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們記錄事物的方法不盡相同，紙筆之外，多半會選擇自己最為擅長也

最為熟悉的工具來進行，文字、繪畫、攝影、音樂等等各具特色；其中文字

要算是運用最廣的載體，只要稍微具備書寫能力，便能夠著手進行。舉例來

說，相信大家在小時候都寫過旅遊心得報告吧！老師總會規定小朋友在寒暑

假期間，將去過哪些有趣好玩的景點寫成一篇文章當成寒暑假作業，並要求

附上車票根或是入場門票作為佐證，旅遊的精采程度就全賴小朋友文字描述

能力與形容的本事；當然，要是濫竽充數胡亂寫一通，也難逃老師的法眼。

從那一刻起，我們便逐漸學習到如何將所見所聞透過文字描述出來，也累積

出如何體驗周遭事物，進而達到寫景寫物的能力。從臉書流行至今人人都成

了旅遊作家的盛況來看，當年老師的苦心可一點都沒白費，有時圖文並茂的

精彩描述，的確令人為之神往。

38

王開立 │ Kai-Li WANG

銘傳大學商業設計系助理教授

Tell the Stories of the Cities with Cultural Cartography

用地圖譜出台灣的大城小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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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了旅遊記事，「風景寫生」也是常被應用的

手法之一。風景寫生有時又被稱為戶外寫生，畫者運

用輕便的畫具與紙張，將眼前所見的景物快速描繪出

來，最大的特色是可以直接捕捉到大自然稍縱即逝的

光影變化。相信一般美術科系的學生都有戶外寫生的

經驗，戶外寫生能培養學生對於周遭事物的觀察力與

構圖寫景的能力，同時也可以趁機學習到如何擷取現

場的光影、時間等情境因素的變化，運用筆觸或顏料

恰如其分地呈現出來。

在此，極力推薦各位另一種與風景寫生有著異曲

同工之妙的繪畫形式，就是「手繪地圖」。這是一種

以最少量的文字，卻可以更清晰描述空間概念的記錄

手法，如果創作者本身對於地圖的結構與原理稍有概

念，地圖作品所散發出來的視覺效果與韻味有時還可

能會比文章來得生動傳神。此外在學校，手繪地圖創

作若與特定的設計教育課程加以結合，還可能迸出意

想不到的創意火花呢！

以下便將筆者過去的地圖教學經驗與師生創作成

果，透過圖文的描述，拿來與大家分享……

把畫地圖當成另一種藝術創作的形式

甚麼是地圖？有人說地圖就是地表事物投影的結

果，這句話其實只對了一半。由於地表上的事物眾多，

所以不可能將所有事物都涵蓋在一張地圖上。因此修

正說法，地圖是真實世界透過簡化過程後所重現的結

果，這點應該是毋庸置疑的。地圖繪製者從地表上篩

選了需要保留的資訊，並加以強調與註解，透過圖像

形式來解釋各式各樣的空間訊息；至於次要或是過於

瑣碎的細節，就可能從原空間中刪除或簡化；如此一

來，地圖的詮釋就變得十分主觀，但卻也更能凸顯主

題。

說到這裡，不得不讚嘆地圖的確是人類最偉大的

發明之一，自古以來，無論是航海家或者探險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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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溪鄉文化地圖。（王開立繪）



是靠著一張地圖遨遊四海、探索世界。地圖不僅僅記

錄地表現象與空間上的事物，舉凡山岳、河川、湖泊、

道路、建築、城鎮，甚至於物產等相關資訊，而且還

能將原本複雜的地理現象，以簡單扼要的方式表達出

來，提供我們對於空間方面問題的解答。從小，我們

便從地理課本中各式主題的地圖，認識到自己國家的

疆域、物產、歷史等知識，甚至在地圖中看見了全世

界。時至今日，隨著科技的發達，地圖的繪製早已運

用人造衛星空拍技術結合電腦繪圖方式來完成，不僅

精確度大幅提升，人們更能夠透過網路系統，大大提

升地圖的導航功能。

若從藝術的角度來觀察地圖，地圖的內涵便會呈

現出感性的一面。地圖學（Cartography）過去曾被當

作權勢的象徵，也被視為一種藝術形式，然而隨著漫

長的發展與演進，地圖中逐漸累積的藝術能量，讓它

變得更加美麗、更具內涵，且能夠引領閱讀者穿梭於

古今的時空。就拿古地圖來說，一張製作嚴謹、構圖

精美的地圖，其藝術性早已超越實用的價值，它們的

內容不僅僅是文明空間演變與發展的最佳鐵證，還是

研究美術史極佳的教材。

地圖的藝術價值雖然早已被肯定，然而對於現在

多數設計科系的學生而言，把地圖當成插畫的創作平

台，仍是十分陌生的。儘管查閱、瀏覽網路地圖早已

是稀鬆平常的事；在學生的心目中，地圖只不過是種

尋路工具的實用價值罷了。今天老師若要求以插畫地

圖形式來呈現某地區的空間特色，即使畫技高超的學

生也會覺得有些難以下手。因此導入手繪地圖的製作

教學當然是有必要的。

為了讓手繪地圖插畫能夠在設計類課程中扎根，

2   在出發前，調查小組針對士林地區大致畫出預計田野調查的路線。

（楊佳霖製作）

3   調查小組正在士林三腳渡堤防上進行現場觀察與資料蒐集。（林

彥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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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指導的「文化創意產業」課程之中，特別安排了

大約三週地圖插畫的入門教學單元，專門介紹地圖的

種類、地圖構成元素、空間表現手法、繪畫風格等知

識。為此，我還特別準備一疊過去蒐集到不同地區的

地圖作品給大夥兒參考觀摩，提供學生藉機吸取足夠

的地圖養分，並讓他們觀察各種不同地圖的插畫表現

手法。最重要的是，我也藉機捲起袖子與學生們一起

埋首於手繪地圖的工作，並在過程中分享彼此地圖創

作的心得。（圖 1）

當地圖遇上了文化創意產業

誠如之前所言，手繪地圖與寫生在空間描述上是

有相似之處的；然而，地圖創作的複雜性相對較高，

可閱讀性也是必要條件，因此繪圖者必須根據現場觀

察與資料檔案為佐證，詳加規劃與構圖。當初在考慮

地圖創作的實施單元時，便鎖定系上一門深受學生歡

迎的課程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導入課程。這是專

門為發掘全台深具地方文化特質與開發潛力的產業，

並且指導學生如何將這些產業透過視覺化、品牌商品

化的訓練過程，若能結合地圖創作是極為恰當的。為

了地方資料採集的需求，地圖在本課程中除了仍具備

寫景敘事的基本功能外，還被拿來運用於田野調查、

現場履勘與空間記錄的任務上，當作目擊現場的第一

手資料，角色十分重要。

之所以在課程規劃中加入田野調查的單元，就

是希望學生在知識的獲得過程中，要更主動地去發

掘問題，不要只是依賴網路與書籍等二手資訊，積極

的去尋求問題的答案。田野調查能夠讓學生在資訊取

4   新竹市文化地圖。（王開立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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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過程，學習到如何規劃行程、與人溝通，以

及進行現場的觀察記錄，最後能夠完成資訊的分

析與歸納的工作。學生能夠藉由田野調查機會親

身體驗調查區域裡的人、事、地、物，主動去發

掘一些鮮為人知的地方典故，並深入體驗當地特

殊的生活習性、物產飲食、人群與空間，這些寶

貴的經驗是書本與網路所無法完全取代的。學生

在出發進行調查之前，必須事前做足功課，除了

上網搜尋現有當地的導覽地圖外，還必須預先在

Google Map 中瀏覽當地的地貌與街景，讓他們能

夠對當地空間有初步的認識，必要時還須列印出

來，以便攜帶到現場，作為空間比對之用。（圖2）

當調查小組依照計畫抵達現場時，分工正式

展開。成員們依循事前準備的地圖指示進行探訪，

一方面用相機隨處拍攝，同時也用筆記本或速寫

簿將所見所聞以速寫方式記錄下來。這樣手繪的

方式主要在訓練學生的觀察力，以及對所見事物

的描寫能力。調查者可以將當地較為特殊的，特

別是在一般傳統地圖難得呈現的景觀，像是市集

喧囂的人群、熱鬧的節慶活動，甚至路上偶發事

件等，都是極佳的入畫題材。這樣的記錄方式期

望是有生命活力的，務必捕捉到當地動人的一剎

那，如此未來畫出的地圖才會生動有趣。（圖 3）

地圖是文化訊息的傳遞者

地圖除了可以指引方向、尋找目標的正確位

置外，還是一種極佳說故事的平台，其中一種最

具人文特色的地圖形式就是「文化地圖」。我通

常在開學第一堂課會問台下的學生們：甚麼是「文

化」？學生往往會為這突如其來的問題不知如何

回答。為了加深眾人的印象，我選擇了最直接明

瞭的定義：「文化是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在

5   新竹市北門老街地圖的草稿。（林建宏繪）

6   八里打石業調查小組的文創商品開發與文化地圖展示。（謝佳穎攝）

7   在士林公民會館舉辦「大城小調」插畫地圖教學成果展的會場實況。

（楊峰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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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到處都充滿迷人的事物與風景，以及勤奮熱情

的民眾，無論是在大城市還是小鄉鎮，總有無數令人

驚豔的場景等待我們前往探訪。由於全台各地受到氣

候、地勢、產業、景色、住民等因素差異的影響，形

成了鮮明又具特色的區域印象，這些都是地方文化構

成的重要元素，值得去深入了解。

我在過去的教學過程中一直推廣「文化地圖」的

概念。所謂的文化地圖，在此是泛指記錄關於人類生

存空間中所發生的人事物的地圖。至於台灣的文化地

圖，是要在圖面上描繪近一世紀以來在台灣土地上某

些特定地區所發生的人文事跡，除��以地理圖像方式呈

現外，還別具歷史意義與教育功能，讓閱讀者能夠藉

由閱讀地圖方式來認識台灣、體驗台灣。（圖 4）

另外再補充說明的是，這裡所謂的文化地圖，還

必須在圖面上融入故事性元素，也就是呈現出該地區

的建築景觀、民生物產、節慶活動、民俗技藝、市井

生活等等。這樣生活化的描繪，在一般傳統地圖中是

難得一見的，也更能讓閱讀者一窺究竟，更深入了解

當地的文化特色。

以下我把文化地圖的繪製範圍與內容稍加界定，

以便讓學生可以遵循：

一、 針對台灣一些具有豐厚文化歷史背景的區域、城

市或鄉野進行深入的探尋並進行田野調查工作，

發掘出一些逐漸為現代人淡忘的歷史遺跡、地名

典故、風土民情與地貌的演變。

二、 根據各方蒐集之人文歷史與地圖資訊，進行手繪

地圖的規劃與描繪工作。此時應結合學生插畫技

法與美感能力，創作出一幅幅賞心悅目的作品。

這樣的課程設計一直深受學生們的喜愛，因為能

夠自己挑選感興趣的地區來研究，並且自行掌控研究

範圍與深度，一方面可以讓知識的取得更貼近現實，

另一方面又可建立自主學習的基本態度，讓學生養成

主動發掘問題、解決問題的觀念。我希望同學能夠在

走入各個城鄉進行田野調查時，抱持著一種愉悅的心

情以及一份強烈的好奇心，凡事多看多問，遇見有趣

的事物別忘了隨時記錄下來，即使只是一些雞毛蒜皮

8   幸福山城 — 菁桐（黃威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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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事也別放過。當然，研究成果之一，便是包

括一張手繪地圖作品。

看著一張張文化地圖相繼誕生

每次坐在台下聽取調查小組們的田野調查報

告是一件十分過癮的事。學生總會興奮地將他們

一次次「出巡」的豐碩成果在課堂上與大家分享，

同時也初次看到他們實地測繪的地圖草圖。這個

階段的發表非常重要，因為對於初次嘗試繪製地

圖的學生而言，圖面詮釋方法的錯誤仍然很多，

老師應該在地圖正式上色前給予許多修正的建

議。地圖除了須具備基本的指示功能外，更期望

能夠看到學生在地圖的美感與創意上多加琢磨，

尤其是能夠感受到他們對於「體驗生活」的另一

番詮釋。（圖 5）

隨著期末發表時間的逼近，與學生討論的次

數也逐漸頻繁，看到各小組的地圖已由原先粗略

的草稿轉化成一張張精緻的文化地圖，內心感到

十分欣慰。這些地圖的表現手法各異其趣，有些

刻意採用復古的手法，有些則走詼諧搞笑路線，

還有的則展現出驚人耐力，精心描繪出內容極為

繁瑣細緻的導覽插畫。它們都遵循老師一個共同

的要求，那就是所有地圖線稿都必須手繪，至於

用何種方式上色，就由學生自行決定，完成後再

大圖輸出成全開作品，準備在期末的某次上課時

正式發表。

在文化創意產業課程的倒數第二週，我們舉

行期末成果展。我在教室中劃定數個區域，讓各

組成員負責將整學期的創作成果以攤位的擺設方

式陳列出來。每一組必須在限時之內竭盡所能的

把所屬區域布置成內容豐富的主題空間，並在指

導老師與業界專家的共同審查下，陸續進行口頭

發表，其餘的同學則在旁觀摩聆聽。此刻正是每

張文化地圖正式亮相的時候，現場可以看到各式

9   打石業之鄉 — 八里 ( 簡佑全等人繪 )

10   士林 — 八芝蘭鳥瞰圖 ( 林彥均等人繪 )

11   新竹市北門老街地圖（林建宏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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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紛的地圖展示，相機閃光燈此起彼落。（圖 6）

這幾年來，教學成果所累積的插畫地圖作品十分

豐碩，數量保守已經超過五十件以上，作品品質也不

斷在提升。為了讓歷年來學生的創作都有對外發表的

機會，老師還特別安排於 101 年 5 月在士林公民會館

舉辦了一場名為「大城小調」的插畫地圖教學成果展，

除了向一般民眾傳達文化地圖的概念，也是對學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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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的一種鼓勵。（圖 7）

由於學生作品的精彩程度實在超乎我原先的預

期，在挑選這些地圖作品以做為本文刊登之用時，反

覆觀看這些精心的創作，十分難以抉擇，礙於篇幅限

制，僅挑選其中五件佳作（圖 8-12），讓大家一窺文

化地圖的面貌。

12   羅東林業文化園區導覽地圖（陳映羽等人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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