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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設計」必留下痕跡　一覽臺灣美學歷史脈絡 ]

設計封神榜

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

撰文╱鍾碧芳　攝影╱林宜賢

百年以來，充斥在坊間的設計到底從何而來？又是如何產出的？隨時代演

變的設計內涵是否有脈絡可依循？ 2024 年 7 月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將展

出由「創價美術館」所策畫的「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

獻展」，試圖聚焦以「設計」為專題的特展先例，呈現臺灣百年發展歷程

中具有的生活美學與視覺文化，為平面設計爭取在臺灣美術發展的定位。

臺灣美術有近百年的發展，豐富多元的面貌，需要有舞台能夠展演。創價美術館以「文化

尋根 建構臺灣美術百年史」為主軸，自 2023 年 6 月展出「創．價：臺灣美術 142―創價美術

館開館大展」圓滿落幕後；第 2 檔則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設計學系名譽教授暨策展人、亞洲大學

視覺設計學系講座教授、著名的「設計界導師」林磐聳，以「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

展暨文獻展」接續展出。該展從高雄創價美術館巡迴到臺北創價美術館至善館，並將於 2024 年

7 月移師到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國資圖），首開臺灣美術館聚焦以設計為主題的大型

展覽先例，也是臺灣設計界期待已久的百年展覽。

P064-067-24TD2425.indd   64 2024/4/29   22:56

65

B
o
ok B

o
o
m

 M
aga

zine
  

閱讀互動INTERACTIVE READING

創價美術館館長呂慧甄指出，「世紀的

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獻展」是

2022 年 10 月創價美術館在高雄落成啟用的第

2 檔大型展覽，但早在啟用前，創價美術館就

在全臺 12 個藝文展館，分別巡迴展出百年以

來，對臺灣藝術史有貢獻及影響力的藝術家，

以扎根並深化臺灣的文化底蘊，「我們也推動

行動美術館，到全臺超過 5,000 所學校巡展，

為學子播下藝術種子，將文化尋根、推廣到臺

灣各個角落。」盼能藉由文化尋根系列，讓全

國民眾逐漸熟悉臺灣本土藝術家的作品，提升

對藝術的愛好及對臺灣藝術史的關注與理解。

創價以巡展　發現百年設計發展脈絡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獻展」是創價策展團隊歷經 1 年半的籌備時間，從 154 個

借展單位蒐集的6,000多件文獻與文物中，篩選出1,500餘件包括插畫、字體、標誌、書刊封面、廣告、包裝，

以及常民生活物品等平面及立體設計代表作品與相關文獻史料，該展試圖找回過去曾被忽略的臺灣美術設

計發展脈絡。

「設計是所有事務的公分母。」林磐聳教授引述德國包浩斯（Bauhaus）創校校長華特．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名言，他認為設計一直存在於生活當中，自有人類以來就有許多與設計行為有關的產物，「可惜

的是，過去在臺灣卻未被重視，包括公立美術館幾乎不舉辦設計展、平面設計在臺灣美術界發展模糊，且

公立美術館也少有典藏設計作品，這對在臺灣學習設計的人才是極為不公平的事。」

閱讀互動INTERACTIVE READING

展覽不需預約免費入場，現場亦有導覽人員協助講解說明。

從形象單元，可看出過去到現在，臺灣城市標誌的設計演變。

林磐聳（左）、呂慧甄（右 2）與美術館團隊耗費 1 年半的籌備時間蒐集文獻展品。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獻展」目前於臺北創價美術館至善館展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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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過去也有策畫過相關展覽，卻沒有這麼完

整的梳理，「這次展覽含括非常多的設計家、收藏

家，包括從清代、日治時期，到國民政府遷臺至今

都有，參觀者有機會一窺臺灣設計的百年面貌。」

林磐聳指出該展的策展概念，是參考全球設計史學

者專家對於設計歷史論述的觀點重新詮釋，並採用

「PEST」模型理論，爬梳出 9 大單元。比較可惜的

是，礙於展覽空間及展品借展期限，原本在高雄展

出的 2,000 多件展品，到了臺北濃縮為 1,500 件。

美術及設計　在碰撞下產生的火花

展覽 9 大單元分別為「序曲：臺灣設計的黎明曙光」、「日治：太陽旗下的美術設計」、「啟蒙：

臺灣近代的設計播種」、「形象：時代記憶的符號與廣告」、「文化：文化設計與設計文化」、「薪傳：

接棒傳承的設計運動」、「技藝：見證設計的發展軌跡」、「常民：日常生活的設計趣味」以及「榮耀：

臺灣設計，全球發光」。

林磐聳表示，9 大單元各有其價值與意義，以序曲為例，展出臺灣歷經數百年來的測繪紀錄，包括

臺南米街版畫、劍獅、烏龍茶的標誌貼紙，以及由南天書局珍藏的 4 張地圖，可循跡找到臺灣主體性的

歷史脈絡。

而在形象單元，還可看出百年前的企業識別（Corporate Identity, CI）設計樣貌。「早期臺灣店鋪經

營，是以傳承中國傳統店鋪章為宣傳意象，這次特別展出臺灣『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傳統店鋪章，以及

現代商場所使用的企業識別或品牌標誌，可看出過去到現在，臺灣企業形象、城市標誌的設計演變。」

另外，在文化單元，特別展示創價美術館所擁有，最完整的一套日治時期的美術藏品，包括日治

時期的「台展」、「府展」圖錄，與日本官辦美展的「文展」、「帝展」，以及臺灣光復後的「省展」、

「國展」畫冊並列展出，從中觀賞到臺灣百年「美術的設計」與「設計的美術」所碰撞的火花，也一窺

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遷臺的文化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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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封神榜：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策展人講座

講座時間：2024 年 7 月 6 日（六）下午 2 點至 4 點

講座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設計主題書展」

展覽時間：2024 年 7 月 1 日（一）至 10 月 20 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5 樓藝術館藏區

更有趣的是，在常民單元中展出百年來，百姓食衣住行育樂所需的設計物品，包括早年的兒童桌

遊、農民曆、藥品袋、電影手繪海報、愛國獎券、郵票、火柴盒、尪仔標等，帶領觀展者重回童年記

憶的趣味。好比早期醫療使用的寄藥包，就是老一輩人的記憶，「寄藥包上的諧音梗可充分說明前輩

的智慧。」呂慧甄說，就連早期的手繪電影海報，都是回味臺灣當代生活的經典。

曾於 1905 年風行亞洲的糖果大王「新高製菓」，設計各式各樣的包裝盒、海報、紙牌，與以學

童為對象設計的精美用品、吉祥物「美味夢太郎」等展品，可以看出新高製菓的行銷概念走在時代尖

端，儼然是當代行銷宣傳大師。

脈絡與痕跡　共譜臺灣百年設計美學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林磐聳感慨，觀

展者藉由此次展覽，可完整觀賞到臺灣百年來

的設計脈絡，機會難得，他也引以為傲，「隨

著時間的推移，設計前輩必將逐漸凋零，往後

要舉辦類似展覽，想必難度會更高。」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

文獻展」預計在 2024 年 7 月移師國資圖，將

把9大單元「原汁原味」地呈現。開幕日當天，

林磐聳也將舉辦一場「設計封神榜：臺灣百年

美術設計發展」策展講座，除了策展介紹，也

將致謝曾為臺灣百年設計留下青史的設計家。

創價美術館館藏，最完整的一套日治時期的

美術藏品。

電影手繪海報。

各年代的郵票、火柴盒。

藥品袋、寄藥包。

由南天書局珍藏的 4 張地圖，可循跡找到臺

灣主體性的歷史脈絡。

1.

2.

3.

4.

5.

早期臺灣藝術家從事設計工作，經常笑稱自己是

「下海、兼差、賺外快」，多數不願意公開自己從事

過的設計作品，他希望能透過這次展覽，讓設計工作

者能鑑往知來，確立自己從事設計藝術的價值意義，

並把「美術設計」加入臺灣美術發展歷程之中，真正

建構臺灣美術史的全面與多元性，再創設計的價值。

3
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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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獻展」

展覽時間：2024 年 7 月 5 日（五）至 10 月 17 日（四）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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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文化單元，特別展示創價美術館所擁有，最完整的一套日治時期的美術藏品，包括日治

時期的「台展」、「府展」圖錄，與日本官辦美展的「文展」、「帝展」，以及臺灣光復後的「省展」、

「國展」畫冊並列展出，從中觀賞到臺灣百年「美術的設計」與「設計的美術」所碰撞的火花，也一窺

日治時代到國民政府遷臺的文化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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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互動INTERACTIVE READING

 「設計封神榜：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策展人講座

講座時間：2024 年 7 月 6 日（六）下午 2 點至 4 點

講座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國際會議廳

 「設計主題書展」

展覽時間：2024 年 7 月 1 日（一）至 10 月 20 日（日）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5 樓藝術館藏區

更有趣的是，在常民單元中展出百年來，百姓食衣住行育樂所需的設計物品，包括早年的兒童桌

遊、農民曆、藥品袋、電影手繪海報、愛國獎券、郵票、火柴盒、尪仔標等，帶領觀展者重回童年記

憶的趣味。好比早期醫療使用的寄藥包，就是老一輩人的記憶，「寄藥包上的諧音梗可充分說明前輩

的智慧。」呂慧甄說，就連早期的手繪電影海報，都是回味臺灣當代生活的經典。

曾於 1905 年風行亞洲的糖果大王「新高製菓」，設計各式各樣的包裝盒、海報、紙牌，與以學

童為對象設計的精美用品、吉祥物「美味夢太郎」等展品，可以看出新高製菓的行銷概念走在時代尖

端，儼然是當代行銷宣傳大師。

脈絡與痕跡　共譜臺灣百年設計美學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林磐聳感慨，觀

展者藉由此次展覽，可完整觀賞到臺灣百年來

的設計脈絡，機會難得，他也引以為傲，「隨

著時間的推移，設計前輩必將逐漸凋零，往後

要舉辦類似展覽，想必難度會更高。」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

文獻展」預計在 2024 年 7 月移師國資圖，將

把9大單元「原汁原味」地呈現。開幕日當天，

林磐聳也將舉辦一場「設計封神榜：臺灣百年

美術設計發展」策展講座，除了策展介紹，也

將致謝曾為臺灣百年設計留下青史的設計家。

創價美術館館藏，最完整的一套日治時期的

美術藏品。

電影手繪海報。

各年代的郵票、火柴盒。

藥品袋、寄藥包。

由南天書局珍藏的 4 張地圖，可循跡找到臺

灣主體性的歷史脈絡。

1.

2.

3.

4.

5.

早期臺灣藝術家從事設計工作，經常笑稱自己是

「下海、兼差、賺外快」，多數不願意公開自己從事

過的設計作品，他希望能透過這次展覽，讓設計工作

者能鑑往知來，確立自己從事設計藝術的價值意義，

並把「美術設計」加入臺灣美術發展歷程之中，真正

建構臺灣美術史的全面與多元性，再創設計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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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的容顏：臺灣百年美術設計發展暨文獻展」

展覽時間：2024 年 7 月 5 日（五）至 10 月 17 日（四）

展覽地點：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總館　2 樓藝文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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