有別於一般平面媒體的可閱讀及思考反

芻的持久性；海報的傳達環境常常是處於一種流動

性、行進間或暫歇性的瀏覽狀態。因此，如何在極

短的時間內精確而讓人印象深刻地傳達出包含主

題、性質及時間、地點等要素，大約就是完成一件

使命必達的海報設計的首要精神了。文學原屬靜

態，一種精神的思考與傳達，藉由文字書寫與媒體

傳播。然而一旦成為展覽就變成動態，不再只是單

純地等待讀者翻閱、品讀。成為展覽就必須增添包

含空間、立體與人為主導的多面相考量，吸引「觀

眾」而不再局限於「讀者」。

「鼓動的世紀──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鈞特．葛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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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展」海報設計的思考之初，首先面臨的是肖像權

的難題。文學獎大師雖然舉世聞名，但惜像如金，不

僅網路上所能搜尋的畫面種類不多，且重複性高。既

然是以大師為名的展覽，我們也多方面思考過，比如

以他的文學代表作品的插圖或是大師自己的繪畫或雕

塑品為主視覺；但最終都因不具代表性而否決。另一

棘手的關鍵問題──肖像權的授權；大部分我們納入

考量的肖像圖檔，通常都夾雜於攝影者、發表媒體、

出版社、圖片公司甚至大師所屬經紀公司之間的複雜

關係。同時還面臨著最緊迫的時效問題。一度我也

考量過2009年時曾替時報出版公司設計過鈞特．葛

拉斯先生的作品《剝洋蔥》時所租用的一幀神情自適

的彩照，但是未獲經紀公司首肯，宣告放棄。最後，

推翻所有關於圖片的考量，我決定以素描替葛拉斯先

生描繪了一組他手握眼鏡框的招牌動作，同時作為海

報、圖錄、看板及廣告文宣的主視覺圖。葛拉斯本身

多才多藝，除了文學，他在繪畫、雕塑、版畫也都有

精湛的創作，用單純的肖像素描作為設計主視覺，想

來也是意外的巧妙結合。

2013年，製作「金馬文學特展」系列文宣，獲

知是以家鄉金門為主題的文學特展，我花了很長的心

思與時間構思、和策展同仁幾度溝通討論，最後配合

展出主題「仙洲．戰地．曙光」提出了以戰爭島嶼的

圖騰為主視覺。「意像鮮明、主題精確」，李瑞騰館

長給了我一點建議：適當地跳脫悲情、遠離傷痛，為

兩座長期馱負歷史苦難的島嶼增添一點未來的希望曙

光。幾番細細思量，也對。除了面對歷史的感傷與沈

痛，更重要的是面對未來的勇氣與力量。為此，原本

灰沈的大片天暮憑添了些蔚藍的氣息。

為解決肖像權問題，設計師以素描替葛拉斯先生

描繪了他手握眼鏡框的招牌動作，同時作為海

報、圖錄、看板及廣告文宣的主視覺圖。

配合展出主題「仙洲．戰地．曙光」，「金馬文學

特展」海報以戰爭島嶼的圖騰為主視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