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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檯上的腹語術
「府城講壇」海報設計雜記
文．圖╱林隆平　平面設計師　　

望著每次從館方人員手裡拿到的講師名單，那些

跨越了各種領域，充盈著人文薈萃的重量級人物一字

排開，心中總會不由自主地有著些許緊張，每次總要

費力思考著，該如何才能設計出具有足夠吸引力的海

報，在與民眾眼神交會的短短3秒鐘之間，驅使民眾

注意到這個活動並前來聆聽、親炙大師丰采，讓他們

經由講者的經驗或思想產生碰撞、交流與學習，並在

每一場講座結束後，都能帶著滿足的心靈體會，起身

離席。

開始之前的腳本

一般的海報設計，通常會在一開始接案時就有明

確的主標及副標，但以「府城講壇」來說，通常都需

等待所有講者與講題確定後，再由館方統合出一個能

確實傳達整體活動主旨的副標題，然而為了考慮宣傳

時效還有製作時程，設計作業都需要提早進行。這就

表示我通常只有「府城講壇」這個大標題，亦即我可

設計工作總是無法避免地必須與自己不斷對話，在過程裡夾雜各種激盪、衝突或者妥

協，坐在工作檯前，望著螢幕上那許多尚待完成的資料夾，或許設計工作就像是永遠

無法休息的腹語師，永遠停止不了在每一個案件、每一個思考過程裡自我答辯。

以在沒有副標題文字的限制下，便能直接發想並開始

設計作業了！

由標題文案切入發想是一種較常使用的設計方

法，經由仔細琢磨推敲或不斷打散重置文字的意義，

再藉由各種設計手法，用視覺語言去表達文字的內

涵；然而，拋卻文字意義，專注尋找一種整體氛圍，

表達心理層面的視覺印象，令人有更廣闊想像空間，

甚至產生某種無法言說之意象的設計也是一種方法，

在「府城講壇」的海報設計上，我採用的即是後者。

我想要完成的是不限於現實卻清楚易懂的意念，能帶

給觀者許多臆測與想像的設計。

館方第一次給我的「府城講壇」活動計畫書上

這麼寫著︰「邀集國內不同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學者，

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出發，為讀者大眾分析、詮釋各種

多元混雜的文化、生活經驗，進而回歸人文心靈的安

適與追求；同時希望藉由具有批判性的知識與思辯，

介入當前的台灣社會，以建構更適合人與自然和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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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多元差異社群平等發聲、彼此對話增能的發展模

式、價值與美學。」這段文字，在我的腦海裡出現的

是許多相互交織碰撞的火光，但是，不是煙花那樣的

短暫剎那，應該有更深遠的影響，會在心裡引起激

盪，甚至是無法抹滅的刻痕的那種力量。

個人演講的海報設計，通常僅需以講者本身的個

人特色、領域專長或講題做主要概念發想基礎，然而

聚集多位各擅勝場、無分軒輊的名家系列講座，所能

表現的就是精神上的一種表徵具現化，一個整體的印

象，比較起來，或許可以說是必須更著重於表現出心

理意識層面的觸動與感知。

設計「府城講壇」海報，要處理的並不單純只是

一張52×76公分的對開海報，而是得同時考量上下

年度2張海報的系列感，並且在思考設計之前，就必

須清楚意識到將來延伸運用至其他文宣的使用性，包

含入場票券、摺疊DM、雜誌稿、全3批報紙稿、路

燈布旗、館外橫式海報、還有各種尺寸比例不一的網

頁設計等，都能在各種媒材上發揮一致的效果。因此

我採取的設計模式，是先設計主要的海報意象，並確

定此意象與文字配合之後，能在各種媒體及尺寸比例

各異的狀態下維持一致的表現力度。

發聲位置的掌握

「府城講壇」給我的感覺就像是一場又一場的傳

道大會，藉由活動，講者將自己的態度及想法，傳達

到聽眾的心裡，再藉由這些聽眾的反思及內化，去影

如何用視覺去表現屬於聽覺的概念？利用燕尾脊轉換

為電台訊號發射器，配上古蹟的斑駁紅牆後，海報的

設計概念至此就更加完整。

響周遭的其他人，就如同漣漪一般，一圈一圈地往外

擴散開來。我試圖用具象的東西去傳達抽象的概念，

或用抽象的手法去構築具象的畫面，組合成超現實的

想像空間。

面對此案我首先想表現出的就是聽覺的、聲波流

動這樣的概念，可是聲音是看不見的，該如何用視覺

去表現聽覺？能不能找出就算沒有文字說明，也能讓

人一眼就明白的設計？第一個出現在腦海裡的就是電

台的訊號發射器，單純直接易懂，但是我必須找到一

個可以創造連結的新物件來取代那冷冰冰的金屬發射

台，如果能同時凸顯台南這個發聲的地域特質就更好

了！一提到台南，總讓人馬上聯想到眾多百年古蹟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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廟宇，尤其是廟宇的燕尾脊，那尖細的線條與屋脊向

上彎曲的優美弧線，就正適合轉借來替代為發射器，

成為一種強烈而明確的新視覺符號，再搭配上經年累

月受水氣與日光不斷反覆浸染而成的斑駁紅牆，以及

往外不斷播送的、具有感染力的、巨大能量的圓弧聲

波（也是不斷往外擴散開來的漣漪），整個海報設計

的概念至此就更加完整。

第一張海報大致底定，但是由於「府城講壇」

的活動時間幾乎涵蓋整年，因此館方便將之區分成

上、下各半年的系列活動，也因此在上半年的活動文

宣全部設計完成送印結案後，就又該繼續思索如何延

續發展出下半年的海報設計了。原本我還單純天真地

認為，為了維持強烈的系列感，只要將主要視覺意象

的燕尾脊改成傳統八角塔頂，就可以完成海報的製作

了，但是在實際試作之後，那層層的寶塔，卻一直讓

我聯想成百年之後的高級大廈，於是這提案連自己都

過不了，自然沒有繼續發展的價值。在遍尋不到適合

的象徵物後，我轉而思考其他可能性，那麼就換成更

直接的方式正面對決好了，仔細比對查閱台南的各式

古蹟後，我的目光就再也無法離開赤崁樓這個台南府

城的代表建築了！於是參考了各個角度的照片，我仔

細地在電腦上重新繪製黑白圖稿，再利用影像軟體層

層疊上我眼中屬於這棟古老建築的百年光華後，主要

海報意象便已然完成。底圖的色彩原本選擇了代表古

老書籍的土黃，但在考量活動本身的強度與畫面整體

的平衡下，最終改為較強烈的銘黃色，而聲波的表現

方式，也在我自己的影像資料庫中找到一張美麗的木

紋年輪時，非常直覺地拿來轉換製作後，下半年度的

海報也就終於完工。

無法停止的對話

每完成一個案件，望著電腦螢幕上一個個龐大的

檔案夾，心中總會不自主地呼出一口氣來，設計工作

總是無法避免地必須與自己不斷對話，在過程裡夾雜

各種激盪、衝突或者妥協，坐在工作檯前，望著螢幕

上那許多尚待完成的資料夾，或許設計工作就像是永

遠無法休息的腹語師，永遠停止不了在每一個案件、

每一個思考過程裡自我答辯。

第二張海報選用台南府城的代表建築之一赤崁樓，重

新繪製黑白圖稿，再層層疊上屬於這棟古老建築的百

年光華後，主要海報意象便已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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