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81原教界2021年01月號97期 原教界2021年02月號97期

History Exploration舊事新知 古事により知識を學ぶ

透過
本次原教界出刊100期

特展，現場同時展示了

三十幅封面插圖設計原作，一方面

是《原教界》總編輯林修澈教授對

刊物封面的重視，也是我本身呼應

源自於對原住民族的手作藝術原創

力的體現，為因應每年需要不同手

法的圖像呈現，也加強了我對封面

插圖執行能力的自我提升，拓展了

我手作能力的廣度。

應總編輯林修澈教授的要求，在本期就我

創作封面插圖一路從圖像發想、選圖後的修正

調整、製作的過程等做更詳實的分享，不同插

畫風格手法的作品成形過程中的完整樣貌。

深讀文章內容 解讀主題意向

每當收到當期主題，因從未觸及過的原教

專業領域，不能只從文字的表相去解讀，我通

常在文章陸續進稿的時間裡，先上網搜集該主

題的相關資訊自己先做理解，再比對進稿的文

章內容提取創意切入點，作草圖構想的規劃，

在進行美術編輯排版的工作的三週時間，桌上

也進行了多幅概念草圖，同時去自我檢視主題

視覺傳達的方向是否明確，創意發想避免重複

性外，讓我每期循環倍感壓力的，是所提交的

封面設計提案用於設定的製作手法是否能如實

呈現，而不是草圖畫得出來，但實際執行上卻

無法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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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陳立君（《原教界》美術編輯）

注入提案定義 構成寓意圖像 

當期編輯部所收到作者所提供的影像圖，

是無法直接從中選取而成為封面主圖的困難

下，該如何將主題內容讀過理解，透過思考轉

化成寓意性的圖像設計！每到這個時期，我太

太總形容我是熱鍋上的螞蟻，坐也坐不住，工

作室樓上樓下到處走，不時翻找資料找出可行

想法。甚至加班熬夜一個晚上過去了，但仍舊

沒有自己覺得理想的畫面。因此一桌子的草圖

等到我把雜誌內頁美編工作完成的一校稿送出

去後，我才會彙整成提案方案，再仔細的繪製

成二至三組的提案草圖供編輯部確認。

確認草圖提案 轉畫精細圖稿

提案草圖是先以速寫方式縮小稿繪製，一

旦確定了提案圖面並不能直接放大來執行製作

插圖繪製，而是要放大至刊物封面相同尺寸再

進行描繪，同時修正圖像中物件的協調性，圖

像中的細節，紋飾的比例再做一次仔細的調

整，也讓自己再一次檢視模擬成品的樣貌，避

免在製作執行時有所偏差，也得花一、兩天的

時間反覆修正，每次修正環節都影印出來和原

畫做交互比對，在多次的確認後，才能開始進

行實作的階段。

總編輯林修澈教授引領我向與會貴賓說明在出刊100期特展中所展示的封面創作。

從文章內容提取草圖構想的規劃，彙整後繪製成二至三組的提案，確定了提案圖面，放大至刊物封面相同尺寸再進行精細修正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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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年年變新 創藝手作分享

2011年第37-42期的「立體紙雕」；透過
不同色彩紋理紙張，將精細圖稿描繪複寫在紙

張上面，依據圖案的配色仔細以剪刀剪下或筆

刀切割下，將各式大大小小的物件，或捲或壓

使其呈弧面狀，並依據精細圖稿的位置組合出

複雜又層次立體分明的紙雕作品，期望能夠栩

栩如生地講述本期刊物主題，帶給讀者愉悅的

視覺體驗。

2012年第43-48期的「版畫拓印」；將精
細圖稿的圖像仔細複寫在版畫膠版上，中間需

不斷反覆來回確認是否都已全部複寫在膠版

上，才能使用雕刻刀將線條逐步挖出，由小區

塊執行擴展到整個畫面來完成，最後將主圖外

的面積挖除，就可以用版畫上色滾輪滾上已完

成的膠版上，再將白色宣紙覆蓋其上，用版畫

拓擦用的馬連，將圖案轉印到宣紙上，之後再

透過電腦影像軟體將黑白轉換成彩色，並保留

版畫特有的紋理效果。

2013年第49-54期的「剪紙圖案」；以紙
為加工對象，將精細圖稿的圖像影印稿置上，

下方為150磅的黑色紙，先用訂書機固定上下紙
張，再以美工刀或筆刀等工具執行創作的藝

術。由內而外、先進行細部去除工序，漸進到

大面積輪廓的去除工序，融和剪紙技藝和插畫

藝術下的剪影鏤空圖像，構成刀砌與紙感細膩

的剪紙圖案，再結合電腦合成色彩繽紛的細緻

影像。

2014年第55-60期的「棉紙撕畫」；輕透
薄軟的彩色棉紙為創作素材，將精細圖稿的影

印稿置上，下方為配色設定的棉紙，用訂書機

固定上下紙張，中間置入以鉛筆碳粉自製的覆

寫紙將所需圖案複寫後，改以沾清水的毛筆描

繪複寫出來的線條，再用手仔細將圖案撕下

來，並保留下棉紙纖維毛絮狀，用筆沾稀釋的

白膠水由內往外刷上膠水固定物件，依序完成

各單組圖像物件，再組合成如水墨暈染邊緣效

果的完整畫面。

2015年第61-66期的「拼布手作」；通過
拼縫各色棉布素材的圖形創作風格，仔細在布

料轉寫描繪後剪下的布料，邊緣白膠經過貼整

成許多小物件，耐心細緻地縫製，對照精細圖

稿將圖案一塊塊拼接起來，製成的圖像物件層

次分明，富有明顯的立體感，把它放在底布或

色紙上，圖樣猶如浮雕般微微凸起。

2016年第67-72期的「刺繡手作」；在素
色棉布上描繪圖稿後，套上刺繡框，棉線如顏

料，針如畫筆般，才能一針一線交織出做工繁

複的圖案，將其圖稿如實轉譯在布面上，透過

穿刺交織的線條，形成浮凸的彩色筆觸，卻比

素描的筆畫還要費時許多，耐性的刺記出樸實

卻色彩細節分明的圖面。

2017年第73-78期的「蛋殼鑲嵌」；仔細
描繪轉寫圖稿到牛皮厚紙板上，將壓克力顏料

以筆刷彩繪蛋殼，風乾後噴上透明漆，接著壓

碎成大小不一碎片後，在欲貼附的區域塗上稀

釋的樹酯膠水，依據圖稿色彩規劃，將大大小

小各式各樣的顏色碎片鑲嵌（馬賽克Mosaic）
貼上，逐區完成組合拼貼成如陶瓷片鋪面而成

之色彩斑裂圖像的表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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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2011年決定了「手作風格」的封面設計

執行，除了「立體紙雕」、「拼布手作」是我

原先就有的製作能力，而「黏土雕塑」是我將

就學時期所學純藝術立體雕塑的手法，為此封

面設計所採取的另類手法，至於其他的創作素

材，也是利用每年12月號出刊後，開始上網搜

尋或購買相關書籍研究，花了近兩個多月自學

實作後，才能確定本年的手作風格。

我曾向總編輯反應，一個封面設計師會根

據設計案的需求，委託專業插畫家來製作插

圖，而專業插畫家也僅以自己專長的單一風格

來繪製，若按照總編輯的需求下，13年來應該

要委託十幾位插畫家來完成才對。但在預算有

限的困境下，努力將自學技藝來盡力達成，提

供了全心投入的專屬客製化創作成品。

時間說快不快，說慢不慢就這麼流逝，今

年為了100期的展覽把所有作品一一的放在桌

上審視，沒想到在總編輯林修澈教授的要求

下，我也真的把這些不同風格的創作方式展現

了出來，看著這一幅幅的作品，那些獨自熬夜

與手上素材奮戰的記憶又一一浮現，每一次創

作都只專注在作品表現的我，可能沒有大名氣

或好營收，但看著這些「孩子」，自覺對品質

的要求與堅持，無愧於那些年創作的時刻。

2018年第79-84期的「黏土塑型」；以油
性黏土加以塑型，因只有白、黑、紅、綠、

藍、深土、粉紅色，要先將油土由上述顏色自

行相加揉壓製造其他近20種顏色，以因應製作
成品上的配色需求，仔細描繪轉寫圖稿到牛皮

厚紙板上，以利完成的各色物件皆能置入依圖

稿所標示的大小及位置。圖形的塑型精確到位

是大工程，圖稿是平面，透過各式整形、細

雕，揉捲，交編圖案組合成圖稿所設計之圖

像。塑形成半立體浮雕感的圖樣，

2019年第85-90期的「蠟筆彩繪」；以硬
筆將圖稿描繪到模型板上，木板上呈現出凹陷

的線條圖稿，再用粉蠟筆逐筆上色後，而凹陷

的線條因無法上色而自然呈現留白線條，圖面

色彩形成如油畫般的筆觸感，最後將圖形最外

圍部份切除，造型出一幅色彩豐富的圖形版

塊。

2020年第91-96期的「捲紙手作」；描繪
轉寫圖稿到白色厚紙板上，將圖稿描繪到配色

所需的色紙，並用筆刀仔細切割各色彩大小物

件後，再轉貼到白色厚紙板上，最後裁切所需

色彩紙條，黏附在圖稿設定所需的線條位置，

有直線、曲線、裝飾線的執行工作，要如何將

曲線的長度及捲曲度精準掌握並仔細黏貼固

定，對此黏貼作業更是耗時費工，在時間壓

力、專注力和應變力也從錯誤中得到了執行成

果，讓捲紙手作的成品有如線條結構相連結的

精緻圖樣。

2021年的97-101期的「仿玻璃膠」；在精
細圖稿上貼附投影片，使用透明塑膠軟性的擠

壓瓶，裝入自製的半稀釋黑色樹酯膠，在投影

片邊擠出膠態液體成黑色線條，有時會發生擠

得過多或突然擠不出來的狀況。在此之後平放

約三小時，才能修正清除過多的黑膠線條，再

使用壓克力水彩填入所有黑膠線條構成的空白

處，還需經過三小時自然風乾才得以形成具有

張力狀的膜狀色彩，也因壓克力水彩是屬於透

色性很高的膠性工具，待成品完成後即具有玻

璃彩繪般的明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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