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花布中探索趣味板橋

◆ 地圖創作者／林琬津

插畫地圖的製作方式種類繁多，除了採用傳

統繪畫工具進行圖面上的描繪與上色外，還可以

採取其他的媒材來加以應用，創造出一些特殊的

質感與趣味。曾聽說某些中小學老師在從事鄉土

教學製作鄉土地圖時，還會鼓勵學生多多使用與

當地特色有關的素材來進行創作，讓地圖所呈現

的質感更為貼近當地的風土民情。

很高興見到系上的林琬津同學為板橋市設計

了一張以捷運府中站周遭旅遊景點為主題的導覽

地圖，初次欣賞便愛不釋手，在瞭解地圖發展過

程之後，更佩服她製作過程的嚴謹與細心，很想

藉由這篇文章與大家分享，而林同學也願意大方

地將製作過程提供出來，讓大家得以一窺究竟。

有別於一般公家單位所發行的導覽地圖，這

張地圖的表現形式相當特殊，圖案部分完全採取

手工製作方式，結合拼布、刺繡、拼貼等手法，

讓作品呈現一種全新的視覺風情。當初創作者必

定瞭解自己在手工藝創作上的專長，並且希望能

夠充分地將拼貼藝術結合到地圖的製作上，於是

便決定採取以布料作為地圖的製作素材。

布料的選擇

這張作品主要是以不同顏色、紋路與圖案的

布料來取代顏料，所以布料的挑選務必多元，各

種的顏色與花樣都盡量收集到位，以便擁有更多

的選擇與變化。地圖中可以清楚的看到林家花園的造形非常的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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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布料分別剪裁成各種形狀，這是作為

未來裝飾地圖四周文字說明區塊的底紋，創作者

將它們整齊地貼在裱板上進行翻拍，隨後使用電

腦軟體予以去背景處理。原則上，作為底紋的布

料應該以素面為宜，如此才不會在鋪上文字後影

響閱讀性。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為背景的底紋布料

外，花布的選擇應以小碎花或是以點線面的圖案

為宜，紋路豐富且明顯的布料可以增加圖像在視

覺上的立體感，更可以搭配圖像主題的需求。而

布料上圖案的體積也不宜太大，以免在製作成地

圖圖像後，無法完整欣賞到它們線條的美感。

地圖圖像製作

首先，創作者必須將府中地區一些深具地方

特色的建築、景點、風味小吃、商店、公共建設

等，進行全面性的造訪與資料蒐集，然後根據其

外貌特性與實質內涵分別設計出代表性的造形。

唯有對設計主題累積出足夠的認知能量，才能夠

發揮創意，製作出極富地方風味的插畫地圖。

資料蒐集完備後，隨即展開地圖圖像的製

作。創作者採取抽象的表現手法，在為數眾多的

布料中挑選出符合主題的花色，裁剪切割出適中

的造形，再利用膠水以拼貼的方式將每個圖像逐

一組合完成。對於某些需要比較細部描述的部

分，則應用各色棉線以刺繡方式勾勒出輪廓線，

或者適當的添加了緞帶作為搭配，讓每個圖像更

趨完整與精緻。根據創作者表示，這些地圖圖像

的完成不僅費時費工，還得在製作過程中隨時留

意到圖像間造形與色彩的統一性，是整個製作過

程中最辛苦的階段，卻也是最有成就感的部分。

最後完成的三十多個大大小小地圖圖像，排

列起來真是壯觀，繽紛的色彩與有趣的圖案，充

分展現出布料的美感與造形的趣味。創作者隨後

將它們固定在裱板上逐一翻拍，儲存成為數位圖

檔，以便在最後進行組合的動作。

各種顏色的布料分別剪裁成各種形狀備用 創作者利用花布的圖案仔細地製作出各式的地圖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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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圖輪廓線

地圖的輪廓與街道線條是使用電腦軟體

Illsutrator的筆刷效果所描繪出來的，主要將府中

地區的主要幹道與舊城區附近的道路標示出來；

而地圖的背景則選擇淺藍色布紋，有種畫布的質

感。接著在線條的封閉區域分別填入不同的底

色，用來區隔府中地區幾個不同發展的時期與重

要區域。

檢視這張地圖的電子檔，發現它的尺寸非常

大，因為唯有大版面才能夠容納地圖中數量龐大

的圖像與說明文字；因此擁有一部功能超強的電

腦配備是絕對必要的。

二、地圖元件的組合

在舊板橋火車站尚未遷到新址之前，府中一

直是最熱鬧的商業活動區，除了餐廳、商家林立

外，林家花園、接雲寺、慈惠宮、大觀書社等的

文化古蹟更比比皆是。來到這裡除了享受到好吃

好玩的樂趣外，還可以親身領略到板橋的文化之

美。此導覽地圖主要的功能就是希望遊客能夠多

加利用捷運系統來到這裡，展開一趟知性的府中

之旅，並且提供遊客在探索過程中的導覽服務，

不僅僅停車場、便利商店的位置納入其中，板橋

古城各個城門的原址也以圖形方式標示出來，內

容相當詳實，當然製作起來也相當的繁瑣。

之前所完成的三十多個地圖圖像開始進行

組合的工作。由於每一個圖像都經過去背處理，

利用花布拼貼而成的板橋地標建築生動有趣

輪廓線標示出主要幹道與舊城區附近的道路

電腦後製階段

電腦的後期運用可以讓地圖製作的精確度大

大提升，而且數位化處理可以讓地圖在印刷編排

流程中獲得較佳的品質與控管。這張地圖在前端

作業雖然仍保有手工的特色，但為了應付地圖上

大量的文字資訊與符號的標示，數位化似乎是最

佳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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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心以及專業設計的功力，它不僅僅只是一張

導覽地圖，還是一件傑出的創作作品，希望藉由

筆者的文字說明，讓大家對於地圖製作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

所以當它們置放在地圖版面上時，便可以利用軟

體工具自由的縮放、旋轉、複製、組合。設計者

將每個圖像分別存放在軟體的不同圖層，以便於

隨時可以進行移動與調整，而另外在新增的圖層

上逐一打上說明文字與地圖符號。由於是採用拼

貼的手法，每一個物件在畫面上應該保留原有的

立體感，所以創作者在物件下方刻意保留陰影效

果，空間感與真實性相對的提高許多。

當處理結構複雜、內容繁多的地圖主題時，

必須留意畫面的整潔與閱讀上的導引性。地圖中

幾個重要的景點像「林家花園」、「府中捷運

站」等可以特別加以強調，也就是稍微放大它們

的體積，並避免讓太多的圖像交雜在一起而影響

閱讀。此外，街道名稱的標示也必須清楚，字體

不宜太小或模糊不清。地名與街道名稱可以使用

不同顏色或字形來作區隔，也是貼心的考量。

再者是色彩的部分，這張地圖背景採粉藍為

基調，並輔以淺灰與粉紫色，以粉色系為主，四

周的棉布底紋也是採用柔和色調，讓畫面上的元

素能夠清楚的呈現，使整體的視覺感更為柔和。

手工地圖有別於一般電腦製作的地圖，它

多了一點藝術氣，也帶點裝飾的效果，使用者在

取得這類型的地圖時，不僅可以從畫面中獲得資

訊，還可能會為地圖中的插畫表現讚嘆不已。筆

者對不同形式的插畫地圖均感興趣，也從中得到

許多的收穫。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從這張地圖看到創作者 最後完成的三十多個大大小小的地圖圖像真是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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