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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至今已有九十幾年歷史的嘉義舊監獄，在 2005 年成為國定古蹟，規劃再利

用為監獄博物館的指標性意義重大，其保存完整的賓夕凡尼亞式建築文化資產，

高度具有研究價值，能結合歷史保存、古蹟空間活化與永續經營之目標，創造獨

特的品牌形象與經濟收益，也將會帶動嘉義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 

而在嘉義舊監博物館扮演品牌形象窗口的就是賣店，它能強化嘉義舊監博物

館品牌，賣店的營收會有極大助益，而商品可以提高參觀者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

認同，賣店更是減少嘉義舊監獄負面印象最佳的橋樑，而賣店裡的各式商品更有

著傳達博物館教育的功能，風格獨具的嘉義舊監賣店提供的大眾服務，親切的服

務人員，會塑造賣店及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正面形象，贏得更好的口碑。 

本研究從符號消費的觀點、賣店的定位、形象及可能發展，提出對於嘉義舊

監博物館賣店之建議，可分為三大部分，一是營造監獄風格博物館賣店氛圍建立

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形象，其策略為：（一）打造獨一無二的監獄風格博物館賣

店，（二）新奇有趣的監獄造型裝扮，（三）賣店內外空間的規劃，（四）賣店

提供消費者資訊、服務，（五）建立教育意義強烈的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 

二是衍生紀念品開發創意，嘉義舊監博物館屬於草創階段，在符號消費的風

潮下，賣店可以以市面上的監獄符號商品來作為開發的依據，被符號化的商品，

更能有品牌識別差異，可運用的創意模式有：（一）嘉義舊監賓州式放射狀建築，

（二）嘉義舊監故事，（三）手銬，（四）制服、牢服，（五）囚犯公仔、腳鐐，

（六）配合各節慶來設計，（七）跟監獄話題有關的時事。希望商品能以其意義

的稀有性，創造較高的售價，帶來較豐厚的營收，讓嘉義舊監博物館能永續經營。 

三是賣店的經營策略，建議為：（一）透過異業結盟創造品牌新契機，（二）

實體賣店結合網路商店經營，（三）限量、限地點的發行商品。期許賣店的成功

能為嘉義舊監博物館帶來更強的品牌競爭力。 

賣店將會為嘉義舊監博物館帶來文化、經濟、旅遊，甚至品牌的無限效益延

伸，這不但可以是台灣的博物館界的特殊品牌，也是嘉義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

展機會，更是未來嘉義舊監永續經營、傳達博物館使命的重要因素。 

 

關鍵字   嘉義舊監獄、博物館賣店形象、符號消費、品牌、創意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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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嘉義市是個擁有許多珍貴歷史建築的都市，在 1996 年面臨都市更新議題，當時

官方預備拆除嘉義舊監獄，此事件引起在地的人文團體對嘉義的歷史建築保存的重

視，並與官方引起一連串的歷史建築存亡拉鋸戰，也因為 2001 年 1 月稅務出張所的

被拆，更凸顯出政府與民眾之間合作與對立兩種不同的社會議題。嘉義舊監經過民

間團體積極的爭取、搶救，以及多次的「舊監空間保存再造」活動，漸漸確立了嘉

義舊監的文化與學術價值，終於在 2005 年 5 月被內政部公告指定為國定古蹟，預定

再利用成為「監獄博物館」，賦予這個空間新的生命。 

嘉義舊監獄創建於日治時期大正八年（1919），大正十一年（1922）竣工啟用，

建築群擁有悠久的歷史，連同臺北刑務所、宜蘭支監、新竹少年刑務所、臺中刑務

所、臺南刑務所同屬於日治時期創建的監獄建築，其保存完整的放射狀監獄建築群，

更高度具有建築發展史的研究價值，整體空間彌足珍貴。截至目前為止，其他多所

古老監獄建築均已隨著時代更替拆除或改建，1994年3月嘉義監獄搬遷至鹿草鄉，原

地之舊監改設為嘉義監獄嘉義分監，此後逐漸減少收容受刑人的數量，直至目前為

止完全沒有受刑人收容於此，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嘉義舊監所屬法務部編

列預算，著手進行古蹟建築基礎調查、修護研究與再利用之計畫。 

我國近年來積極推廣「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工作
1，為有限空間創造無限價值，

古蹟之維護與修繕，不但賦予其社會價值並使建築物得到更完善的保存與收益，古

蹟再利用帶來指標性的意義，除了是觀光旅遊的重點，亦為當地植入文化創意產業 

                                                 
1
 行政院文建會設有「文化資產總管理處籌備處」，專責推動文化資產業務，另在台南也設有國立文

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在各縣市文化局也有文化資產科，致力於本土文化紮根工作。接軌世界也是

近年文化資產政策努力的重要方向，透過世界遺產潛力點之推動、積極加入文化資產國際性組織，

如ICOMOS(國際文化紀念物與歷史場所委員會)、IIC(國際保存維護研究學會)、ICOM(國際博物館委

員會)及ICCROM（國際保存維謢協會）等，使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與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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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機。嘉義舊監建築群保存狀況完整，歷經臺灣日治時代、近代獄政發展與改革，

成為監獄博物館的指標性意義重大，其神秘性、特殊性將吸引民眾進入參觀、並可

實踐博物館教育文化使命，更能結合歷史保存、古蹟空間活化與永續經營之目標，

重新賦予嘉義舊監獄新的生命，並將之融入到嘉義市的整體發展之中。 

現今社會大眾的消費型態逐漸轉變，人們開始追求有品味以及悠閒的生活，而

休閒旅遊可以解除人們平時生活中的壓力，所以旅遊休閒成了生活中的「必需品」。

旅行的意義是讓自己可以看到本身所處以外不同的世界，造訪悲劇的發生地，強調

不管是自然因素造成或是因暴力、死亡、災難、悲傷造成震撼人心、怵目驚心景象

的黑暗旅遊（Dark Tourism），慢慢成為一種特色旅遊，很多人願意花錢體驗令人震

撼的場面、親眼看不幸的場面，記取教訓，這些場地或遺址述說真實的故事，這也

是各國的悲劇地點成為觀光景點或是博物館的原因之一2。嘉義舊監的監獄本質、殖

民血淚史，再加上有著一般人都不得進入的神秘感，將可以此特色為號召，引起好

奇心，吸引民眾參觀。 

在人文科學中，博物館的功能，能提供給參觀者各種不同的感受，社會大眾在

參觀博物館時希望博物館能帶給自己新的體驗，因此，各大博物館也開始轉變成多

元化經營3，博物館傳統的展示與教育功能已不能滿足社會大眾的胃口及新鮮感，博

物館漸漸成為以觀眾服務為導向及提供大眾文化消費的場所，藉由文化創意產業的

整合加值，可為博物館創造獨特的品牌形象與可觀的經濟收益，讓博物館的永續經

營奠定厚實的基礎，更擴大了服務領域和社會影響力，博物館品牌的時代已然到來。

每個博物館都應要有屬於自己的文化品牌，博物館地方風格的建立與文化品牌的創

造，提供創造文化繁榮的環境與一個城市競爭力的核心，對都市發展扮演著決定性

的角色，這也是各個城市競相爭取設立古根漢美術館分館的主要原因
4。 

嘉義舊監獄預計在2011年完成修復，配合嘉義市的著名節慶之一「世界管樂年

                                                 
2 如波蘭奧茨維茲 (Auschwitz) 納粹集中營、911 現場紐約世貿大樓( World Trade Center)，或是歷史

戰場，如美國南北戰爭的蓋茨堡  (Gettysburg)，或是監獄博物館。  
3
 如故宮與法蘭瓷、ALESSI、Sanrio Far East等著名品牌合作，開發各式衍生紀念品，另有配合特展、

節慶舉辦藝術季系列活動、新年音樂會等等多元化經營。 
4
 古根漢畢爾包分館於西元1 9 9 7年落成，為畢爾包累積相當多的經濟效益，其中包括稅收、工作機

會與媒體傳播效益…等，並創造開館五年吸引五百五十萬人次的訪客記錄。畢爾包從一座默默無聞

的重工業城市，卻因為古根漢美術館分館的建立，而聲名大噪，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新地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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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進行演出，也可趁機打響「監獄博物館」的名號。而嘉義舊監博物館若能成為

黑暗旅遊性質的特色觀光景點，成為代表嘉義博物館的品牌，這也將會為嘉義帶來

文化創意產業的生機。嘉義舊監其博物館產業可作為發展特殊文化觀光及提升文化

經濟的重要資源，更可以建立知名度，若創造出監獄博物館文化品牌，這可說是一

種最有效的文化行銷。 

如果博物館的各項活動要發揮更大的教育功能，只靠展示本身是無法擔任此項

工作的，還必須利用輔助性的活動和消費空間與設備，和參觀者積極產生互動，才

能達到目的，而博物館的賣店就是擔任此任務最佳的角色，賣店的存在更是行銷博

物館品牌的重要媒介。在當代社會生活品味與符號消費結合的風潮下，博物館賣店

成為觀眾的消費行為中不可或缺的體驗與博物館的品牌形象窗口，賣店實質的營收

更在博物館營運中佔一席之地
5。將博物館的文物典藏、文化資產轉化成為符合博物

館所代表的形象、以及凸顯地方風格特色的文化商品，並配合各種行銷推廣手段，

進行文化創意產業之商品開發工作，這些便是博物館品牌建立、賣店營運上的環節

與重點。 

未來整修開放後的嘉義舊監博物館除了讓民眾瞭解司法獄政歷史的沿革、殖民

血淚史外，監獄博物館的特殊性，絕對能帶給參觀者新鮮感，亦可讓民眾體驗被囚

禁的空間感，一般人或許會對嘉義舊「監獄」是有「忌諱」感的，而賣店則可擔任

起嘉義舊監與參觀者的橋樑，消除偏見、增加親切感，也可以讓參觀嘉義舊監的民

眾有特殊的購物經驗，而賣店的教育功能，可以連結顧客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文化

歷史意義，進而產生認同與情感、提高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價值認知。在嘉義舊監

博物館成立初期，也需要經費來改善各種軟硬體設施，賣店的盈餘可提供經費，建

立博物館品牌且永續經營。  

品牌所定位出來的意義是建立在與競爭對手的差異上，嘉義舊監博物館若能建

立起博物館界絕無僅有的特殊風格賣店，並開發自己的品牌商品，強調差異性的符

號商品，更能支持博物館的品牌以及嘉義舊監的永續經營。猶如法國學者布希亞

（Baudrillard）所提出「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必須先要成為符號」，商品的文化性、

                                                 
5
 如美國舊金山現代博物館「MOMA SF」在幾乎沒有政府機構的補助經營下，全靠賣店與書店的收

入維持，漢寶德指出，這是最成功的博物館賣店（漢寶德，200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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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意涵對於消費者的購買行為有顯著的影響。以此角度來看市面上流通的監獄元

素創意商品，造型百變、設計可愛，雖有監獄元素在裡面，但是並不會讓人聯想到

有關監獄的負面印象，而監獄符號與放射狀建築又是嘉義舊監博物館獨一無二的符

號，若是嘉義舊監獄符號能跟此一流通已久的創意商品做結合，進而開發起「品牌」

商品，或許能為嘉義監獄博物館做更廣大的推展，吸引更多的民眾來參觀。 

嘉義舊監賣店若開發起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博物館「品牌」商品，開發出博物

館界絕無僅有的有故事性和監獄符號衍生創意商品，配合監獄風格的特殊形象定

位、賣店擺設、異業結盟、限量、限地點發行的經營策略，或許能為嘉義監獄博物

館做更廣大的推展，吸引更多的民眾來參觀。而消費者在購買嘉義舊監商品的過程

中，間接吸收到有關嘉義舊監的知識，嘉義舊監的歷史、文化意義間接的也有了傳

承。希望透過本研究分析能對嘉義監獄博物館未來所規劃的賣店或是營運相關單位

提供不同之思維與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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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一間博物館的建築風格、展覽內容或是賣店商品特色，都可以吸引民眾前往參

觀，嘉義舊監獄歷經臺灣日治殖民史以及近代獄政發展與改革歷史，歷史價值珍貴，

其保存完整的放射狀監獄建築群，更具有高度的研究價值，嘉義舊監獄未來規劃成

為的「監獄博物館」，其獨特性在台灣是無庸置疑的，若是能利用珍貴神秘的符號

「賓夕凡尼亞式」建築以及監獄符號建立起其獨特的「品牌」，也就是一種符號價

值，相信對於嘉義舊監獄博物館的歷史傳承、永續經營及地方發展是有極大的助益

的。 

富有社會教育責任的博物館，如何透過品牌化建立起自身特色與形象，吸引民

眾參觀，讓博物館成為休閒假日親子出遊的場所，是現今博物館在永續經營發展上

的一項重要挑戰。嘉義舊監獄預計在2011年修復完成並將配合世界管樂年會進行演

出，結合嘉義最多人參與的節慶吸引媒體及大眾的目光，透過藝術表演活動、廣告…

等，可讓嘉義舊監知名度大增，使民眾感到新鮮好奇，踏入參觀意願會增高，嘉義

舊監舊有的定位與形象可因此轉型，使民眾樂意主動接近嘉義舊監博物館，發揮更

大的博物館功能。 

品牌所定位出來的意義是獨一無二的差異性，而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品牌化的

具體方式「賣店」是其中一項6。本研究將焦點集中在「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因

為賣店通常是觀光客流連最久的地方，是具有極大的力量來傳達博物館理念，可以

確實增強博物館的品牌，也最有吸引力容易讓參觀者有深刻的印象，賣店是行銷嘉

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重要媒介，也可修飾嘉義舊監的負面形象，商品的「監獄符號」

更可帶來強烈的視覺印象，成為品牌商品，是建立博物館品牌特色的最佳利器。所

探討並提出建議的部分包括嘉義舊監博物館監獄風格賣店形象之建立、嘉義舊監博

物館賣店紀念品、衍生品之開發創意、博物館賣店的經營策略，策略其中包括了的

異業結盟、限量、限地點之策略、以及商品網路通路。 

                                                 
6 何來香在 2007 年在〈從全球知名企業博物館的成立初探博物館品牌化的趨勢〉中提出建立博物館

品牌的具體方式包括特別展覽、贊助、館際結盟或合作、整合性行銷傳播、博物館賣店與網站、語

音導覽及MP3、公共空間、建築、能源策略（何來香，20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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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博物館賣店大多數的文化創意相關商品設計，皆是以透過原有館藏

物品來直接加入明顯的文化特徵圖案而轉變成該博物館的文化商品，進而建立獨特

的品牌符號。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獨具的符號，背後隱藏著深厚

的文化意涵，嘉義舊監另外也擁有多種可運用的監獄符號，嘉義舊監賣店未來開發

的創意衍生商品，商品符號化後所形成的符號價值以及文化意涵，消費者會因商品

具有象徵性之涵義、特殊設計感而購買，來彰顯自己的獨特感，這都會滿足消費者

追逐符號的消費模式。近年來人們喜歡具有個性化及差異化的產品，甚至尋求具有

文化特色的產品，而文化概念能表現於生活產品中，促使富有文化特色的生活產品

有一個嶄新的詮釋與面貌。 

在本研究的探討焦點「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若能參考市面上已有流通的監

獄符號創意商品這一有利因子，再結合嘉義舊監的符號，建立監獄風格的博物館賣

店，並開發監獄符號創意衍生商品，相信這樣的賣店對於民眾來說，是一大吸引力，

不但可以宣傳賣店口碑，其特殊監獄符號商品，再加上嘉義舊監獄之原有的賓夕凡

尼亞式建築特色跟空間，配合賣店的經營策略，更能鞏固嘉義舊監博物館之品牌。

希望透過本研究分析能對將來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之營運有所助益。 

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為以下三點： 

1. 探究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嘉義舊監建立特殊風格賣店的策略。 

2. 歸納整理市面上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創意符號元素，未來成為嘉義舊監博物館賣

店開發的衍生商品之可行性。 

3. 研擬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衍生紀念商品開發創意模式以及賣店經營策略。 

 

本研究分成兩大部分，一是文獻探討與案例，藉由博物館賣店、符號消費、品

牌的相關文獻，探討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的角色，以及符號消費的社會現象下

博物館賣店開發的品牌商品必須具備的符號特殊性，並以異業結盟增強商品跟品牌

的競爭力，再以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的成功案例作為未來嘉義舊監賣店商品開發以

及經營方法之借鏡，以及作為個案研究的嘉義舊監博物館環境概況、歷史、建築風

格、嘉義舊監保存運動始末等文獻資料。二是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形象之建立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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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文化商品的開發創意以及賣店的經營策略，也是本論文探討的主軸，說明嘉義舊

監博物館品牌形象因素之一的賣店形象、定位以及應有的教育責任，文化商品讓消

費者所產生的文化認同、歷史傳承意義，另外，以符號學來觀察分析市面上所銷售

的監獄符號創意商品作創意概念分析研究，以其為參考對象，從符號消費、符號學

的觀點切入，探討嘉義舊監賣店未來可採用的設計創意元素跟監獄符號的轉化，研

擬出相關衍生創意紀念商品開發的模式，以及賣店的經營策略，讓嘉義舊監有更佳

的經濟收益。 

本研究所探討的監獄符號創意商品內容極為廣泛，包含傳媒、網路上流傳的卡

通、生活用品（包包、服飾、手提袋…）、裝飾品…之監獄創意商品作為樣本，研

擬建議未來嘉義舊監獄賣店之可能開發的衍生紀念品，作為日後開發衍生品之參考

依據。礙於人力與時間的限制，不包含餐飲服務、監獄題材出版類商品（小說、漫

畫…）、電影、電玩、受刑人之作品、武器類，有關商品之實務製作、執行方式和

操作工具，也不在本文的探討範圍內。 

本研究各章節如下：第一章是研究動機、目的跟研究方法。第二章則是文獻探

討及案例分析，闡述博物館賣店的角色、符號消費理論、品牌的認同與異業結盟，

並以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為案例來作分析驗證符號消費，以成為未來嘉義舊監博物

館的借鏡。第三章則是介紹嘉義舊監獄，從嘉義舊監的歷史、建築形式、造就嘉義

舊監保存再生為博物館的「嘉義舊監保存運動」、嘉義舊監的人文基礎、並探討未

來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以及永續經營的推手「賣店」。而第四章主要是探討嘉

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建立形象與未來可行的衍生商品開發創意以及賣店未來的經營策

略，先從建立監獄風格的賣店形象開始，注重博物館教育延伸的賣店，並以市面上

已有販賣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來分析，作為賣店未來衍生品開發的參考對象，最後

再提出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的可行經營策略。第五章結論則是歸納總結嘉義舊監博

物館建立特殊風格博物館賣店形象的條件、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未來開發衍生商品

的創意、賣店未來的經營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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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與案例 

 

本章是文獻探討及案例分析，以博物館賣店的角色、符號消費理論、品牌的認

同與異業結盟當作本研究的理論基礎，並特別提出故宮、與嘉義舊監相同性質的美

國惡魔島監獄賣店做為案例，來分析驗證以上理論，以成為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的

借鏡。 

 

 

第一節  博物館賣店與符號消費 

 

在現代的消費社會中，博物館的經營必須透過多樣的方式來推廣，才能發揮更

大的教育功能，博物館賣店就是宣傳博物館的最佳媒介，賣店除了具有特殊的教育

功能，更是打造博物館品牌形象的要素之一，其營收更可讓博物館永續經營。賣店

所開發之文化創意衍生品牌商品，有著博物館專屬的符號，這符號與符號意義會深

深烙印在消費者心中，使消費者對博物館有更深的認知，這些商品的符號價值、意

義大於使用價值，讓消費者藉著消費商品去獲取商品的符號意義，符號消費現象充

斥在博物館的賣店中。 

 

 

2-1-1  博物館賣店的角色  

Loreena San Roman 說：「博物館就如同一面鏡子，它反映了社會的過去，和現在

的進步與發展，並與其他社會發展相結合，進而影響了整個世界（Roman，引自 

Boylan，1992：22）。」博物館定義在各國的解釋大同小異，綜合來說博物館應該是

一個「以研究、收藏、展示、教育為主，並帶有休閒、傳播、服務社會功能，向大

眾開放的非營利教育文化機構」。現今博物館存在的目的，不單只是一個蒐集物件、

進行研究和展示的空間，更應該是傳遞人類歷史文化、重現文明發展的場所。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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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博物館」的場所或機構，除了需要有豐富的藏品、專業的研究者以及合宜

的展示空間外，由於其富有傳承歷史和文化的責任，因此在歷史詮釋、教育推廣上

又顯格外重要。博物館也應該是一個能吸引民眾親近的場域，是一個在休閒假日可

以全家出遊、沒有距離感的場所。近年來，人文取向盛行，因此各博物館均有擴大

其展示範圍的傾向，這樣，博物館功能就更能彰顯，行其博物館教育目的。 

    博物館雖然仍是一個以研究和教育為主的機構，但在所有事物商品化的消費社

會中，博物館也必須透過多樣的行銷方式來推廣博物館。而在博物館裡最具商業性

質的便是「賣店」（museum store），賣店是屬於綜合性質的零售空間，因為它的定

位界於一般人所熟知的禮品店（a gift shop）與博物館展覽會場（a museum exhibit）

之間，它是構成博物館整體不可或缺的一部分，並在財務上與教育上協助博物館達

成既定的目標（Theobald，2000：9）。博物館賣店具有特殊的社會教育功能（周進

智，2005：299），而且賣店是打造博物館品牌形象的要素之一，也是觀眾在參觀博

物館之後的歸結處，賣店開發之文化創意衍生品牌商品為博物館打造品牌，也是博

物館營運上的重要環節。 

當我們去一個地方旅遊參觀，尤其是參觀博物館或是美術館，通常到最後都會

去逛賣店，逗留許久，在賣店參觀時，之前在展場的參觀經驗與所見事物將會一一

浮現，觀眾可以更瞭解在館中所看到的事物，若是在賣店看到喜歡的藝術複製品，

一般人都會買下做紀念，為參觀經驗提供了一個有用、愉快的記憶，來當成紀念與

回憶（Dickman，2004：173）。「一個良好的博物館商品經營，是一種具有極大力量

的行銷傳達媒介（John Curran，引自黃光男，1997：14）。」賣店優良的商品，可以

確實增強博物館品牌，甚至商品本身也可成為品牌之一，每件文物都具有生命與文

化的意義，可讓觀眾取得的文物商品，是擴大博物館展品被認知的強大誘因，況且

就參觀者的精神層面而言，既可產生無形的文化認同，更是充實生活的實際內容。

文物商品可增強文化產業的價值，如果能藉著賣店的商品讓博物館的展覽更具影響

力，可以讓參訪經驗更豐富，也會讓遊客更願意回來。 

博物館行銷學者 Kotler 曾指出，博物館的管理者時常低估了博物館所提供服務

的價值，他們經常把焦點專注在博物館的藏品與展示，卻忽略了觀眾的其他期待，

觀眾到博物館也許並不僅是參觀藏品與展覽，也將之視為一個沉思、社交場所、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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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購物經驗以及一個與家人分享美好時光的地方（張譽騰，2002：96）。博物館

為保護藏品，所以展示手法多以隔離式的靜態展示或是文字敘述，而造成觀眾時間

與心靈上的距離感，相對的，賣店的設置則提供一個讓人可以接觸、產生好奇並滿

足喜悅的體驗場域，也是博物館消除觀眾偏見並產生親近的最好方式。 

潘欣欣於2005年時，針對博物館賣店提出了六項賣店在博物館中扮演的角色
7，

也跟周進智在2000年提出博物館賣店所應具備的兩項功能（教育和財務功能）相呼

應，這六項博物館賣店角色分別為： 

一、 教育功能 

教育是博物館最重要的功用之一，對於博物館賣店也是，博物館賣店的評價會

直接反映出博物館的形象，博物館賣店協會
8在1981年提出了博物館賣店倫理規章，

強調賣店的管理及商品的選擇，特別需要維持高階的教育水準與目標。 

學者 Falk 以及 Dierking 認為：「博物館希望將準確的資訊傳達給大眾，促進

正面的記憶，就必須將賣店與展覽室等同看待（Falk & Dierking，2002：150）」。

事實上在博物館中，藏品的蒐藏、保存、研究，或是其他展示科技、吸引觀眾的娛

樂活動、經營促銷手法，都只是要讓群眾能進一步的和博物館產生互動和溝通之媒

介方法，「教育」才是博物館最終之目的所在，而博物館賣店能協助博物館教育的

功能，強調不論商品以何種呈現方式，博物館賣店的重點在於教育，所販售的商品

皆是具有博物館歷史、起源、意涵以及文化訊息的教育產品。 

在博物館賣店中，商品都是與博物館教育相互結合的，例如導覽手冊、複製品、

印刷品、衍生品的說明等，可以為參觀者提供博物館相關的資訊。今日的博物館為

順應潮流、突破競爭，賣店的商業行銷是必要的，而博物館商品設計結合多元的型

態和高度發展的創意技巧，加強了商品的深度與廣度，也更因商品的世界流通性，

可以輕易的將博物館的教育理念與館藏特色等透過商品，傳達給不同時空的觀眾，

達到教育的目的。 

                                                 

頁

7 見於潘欣欣〈將感動帶回家：以奇美博物館為例淺談博物館商品店〉，《典藏金藝術》，152 期，

92-95。 
8
 博物館商店協會是 1955 年成立於美國丹佛的文物衍生品的機構，旨在提供博物館文物再生與教育

服務的機會，並能增強民眾對博物館的學習動機，期能使民眾更接近博物館、喜愛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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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增加經費 

一間規劃且經營良好的博物館賣店，對博物館的財務絕對會有良好的幫助，更

是博物館要達到永續經營目標的方法之一。博物館為非營利的機構，過去的博物館

多數由政府編列預算補助，經營博物館的財源通常不用煩惱，然而現今各國的博物

館數量不斷增加，地方博物館、私立博物館也快速成長，政府補助縮減、社會捐款

降低，經費的籌募成為博物館經營上最重要的課題，怎樣吸引更多的遊客注目？如

何利用博物館內的資源來增加收入？在眾多資金籌募的方法中，開設博物館賣店是

其中之有效方法，規畫且經營良好的賣店，會為博物館帶來營收而也能讓博物館永

續發展。 

當今知名的博物館，其文物賣店的經營，均成為館務運作的重點之一，例如美

國大都會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Art）在一樓最便捷處，就設立大型書店以及

文物陳售處，使觀眾樂於親近與使用。法國羅浮宮（Muse du Louvre）新開發的地下

層儼然成為文物商品街，有五十餘家各類的藝術商店，其營運餘款可提供近五百名

員工的薪水。而龐畢度藝術中心（Centre Georges Pompidou）、奧塞美術館（Musée 

d'Orsay），也都是以文物賣店做為觀眾休閒場所。而免費參觀的英國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在文物賣店的消費額，也是重要的收入來源，我國的故宮與歷史

博物館，也在此項工作上有顯著的成效。 

經濟學者Frey在其所著的《當藝術遇上經濟─個案分析與文化政策》一書中提

到，在博物館內開設一家琳瑯滿目藝術商品的博物館賣店，絕對會帶來大量的收入，

並舉世界著名的紐約現代美術館（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為例，該館中有30％

的收入是來自於出版品與類似的商業活動，由此可知，博物館利用商業化的經營行

銷手法，確實為博物館帶來大宗的收入，博物館賣店也正式成為現代博物館自籌財

源不可或缺的管道之一。然而，廣開財源的做法在博物館中，所得到的盈餘都應該

回歸至博物館的整體營運中，美國大都會博物館和墨西哥美術館（Mexican Fine Arts 

Center Museum）則將賣店的收益視為支持博物館發展和教育活動推廣的商店宗旨，

將博物館賣店的商業收益轉化成為協助博物館財務的功能。 

三、 詮釋藝術品 

在博物館賣店出售適當商品，也是向參觀者宣傳博物館藏品的一種途徑，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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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營造一種與典藏品或展品直接相關的氛圍，讓博物館的展覽變得更加有趣。

另一方面，複製品可以幫助參觀者更進一步了解典藏品，例如一件古代器皿的複製

品，可以幫助人們了解這種器皿的實際用途，使人們有機會親身體驗它的使用方法，

而不僅是透過櫥窗觀看一件昂貴的展品。博物館賣店中的商品為館藏展品的延伸，

亦可視為另一種推廣藝術品的方式，能讓觀眾透過實體的體驗與收藏，深入了解藏

品的真實功能與永久保存參觀的經驗回憶。 

每一間博物館都有其代表性的館藏品，不論是複製品或是衍生商品，商品代表

的就是博物館的專屬符號，博物館賣店販賣商品，不僅可以詮釋館藏品，同時也可

將博物館的符號以及符號背後的意義印記在消費者心中，讓消費者對博物館認識更

深刻。 

四、 行銷博物館形象 

博物館賣店的位置通常都設於出入口處或大廳等參觀必經之地，所以建立親

切、獨具風格的賣店不僅是博物館的門面，也是吸引觀眾必須具備的要素，除了良

好的參觀環境和學習機會之外，還應該為所有參觀者提供優質的服務和娛樂機會，

讓來參觀民眾身心愉快，而賣店精緻的商品和館員專業的服務品質更是觀眾離開博

物館後維繫博物館形象的重要關鍵，更可因此建立了賣店的特色，如果賣店能夠吸

引遊客，博物館也會因此贏得良好的聲譽。 

五、 提供大眾服務 

博物館賣店在博物館中的地位愈來愈重要，並且具有多種功能，其經營目的當

然也與過去大不相同，博物館不僅提供社會教育活動，更因應大眾對於休閒娛樂以

及消費的服務需求，可藉由博物館賣店來增進觀眾與博物館間的互動交流，提供觀

眾完整的參觀經驗，參觀者可向賣店人員詢問有關博物館、賣店商品的資訊，賣店

的服務人員親切態度，可搭起博物館與參觀者之間的橋樑，也可塑造博物館的正面

形象。 

六、 與大眾溝通 

博物館賣店不僅可以滿足參觀者購物的需要，還能將博物館與參觀者的交流作

用發揮得更好，透過博物館賣店中的相關書籍、明信片、複製品以及博物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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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製品和其他衍生商品等，這些商品為觀眾所熟悉，能夠幫助觀眾以簡單輕鬆的

方式，更親近館藏展品所要傳達的知識，同時這個行為還可以將藏品知識和博物館

形象延伸到博物館之外，從而滿足由參觀引起的興趣，並鼓勵人們日後再來參觀。

博物館本身的歷史、文化、藏品意義這些較無趣味的歷史文獻也可以藉由賣店的商

品來傳遞給觀眾，做一溝通。 

此外，商品與賣店之間具有共生共榮的互動關係，商品必要有場域得以銷售，

賣店又必須靠產品維生。藉由賣店的進行的銷售活動，不僅將館藏的精髓帶入觀眾

的生活、滿足觀眾的文化需求，博物館的教育功能也得以延展，而賣店所得的利潤

又回饋博物館、贊助博物館的發展，並成為博物館永續經營的強力支援。因此，賣

店有著教育消費者的責任之外，也須背負傳遞博物館形象的責任。另由於當代的網

際網路的便利性，使得目前各博物館也無不致力於推廣網路商店，以提供消費者更

為便利的採購管道。更因博物館行銷意識抬頭，導致博物館之文化商品也走出博物

館，進駐更為貼近當下消費文化之通路，如百貨公司、書店及機場等，這些銷售通

路都迥異於以往的侷限，而以更多元化的行銷手法拉近與消費大眾的關係。 

    博物館賣店可為博物館增加經費，可詮釋館藏品，成為參觀者與博物館之間的

橋樑，為大眾服務，更擔負著行銷博物館形象建立博物館品牌的重要環節，賣店的

各類形商品更是可能成為代表博物館的品牌之一，無論是對博物館還是參觀者而

言，博物館賣店的存在絕對有正面的意義。 

 

 

2-1-2  符號消費 

消費是一種快樂經驗，對於一般大眾來說，消費時會讓人有愉悅的心情，參觀

博物館、在博物館賣店消費，除了讓自己有不一樣的想像、體驗外，獲得的就是一

種快樂的經驗。在高度商業化及經濟繁榮的社會型態下，消費者對物質慾望的提升，

使得基本的需求層次已無法滿足消費者，進而轉變為追求心靈感受，商品對於消費

者的意義大於它的使用價值，物品之間的差異性也成了消費者選購的重點之一。  

而消費者在享受愉悅的消費時，選擇商品的依據，其實是商品所附加的「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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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也就是說，消費者是在消費「物品的符號意義」，而非「物品本身」（劉維公，

2007：63）。商品必須改變其固有性質，從以前的「有用物」蛻變為「被附加某種意

義的符號」，也就是說，商品必須予以符號化，才能使消費者更強烈的認知它的存在

（青木貞茂：1991：63）。「商品符號化」顧名思義是指商品所承載的符號價值，所

有需求物品的消費經由符號包覆後，物品即承載了符號意義，包括品牌與地位，消

費者之所以購買產品大部分是因為符號的涵意，而非實質的使用價值，讓產品也成

為了一種符號意義。 

布希亞表示，商品有兩種價值，一是商品的「使用價值」，指的是「功能」之滿

足，這可說是由商品具有的品質、功能及性能之類所塑造出的價值。這些價值帶來

有效益的價值，也給消費者帶來有用性的價值。另一為商品「符號價值」，這是由

商品的設計、商品形象、顏色、品牌、個性、精神意涵、有關商品的廣告等組合所

帶來的認同經驗，這些形成商品的意象，而成為消費者的選擇對象，可以說形成了

符號的價值（星野克美，1991：19）。布希亞在《物體系》這本書中，提出一項重

要的觀念：「物必須要先成為符號，才能成為被消費的對象」。根據布希亞的論述可

以歸納出，在符號消費社會中，物品從最單純的物品形式（object form）到商品形式

（commodity form），最後轉化為符號形式（sign form）。因此消費不再強調使用價

值，轉而強調如何塑造差異化的符號價值，消費者重視符號的意義甚過於產品功能

的追求，讓消費者追求此符號進而選購此商品並且能樂在其中，正是這樣一個將商

品符號化的過程，在消費者心中型塑一種理想的情境與心理狀態，讓消費者心甘情

願的去消費商品，以獲取商品的符號意義，這就是符號消費（symbolic consumption）

理論，消費者重視符號的意義甚過於產品功能的追求。 

布希亞將消費社會看做符號操弄下的結果，商品轉化為符號，符號被當作商品。

所以當今很少物品是單獨提出，而沒有一個物的背景（脈絡）為其代言。消費對物

的關係改變了，物品不再只是對應一特殊用途而是對應於物的集合所代表的整體意

義。 

「物」原始的使用價值或交換價值逐漸式微，但靠「物」的象徵價值，也就是

符號價值來行銷的商品，卻能以其「意義」的稀有性，創造較高的售價。符號的價

值掩埋了使用的價值，符號成為消費社會的中心，透過商品的大量流通，使得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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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領域，誘發人類日常生活的實踐和消費意識（黃宏昭，1997：

77）。在這些符號消費中，消費者藉由產品的符號價值來拼貼自己的生活，藉以表

現自我、建立日常生活經驗的差異，如穿奇特的衣服、配戴獨特性的配件、拿名牌

包包，藉由消費不同符號，顯示自己的品味，也希望創造擁有屬於自己的符號，滿

足自己想要跟別人與眾不同的想法，以符號的擁有為目的，間接增強了符號的價值

性與同質商品的差異性，這樣會使消費者忠實投入某一種符號商品或是品牌，消費

者購買的是「符號」所帶來的價值感，消費者的意識型態就在無形之間與眾不同，

並產生一定的認同感。 

物品必須藉由加工的過程鑲嵌進文化系統中，沾染上文化意義後，才能夠讓自

己變成是符號。想要創造物品的符號價值，必須先瞭解哪些文化意義是可欲的符號，

然後才能以涵義化的方式將這些慾望符號轉嫁到物品身上。以博物館商品為例，每

一間博物館的賣店，都有其代表自己符號的文化商品銷售，當消費者參觀博物館在

賣店購買商品，有著代表博物館標記、符號的商品常會深深烙印在消費者的心中，

這些商品的符號價值大於它的使用價值，商品上的符號會跟博物館的品牌劃上等

號。博物館賣店販售的商品必須和該博物館展覽主題相關，能夠傳達博物館教育，

藉由精巧的設計將博物館的文化歷史意涵透過商品呈現給觀眾。在博物館賣店所販

賣的商品對消費者來說是一大吸引力，也可以為參觀博物館之行更增添樂趣，博物

館的文化商品琳瑯滿目，且具有代表博物館的符號，一般而言，可根據來源區分為

「典藏複製品」、「出版品」和「衍生紀念品」三類： 

第一類「典藏複製品」乃為博物館的精神商品，為承載博物館特殊意義、形象

及符號的主要商品，所創造的是觀眾對於博物館的景仰以及認同。如故宮的青銅器、

山水畫、及史博館之唐三彩等典藏複製品。館藏品是代表博物館的符號之一，消費

者可由消費這一最直接的符號，來連結到博物館經驗。理想的複製商品必須包含四

項內容：一是告知其產品的歷史背景；二是要對其產品規格、尺寸及原件與複製品

的差異、或是館藏編號做出說明；三是指出博物館為何要收藏該藏品及其中的淵源；

四是說明該如何照顧和維護產品本身（周進智，2002：214）。為商品附上各種解說

資料，這樣不僅可以幫助顧客了解他們所購買的商品，也可以加深他們的對典藏品

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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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類的「出版品」則大都旨在宣傳博物館之理念、研究成果的展現，出版品

廣泛的包含有博物館相關的館藏介紹、明信片、導覽手冊、期刊論文等，具有強烈

的教育意涵及目的。另一方面，博物館出版的典藏品相關書籍，讓賣店為考古學家、

歷史學家及所有需要蒐集資訊的專家，提供專業書籍。但當下的出版品已不再是單

純的平面書籍印刷，為因應數位時代的來臨，已發展出多媒體的互動性光碟，還有

博物館展覽活動的解說導覽手冊及展覽主題專書等。 

第三類的文化商品「衍生紀念品」則為博物館最大宗者，泛指運用博物館藏品、

展覽或館徽（符號）為設計元素所衍生開發的各類商品，此種文化商品往往具獨特

創意性，且蘊藏著大量的博物館符號，擺脫典藏複製的單調刻板印象，成為因應生

活美學、流行風潮而設計的時髦博物館紀念品，而得到消費者的青睞。其原因無它，

可能是具生活實用性，如文具、飾品、衣服、配件等。而衍生紀念品當中又可分為

兩類，有因應博物館典藏品所衍生出的文化商品，或者是與企業、藝術家合作，以

博物館形象、建築物、博物館視覺系統（CIS）開發出的商品，也就是創意衍生商品，

此類商品通常為博物館重要的品牌符號形象商品之一。另外，則還有一種是在特展

期間特別量身開發的文化創意商品，但其較具有銷售的時效性。 

博物館類型不同，文化商品也因此有所差異性，文化器物本身所蘊含的文化因

素，予以分析轉化成設計的要素，讓商品成為「符號」的承載者，把文化鑲嵌進商

品，成為一種「品牌」符號，是代表各個博物館文化以及品牌象徵因素之一。以典

藏複製品以及衍生商品而言，用博物館本身特有的器物（符號）來設計開發成商品，

可視為一種博物館文化的具體實踐，也可使觀眾更能瞭解、更親近博物館，而博物

館商品所具有的教育意義也讓消費者得到了相關博物館資訊，也會更加認同博物館

理念。 

每個博物館幾乎都有代表自己品牌的商品。如故宮最具知名的鎮宮之寶之一的

翠玉白菜（圖1），運用數位科技將藏品原有的樣貌、大小，按照比例作相等、縮小

的複製品，所衍生開發出來的商品就高達160件，這些翠玉白菜衍生商品有著各種的

功能，有的或許只有裝飾功能，但它的「物的價值」（符號價值）超越了這些功能

面，擁有只有故宮才有、代表故宮文化「符號」的翠玉白菜，藉以表現自我、建立

經驗的差異，精神層面超越了使用價值，也建立了消費者對故宮博物館品牌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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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的商品個個「符號」獨具，市面上功能相同的商品很多，但擁有在故宮販售、

印有故宮符號的商品更可顯示自己的文化品味。而擁有埃及藏品眾多的大英博物

館，也以代表「埃及符號」的各式造型小雕塑（圖2、3）結合甜點餅乾的禮盒，把

強烈的埃及視覺符號列入商品設計，與眾不同的設計往往吸引消費者選購，當然也

替大英博物館帶來可觀的收入，也是博物館打響品牌的要素。 

圖1、故宮翠玉白菜吊飾       圖2（中）、3（右）、大英博物館古埃及遺產系列              

（圖 1 出處：https://www.npmeshop.com/ct_Product2.aspx?LType_No=D&MType_No=D3&pg=2，2009/8/11） 

（圖 2、3 出處：http://tw.myblog.yahoo.com/jw!rPoN7Y6THhDKddM.pkJdINbt/article?mid=1862，2009/8/11） 

「符號」的運用在博物館的營運中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若是博物館本身的類

型和可運用的符號就極具特色，例如「監獄博物館」以及監獄符號，相信將會吸引

某些有特定喜好的符號收集者，會為博物館帶來宣傳效果。而且對於民眾來說，監

獄符號不常接觸可是又常會引起趣味性話題，也許這些監獄符號商品不具實用性，

但是藉著消費這不熟悉又具神秘感之符號，可以顯示自我、品味獨特、建立經驗差

異性，消費者認同符號所帶來的價值感，也在無形中進而認同了符號所代表的博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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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博物館品牌與異業結盟 

 

今日社會是個強調品牌的時代，有品牌的企業及商品會得到消費者的肯定及青

睞，博物館若能建立起博物館品牌，得到觀眾的肯定，將使博物館教育更能推廣，

能永續經營，若再以異業結盟方式使博物館及合作對象互蒙其利，能使博物館品牌

更具競爭力，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應遵循此方向來推行，協助嘉義舊監博物館

品牌化及永續發展。 

 

 

2-2-1  品牌的認同 

品牌是二十一世紀最有價值的資產，在今日的消費型態下，許多品牌導向的公

司體認到，建立市場品牌的形象乃是一項長遠也是迎合時代的投資。 

品牌（Brand）這個詞源自於「Burned（押上烙印）」，是指用烙印來標示自己

所有物品之意。市場上品牌的概念起源於 19 世紀包裝零售商品的出現，工業化將家

庭產品轉移到當地的工廠生產，工廠大批生產，同時需要更廣闊的市場，向那些只

熟悉本地產品的消費者銷售，但工廠很快發現，一些普通包裝的外來產品無法和本

地產品競爭，於是他們試圖使市場相信自己的產品可以與本地產品同樣被信任，所

以在包裝上下功夫，慢慢地讓當地人能夠接受，進而使用成習慣，這就成了品牌的

概念。 

美國行銷協會將「品牌」定義為「為了使店家的商品或服務與其他店家有所區

別，而創造出來的姓名、用語、符號及其他象徵（松村清，2007：20）。」行銷大師

Kotler 對品牌的定義則是：「品牌是指一個名稱（name）、專門用語（term）、標記

（sign）、符號（symbol）、與設計（design），或是前述各項的組合，藉以辨認製

造商或銷售者的產品（Kotler & Armstrong，1999：267）。」品牌的形象標誌常常與

特定商標劃上等號，強調的是獨佔性的商業符號，也就是商標，這一品牌符號被消

費者認知並且在心中形成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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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可視為符號的一部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物品，能在功能性的實質需要外

加上了感性及文化的因素，當消費者所購買的並不是商品的實質內容，而是某種代

表轉化而來的價值及階層地位時，品牌所賦予的意義便愈顯重要。品牌會左右消費

者的決策與判斷，購買某一種商品，先想到的可能是幾個知名的「符號」，我們稱

之為品牌符號，而不同的符號會賦予不同的情感，消費者更願意支付不同的購買價

格，因為這一個符號代表了消費者的形象、地位甚至是個性（黃振斌，1998：Ⅸ）。

一個成功的符號，能整合和強化一個品牌的認同，並且讓消費者對於這個品牌的認

同更加印象深刻（Aaker，1998：53）。 

但「品牌」代表的除了符號性的識別標記「商標」之外，品牌指的更是產品品

質或服務的象徵，品牌所涵蓋的領域，則必須包括企業整體營運的管理。因此，brand

不是單薄的象徵，乃是一個企業競爭力的總和。品牌就是對顧客的承諾（brand is a 

promise）（湯明哲，2008：2）。消費者對品牌的要求早已不是單純的要求，《品牌

魔力丸》書中指出：消費者的選擇越來越倚重在象徵性的特點或屬性上，也就是說，

消費者購買商品的決定因素主要在於對商品的信賴度多寡，而非產品特色與效益

（Neumeier，2000：9）。品牌可視為行銷的核心，企業賣的不再是差異化的商品，

而是在品牌化之後，具有差異性的「品牌形象」。「品牌形象」的重要性在於它的

獨特與魅力，是一股足以擄獲消費者心靈的力量。成功的品牌形象，可以取代產品

本身的功能或是產品的附加價值（趙珮君，2004：14）。 

一個成功的品牌，除了要有好用的優點之外，還必須能激發顧客的情感，要建

立信用，也要能建立它在消費者心中的價值感（Aaker，1998：45）。品牌的建立有

三個要素：辨識度、差異化以及說服購買。最初，品牌之所以產生，是為了與競爭

產品有所區別，以方便顧客記憶、辨認生產商，因此我們藉由命名及設計商標的方

式來建立品牌，讓消費者看到商標即可認出其商品，品牌魅力象徵了可靠、品質與

心理上的滿足感。第二，品牌的主要目的在與競爭者有所區隔，不管是在功能上、

經濟上或是心理上。第三，品牌需具有說服力，能促使顧客掏腰包採購。前兩種目

的主要皆在促成第三個目標的實現，亦即品牌的辨認度及差異化，皆在促成顧客的

採購。品牌的終究目的，必須要傳遞某種的價值，才能贏得顧客的青睞。當產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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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高的時候， 「品牌」的意義便成了選擇的主要因素。品牌必須以品質為後盾，

一個好的品牌也必須理性與感性兼具才能打動顧客（樓永堅，2008：5-6）。 

而品牌若要快速引起消費者心理上的認同與產生共鳴，訴說品牌故事是一種模

式。一個動人的背景故事，能夠讓消費者相信品牌，背景故事代表了一個品牌的傳

統（Bhargava，2008：204）。說故事是最具說服力、最能相互溝通交流的技巧，品

牌故事能讓消費者產生認同，喚起消費者對該品牌之間相連結的各種形象與聯想，

就如同與消費者分享情感經驗、傳遞流行資訊、透過同理心與認同感和消費者互動，

這些品牌帶給消費者各種的形象、聯想、情感、體驗，與消費者的經驗連接起來，

並賦予特定意義。故事能讓商品的優點及價值，轉換成情感因素，影響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Bhargava，2008：170）。 

品牌的最終目的是要讓消費者產生一種情感認同，一種消費價值的認同。當許

多企業都不斷強調要創造自有品牌時，在博物館界，也開始強調重視自己的品牌，

「品牌」的概念對於博物館來說，也不只是區隔與其他博物館的差別，更是塑造一

個博物館在觀眾心中的形象、定位、品質、和經驗的集合體。「品牌」對博物館經

營者來說，是透過標誌、符號、藏品、展覽、建築、活動、口號、商品…等，造成

有辨識度以及差異性，建立出希望在民眾心中留下的博物館形象。一個博物館可以

透過創造自己的品牌形象，以成為一個具有品質的娛樂組織和一個有特色、吸引人

且值得參觀的地方（Kotler，1998：14）。負有社會教育責任的博物館，如果能型塑

出自己的博物館品牌形象，透過品牌化建構起自身特色與、吸引民眾參觀，讓博物

館成為休閒假日親子出遊的場所，讓博物館教育更能推廣，也讓博物館能永續經營

發展。 

在台灣的博物館界，如果用品牌理論來說，最先讓民眾想到的博物館代表品牌

應是故宮，故宮是台灣博物館界的龍頭，向來是代表中華文化精緻藝術的殿堂，博

物館層級也明顯跟國內其他的博物館不同，珍寶藏品不但有說服力也非常具有辨識

度，在社會大環境的變動下，也開始注重博物館形象的行銷。故宮於2005年下旬，

首度打破國家級博物館對於開發衍生文化商品保守的作風，與台灣創意中心共同推

出「故宮博物院典藏文物衍生創意設計開發計畫」，希望藉由一系列以 「OLD is NEW-

時尚故宮」為主題的新形象概念行銷活動，透過響亮的口號吸引媒體及大眾的目光，

 21



以藝術表演活動、電影、廣告…等，讓知名度大增，而且成功改變了舊有的定位與

形象，使民眾感到新鮮好奇，民眾在進入故宮參觀之後，發覺呆板老舊的故宮形象

已經被明亮、富時尚感且具有故宮專有符號的大廳取代（圖4），賣店空間變寬敞了，

商品也變得更為有趣且富有設計感，所以願意再次回來參觀，成功的打響台灣博物

館界的「品牌」。根據故宮統計，2006年利用故宮文物的藝文產品或數位內容產品

總產值約有新台幣七億左右，實際繳回國庫和納入作業基金循環利用的金額亦高達

上千萬台幣，故宮的品牌化之成功，除了內部組織、法規制度、預算之編列之因素

外，故宮賣店所開發的創意商品更是占一重要環節。 

 

 

 

 

 

 

 

 

 

圖4、故宮一樓大廳天花板上的懷素自敘帖 

（圖出處：https://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090213/15323772_1.html，2010/5/20） 

如同某些品牌會強調「品牌故事」的道理一樣，在多種不同類型的博物館中，

有一種特殊類型的博物館充滿著獨一無二的故事，也一直都可以引起人們的好奇新

想去參觀以及具有話題性，對於行銷特殊文化、教化警示作用也有一定的效益，那

就是「監獄博物館」，向消費者動之以情，使消費者有更深刻的體驗，留下深刻印

象。不論是把已停止使用的監獄改置成監獄相關主題的博物館（圖5、6），或是把

監獄改置成其他使用的機能（圖7），它們都能吸引著一定的族群前來參觀，有著一

定的博物館品牌形象。這些歷史文化資產建築的再利用，有助於文化資產的保存與

延續，藉由各國不同監獄博物館所留下的文化資產以及營運模式相互的了解，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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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獄囚禁空間，無論是硬體或是歷史故事內容，都能夠提供參觀者豐厚的故事。

在今日高度發展的媒體世界中，地方故事也可以成為人們符號消費的對象。故事的

符號化不僅影響傳播的速度與範圍，透過符號化的過程，更影響地方空間的營造（劉

維公，2007：102）。 

豐富的故事、展示文物的特殊、有震撼力的教育警示作用、令參觀者有最特殊

的空間體驗…，這種種條件都足以讓監獄博物館建立起自己的品牌，吸引人潮參觀。

像台灣的嘉義舊監獄規劃成為博物館，有著轉型的歷史指標以及文化資產再利用的

多種意義，透過諸多類型博物館的品牌行銷手法來做對比參考，可以重新構思嘉義

舊監獄的未來發展。 

圖 5、柬埔寨金邊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圖 6 、Tuol Sleng Genocide Museum  
滅絕種族監獄博物館（圖出處：                  展示櫃裡充滿囚犯的頭骨（圖出處：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ol_Sleng，2009/8/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Tuol_Sleng，2009/8/15） 
 

 

 

 

 

 

 

 

 

 

 

 
 圖 7、由監獄改建而成的哥斯大黎加兒童博物館 

（郭藤輝攝，圖出處：黃光男《博物館新視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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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異業結盟強化博物館品牌形象 

    博物館要拓展品牌知名度，博物館賣店佔一重要角色，而賣店所開發的衍生品

以及賣店經營手法、銷售通路，若能與異業或同業結盟合作，吸引消費者的注意，

讓賣店商品能夠讓消費者產生記憶聯想，對博物館賣店來說，既可節省經費，又可

發揮強大效益。 

如何將生產者所生產的商品，經由不同的買賣流程交到需要者的手中，這是一

個最為基本的商品行銷過程。現代商品資訊及消費者的資訊可以說是一日千里，如

何將商品經由專業的包裝以及推廣到消費者的手中，更加考驗著現在每一個生產者

及業者的智慧。在今日的經濟環境裡，唯有掌握行銷通路才有機會成為贏家，但是

創造一個行銷通路需要花費非常多的時間、金錢及精力，因此在近幾年的行銷業界

中，流行以不同型態的異業聯盟，來突破上述的行銷障礙，以創造更大的商業價值

及利益。 

產業的不同，即稱之為異業，簡易的來說「異業結盟」就是不同產業為了達成

某項特定的目標，而以協議的方式進行合作關係，就是將不同的生產者結合在同一

個行銷通路中，或將同一生產者的商品透由不同的行銷通路銷售到消費者手中，施

行相關的促銷或合作，以達到利潤最大化、風險極小化，同生共榮的雙贏局面。 

在國內的博物館界異業結盟案例就屬 2006 年故宮與義大利知名家用設計品牌

Alessi
9的「創新經營策略」最受矚目，故宮跟隨時勢，從「數位典藏」至「產品授

權」，更進一步以與設計品牌Alessi「異業結盟」來創新經營博物館，此一策略讓故

宮的形象提升不少。故宮與Alessi以品牌結合的方式合作，在行銷上同時掛上雙方的

品牌，可以說是相得益彰，故宮可以跟當代的流行文化、社會脈絡對話，可以創造

新文化、創造新的產值，成為現今文化創意產業中最大的一個寶庫，故宮更因Alessi 

而打開西方國際文化創意產業的知名度，Alessi也因為故宮的老字號，而更添東方品

牌文化氣息與歷史感，可謂是東西文化交流，雙方也因異業結盟而使自己的「品牌」

形象更佳更響亮。博物館異業結盟創造了多贏的局面，不管是從商品、行銷方式、

                                                 
9 Alessi是義大利家庭用品設計的大品牌，在全世界的工業設計與家居用品領域中，都有著不可動搖

的地位，Alessi成立於 1921 年，初期以設計廚具起家，發展到 70 年代定下製造「夢想居家產品」的

方向，以追求創新、藝術與美感的設計理念，融合義大利傳統的金屬工藝，創造家居藝術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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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方式的異業結盟，都可以增廣品牌行銷通路以及提升品牌形象，為自己的營運

增加利益、永續經營發展。 

在今日的消費社會中，與品牌合作的商品，通常具有設計感，而且也常常限量

發售，這不但已經成為一股異業結盟的潮流，傳達的更是一種品味的象徵與情感的

訴求，當消費不再是以使用為目的，已經轉換成符號的價值以及象徵意義的擁有為

目的，設計不再僅是指產品外型結構、機能的設計，而是指潛藏於符號裡面用來連

結消費者情感的一種媒介。因此，各設計師無不努力思索創造出一種風格，可以用

來和溝通的視覺語言，當中除了運用造形、線條、色彩、質感及材料元素外，更積

極運用獨特的表達形式，以便傳遞品牌的概念美學。被運用最多的例子就是推出「造

型公仔」。近年來由於日本及香港潮流品牌的風行，設計公司紛紛推出造型獨特、獨

樹一格的設計師公仔，再加上超商業者採用公仔行銷、企業與廠商也爭相推出吉祥

物公仔作為代言宣傳的活廣告，推銷其品牌形象，使得玩具公仔蔚為風潮，成為時

下廣被討論的話題。 

公仔玩具從機能到造型它都不屬於傳統的玩具，以獨樹一格的方式成了一個新類

別，不斷的與各類的產業或不同的設計師跨業合作，所以公仔重視獨特性以及形象

塑造，甚至是尋求人們精神層次上的慰藉，表現出現實世界無法達到的想像意境，

也滿足人們追求與眾不同之現象。博物館運用公仔做品牌行銷，不僅能創造出品牌

差異與優勢，也能提高博物館與商品的曝光度與知名度，吸引消費者購買產品，進

而增加銷售業績。 

另一方面，博物館可與其他產業以異業結盟方式合作，開發博物館品牌商品，

藉由知名藝術家或設計師可以激發創造出不同風味且兼具市場性的文化商品，是博

物館應該善加利用的一個管道。博物館若能透過授權或是合作的方式，不僅能減低

品牌開發初期的大量耗資，也可快速的學習成功產業實際的品牌行銷經驗，除此之

外，也可以有效益的讓博物館文化傳達至不同的領域當中，相對的對於合作對象來

說，博物館本身的良好端正形象以及知名度也將會是合作產業所能借助宣傳的好夥

伴，兩者的合作製造雙贏的局勢。 

在下節的案例中，將以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的成功經驗作分析，「惡魔島監獄」

在電影絕地任務、監獄故事及觀光行銷的推波助瀾下，奠定惡魔島監獄在觀光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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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顛覆了傳統展覽式博物館的優勢。而監獄本身所具有豐富的故事也為惡

魔島加分，在惡魔島監獄裡發生的故事點滴，襯以惡魔島地理交通的險惡，不但令

人動容，更使觀光客的體驗更為深刻，這些文化概念的連結也替這座博物館打造了

獨一無二的「品牌」，打響了知名度，來吸引觀光客，增加博物館的營收。觀光旅遊

也可以說是一種蒐集符號的過程（Urry，2007：23）。觀光客就是為了「朝聖10」，找

到所渴望的符號，風景明信片、景觀模型、印有旅遊景點的馬克杯、ㄒ恤等，都是

旅遊者蒐集這些符號的證據（劉維公，2007：60-61）。觀光與地點、故事、紀念品、

人文互動、惡魔島刻意營造出的吸引力，用充滿著符號消費行為的惡魔島賣店，來

印證符號消費理論。 

 

 

 

 

 

 

 

 

 

 

 

 

                                                 
10

 Turner,V對「朝聖」過程的分析，可分為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從人際上及空間上與平日的居住地方

和傳統的社會束縛脫離出來；第二階段為「中介迷離」（liminality）的狀態，在這裡，個人所處的是

一個跳脫原本時空的「反結構」（antu-structure）環境，所有的傳統社會束縛都宣告暫停，強烈感受到

的只有那種與命運緊緊相連的「休戚與共」（communitas）經驗，以及與神聖或超自然領域的直接接

觸；第三階段則是「重新融入」(reintegration)時期，觀光客在此時重新融入原本所屬的社會群體。前

往朝聖之旅是一種快速進入「中介迷離」狀態的經驗，及所有平實的社會規範都還給社會，處於一

個理想的、前所未有的中介迷離區域，而得以放鬆（引自Urry，2007，《觀光客的凝視》：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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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的成功經驗 

 

博物館在文化概念連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了可帶動地方經濟、創造

地方風格、提供都市居民休憩、教育場域外，更能讓居民驕傲地認同博物館的存在。

而「監獄博物館」概念在世界各地漸漸受到關注，許多國家的監獄都成了重要的觀

光之地，成為一種黑暗旅遊類型，也儼然行成了一種特殊的「監獄文化」，可見監獄

空間所具有的高度吸引力是不容忽視的，這也是將舊有的文化資產加以活化運用的

實例。以美國惡魔島監獄這個著名的觀光景點為例，它從閒置廢棄的監獄搖身一變

成為熱門的觀光景點，賣座電影的推波助瀾，觀光客絡繹不絕，賣店更是擠滿了人

潮，以下將做一簡介及分析其賣店營運成功的經驗，並用符號消費、異業結盟等相

關理論作呼應，作為未來嘉義舊監獄博物館賣店之借鏡。 

 

 

   2-3-1  惡魔島的故事 

惡魔島（Alcatraz Island11，英語俗稱 The Rock）是位於美國加州舊金山灣內的一

座小島（圖8、9），面積0.0763平方公里，距離市區僅2.4km左右，四面峭壁深水，聯

外交通不易，因而被美國政府選為監獄建地，曾設有惡魔島聯邦監獄，關押過不少

知名的重刑犯，於1963年廢止聯邦監獄，1971年被納入金門國家公園，原本的建築

物改成博物館開放參觀，現與金門大橋同為舊金山灣的著名觀光景點。 

    圖8、惡魔島                          圖9、惡魔島空照圖 

（圖 8、9 出處：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3%A1%E9%AD%94%E5%B3%B6，2009/6/8） 

                                                 
11 「Alcatraz」是西班牙語的「鵜鶘」之意，因為最初此島為鵜鶘的棲地，聚集大量鵜鶘，於是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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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魔島監獄博物館是美國文化資產再利用的知名觀光景點，好萊塢影星史恩康

納萊、尼可拉斯凱吉主演的「絕地任務」（The Rock）就是在此拍攝，許多遊客慕名

而來，想窺探其神秘面紗下的景象，觀光客想對惡魔島有所了解，島上即有販賣惡

魔島簡介小手冊（圖10、11），這小手冊售價為1美元，手冊上對惡魔島監獄有詳盡

的介紹，精美詳細的導覽手冊讓觀光客可以瞭解惡魔島，也為惡魔島增加營收，而

無人看管的販賣亭形式（圖10），更是節省了人力成本。 

 
 
 
 
 
 
 
 
 
 
 
 
 
 

圖 10、投入 1 美元即有一本惡魔島小簡介。         圖 11、惡魔島小手冊（本研究攝） 

（圖出處：http://tw.myblog.yahoo.com/ 

jw!uW555LyfGRsrFExX7.81og8I/article?mid=374 

，2010/6/11） 

 

惡魔島最吸引遊客的地方是聯邦監獄舊址。監獄走廊被設計師命名為「百老匯」

（圖 12、13），圖書室、理髮部、廚房和餐廳沿著中央走廊一字排開。窄小的牢房

一間接著一間，犯人就生活在其間，只有親身走進狹小的黑暗監獄空間體會，才能

真正意識到自由的可貴。惡魔島監獄每個區域都有它的故事，據語音導覽介紹，惡

魔島曾是美國把守最森嚴的監獄，成為聯邦監獄後，共關過 1033 個犯人，光記錄在

案的越獄事件就有 36 起，唯獨三個人有可能成功越獄，以這三個人的越獄故事為原

型改編的電影曾轟動一時，三人越獄時所使用的工具也以商品型態販。惡魔島牢房

牆上殘留著斑斑血跡，語音導覽中模擬犯人的聲音訴說著當時的情景重現歷史，留

給參觀者無窮無盡的想像空間，觀光客也會有身歷其境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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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被囚犯們稱為百老匯的長廊                圖 13、昔日的牢房區（圖出處： 

（圖出處：http://www.wretch.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catraz，2009/5/7） 

cc/blog/pinkauction/13228948，2009/6/20） 

惡魔島另一個為人熟知的理由，就屬電影「絕地任務」了，而惡魔島賣店現場

不斷放映電影片段，並有獨立空間陳列著各式包含《絕地任務》（The Rock）、《阿

卡翠斯的鳥人》（Birdman of Alcatraz）、《衝出惡魔島》（Escape From Alcatraz）等

電影宣傳海報，不斷喚起遊客與惡魔島相關的符號連結與記憶，其中電影絕地任務

的一些重要關鍵景點，更是觀光客駐足拍照的符號重點。 

惡魔島特殊的條件（監獄）、特殊的地利位置（島嶼）、逼真生動的語音導覽

系統、豐富的故事、及賣座電影的推波助瀾，堆疊而成了惡魔島在觀光界、博物館

界的品牌。在經歷過親身體驗的監獄空間壓迫感後，人們迫不及待的想要衝出監牢，

大口呼吸新鮮空氣以及自由氣息，相對於可怕的牢獄場景，賣店的溫暖新鮮氣息就

吸引著觀光客，這種強烈氣氛的對比，讓大多數的人會選擇買紀念品來抒解緊張、

恐怖氣氛，來回憶旅遊紀念。 

一個觀光景點或是博物館的紀念品賣店，可以幫觀光客複習旅遊中的經驗以及

所見，也是一種休閒娛樂的體驗，消費者能從商品符號上加深旅遊回憶。惡魔島的

賣店，可以說是一個惡魔島符號博物館，只要是和惡魔島相關的事物或任何可以用

惡魔島圖樣製作的紀念物都可以符號化成為商品，舉凡書籍、地圖、馬克杯、書籤、

玩偶、衣帽、影帶、海報、磁鐵、鑰匙圈、貼紙、明信片、湯匙、鋼杯…一應俱全，

印上惡魔島的符號，這些符號商品以其「意義」的稀有性，身價就完全不同了（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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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6）。加上各式打燈和陳列佈置（圖17），和恐怖、生鏽、單調的牢房完全

不同，讓人想要駐足購買。 
 

 

14、紀念品商店販賣囚犯用的鋼杯           圖 15、囚犯人頭形磁鐵 
） 

 

 

 

 

 

 

圖 16、惡魔島小磁鐵。                          圖 17、書籍與電影片段播放：精緻巧妙             

的搭配，是館方用心的展現之一。 

（圖 、17 出處：http://tw.myblog.yahoo.com/jw!uW555LyfGRsrFExX7.81og8I/article?mid=374，2010/6/11） 

魔島本身條件並不好，不但是個獨立小島，且沒有天然資源，自然景觀亦無

特別吸引人之處，甚至是曾經為監獄的負面形象，但卻能夠反利用缺點為宣傳重點，

利用人們對於監獄銅牆鐵壁生活的好奇心、故事性刺激新鮮感、追求與別人的與眾

不同 差異性），成為舊金山重要觀光景點之一，加上惡魔島為場景拍攝的電影12，

每年吸引 150 萬人次的觀光客來參觀，打造一個極具觀光價值的「惡魔島品牌」，

圖
（圖 14、15 出處： http://www.wretch.cc/blog/pinkauction/13228948，2009/6/20
 

16

惡

（

                                                 
12

與惡魔島相關的電影：1962 年─阿卡翠斯的鳥人(Birdman of   Alcatraz)，1979 年─衝出惡魔島(Escape 

From Alcatraz) ，1996 年─絕地任務(The 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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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帶動經濟成長跟地方繁榮的最佳實例，

它因為類型稀有而引起觀光熱潮，周邊商品也因此大賣，與異業結盟創造就業機會，

也增加營收，造成民眾、地方政府、國家多贏的局面。從市場的需求面來看，販賣

的是種生活形態的「體驗13」，從販賣實體到販賣感受，讓產品成為一種體驗，消費

滿足，這種新型態的消費模式，正

符合

 一、惡魔島商品符號化 

消費者選擇商品所附加的某種意義，也就是在消費物品的符號意義，被符號化

的商品，才能使消費者更強烈的認知它的存在，而且消費者購買物品是按照個人對

物品的感覺，來做出選擇，商品的符號意義也就是物的象徵價值是引發消費者消費

的動力，消費活動的進行，是以差異性的符號價值為對象，而這些商品一經過符號

化，身價就大不相同。就像布希亞所說，這種消費的形式，強調貨品的差異，人們

購買

就在，把惡魔島上的商品符號、文化化，推銷自己特殊的博物館品牌，以符號

誘發人類日常生活的實踐和消費意識。 

 

   2-3-2  惡魔島監獄賣店成功的經營策略 

美國惡魔島監獄即是文化創意產業發

者的身體意識在接觸體驗行為後，得到精神上的

現代被壓縮的空間與時間， 

以商品為素材，為消費者創造出值得回憶的感受，塑造感官體驗及思維認同，

藉此抓住消費者之注意力，造成一種符號認同的消費市場（周能傳，2005：18）。而

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裡總是擠滿了人潮，其策略的成功，整理歸納可分為以下幾點

探討： 

惡魔島監獄符號商品藉以表現自我、建立經驗的差異，藉由符號顯示自己，創

造屬於自己的符號，也以到過惡魔島來彰顯自己的特殊經驗。 

惡魔島監獄在觀光客的心目中有一定的「品牌」地位，觀光客到島上朝聖、蒐

集符號、消費符號，惡魔島上處處充滿吸引力。符號化的商品，能以其「意義」的

                                                 
13 Pine＆Gilmore在《The Experience Economy》提到，體驗可分成四個領域：娛樂的體驗、教育的體驗、

逃避現實的體驗、審美的體驗（Pine＆Gilmore，2003：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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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性，創造較高的售價。替惡魔島監獄博物館品牌加分的就是它的賣店，在惡魔

島監獄販賣的商品，在一般的市面上也可以看到類似、甚至是相同的商品，但是冠

上了「Alcatraz」監獄的標籤（符號、品牌），把監獄文化品牌概念加入，身價馬上

翻了幾倍，跟市面上的商品有所差異，而這些周邊的商品販售正是現代博物館品牌

行銷

性，觀光客可藉著某些商品的文化意涵來瞭解惡魔島文化，惡

魔島

物館的品牌及永續經營有實

質上

商品的成功，除了商品符號化的成功，「說故事」也成為了惡魔島

的品牌特徵，故事為惡魔島的商品加分。 

的一種手法。 

惡魔島賣店商品排列井然有序，商品上「Alcatraz」符號字樣一字排開，直接衝

擊觀光客的視覺，賣店商品所使用的顏色，多以印象中監獄的顏色灰、藍、橘色居

多，商品種類多元，鑰匙圈、馬克杯、ㄒ恤、玩偶、磁鐵…，可滿足觀光客購物紀

念的慾望，觀光客消費了商品的象徵意義。在惡魔島的文化商品中，賦予了惡魔島

特有的監獄文化，使得有別於其它商品差異性的價值，讓惡魔島監獄的文化商品具

有更高的價值及紀念

想要傳達給觀光客的價值也藉著商品傳達出去。 

擁有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符號，這樣的符號使得品牌的認同比較容易被瞭解、

被記憶、並且與該品牌連結在一起，定位的競爭力也因此而被強化（Aaker，1998：

172）。惡魔島所販賣 的商品正是有此特點，惡魔島符號商品的熱賣，更宣傳了惡

魔島的在觀光客心中的品牌印象，「Alcatraz」符號在觀光客心中形成意義，而且具

有辨識度，與其他同類型商品有所區隔，也讓惡魔島的競爭力更強，賣店商品讓觀

光客產生對惡魔島監獄的情感認同，賣店也讓惡魔島博

的幫助。 

二、精彩的惡魔島商品故事 

品牌符號可以是一個視覺印象、口號、文句、隱喻（Aaker，1998：172），隱

藏在商品背後的動人故事，能夠引起消費者的認同與共鳴，讓消費者相信品牌，並

連結起品牌的形象與聯想，與消費者產生互動。故事不只傳達知識、也塑造了情境，

建立與消費者的感情聯結，而建立品牌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賦予產品的故事性。

惡魔島監獄賣店

惡魔島上的商品，除了上述一般較常見的日用品外，還有一些具有特殊故事背

景的商品，惡魔島監獄處處充滿了故事，這故事性在惡魔島賣店商品上看得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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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支平時處處可見的鋁湯匙（圖 18、19），在惡魔島上的意義除了是受刑人用資

源回收物所做的產品之外，更是犯人用來越獄的工具，惡魔島賣店將犯人越獄的故

事經過附在商品的背面，觀光客經由說明可以瞭解鋁湯匙背後的意義，也閱讀了一

個故事，而最特別的是，這湯匙背後所隱藏的符號意義「克服障礙」、「創造奇蹟」、

「重

 

 

 

 

 

 

 

 

 

圖18、19、美國惡魔島監獄販賣的鋁製湯匙，附以吸引人的真實故事加以說明。 

（本研究攝） 

只要故事說得好，就能在品牌和消費者之間，創造一個具有深刻意義且影響長

久的共享經驗。惡魔島監獄賣店藉由震撼人心的故事創造出商品的有效賣點，產生

出一種情感連結、一種無形的符號連結，這種無形的連結，將贏得更多的顧客，使

觀光客對惡魔島多了一份認同感，而有故事的商品具有親切性，更容易為消費者接

受，惡魔島監獄的故事是稀有特殊的、而且無法被模仿，這種無法被模仿的特性，

才能享有長期的競爭優勢，惡魔島商品故事能生動地傳遞商品品牌識別與傳承的方

獲自由」透過湯匙傳達出來，這也是最吸引觀光客、進而把它買回做紀念的原

因。這類「有故事」的商品，商品上雖然也有「U.S.A. AZ」的惡魔島字樣，在精神

層面，更是強烈的跟惡魔島連結，象徵「惡魔島」的符號隱藏於商品背後，觀光客

購買此商品，也就是消費了商品的符號價值。 

 

 

 

 

 

 33



式，

異業結盟即兩個或多個異業的公司為了達成某項特定的目標，而以協議的方式

進行合作關係，尋求共同的利益，即可稱之異業結盟。簡易的來說異業聯盟就是將

不同的生產者結合在同一個行銷通路中，或將同一生產者的商品透由不同的行銷通

路，全面性的把商品銷售到消費者手中。 

因惡魔島是位於舊金山灣內的小島，所以惡魔島的異業結盟行銷，就是與渡輪

公司合作，到惡魔島上需搭渡輪（費用是渡輪+門票），是由一家私人的渡輪服務公

司與

異業結盟的好案例。不過因為每天參觀

的觀

Pine＆Gilmore 在《The Experience Economy》提到，體驗可分成四個領域：娛樂

的體驗、教育的體驗、逃避現實的體驗、審美的體驗（Pine＆Gilmore，2003：71-75）。 

讀輕鬆讀物。教育的體驗的焦點轉移到消費者，教育需要消

費者更多的積極參與，消費者想要學習，儘管教育是一件嚴肅的事，並不代表教育

的體驗不能是一件快樂的事。逃避現實的體驗要比娛樂和教育的體驗更令人沈迷，

事實

也願

而這故事傳達的概念更可以強化惡魔島監獄的品牌。 

三、帶動文化觀光的異業結盟 

美國國家公園管理處簽約負責載運觀光客，渡輪大約 15 分鐘就可抵達惡魔島，

每半小時一班，船班非常的頻繁與方便，惡魔島行程再與舊金山市區的一些熱門觀

光景點搭配（如漁人碼頭、金門大橋），可以有一趟充實的舊金山觀光之旅。渡輪業

者與舊金山國家公園處互蒙其利，也是一個

光客人數實在太多，當場買船票通常都買不到，需要先上網預約購買。船票的

預售也是在控制參觀人數，以網路預售的行銷方式，兼具控管觀眾人數來保持參觀

品質，正是解決了參觀品質控管問題，這樣保障觀光客的參觀品質，對於品牌建立，

也是有正向的幫助。 

四、惡魔島賣店帶給觀光客特殊體驗 

娛樂的體驗是最古老的一種體驗型態，而且也是最普通、最親切的體驗，例如

觀看演出、聽音樂和閱

上，它們與純娛樂體驗完全相反，逃避者要完全沈溺在其中，同時也是積極的

進入一種令人沈迷的環境，為人們提供了一個逃避單調、忙碌生活的場所，體驗者

意花時間參加值得參與的活動。審美的體驗是人們沈浸於某一事物或環境之

中，例如在風景優美地區遠眺就可獲得審美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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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需求除了產品所能提供的基本利益之外，「體驗」往往也包含在消費者

的購買決策考量之中，從販賣實體到販賣感受，讓產品成為一種體驗，消費者的身

體意識在接觸體驗行為後，得到精神上的滿足。體驗決定消費者付費的意願，能夠

讓消費者從中創造出體驗、意義、與價值，更能打造出具有魅力的產品（劉維公，

2005：22）。就像惡魔島監獄，觀光客不用隔著玻璃，就能在真實的監獄裡體驗最逼

真的牢籠所帶來的衝擊及壓迫感，讓觀光客有深刻的印象，讓觀眾有真實的體驗的

服務

符號，賣店商品把體驗實體化，加強了

觀光

易到達，以限地點販售來造成商品的稀有性以及價值感，

只此 買不到了。觀光客要到惡魔島，需搭渡輪，

船票

，更是惡魔島建立品牌的策略之一。 

美國惡魔島監獄提供觀光客最真實的牢籠體驗，觀光客感覺體驗平常不可能進

入的監獄，滿足好奇心，惡魔島監獄為觀光客提供了一個逃避規律生活、一探監獄

樣貌的絕佳機會，監獄這種特殊的行銷訴求，成功的吸引了大量來體驗的觀光客，

而附屬於惡魔島賣店的輕鬆氣氛又跟監獄牢籠的緊張壓迫感又大不相同，雖說在販

賣東西，但它不一樣的是在監獄島上的賣店，在參觀完監獄後，賣店裡又出現同樣

或是相關的商品，所賣的是 Alcatraz 的品牌

客對惡魔島的印象，也成功的讓觀光客把這難得的監獄體驗的經驗帶回家，惡

魔島成為人們符號消費的對象，惡魔島成功的空間營造，透過符號化的過程轉變為

一座體驗的製造工廠。 

五、只「限在惡魔島」販售的商品 

「限量」、「限地點」是商品的銷售手段之一，這樣的口號會有強大的誘惑力而

引起搶購熱潮，惡魔島監獄賣店所販售的商品，只有在惡魔島上才買得到，在別處

皆無販售，也沒辦法從網路上購買，只限在惡魔島上販售，所以商品意義上的稀有

性也增大，即使它的售價高，商品還是熱賣。惡魔島監獄商品雖沒有限量的行銷策

略，但它卻以地點特殊不

一家別無分號，錯過此時、此地點就

也要事先預購，臨時起意的觀光客想上惡魔島若沒事先預購船票，很難買到票，

在這樣多重的條件限制之下，踏上了惡魔島，本身就是個難得的經驗，當然要選購

紀念品以證明有到此地遊覽過，觀光體驗和擁有惡魔島的紀念商品都是值得向他人

炫耀的，也可引起親友的話題以及討論，對於一些特殊喜好的收藏家來說（如監獄

商品收藏家），更是具有吸引力以及收藏價值。當然，惡魔島商品成了形塑惡魔島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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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形象的條件之一，商品有知名度，這也更加強了惡魔島本身的品牌認同。 

惡魔島商品符號化、說故事之運用、異業結盟、販賣體驗、限地點販售的這些

策略的成功，造成商品的熱賣而且有豐厚的營收，不但使惡魔島的品牌更穩固，也

讓惡魔島更能持續傳達它所負有的博物館理念以及永續經營，對於同性質的嘉義舊

監博物館來說，是非常值得參考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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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擔任起博物館行銷的最佳角色就是博物館賣店，博物館賣店除了可為博物館增

有休閒娛樂的體驗，也能夠成為代表博物館品牌的印象之一。賣店的溝通、服務、

文化概念的最佳實例，商品一經符號化，更能提升辨識度以及價值。 

符號化的商品，能帶給消費者更強烈的感受，現代消費者選擇商品的依據已

經不

而

且品

品牌，再

以賣

有的

。 

加經費外，販賣的商品能讓觀眾深入了解藏品以及回憶複習參觀的經驗，讓消費者

教育功能更是不能忽視，賣店是參觀者與博物館之間的橋樑，所販賣的商品，就是

符號結合

被

是基於物品優劣，而是偏向於商品所附加的符號意義以及象徵價值，符號意義

是引發消費者消費的動力，消費活動的進行，是以差異性的符號價值為對象，商品

一經過符號化，靠符號價值來行銷，能以其意義的稀有性，創造較高的售價，人們

購買特殊符號商品以創造出社會差異，消費變成一種快樂愉悅的經驗。 

而品牌是最有價值的資產，品牌可讓消費者信任，也讓消費者更有安全感，

牌是具有辨識度、差異化的，品牌理論套用在博物館界，建立品牌化的博物館，

能讓民眾更樂意來參觀，使博物館功能發揮到最大。透過博物館的文化行銷，可以

建立起博物館品牌，若是再運用異業結盟的策略，將會使博物館的品牌更具競爭力。 

就像美國的惡魔島監獄，靠它豐富的故事資本、以及難得進入的監獄空間體驗

吸引了大批的觀光客，創造了監獄的高附加價值，也建立了惡魔島監獄的

店為品牌行銷媒介，大量販賣符號以及有故事的商品，周邊文化商品也因此水

漲船高，帶來豐厚的利基，也為惡魔島的品牌以及永續經營奠立基礎，充滿符號的

紀念品也將加深觀光客的回憶以及旅遊觀光的印象。 

人們旅行不單是為了休閒娛樂，更是滿足多樣的需求以及好奇心，各地方所擁

商品特色、獨特性以及文化符號意象特質都大不相同，特色商品與文化觀光相

互結合，使旅遊多了深度與知性，也促進了地方經濟產值提高。對於第三章要介紹

的嘉義舊監獄，本身的悠久歷史及豐富的故事，經過一連串的保存運動，終於得以

保留成為監獄博物館，嘉義人藉此可以對嘉義這個古老的歷史文化資產更瞭解，這

也是嘉義將來發展博物館文化、使嘉義市更美好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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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嘉義舊監獄的人文歷史 

 

章介紹嘉義舊監獄，嘉義舊監本身擁有悠久的歷史及豐富的故事，經過保存

運動再生成為監獄博物館，而珍貴資產嘉義舊監的建築形式值得詳加瞭解，以嘉義

舊監的環境概況以及人文基礎特質，探討未來能夠強化博物館品牌以及嘉義舊監永

續經營的推手「賣店」。 

 

第

 

義舊監獄，歷經幾次的更名、遷移、毀損、修繕，到今日

的國定古蹟，充滿著故事與記憶，令人回味，也是嘉義舊監的重要資產，這些故事

對於嘉義舊監來說，是日後建立品牌的優勢之一，更可運用在創意商品開發上。嘉

14「賓夕凡尼

亞式」建築的其中之一，稀有珍貴，也是嘉義舊監的專屬符號，嘉義舊監的歷史與

賓夕凡尼亞式建築形式值得我們詳加瞭解。 

    

   3-1-1  嘉義舊監環境概況 

守所緊鄰嘉義舊監之北側，即使發生突

發狀況也能在短時間內緊急處理。舊監隔著林森東路與嘉義大學林森校區相對，南

側為宿舍區，與西邊鄰接舊市區，東側隔著新生路為原有之外監農場，目前是院檢

合辦公大樓，此外鄰近西南方有長榮公園，嘉義公園亦在東南方。故就舊監獄基

為住宅區，近處周圍尚稱空曠，多為低矮的建築。 

                                                

本

 

一節  關於嘉義舊監 

已有 90 幾年歷史的嘉

義舊監之所以成為國定古蹟，就是因為它的建築形式是現今僅存兩處

 

嘉義舊監獄位於嘉義市中心東北方，附近區域於日治時期就已經完成都市計

畫，主要大門面向西方正對維新路，目前看

聯

地附近環境而言，鄰近地區多

 
14 另一處「賓夕凡尼亞式」建築是在日本的網走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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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以下分別針對嘉義舊監鄰近環境作概況說明：  

一、  使用分區：  

嘉義舊監鄰近地區多為住宅區，其次為機關、學校用地，以及邊緣之綠地與農

地。不但遠離嘉義市區繁忙的商業區，且有北門車站通往阿里山上，成為直接觀光

動線的串連。附近之嘉義大學與國中小學，可結合教育機構成為嘉義舊監與住宅區

內共同的社區資源。 

二、交通系統：  

嘉義市市中心區道路略呈棋盤式（圖 20），道路系統以輻射狀聯外道路與鄰近太

保、

高鐵嘉義站，與嘉義縣區域合作構成道路網，成為嘉雲地區

的交 嘉義市與區域間之溝通。在鐵道系統方面，阿里山森林鐵

路為

以嘉義舊監為中心，鄰近地區觀光資源豐富（圖 21），可串連的文化及觀光資

源

資

與

區之繁榮，嘉義舊監獄可與這些景點發展成帶狀的嘉義市文化觀光圈，未來周邊的

商業發展會更具潛力，將讓嘉義市展現全新風貌。 

 

水上、民雄、中埔、番路、竹崎等鄉鎮連繫。對外交通網絡有國道 1 號，縱

貫公路台 1 線及台 18 線，鐵道運輸則有台鐵西部幹線及支線阿里山線。另鄰近交

通網絡以台 82 線「東西向快速公路－東石嘉義線」、國道 3 號、水上－嘉義航空

站及由高鐵大道連接

通轉運點，亦強化

著名森林觀光鐵路，具歷史與觀光雙重價值與意義，在嘉義有設有嘉義、北

門二站。  

    嘉義舊監鄰近火車站，而嘉義火車站可連結縱貫鐵路、阿里山森林鐵路、中

山高速公路，交通便利，舊監外圍道路寬闊，發展為觀光景點，對於外縣市遠道

而來的人，交通方便，若與附近嘉義市景點串連起來，更是建立嘉義舊監品牌的

一大助力。 

三、舊監附近觀光資源 

包括：鐵道藝術村、菸酒公賣局、嘉義博物館、交趾陶博物館、嘉義公園、史蹟

料館、北門車站、蘭潭等，而這些景點也是嘉義市推觀光發展的重點，這些古蹟

歷史建築等資源，可發展為極具吸引力之嘉義觀光藝文休憩中心，以帶動周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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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嘉義舊監周邊交通網（黑點為嘉義舊監） 

（圖引自：《嘉義市桃城風貌整體發展計畫》，1999：16）。  

 

 

 

 

圖 50、嘉義

 

舊監博物館的外

 

 

 

圖 21、嘉義舊監附近觀光資源（黑點為嘉義舊監位置） 

（圖片來源：http://travel.chiayi.gov.tw/e9811/about_sitemap.aspx，2010/6/18） 

舊監附近觀光資源（黑點為嘉義舊監位置） 

在形象 

 

 

嘉義火車站 

鐵道藝術村 中央噴水池 
彌陀寺 

蘭潭 

史蹟資料館 

文化中心、博物

館、交趾陶館 
嘉義公園 

孔廟 
北門驛 植物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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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體區位而言，嘉義舊監具有下列幾項環境特質15：  

（一）、嘉義舊監緊鄰嘉義市住宅區，與都市日常生活極為密切，然而因長時間

做為監獄使用，因此形成極為封閉的環境意象，但是未來經過適當的再利用計畫，

此一區域將可藉由與市街區 ， 。

（二 強化舊監建築群中的社會教

育功能，並與嘉義大學形成教育資源的連結，強化此一地區的社會教育意象。  

高 歷史價值外，同時也

具有

、醫務、作業、

教誨

史與司法教育的功能，配合其東側院檢辦公大樓實質司法機構，將可在司法的社教

整，建築空間與配置型態為臺灣監獄發展史

上百年見證經典縮影，經歷史空間保存活化再利用，未來成為博物館，使之成為具

備展示、教育、休閒的公共活動空間。監獄空間氛圍的特殊性，而有別於一般空間，

更加突顯日治時期僅存保存最完整的嘉義舊監其價值與時代意義。 

3

的崛起經驗，

深切瞭解到現代國家體制對於實現軍國主義理想的重要性，因此一併將台灣納入現

代國家的規劃之中，當然，司法制度的改變也納入變革的一環。明治二十八年（1895）

                                                

  的密切關係 形成活絡的都市空間

）、嘉義舊監北側緊鄰嘉義大學，未來規劃中可

（三）、東南側不遠處的嘉義公園歷史悠久，除具有 度的

休憩與景觀價值，未來規劃中應可將此一特質延續至舊監一帶的區域，並與嘉

義公園形成文史與景觀休憩的網路。  

（四）、嘉義舊監本身原屬司法功能的建築群，工作主要包括戒護

、保護等，有一套嚴密的監控管理系統，而東側的地方法院與地檢署，整體區

域具有強烈之司法意象。因此，未來嘉義舊監建築群透過開放的規劃，增強司法歷

功能上相輔相成。  

（五）、嘉義舊監獄建築空間保存完

 

 

-1-2  嘉義舊監的歷史與記憶 

一、日治時期的嘉義監獄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割讓台澎給予日本，日本帝國鑑於明治變法

 
15 參考資料：《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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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人軍政治理台灣，軍務繁忙之際，當時僅以警察署、憲兵隊之留置場作為臨時性

的獄舍使用，由於設備不足，因此發生很多受刑人病死與逃走的現象。  

最早在嘉義城內設置的監獄，是在明治二十八年（1895）11月在嘉義城內提標

巷街（在舊城區內，於現嘉義市政府北鄰一帶）整修一處民家，作為拘禁罪犯之所，

當時

監獄曾屢次進行廢置與分合，歷經明治三十年（1897）5月地方官制改正，嘉義

監獄署隨之廢除，同時改置「臺南監獄嘉義支監」，新設建物與一部份建物改修。

由於

著重檢束、衛生、作業方面有最適當之考量。  

「在大正十一年嘉義支監再度出現的時候，是在大正八年 2 月 1 日新設臺南地

方法院嘉義支部同檢察署開始執行勤務，『臺南監獄嘉義出張』所也同時設置，同年

設置的出張所主任金澤看守部長與以下看守部長四名、看守十名、女監取締一名、

押丁一名，共計十六名。開始執行事務階段，確定受刑者移送本所，僅收容被告。

現今

萬元預算在大正八年 6 月動工，同年

8 月松

                                                

稱為「嘉義監獄署」。明治二十九年（1896）全臺共設置十三所監獄，包含臺

北、新竹、宜蘭、臺中、苗栗、鹿港、埔里社、雲林、臺南、鳳山、恒春、澎湖島

及嘉義，開始監獄的事務。 

當時新營監獄的急迫，在明治三十二年開始著手進行北中南三座監獄的建築工

作，於明治三十七年（1904）3月底完工，「支監」位置即位於北門城牆內，地方行

政中心（嘉義廳與法院）之北側，此為日治時期嘉義境內第一個時期監獄的位置。

當時監獄設計是根據「歐米（歐美）最新式」監房採「扇面狀」的排列，並採分房

制及雜居制的折衷主義，尤其

嘉義在明治三十八年（1905）市街改正後，都市向外擴展，臺南監獄嘉義支監

外移東遷至現址，興建成為現階段最早的創建年代。據《台灣刑務月報－嘉義支所

特輯號》中有段載詳述當時的興建過程16：  

（指 1938 年）臺北刑務所戒護主任鴛海看守長身為當時看守執行勤務是草創時

期其中的一人。而現在（指 1938 年）警察署的空地也就是當時出張所的遺跡。自大

正八年始連續三年進行支監興建工程，以十二

本助太郎由總督府屬轉為典獄補榮轉赴任施工主任，大正九年 9 月在工程中

又轉任台中監獄典獄長，後來由看守長松田又吉擔任施工主任。在大正十一年 3 月

竣工。在這個期間約有三年寒暑不分晴雨，是由受刑人施工建造，燒磚瓦、墳墓挖

 
16 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獄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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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敷地整理、外牆構築、舍房、廳舍、倉庫等建築，一一進行完工。」  

明治三十九年（1906）時建築因蟲害腐蝕，已呈傾斜狀態，1906 年 3 月 17 日梅

山芮氏規模 7.1 強震，嘉義市街幾乎全毀，當時位於舊城內之臺南監獄嘉義支監亦

無一倖免，地震對於監獄建築造成嚴重損害。 

明治四十二年（1909），由於嘉義支監在刑政的政績上並無值得稱讚之處，於是

在 10 月逐漸廢監。雖然當時嘉義支監廢監，但原地仍有監獄之需求，廢監可視為僅

是縮小其行政規模與編制而已，至大正十年（1921）底為止，當時全臺監獄數量共

計：臺北、臺中、臺南三所監獄，以及宜蘭支監一所，新竹、嘉義二出張所，嘉義

在當

嘉義支所於大正八年（1919）動工興建，並於大正十一年（1922）3 月竣工，嘉

義舊

二、光復後的嘉義監獄 

光復初期嘉義舊監獄之建物情形，在土地範圍上並無任何改變，臺灣光復後，

嘉義支監改稱「臺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1945 年（民國三十四年）12 月 22 日黃

欽派任分監長，並兼任附設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院看守所所長，接收之初全監

破舊不堪，以每月五萬餘元之經費，苦心籌劃，遣配日人回國，訓練職員，加強戒

護，提倡教育，填平防空壕洞，整修荒地，開墾菜園，以補充人犯副食營養，並請

求追加預算購置藥品，請派專醫師，以協助衛生醫療，作業則以木工、竹藝、農事

為主、全力推廣分監及看守所業務。 

時以出張所的規模成為全臺六處監獄之一，並隸屬於臺南監獄。大正十年（1921）

底仍為「嘉義出張所」，大正十一年底已改為「嘉義支監」。  

監獄的名稱，歷經多次改變：1896 年名為「台南監獄嘉義支監」，但是到了 1909

年廢止。1919 年再設「台南監獄嘉義出張所」，作為新監原址興建事務所的計畫執

行單位（施添福、吳育臻，1996：97），1922 年落成啟用時命名為「台南監獄嘉義

支監」，過了兩年改名為「台南刑務所嘉義支所」，並沿用此名到 1945 年國民政府

來台。 

嘉義舊監房舍均為磚瓦建造平房，監內人員認為使用年久，破舊不堪，故在 1985

年（民國七十四年）法務部訂定改善監所設施六年計畫時，鑑於該監圍牆外有農場

土地約十公頃，決定予以就地擴建，因受地方政府及多方人士反對及立法院審查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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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時提示，應遷建郊區以利都市發展。乃於 1989 年（民國七十八年）度預算中編列

購地經費，多方尋覓洽購土地，但地方人士意見複雜，數次勘覓遷建用地屢遭反對，

復經多方斡旋，始獲臺灣糖業公司同意提供南靖糖廠管有座落於嘉義縣鹿草鄉土地

25 公

監至今已有90餘年的歷史，不論是歷經更名、位置遷移、面積變更、廢

置、

些既有的珍貴文化

遺產

 

                                                

頃。經多次洽商，最後以徵收方式取得使用權，另一筆面積 0.2140 公頃係屬臺

灣省政府民政廳地政局管有，亦依國有財產法及有關規定程序辦妥撥用。1991 年（民

國八十年）5 月在開工，1994 年（民國八十三年）3 月 28 日完成搬遷工程，同年 5

月 26 日落成啟用，此為嘉義監獄遷建至今新監之歷史過程。遷建後舊監改設為「嘉

義監獄嘉義分監 」，收容部分男性受刑人以維護建築及環境，至今不再收容任何受

刑人。   

遷建後，自1996年（民國八十五年）起，由於都市更新之議題，引發市府官員

要拆除嘉義舊監的聲浪。過程中為了保存日治時期僅存規模最為完整的監獄建築

群，在政府部門與獄方的關心與推動下，以及結合嘉義市活躍的民間團體策劃各種

活動，而讓更多的市民認識與體驗日治時期監獄的風貌。終於，在2002年6月10日，

列入嘉義市市定古蹟，更在2005年被內政部指定為國定古蹟。 

嘉義舊

毀損、修繕…，或是期間發生的故事，都是有文獻、圖片可供查證，尤其是歷

史照片，不管是嘉義監獄之前的模樣，或是押解犯人、興建獄舍的圖片，或是舊監

日式建築裡的珍貴物證，如圖22的「棟札」
17，都可敘述出一段故事，這些有形文獻

或無形的故事，都是專屬於嘉義舊監的符號，也造就了現在的嘉義舊監獄，若是仔

細研究品味，就會發現嘉義舊監彌足珍貴。嘉義舊監若能利用這

來開發設計創意衍生商品，把生硬的歷史轉變成有趣生動的商品，相信也可以

讓大眾更加容易瞭解嘉義舊監，更加的認同它。而讓嘉義舊監成為國定古蹟主因的

完整「賓夕凡尼亞」式建築，更是值得詳加瞭解，將在下一節中介紹。 

 

 

 

宅

17 「棟札」為日式建築於上樑儀式時，將該建築物建造過程或修理紀錄墨書於木札上，與中國「鎮

符」類似，但功能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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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嘉義舊監行政辦公室屋架上之棟札 
（圖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102） 

 

 

3-1-3  嘉義舊監的符號 

嘉義舊監未來成為博物館，「符號」的運用將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嘉義舊監可運

外，還有嘉義舊監日式建築本體「賓夕凡尼亞

，它經歷了深刻

的台灣殖民歷史、獄政發展史，是嘉義地區及受刑人日常生活中集體記憶，更是日

治時期傳統建築構造工法及匠藝特性的表現，背後有著深刻的文化精神內涵，這樣

的監獄場所氛圍、符號能夠保存下來，也代表著嘉義舊監的文化、歷史意涵能夠繼

續的

                                                

用的符號除了我們認知中的監獄符號

式建築」。此符號對於民眾來說，是個極不熟悉又極具神秘感之符號

傳承下去。 

清帝國佔領時期的台灣原本沒有司法、監獄的概念，直到日本時代才引進。理

論上監獄都蓋在法院隔壁或附近，以方便把犯人拘提到法院審問18
。台灣整個司法

系統的運作方式都從國外引進，監獄的形式當然也就參考國外作法，日本時代台灣

 

（9 所）等七類。監獄：執行經刑事判決確定的受刑人。少年輔育院：收容經少年法庭裁處感化教育

：收容強制作工作受處分人(如慣竊)及受感訓處分人(流氓)。看守所：羈押偵破

或審判中的刑事被告。少年觀護所：收容調查、偵查及審判中的未滿十八歲少年。戒治所：受戒治

人之心理輔導、階段性處遇。矯正學校：少年徒刑、拘役及感化教育受處分人。 

18
 台灣的犯罪矯正機關隸屬於法務部，共有七十八個，依性質可分為監獄（24 所）、少年輔育院（2

所）、技能訓練所（3 所）、矯正學校（2 所）、看守所（20 所）、少年觀護所（18 所）及戒治所

的少年。技能訓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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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

26），

建築

圖 23、嘉義舊監獄大門（本研究攝）            圖 24、嘉義舊監獄全景鳥瞰，放射狀的舍房建築  
配置，以中央台為管制核心。（圖出處：

http://www.ccha.org.tw/xoops/modules/tinyd2/in

dex.php?id=2，，2009/10/20） 

中央走道，監獄內庭中基於獨立拘禁的原則而設

對的孤立拘禁」（complete solitary confinement）方 的重要精

神，

Penitentiary），空間配置是以中央戒護台作為監舍管理的中心，放射出七棟監舍（圖

都是Pennsylvania-style，是源自美國的監獄形式。台灣唯一現存日本時代「賓夕

凡尼亞式」放射狀格局的監獄--嘉義舊監獄，一直以來都蒙上了一層神秘面紗，更

是嘉義人最不熟悉、最不瞭解的一塊禁地，它也紀錄著台灣人民法治發展史。 

嘉義監獄舊監建於 1919 年，放射狀的牢房，中央台可以完全掌控牢房動態。以

往台北、台中及台南監獄也有五條舍房，但已不復存在，三條舍房的有嘉義及宜蘭

監獄，宜蘭監獄目前剩一條舍房，嘉義舊監獄三條舍房則保存完整（圖 23、24、

工法極其細緻，這是嘉義舊監的符號及最大的文化資產。 

 

「賓夕凡尼亞式」建築的空間結構模式在於：運用「外線單室」（outside-cell）、

置單室舍房區塊單元（block）。「絕

式，也就是所謂賓州制度

而稍後所發展出來的變異型式─奧本制
19（Auburn System）亦由此衍生出來。而

美國於1829年在賓州費城櫻桃山（Cherry Hill）設立的東感化院（Eastern State 

                                                 
19
 常拿來賓州制作比較的是「奧本制」，1816 年紐約州立法授權在奧本（Auburn）設立新監獄，它比

賓州的監獄更早採行絕對獨居制，奧本制允許犯人白天離開監房到工場集中作業與用餐，但彼此仍

嚴禁交談，夜間再帶回到實施獨居監禁的監房。因為它與賓州制的全程靜默措施之外，容許人犯在

某些場合共處，故又稱「相對獨居制」或「寬和獨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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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這就是賓夕凡尼亞式監獄的典型代表。獄政管理從「賓州制」開始，才漸漸

重視矯治機能，賓州制又稱「嚴格獨居制」或「絕對獨居制」。 

 

 

 

 

 

 

 

 

 
 

圖25、東感化院鳥瞰  
（圖出處：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 website: 

http://www.easternstate.org/history/，2009/10/13）            圖26、嘉義舊監平面圖（資料來源：嘉義

市人文關懷協會陳世岸繪製） 

而嘉義舊監獄即是在台灣日治時代仿造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式的監獄而建造的，

日治時期嚴密管制的風格，從當時的設計便可略窺一二。建築物的構造是統一高度

的扇形放射狀房屋，此種類型建築的最大好處，是看管者不需經常性的移動即可藉

由中心點同時監控各出入口的情況，以最少的人力將犯人脫逃的可能性控制在最低

限度。 

嘉義舊監坐東朝西，整體配置型態均以以下的原則加以構成： 

一、放射型的主體型態 

嘉義舊監在整體配置型態上，以放射型的型態處理主體舍房，應是受到近代西

州東感化院（圖25）的七翼樓放射平面，此一

控制台、監獄舍房翼樓所共同構成，但嘉義監獄的規模較小，僅三處翼樓，這是嘉

義舊監主要戒護區內用來監禁男性受刑人的舍房空間，從中央台放眼望去，它們由

右至左分別是智舍、仁舍、勇舍。智舍與勇舍的平面格局相同，皆擁有六十二間舍

房：大型雜居房有二十間，中型雜居房有兩間，獨居房四十間。仁舍擁有四十間舍

 

方放射型監獄平面的強烈影響，如賓

平面配置型態以中央控制台為焦點，極有利於管理監控。放射狀的型態主要由中央

房，全是獨居房。仁舍後面就是病舍大門，內有一間診療室，一間牙科診療室，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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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病房（第一病室與第二病室），還有一間用來堆放藥劑與醫療器材的儲藏室。三

條連通各個監房的中央走道與通往監舍外的門戶，全都處在中央台的監控之下，無

所遁形。 

二、中央軸線與對稱原則 

政大廳與放射

狀監舍構成嘉義監獄的中軸，主要軸線與對稱表現在大門、前庭、行政辦公室、中

央台

送飯口，讓舍房內的受刑人與走道上巡邏的管理員，常態地維持一種資

訊不對等的關係，房裡的一舉一動卻都無所遁形，管理員可以輕鬆掌握受刑人在舍

房內

嘉義舊監獄的放射型平面配置，在中央軸線與對稱的架構中，行

與舍房翼樓分佈之上，女監舍房與第二舍房（主要作為拘留所之用）兩大量體

則依循此一原則分佈於中央軸線的兩側，其餘單位大多因為設立的時間不同，而錯

落分布在各主要建築體區塊間，如工場、炊場、病舍、倉庫等建築，因此在整體配

置上仍表現出相當的機能性。嘉義舊監有一種井然的秩序，其中的房舍皆以一個個

小面積的房間所串連起來，各個建築與整體之間維持著層級關係。嘉義舊監的監舍、

控制台、行政區大致保留原有形貌，門窗、壁板材料大部分使用阿里山檜木，特別

要求堅固、耐用及防逃等專業施工，彌足珍貴。 

三、外線單室舍房的型態（outside-cell） 

嘉義舊監監獄舍房單一翼樓型態，均屬類似賓州州立東感化院監獄的單室組合

型態，各單室靠於翼樓建築體的外側外牆，留出中央走道。在中央走道的設施，有

外窄內闊的

的狀況，這樣間接地透過空間安排的技術，不需要再靠暴力或強制的手段，就

會產生約制效力。 

日治時期臺灣的監獄形式仿自歐美，並非一成不變地複製其建築型態，而是把

握其重要精神與原則之後，再考量民情的一種變化型態，在分類並無法完全歸類於

賓州制或是奧本制。在獄政理念上，日治時期監獄完全沒有賓州制的「絕對單室獨

居」的色彩，而在日間共同工作，夜間單室居住上稍有接近奧本制，但亦缺乏奧本

制單室獨居的規定，而係屬於「單室雜居」的模式，在翼樓內的單室合上，並非源

自獄政教化理念的影響（絕對禁止接觸的想法），獄政制度上則接近較為先進的「階

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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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監獄大多興建在市郊或鄉間，建築規劃是講求中央監控容易、內部動線

明確

期獄政現代化的理想原形。 

以高聳的圍牆、莊嚴而權威的門樓與外界隔絕，但其放射狀的監舍、木

造的

築，不僅獲致一個進行文化交流

與活

但官方又遲遲沒有更進一步的修護。本研究的焦點嘉義舊

監博物館賣店，規劃中要作為書店、販賣紀念品賣店的兩棟舍房也是年久失修，堆

放大量的雜物，期在未來能有專人整修維護。 

、成本效益高、通風採光且防潮，更能達到空中巡邏等需求，在監獄建築的規

劃設計，要考量犯人的限制、避免獄中管理的死角，嘉義舊監獄採取放射狀平面配

置，在自動化保全設施付之闕如的年代，為的就是希望能運用最精簡人力即可達到

容易監控管理的效果。而在台灣另外五處的扇形的老監獄接連被拆，因此嘉義舊監

獄成為碩果僅存的放射狀監獄。嘉義舊監獄除了是見證獄政現代發展外，放射狀的

建築型態，是西方早

嘉義舊監各建築群分屬不同時期建造，呈現形式不一，且管理單位維護良好，

目前保存情況除少數舍房有蟲蟻蛀蝕之外，其餘均佳，走進嘉義舊監還是處處可以

看到賓州式日式建築工法的細緻，可以仔細探究。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本身和建築

工法就是一種藝術，且有著前人的豐富故事和情感，把過往歷史與現代串連起來，

使嘉義舊監更具意義。 

嘉義舊監全區幅員廣大，大致上保留原空間脈絡，區內範圍遼闊，長久以來，

嘉義舊監雖

工廠建築，以及基地上充滿綠意的環境，本身即是極具特殊性的空間，也是嘉

義市重要的歷史地標，更是居民集體記憶的一部份。嘉義舊監獄已有90年的歷史，

當初就是因為監獄空間不敷使用，內設備老舊毀損，所以才搬遷至鹿草新址，現在

嘉義舊監內完全沒有受刑人，只有留守保全與清潔工。 

嘉義舊監後續進行修護原則與具體策略，將以體現嘉義舊監獄之文化資產價

值，作為最重要的指導原則。而再利用計畫之進行，亦以將文化資產價值連結到當

代的需求與機能之中，期望人們透過這一座歷史建

動的場域，更應是一個人們與歷史進行對話的空間。 法務部也格外重視嘉義舊

監維護及未來再利用為博物館之重要歷史指標地位，已編列修繕經費，整個修復工

程總經費台幣2億2800多萬，逐年編列經費完成，目前已完成古蹟的緊急支撐、防護

鋼棚架、蟲蟻防制等工程，三條放射狀獄舍因為是木構造建築，所以難免蟲蟻蛀損

破壞，雖有作除蟲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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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舊監獄的發展變遷與台灣近代獄政沿革關係密切，它印證了台灣獄政發展

史，賓州式放射狀建築有著神秘、扮演著台灣殖民發展史、文化傳承之歷史意義，

是嘉義舊監獄最大的資產，也是嘉義舊監獄賣店未來開發商品的最佳的「符號」，

在建築形式上或是精神意義上，它都是可以成為代表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符號，

未來以此符號開發的各式衍生品，相信可以提高嘉義舊監博物館的知名度，更強化

 

 

 

 

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使之更有競爭力，衍生商品的利潤更是可為嘉義舊監博物

館帶來永續經營，更可以為嘉義市未來的發展留下重要的資產，並帶動嘉義人文城

市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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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嘉義舊監的契機 

    嘉義舊監獄從「面臨被拆」的命運，歷經波折，到被定為「國定古蹟」，成

為嘉義的重要珍貴文化資產，未來轉型為監獄博物館，期能帶動嘉義經濟，這些過

是許多人的努力與堅持才產生的，其中「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是決定嘉義舊監

能夠被保留的關鍵團體，以下將介紹嘉義舊監保存運動的經過。而對嘉義舊監的未

感及回憶，也會較注意嘉義舊監的動向，無論是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成立或是未來

在賣店開發的商品，這都是無形的資源。 

 

  3-2-1 故 事 --舊 監 保 存  

十五年），由於都市更新之議題，引

發市府官員要拆除嘉義舊監的聲浪，民間團體與官方展開了舊監存亡拉鋸戰，終於，

，列入嘉義市市定古蹟，更在2005年被內政部指定為國定古蹟。此

嘉義市一直以來被視為台灣民主的聖地，但是在對文化保存與古蹟在利用的想

像能力卻是遠遠的不及格，在2001年12月23日成立的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是由一

群在地的家庭媽媽、婦女、教師、醫師及文史工作者所組織而成，以關懷嘉義市環

境、藝術、音樂、歷史建築等人文生態的協會。2002年一月嘉義市稅務出張所的被

拆除，才讓這些在地的文化工作者體認到應該要有個正式的組織長期來做這件事。

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成立嘉義舊監推動小組，保存運動才進入有組織、計畫性的過

，在沒有經費而全憑一股使命與熱忱的努力下，嘉義舊監得以保存，嘉義人文協

利用，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進行兩個月的籌備，於

2002 年 3 月 16 日起每週六、日，從早上九點~下午五點，在這座台灣僅存最完整的

 

程

來來說，在這舊監保存運動貢獻過心力或參與過活動的人，會有一份特殊的體驗、

情

 

 

嘉義監獄遷至鹿草後，在1996年（民國八

在2002年6月10日

珍貴的歷史建築得以保存，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 

程

會可說是最大功臣，他們也建立了民間關懷地方公共事務的典範。 

為了推動嘉義舊監保存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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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

和裝置藝

術主

桃城鄉土所、

中正

「舊監的春天」導覽體驗、展演活動（圖片 29-32 出處：

圖 29、舊監畫展 

時期放射型監獄舉辦「舊監的春天」系列活動，來見證台灣法治社會生活足跡

點滴，卸下監獄的神秘面紗，展現不同往昔的風華，為民眾開啟多種藝術的想像，

也讓民眾能夠瞭解嘉義舊監的歷史意義與價值。 

「嘉義舊監的春天」系列活動有：藝術美展（包括畫家陳來興的油畫

題展、舊監繪畫比賽作品展、受刑人作品舍展）、監獄內部導覽、體驗（圖 27、

28）、午後監獄歌唱擂台（包括古蹟學者李乾朗的吉他說唱、音樂工作者陳明章的

演唱會、交工樂隊林生祥的說唱演出）、舊監影像系列座談（電影欣賞與座談）、

舊監繪畫比賽、舊監藝術市集、舊監藝術表演（包括小劇場表演、創意服裝秀、藝

術品博覽會）等等（圖 29-32），參與民眾在第一週就突破 1500 人，出乎人文協會

意料，而報紙報導也多持正面，而活動當中需要許多藝術家的參與，特別是在地的

嘉義人，也成為工作團隊的一部份，其他大部分的布置或設計都是之前參加過「監

獄體驗營」的志工朋友一起完成的。在舊監舉辦的志工培訓，嘉義大學

大學台窩灣文史學舍等許多學生，都是主力志工，在活動中也不斷幫忙。 

 

http://librarywork.taiwanschoolnet.org/cyberfair2006/freak0502/index.htm） 

圖 27、舊監導覽（本研究攝） 圖 28、被囚體驗（本研究攝）

圖 30、戶外裝置藝術 圖 31、裝置藝術「掙扎」 圖 32、行動劇表演 



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利用電子報和廣播為發佈消息途徑，會長余國信每週五在

嘉義之音廣播的運用非常的成功，嘉義舊監推動小組還拜訪里長尋求支持，從舊監

附近各里開始，到了各里長處，又請他們推薦其他可能參與的里長，這是嘉義舊監

營救運動成功的因素之一。人文關懷協會在經費無著落下，遊說法務部讓他們在嘉

義舊監舉辦活動，靠小額募款將活動撐起來，終於引起重視，人文協會用最少的成

本，整個藝術季吸引了八千人次以上的參觀人潮。從民間的發聲支持，到中央民代

先前的反對態度轉而支持，最後嘉義舊監得以保留，人文關懷協會辛苦終於有了代

價，也找到一條以關懷路線影響公部門的道路。 

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在 2002 年月 6 日舉辦了一場「找尋嘉義市文化空間想像

會議」，舉辦地點在嘉義舊監，會議中提出一種對嘉義文化的整體思維，要求去注意

其他有拆除危機的歷史性建築，要了解散佈在嘉義市歷史建築的身世，每一個都具

有不可或缺的存在意義。在會議中提出嘉義舊監保存的構想，因為嘉義舊監附近有

羽球館等和日治時期阿里山木材事業有關的遺跡，如果規劃成觀光動線，商機是無

限的

 

其實在 1985 年時，在嘉義監獄還未遷移至鹿草之前，導演侯孝賢的電影「童年

往事」即是在嘉義舊監的宿舍區取景的，侯孝賢導演也出席舊監保存運動，他到舊

監主持活動，瞭解經費拮据之後，也慷慨捐款五萬元，希望人文協會繼續把活動辦

在當時「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幾次活動之後對於參加活動者的意見

阿里山鐵路經過、有北門車站、營林俱樂部、還有文化局附近的第一製材所和玉山

，因此嘉義舊監未來一定要做出一些有特色的空間，讓觀光客願意停留。 

公民大學在「文化資產研習營」時將嘉義舊監列為參觀活動之一，名正言順地

和「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成為戰友。在嘉義稅務出張所拆除時熱烈發言

的人，已經成為保存嘉義舊監的重要份子，也吸引越來越多人，從認同到全體組織

的運作，就是嘉義市文化網絡的建立。爭取古蹟活化不能只停留在論述或抗爭，積

極舉辦各種類型的活動，讓它具有歷史教育功能，才是空間發展多元化的具體展現。

下去，用行動來表示他對嘉義舊監文化資產保存的支持。嘉義舊監及宿舍區，是各

類影像藝術及文化創造者詮釋台灣經驗之本土與鄉土、生活與成長環節時的重要視

覺素材庫，現在嘉義舊監未收容受刑人，整修後若是讓電視、電影來此取景拍攝，

相信嘉義舊監的知名度會大大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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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表，參加者除了嘉義縣市民眾之外，來自外縣市的也不少，多數參加者對嘉義

舊監

禁地形象有著一種好奇心，才會參加舊監體驗。嘉義舊監未來成為博物館，曾參加

過跟舊監相關活動者，尤其是居住在外縣市，可形成一股支持嘉義舊監的力量，替

嘉義舊監宣傳。 

會，對嘉義地方文化資產也有了認同以及

歸屬感。 

3

在本章第一節已有提及嘉義舊監的環境概況，嘉義舊監周遭多為住宅區，交通

網便捷，附近更有眾多嘉義市的觀光文化景點，可以形成文化觀光帶，根據嘉義舊

監獄周遭環境，再藉由對嘉義舊監人文特質基礎的分析，以這些分析為基礎，以嘉

印象最深刻的是放射型房舍、舊監歷史背景、舊監故事，而且對嘉義舊監未來

再利用的想像，作為有教育意義的博物館也占大多數，希望嘉義舊監能成為嘉義獨

特的觀光點，也應繼續維持舊監的原貌，使後代子孫能欣賞到前人的文化遺產。另

外，嘉義市人文關懷協會協助行政院青輔會辦理的「青年壯遊點」舊監體驗活動，

活動的成員大多數都是來自外縣市，皆是對嘉義舊監的古蹟地位、日式建築、神秘

在推動舊監保存運動之前，大家很難想像，原來一棟舊的建築物，竟可以散發

出這樣的生命感染力，嘉義舊監的可貴並不僅僅在於建築本身，而是它把市民、社

會、文化緊密的連結一起，經過此一「保監」過程，嘉義人才得以認知自己所擁有

的珍寶，讓政治與社會動員有了合作的機

嘉義舊監保存運動讓珍貴的文化遺產得以保存，讓嘉義舊監得以轉型為博物館，並

且以舉辦實際的體驗活動來讓更多人知道嘉義舊監。參與保存運動人士強烈的在地

認同感以及愛護古蹟的熱誠，遠超過官方的想像，古蹟的發光發熱取決於未來人們

如何使用它，未來再利用，是在不同的社會群體，不同的歷史時空下所交集的結果，

對於嘉義舊監未來成為博物館，或是未來在賣店開發的商品，種種嘉義舊監的動向，

在舊監保存運動貢獻過心力或參與過活動的人，會對舊監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跟回

憶，這都是無形的資源，將會對嘉義舊監的永續經營帶來助益。  

 

 

-2-2  嘉義舊監的基礎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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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舊監的永續經營為前提，提升嘉義舊監在觀眾心目中的印象，建立嘉義舊監博物

博物館是一個以研究和教育為主的機構，未來的嘉義舊監博物館，其「監獄」

的本質，凝重的氣氛，不用多作說明，大家當然不想長期被關在監獄中，就可輕易

讓參觀者瞭解到不可做出違法犯紀誤蹈法網的事，嘉義舊監博物館本身就是一個極

教育意義的場所，是個活生生的教育場所。 

二、引發好奇心及特殊體驗 

    

的地

是獨一無二的，這會是

吸引觀眾前來參觀的一大誘因，其辨識度高的監獄博物館特殊類型在建立嘉義舊監

博物館品牌更是一大助力。 

較負面形象的場所，但是到嘉義舊

監參觀的人大多有著極大的好奇心想一探監獄究竟，能夠深入監獄參觀，其實也是

一種娛樂。一進嘉義舊監，就一定會有深刻的教育的體驗，會讓人不由得記取教訓。

館品牌，再藉由建立特殊監獄風格賣店以及開發文化創意衍生品來加強參觀者印象

以及嘉義舊監的品牌形象。嘉義舊監獄的基礎特質如下： 

一、活生生的教材 

富

博物館建築所帶給參觀民眾的影響力非常大，博物館建築可以是個具有震撼力

標，博物館的空間特質與氛圍也是建立博物館形象的方式之一，嘉義舊監獄是

世界上僅存二座賓夕凡尼亞式建築的其中一座，是珍貴的文化資產，也是嘉義舊監

獨具的符號，除了具有高度的研究價值，對於一般人來說，監獄是無法理解的空間，

充滿神秘感，不是一般的觀光景點，可是又會對其有著極大的好奇心，想要一探究

竟，嘉義舊監未來開放做為博物館，不僅可達到推廣博物館教育目的，更可滿足大

眾對監獄空間的好奇心。嘉義舊監博物館類型特殊，在台灣

觀光旅遊景點若能讓消費者有所體驗，這樣的體驗所帶來的衝擊，時效較久，

也常常左右著消費者的決策考量。嘉義舊監博物館能提供不同觀感的體驗，首先，

是娛樂的體驗，嘉義舊監博物館雖說是一個有著

也能提供逃避現實之體驗，嘉義舊監博物館是個特殊空間，與大眾平常所生活的空

間環境完全不同，深處監獄，可暫時讓自己拋開一切，跟現實環境隔離，尤其是觀

眾在經過被囚的體驗，在當下更可跟現實環境作切割，暫時忘卻。另外，嘉義舊監

的放射狀木構造日式建築結構，工法精緻優美，極富研究價值，即使不懂建築的人

來參觀，也可感受到嘉義舊監建築之美，是為審美之體驗。嘉義舊監博物館是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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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適合提供消費者各種體驗的場所。     

三、時代背景、古蹟的優勢 

嘉義舊監本身就是現代與歷史之間的橋樑與見證，同時也是文化之多樣性及歷

史的對話，90餘年的歷史，充滿了故事，這足以讓遊客對嘉義舊監認知的形象和感

受的

四、與嘉義市的地方藝文節慶配合展演 

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就有在嘉義

舊監裡舉辦藝術美展及展演活動，而嘉義舊監預計在2011年修復完工，配合嘉義市

的著名節慶之一「世界管樂年會」進行復出演出，因為2011年的管樂節規模是世界

性的

空間結合在一起，它不僅提供一個

豐富文化內涵的生活環境，一個具有創意的生活空間，可以紓解身心、充實精神生

活，

意義加深。嘉義舊監近百年的滄桑，說明了歷史更替之劇烈、見證了台灣的獄

政發展史、殖民史，也訴說了嘉義城的興衰，而嘉義舊監獄「賓夕凡尼亞式」放射

狀建築，彌足珍貴，每個嘉義人、甚至是台灣人都應當以擁有這個古蹟為榮，也以

認識它、瞭解它為責任，成為眾人的記憶和嘉義象徵符號，嘉義舊監對來此一遊的

人和當地人的意義非凡，也是一種磁場拉力。 

在現今多元的社會結構中，如何培育文化、美學及藝術的概念，提昇一般民眾

對文化藝術的興趣，進而追求文化的品味、古蹟的欣賞角度，已經成為了一種時代

性的趨勢。嘉義的藝文活動種類繁多
20，最主要都在文化中心、文化局音樂廳、鐵

道藝術倉庫舉辦，在之前的保監行動「舊監

，會有世界各地的表演團體來，更會吸引不同縣市、甚至是國外觀光客來共襄

盛舉此一嘉年華會，這是嘉義舊監博物館打響名號的最佳宣傳機會，且到時媒體一

定也會大篇幅報導，再加上監獄博物館在台灣的特殊、稀有性，定會對古蹟再利用

作最佳的詮釋。而在一份問卷研究中，想到嘉義舊監博物館參觀展覽民眾的比例佔

52％21，所以配合其它的嘉義舊監常設展或特展以及節慶藝文活動，再加上嘉義舊監

獄是一個特殊的空間，若將一些戶外空間規劃可以讓表演團體來做表演，或是辦一

些藝術展演，將藝術創作概念和民眾的公共生活

藝術融入日常生活後，生活品質才能提升，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宣傳建

                                                 
20嘉義的藝文活動種類分別有美術類、音樂類、表演類、影片類、講座類、研習類、活動類等類別。 
21 國立嘉義高級中學九十六學年度「社會人文寫作獎」的田野調查組的作品「古蹟的未來－你知道

嘉義舊監獄嗎？」（陳宗興、曾天佑、黃丞裕，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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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發展觀光，吸引觀眾前來參觀，是一大助力。 

五、文化產業振興經濟 

嘉義舊監博物館若能夠吸引大眾來，將可以刺激相關產業復甦，創造商機，每

個觀光發展地區是個由許多觀光據點組合而成之集合體，而嘉義舊監附近的觀光點

密集，發展觀光比較能吸引人潮、帶動繁榮而且也才能夠刺激消費、增加收入與創

造更大商機，將來應該讓文化創意產業進駐，振

在藝術人文與歷史懷舊的特殊意義氛圍之下，嘉義舊監對觀光客以及教育團

體，無疑是提供了一個可以展現出特殊風格的教育與文化的創意產業，嘉義舊監的

古蹟導覽必須妥善規劃，就像第二章所提到的惡魔島的案例，生動的導覽系統使惡

魔島的觀光更增添觀光客深刻的體驗及印象，嘉義舊監和惡魔島類型相同，可效仿

惡魔島的作法，提供有故事性的導覽，讓參觀嘉義舊監的體驗更強烈。而且在導覽

系統方面若能與電信業者合作規劃開發，這樣的異業結盟方式可帶來更大的經濟效

益。 

興經濟。而讓顧客參觀嘉義舊監後

滿心驚喜，並期待下次的體驗，將會成為其優勢，增加經濟收入、創造總體的產值，

致使活絡人潮、帶動創意產業新生機。 

回顧國內案例，受限於基地產權及法令困境，古蹟等空間再利用往往被窄化為

藝文空間，大部分的再利用型態幾乎成了藝文展場的代名詞，就像嘉義的另一閒置

空間「鐵道倉庫」，規劃成鐵道藝術村，並與其他縣市的鐵道藝術倉庫串連成藝術

網絡，但就嘉義的鐵道藝術村的空間利用，現有一藝術咖啡館，另一部分是作為展

覽空間，而其他部分是出租給當地藝術創作者以及廠商作為工作室及倉庫，平時遊

客不多，機關學校也很少到此，營運的效果不彰，因此，若是嘉義舊監沒有好好的

規劃，讓閒置空間再度成為閒置空間，這就有失讓嘉義舊監升格國定古蹟的美意了。 

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工作是為有限空間創造無限價值，古蹟之維護與修繕，不

但賦予其社會價值並使建築物得到更完善的保存與收益，古蹟再利用除了是觀光旅

遊的重點，亦為當地植入生機，發展觀光業須要有專業的古蹟維護研究與執行，更

需要交通事業、旅遊或文宣服務、紀念品甚至一年四季的活動節慶等的配合（張勝

添

具有特殊意義的符號，故事豐富，

，2007：56）。嘉義舊監對於嘉義人的意義重大，它是嘉義唯一的國定古蹟，其

日式放射狀建築也深具研究、教育的價值，也是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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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再利用為監獄博物館，指標性意義明顯，若能好好的規劃，建立起博物館品牌，

配合嘉義的節慶、藝術展演等文化活動，藉由結合藝術創作和商業機制，以創造具

有獨特性的文化產品與文化服務，為嘉義植入生機，藉以增強人民的文化認同與增

加嘉義舊監的附加價值，而未來的賣店就是推銷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最佳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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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強化品牌印象的賣店 

 

    有著豐富歷史、故事、珍貴古蹟建築的嘉義舊監獄，經過舊監保存運動後成

為國定古蹟，不管是舊監本身或是參與保存運動的人士，都是嘉義舊監珍貴的品

牌資源基礎，若是運用舊監的基礎特質和可以確實增強博物館品牌的賣店來提升

品牌印象，相信可以加速嘉義舊監的品牌化，也更能推廣博物館教育。 

 

 

3-3-1  強化品牌的推手—賣店 

嘉義舊監有著豐富的歷史、故事，且建築本身就是個具有辨識性的符號，更

可引起好奇心及提供特殊體驗，這些舊監的人文基礎，經過嘉義舊監保存運動，

讓更多人認識嘉義舊監。而嘉義舊監獄預定 2011 年完成修復，配合「世界管樂

年會」進行演出，打響嘉義舊監獄名號，應可讓更多人注意到嘉義舊監。監獄博

物館類型在台灣地區是沒有的，嘉義舊監獄再利用成為博物館，建立起品牌口

碑，或許可像古根漢博物館所帶來的效應，可為嘉義地區帶來觀光客，使經濟成

長，展現嘉義獨特風貌，以利推動觀光休閒產業，讓嘉義市更有多元的風情。 

品牌化的建構，其實也就是一系列在消費者心中建立形象的過程，因此嘉義

舊監博物館品牌化的意義就在於「塑造大眾對於監獄博物館的品牌形象」，嘉義

舊監的人文基礎—活生生的教材、引發好奇心及特殊體驗的特殊類型、時代背

景、古蹟的優勢、與嘉義市的地方藝文節慶配合、文化產業可振興經濟，這些原

有的優勢都能輔助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建立及永續經營，而且賣店是打造

博物館品牌形象的要素之一，舊監賣店正是加強此一品牌印象的重要推手。     

    形象優良、產品具特色的博物館賣店，可以確實增強博物館品牌，嘉義舊監

博物館剛成立，各種設施、軟硬體都需要經費，賣店的營收對於嘉義舊監一定會

有實質經濟層面上的助益。而嘉義舊監的放射狀建築與文物都具有生命與文化的

意義，如果設計開發成創意商品，藉著賣店的商品宣傳讓博物館的展覽更具影響

力，也可以提高參觀者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認同與情感以及價值認知，更可豐富

加深參觀經驗。而賣店更是擔負起參觀者與嘉義舊監獄之間橋樑的最佳角色，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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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大眾對嘉義舊監獄的負面印象，使民眾不再認為嘉義舊監博物館是一個「陰森

可怕」、「乏味」的場所，讓參觀者能更輕鬆的接近，嘉義舊監也更能傳達給參

觀者相關的知識。而嘉義舊監賣店裡的各式出版品及商品，可以提供相關的博物

館知識給消費者，也就達到了博物館賣店的教育重要目的。賣店位於出入口地點

顯著，風格獨具的賣店提供給參觀者良好的服務、提供相關嘉義舊監的知識，做

特殊造型裝扮的親切服務人員，具有新鮮感，會塑造賣店正面形象，也會為嘉義

舊監獄贏得更好的口碑。賣店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扮演著形象窗口、強化

嘉義舊監品牌、讓嘉義舊監經營永續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嘉義舊監博物館存在

的意義和教育功能也才更能傳達。 

賣店商品的監獄符號可帶給消費者新鮮感，在監獄這樣極特殊的場所中的消

費體驗，也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種創意行銷，更可能帶來文化觀光人潮，促進嘉

義地區的發展。下圖（圖 33）是嘉義舊監的平面圖，規劃為書店、紀念品販賣

處的是位於地圖上的空間 B、C 兩處（圖 34），也是在本研究特別要探討的賣店

空間。這兩個空間在嘉義舊監獄的大門入口處兩側，可以說是嘉義舊監的門面之

一，是參觀舊監者必經之處，此二處賣店的規劃也是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品牌的

重要環節。 

 

 

 

 

 

 

 

 

 

 

 

圖 33、舊監之建築空間 

（圖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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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舊監部分空間機能表 

面積 編

碼 

空間名稱 

平方公尺 坪 

新機能之植入 新 機 能 類

型 

A 入口門樓 43.45 13.14 舊監博物館主入口 入口  

B 值日官室 23.87 7.22 紀念品、書籍賣店之一 服務  

C 會議室 29.34 8.87 紀念品、書籍賣店之二 服務  

D 行政大樓 253.8 76.77 

 

大廳、售票櫃臺、導覽人

員室、休息座   

服務  

（表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412） 

圖 34、B、C 棟書店與文化商品賣店規劃圖（1 號為 B 棟，2 號為 C 棟） 

（圖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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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賣店的現況及評估 

 圖34中「1」號規劃為舊監書店，也就是B棟原值日官室，規劃作為陳列、販

賣出版物之空間（圖35、36），書店中以監獄相關的出版品、受刑人著作、文化

資產出版品，以及嘉義舊監相關的海報、明信片等為主要的文化商品。  

圖34中「2」號規劃為舊監文化紀念品賣店，也就是C棟原會議室，規劃作為

文化商品的賣店（圖37、38），主要提供受刑人各項手工藝品，以及監獄相關周

邊商品之陳列與販售。  

圖 35、被規劃為書店的 B 棟值日官室外觀      圖 36、B 棟室內天花板破損、堆放雜物 

牆壁油漆剝落 （本研究攝）                                    （本研究攝）                          

 

 

 

 

 

 

 

圖 37、被規劃為紀念品賣店的 C 棟會議室       圖 38、C 棟內天花板破損，堆放雜物   

外觀破損情形（本研究攝）                                  （本研究攝） 

 

  B 棟值日官室跟 C 棟的會議室在目前是被當成堆置雜物的地方，無人管理，

也不見整修，兩棟的外牆皆是油漆剝落、木造屋有少許的損壞，裡面天花板破損

較嚴重，但是只要稍加整修規劃，應可恢復舊觀（圖 35-38）。而在規劃中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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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監的購票處在比大門更裡面一點的行政大樓處，所以民眾若不想購票參觀舊

監，也可直接到賣店消費。 

在嘉義舊監賣店的官方規劃中，販賣商品只有監獄相關的出版品、受刑人著

作、文化資產出版品、以及舊監相關的海報、明信片、受刑人各項手工藝品、監

獄相關周邊商品之文化陳列與販售，這樣的商品販賣內容，較難吸引大眾，若能

再加入創意衍生商品來販賣，相信能為嘉義舊監帶來更豐厚的營收。 

    既有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的規劃，也就有營收的預估，因為嘉義舊監獄位處

都市地帶，機能上屬於博物館、展示場與空間體驗之屬性，比一般風景區較無季

節變化的影響，因此，在推計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消費型態設定時，不考量季節變

化的因子，但加入「樂觀估計值」與「悲觀估計值」的考量（表 2）。以本研究

欲探討的規劃中之書店與紀念品賣店之消費分析與設定如下： 

 
表 2、嘉義舊監賣店消費設定分析表 

 

消費金額與人次估計值22 

 
       估計值 

 

消費類型 消費金額說明 樂觀估計 悲觀估計  
 

文化紀念品消

費 

 

每日消費人次以參觀人數為估計

之參考，預計每日每人次消費以

50元計算。 

10,000人次/月 

（25000×0.4 

＝10000） 

4,800人次/月

（12000×0.4

＝4800） 

書店消費 

 

每日消費人次以參觀人數為估計

之參考，預計每日每人次消費以

100元計算。 

5000人次/月 

（25000×0.2

＝5000） 

2,400人次/月

（12000×0.2

＝2400） 

（表引自：《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459-460） 

以上估算表，就文化紀念品以及書店消費的項目，賣店一個月樂觀估計的收

入有 100 萬，悲觀估計的收入有 48 萬，這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的經營發展及建

                                                 
22

 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參觀人次之推計，主要依據臺灣各地區各相關公民營博物館、美術館、古

蹟建築，2002-2004 年之每月參觀人數，以及嘉義地區重要風景名勝據點，如阿里山、達娜伊谷

等地，2002-2004 年之每月遊憩人數。上述各項參考數據，區分為樂觀估計人數，與悲觀估計人

數兩項數字，前者以各據點每月參觀遊憩人數之平均數作為推計之依據，後者則是將各類型據點

每月平均人數中，剔除最高兩項數字後之平均數作為推計參考。一般門票參觀人次樂觀估計是

25000 人/月，悲觀估計是 12000 人/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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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品牌是不小的助益。但是這些收入的預估，所販賣的商品內容是官方規劃的商

品內容，若是參考市面上的監獄創意商品，開發出創意衍生文化商品，相信收入

效益勢必增多。 

擔任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宣傳以及跟參觀者之間的橋樑最佳媒介就是「賣

店」，嘉義舊監賣店未來若有成功的經營策略，將為嘉義舊監帶來營收，讓嘉義

舊監能夠永續經營，以下第四章將針對嘉義舊監賣店，探討如何建立賣店形象、

創意文物商品之開發、賣店的異業結盟、限量限地點的商品販售、網路賣店等賣

店的經營策略，期能對未來賣店的成立以及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建立有實質的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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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嘉義舊監是一個充滿符號、豐富故事、記憶、神秘的空間，嘉義舊監獄創建

於日治時期大正八年（1919），大正十一年（1922）竣工啟用，是台灣唯一現存

日本時代「賓夕凡尼亞式」放射狀格局的監獄，它紀錄著台灣法治發展史，嘉義

舊監歷經獄政改革、廢制與分合、遷移、更名、地震毀損、整修，至今保存完整，

是嘉義珍貴的文化資產。原本官方在嘉義市都市更新計畫預備拆除嘉義舊監，在

經過嘉義人文團體的極力拯救以及多次的「舊監空間保存再造」活動之下，得以

保存，在 2005 年被內政部公告為國定古蹟，預定再利用轉型成為監獄博物館，

賦予這個空間新的生命。 

而嘉義舊監獄重新定位後若要永續經營，品牌化是必要手段，品牌是建立在

差異性上，嘉義舊監舊有的人文基礎優勢是類型特殊可以引起好奇心及帶來特殊

體驗、以及時代意義特殊、古蹟地位重要、配合嘉義藝文慶典打響知名度，作為

文化創意產業也有一定的經濟效益，而嘉義舊監可以帶來的教化作用，更是其他

地點所無法比擬的，在這樣的基礎下，未來賣店更是強化這一意象的推手，為嘉

義舊監的博物館品牌加分。舊監賣店有著增加營收、宣傳舊監建築以及藏品、扮

演著嘉義舊監跟參觀者之間的橋樑溝通、推廣博物館教育、加強嘉義舊監良好形

象、提供服務之重要角色。而在第四章欲探討的就是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賣店，以

嘉義舊監原有的優勢，配合賣店的經營策略，開發衍生創意商品，這是嘉義舊監

博物館是否可成功創立自己博物館品牌之重要考量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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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嘉義舊監賣店形象與品牌商品開發創意 

 

本章主要是探討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形象的建立與未來可行的衍生商品開

發創意模式以及未來賣店的經營策略，先建立可延伸博物館教育具有監獄風格的

賣店形象，並以市面上販賣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來分析，作為賣店未來衍生品開

發的參考對象，並提出創意發想模式，最後以嘉義舊監原有的優勢，再提出嘉義

舊監博物館賣店的可行經營策略。 

 

 

第一節  建立賣店形象 

 

如第二章所言，博物館形象的塑造有助於品牌的建立，也就是博物館運用策

略，形塑出所要傳遞給民眾的博物館形象。嘉義舊監博物館穩固了品牌與口碑

後，賣店因此有更多的消費者，而形象好的監獄特色賣店，可帶來更多的營收來

支持嘉義舊監，更強化博物館的品牌。所以本節把重點放在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

的形象建立之研擬，來延續及建立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能成為觀眾對嘉義舊監的第一印象，賣店的建築外觀風

格、服務人員、照明採光、出入口的易達性和服務品質...等，都可讓觀眾感受到

賣店良好的形象，建立優質賣店形象，增加營收，使嘉義舊監博物館能永續經營。 

 

 

4-1-1  品牌形象窗口—監獄風格賣店 

品牌的建立需長期經營，需要有詳盡的規劃以及各種條件的配合，一般博物

館形象的建立，首先要在大眾心目中建立博物館知名度，並讓大眾留下深刻持久

的印象，然後再通過多種親和手段，積極強化大眾對博物館的正向態度。而形象

良好的博物館賣店是博物館品牌形象的窗口之一，也是強化博物館品牌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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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賣店形象未來可針對「監獄」意象來作整體的特色風格規

劃，包括外觀、服務人員等因素，而賣店內、外空間各種的規劃，賣店所能提供

的資訊、服務…都是能夠影響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形象，以下將以這些因素

來作探討： 

一、打造監獄風格的博物館賣店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位在顯眼的大門旁，賣店便須作為嘉義舊監博物館整體

意念的延伸以及風格的承襲，在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外觀需有統一完整的規劃設

計。運用色彩配置來建立秩序（如黑、白、灰色），塑造出一致的形象，讓參觀

者能感受到完整、統一的嘉義舊監博物館形象，這也是掌控賣店整體呈現效果最

經濟且直接的手段，尤其須與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設館宗旨、藏品性質、公共形象

及建築空間、視覺系統一致，讓民眾在參觀賣店時，能感受到嘉義舊監博物館對

於自身形象的要求，連帶肯定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專業，能夠安心在賣店內參觀，

享受嘉義舊監博物館及賣店所帶來的知識薰陶和休閒服務。 

除了用顏色來建立秩序外，能夠運用以及代表品牌之一的符號就是監獄符號

--手銬、腳鐐、黑白條紋服、數日子用的月曆、籠牢…等，賣店可大量運用這些

監獄符號來裝飾，例如把牆壁漆成黑白條紋的牢服圖樣，這種強烈的視覺效果，

讓人一看就一定會有深刻印象。賣店內所有的商品都必須有名稱標籤，商品說明

牌、包裝風格也是監獄風，商品說明貼在商品包裝或展示櫃上。賣店的氣氛營造

上加入些許牢籠的恐怖氛圍，運用監獄符號來做整體形象的統一，與所販賣的商

品做一統調結合，營造出「監獄風格」的特色店，與消費者的追求符號習性及其

特殊品味相迎合。 

礙於嘉義舊監是國定古蹟，基本上國定的文化資產是不能任意做變更的，雖

然規劃中嘉義舊監賣店的空間不是整個園區中的主要建築
23，若是呈報主管機關

並不能獲得上述外觀之修改的同意，也可以用投影的方式，將黑白條紋、手銬、

腳鐐、牢籠…等監獄圖案投射在賣店外觀，以投影方式來營造監獄氛圍，這樣，

監獄風格外觀不但圖案多變，而身為古蹟的日式木建築搭配現代的圖案以及先進

的投影處理，這樣的特殊賣點對於博物館賣店來說更是獨一無二的。 

                                                 
23 如圖 31（頁 54）中建築D、E、F、G、H、I（中央控制台與放射狀建築）為嘉義舊監的主要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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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嘉義舊監博物館其它的空間有規劃成為策展區，賣店也需配合嘉義舊

監博物館之年度展、特展、節慶活動來作佈置變更，具有時效及變化性，也與博

物館展覽主題同步化，才能吸引消費者，賣店應營造符合嘉義舊監博物館展覽的

氣氛，讓消費者在參觀嘉義舊監體驗後與賣店氛圍等多重情境催化下，樂意的產

生購買行為，甚至是非計畫性的購買，以增加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財政收入。 

成功的賣店將會使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形象更優質，藉由消費行為更深刻烙印

在觀眾的經驗裡，賣店是嘉義舊監博物館觀眾服務的另一扇窗口。 

二、新奇有趣的監獄造型裝扮 

嘉義舊監博物館的類型特殊，甚至有些人會對監獄有忌諱、排斥感，而嘉義

舊監賣店就可以肩負起「橋樑」的工作，緩和舊監的恐怖感，賣店購物空間的愉

悅氣氛可改善監獄給人的陰沈感，而在賣店服務的工作人員也可以改善嘉義舊監

的氣氛，嘉義舊監與參觀者第一接觸的，除了是安全工作人員外，另一個可以讓

人詢問的對象就是賣店的服務人員，親切的賣店服務人員也擔任著提升賣店形象

的重要條件。 

賣店中的工作人員並非單純只是銷售人員，也應該接受與館員相同的訓練，

對博物館的展品導覽、商品簡介以及遊客服務等各方面資訊，都應有正確的詮釋

以及親切的態度。賣店服務人員若配合監獄主題作特殊的角色扮演，例如著黑白

囚服、臉上畫傷疤…等，不僅讓人覺得新奇有趣，帶給觀眾輕鬆活潑的感受，也

成了名符其實的「接待大使」，受過教育訓練的賣店服務人員更可稱之為「銷售

解說員」，除了介紹解說賣店所販售的商品外，更可以大幅增加觀眾在參觀嘉義

舊監時所獲的知識，也加強了參觀者對嘉義舊監的良好印象，提供難忘的經驗。

服務人員做得好，參觀者在賣店內獲得正面的服務經驗，這也可以增加賣店本身

的業績，也為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了正面的形象。 

三、賣店內外空間的規劃 

嘉義舊監建築放射狀建築有著「封閉」、「拘禁」的空間形象，參觀完嘉義舊

監會有極大的震撼及體驗，而賣店相對而言是個開放自由空間，有著一種極具對

比效果的轉變，會讓消費者有較愉悅的購物經驗，因此賣店空間的設計規劃，是

傳遞嘉義舊監博物館理念的最佳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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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館賣店是博物館不可或缺的一部份，賣店位於博物館中何種地點對於賣

店的形象也是相當重要。嘉義舊監獄的賣店規劃在大門兩旁，是兩個獨立的空

間，進出方便而且位置顯眼，裡面空間小，並不利於多數人同時湧入，但可利用

小空間的特性，透過賣店的燈光、動線設計規劃商品的擺設來加以改善，一方面

讓整體空間到處充滿驚奇。還有標示牌的設計也是賣店內部空間的規劃項目之

一。賣店內燈光可營造成陰暗氣氛，出入口動線要標示清楚，商品的陳設分類清

楚、井井有條，讓消費者在狹小的空間裡也能清楚的知道商品的品相。 

不會使觀眾疲倦與無聊的方法之一是提供「躲避」的安排，觀眾是需要休息

片刻的，在博物館的各處應有休息區。兩間賣店外也有足夠的空地，可補強賣店

內部空間狹小的缺點，若賣店參觀人潮過多，造成等候時間太長、參觀過於擁擠，

可先在外面的空地等待透透氣，可以有一個良好舒適的參觀品質，這空地更可規

劃成露天「監獄風」休閒文化廣場，與賣店風格連成一氣，成為獨特的休憩區，

抒解觀眾緊張情緒，也讓賣店可以有一個較好的空間利用形象。售票口在更裡面

一點的行政大樓入口，這種規劃可因應消費者的權利，來賣店消費時並不見得非

得買門票才可，嘉義舊監賣店若有吸引消費者的商品，消費者可只到賣店消費，

而不需購買嘉義舊監的門票。 

四、賣店提供資訊、服務 

觀眾的參觀經驗中，博物館賣店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也是維持賣店良好形

象的重點。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進行文物複製工作，也可擔任嘉義舊監的宣傳工

作，賣店可支援展覽活動、宣傳廣告、典藏、推廣教育等業務，擴展博物館文化，

及為社會大眾提供休閒場所，協助博物館發揮整體效用。例如在推廣博物館教育

方面，賣店中的每一件商品都貼有標籤，解釋該件作品的背景相關資料，觀眾能

夠自在輕鬆的學習有關嘉義舊監的各種知識。更可以在消費者的視覺範圍區域，

如：入口、展示櫃、牆面上…張貼嘉義舊監博物館的配置圖，讓觀眾隨時隨地，

可以馬上知道各地方的地點方向。 

另外，現今社會是個資訊時代，嘉義舊監賣店未來建置網路購物商店網站通

路是必要的，透過網際網路，觀眾除了可從網站上獲取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資訊

外，消費者不用上賣店也可以線上交易享受服務購得商品，配合實體賣店通路來

作風格網站設計，建立監獄風格網路商店以及網友之間的口碑，除了可以降低行

銷通路的成本外，更可以藉由與觀眾在網路上的互動，更加瞭解商品的市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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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科技化世界，網際網路也是嘉義舊監品牌的建構策略之一。 

未來的嘉義舊監賣店若能建立「監獄風格賣店」形象，賣店形象有「獨特賣

點（Unique Selling Point）」來吸引人時，對此種風格特色有興趣或是好奇的民眾

會前往參觀，若賣店也維持良好的參觀品質和服務設施，讓觀眾感到來賣店參觀

消費舒適自在，不會覺得無聊，願意再次回來，或是以口碑吸引更多民眾前來，

也就會加強了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形象，這樣嘉義舊監就有更多機會接觸到從

未進入博物館的參觀階層，也更有機會發揮嘉義舊監博物館設立的使命與功能。 

品牌化的建構也就是一系列建立形象的過程，賣店的好形象將會使嘉義舊監

博物館的形象更優，藉由消費行為把監獄符號烙印在觀眾的經驗裡，藉以提升嘉

義舊監博物館之外在形象，這不是只有單靠宣傳廣告就可以做到，需要長時間的

經營努力，配合時機以及條件，創造自有品牌及風格，塑造一個博物館賣店在觀

眾心中的形象，吸引民眾參觀消費，讓賣店能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存在的價值與

意義，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意義和功能才能徹底發揮，也是嘉義舊監博物館在創立

品牌以及經營發展上的重要挑戰。 

     

 

4-1-2  賣店的博物館教育及特殊購物體驗 

嘉義舊監博物館存在的功能與意義是要服務社會大眾，進而到文化教育的傳

承，如果光是從展覽層面下手，所能觸及到的民眾範圍有限，因此，藉由參觀者

與賣店的接觸，透過賣店裡的特色商品吸取大眾目光，嘉義舊監所欲傳達的資訊

將更容易傳輸出去。 

博物館賣店與一般賣店最大的差異在於，博物館賣店必須具有「教育」意涵，

賣店也是博物館資訊服務網的一環，賣店所販賣的複製品、監獄符號衍生品其蘊

含的教育意義，消費者購買商品之後進而會想了解文物背後的故事和背景，能夠

激起民眾對於文物的認識和學習的動機，這樣一來商品就會潛移默化的傳遞著知

識與觀念。 

博物館展示品，幾乎都是只能看不能接觸，但博物館賣店商品通常是可自由

選擇、碰觸的，既可研究、學習，亦能品味及欣賞。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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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更近距離的教化及體驗的場所，博物館賣店除了提供複製品相關背景，所販

賣的商品說明或是文獻資料，觀眾將商品買回，就是將博物館相關知識帶回家，

更能藉此將訊息傳遞給他人，藉由可取得的文物商品，是擴大嘉義舊監博物館展

品認知的強大誘因。每一種文物商品，都能引證歷史發生的事實，讓消費者瞭解

歷史的真相，觀眾可藉由購買文物商品瞭解嘉義舊監獄所具有的時空性意義。 

賣店之所選擇的商品，必然是經過嘉義舊監研究人員精心考察、認同的結

果，認同來自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共同意識與嘉義舊監所帶來的精神生活的象

徵。在觀眾參觀展覽後，如果賣店能提供特定氛圍與參觀體驗，商品的販賣，加

強了監獄符號意象以及監獄的教育意義在大眾心靈認知的強度，這樣的文化消費

自然能延續教育以及文化的感動，消費者希望藉由消費文化商品，為日常生活帶

來特殊的展覽體驗、喚起美好回憶。 

賣店除了可讓參觀者回憶嘉義舊監的參觀經驗之外，更可可加強大眾對於嘉

義舊監的價值肯定，例如創意衍生紀念品符號造型的特殊，具有生活體驗的真實

感，觀眾在參觀時選購了商品、選購了讓自己有感覺的符號，這也同時肯定了嘉

義舊監賣店商品的藝術價值，監獄符號元素轉變機能而成的商品，讓購買者顯示

自己對於符號追求的獨特品味，也能獲得對嘉義舊監的認識，間接肯定了嘉義舊

監被保留的價值，也讓賣店顯然可成為嘉義舊監博物館一個主要推展文化教育方

面的延伸媒介。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除了具有教育的功能外，透過賣店這個窗口更是可以減

弱參觀者對監獄的恐懼、障礙感，嘉義舊監對於大眾來說是個陌生、恐怖的場所，

而可購物的賣店通常又是個讓大家流連的地方，因為賣店提供一個讓人可以接

觸、產生好奇、喜悅的氛圍，賣店能夠將大眾對其陌生又感興趣的心態，轉換成

為另一種吸引觀眾的賣點，這正是降低觀眾對嘉義監獄博物館偏見的最好方式。 

誠如博物館行銷學者Kotler指出，博物館所提供的服務，藏品與展示並不是

博物館的全部，觀眾來參觀博物館是有許多期許的，一種「獨特場所的購物經驗」

正是賣店所能提供的獨一無二特殊體驗。以一種文化體驗的手法，讓舊監賣店成

為一種文化場域，觀眾也會將此特性視為具有特殊購物經驗的場所，當消費者消

費購買時，便是在花時間享受嘉義舊監博物館所提供的一連串身歷其境的特殊體

驗。嘉義舊監博物館正是一種提供消費者優良「體驗」的文化產業，其賣店更可

加強吸引觀眾入館體驗嘉義舊監的文化環境。 

 72



在之前的第二章有提到，體驗可分成四個領域：娛樂的、教育的、逃避現實

的、審美的體驗，嘉義舊監博物館能提供此四種體驗，相對的，賣店也能提供此

四種體驗；首先，在逃避現實體驗方面，觀眾在參觀嘉義舊監或是經過被囚的體

驗後，一定會有恐懼壓迫感，而賣店所提供的氣氛跟牢籠相較之下是較有輕鬆氣

氛的，可暫時逃離牢籠的恐怖現實感覺。在娛樂的體驗方面，大多數的人都喜歡

購物，購物消費原本就是一件愉快的事（即使是在監獄裡購物），在監獄裡Shopping

也可以是一種特殊的新體驗，如果有選購到自己所喜歡的東西更是愉快。而賣店

的商品，所運用的雖是監獄符號為元素來做創意的商品，有經過設計的商品都是

具有美感的，選購了商品，也就是留有一份審美的體驗。而最後教育的體驗，賣

店的商品都是具有教育意義的，選購了商品，就會獲得嘉義舊監相關的知識，也

表示認同嘉義舊監博物館，也就是有了教育的體驗。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教育與體驗的呈現，說來抽象，卻又很實際，原因不外

乎一般大眾對於監獄有一定的認知與想像，賣店在監獄氣氛的呈現、視覺聯想、

教育與體驗的轉換中，所能帶給大眾的不只是經濟上的消費，而是有其文化意義

的，當這些購買經驗日後浮現，不論是正向或是負向，將使消費者得到較他人更

特殊的經驗，況且就精神層面而言，有著無形的對嘉義舊監獄的文化認同，更充

實了生活實際內容，這也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品牌形象，是有正面幫助的。 

賣店之於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意義，超越於它所帶來的經濟效益，更是嘉義舊

監博物館文化理念的呈現與實踐者，嘉義舊監博物館帶給大眾的是真實的景象，

是歷史的重現，而賣店，讓觀眾能更親近文物，更是嘉義舊監博物館精神與理念

傳承的重要途徑，博物館賣店提高了供大眾對博物館的親切感，嘉義舊監博物館

功能的發揮，才是文物賣店的最終目標，達到文化行銷建立品牌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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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物商品、創意衍生品之開發 

 

商品是品牌的承諾，也是承載品牌的重要元素，品牌的定位和傳播，必須與

商品的屬性與精神一致（鄧佩芸，2005：89）。博物館商品的呈現，都是延續及

建立博物館品牌的媒介。博物館賣店所販賣的商品能夠影響民眾對於博物館的印

象，如果能夠藉由商品的開發設計，傳遞出嘉義舊監博物館形象或是延伸參觀者

在參觀後的心情，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塑造是相當重要的。 

「品牌是指一種符號」，成功的符號，能強化一個品牌的認同，讓消費者對

於這個品牌能更加印象深刻。嘉義舊監不論是放射狀建築物或是在監獄意象中可

運用的符號非常多，這些監獄符號能激發消費者的視覺印象，建立起品牌認同，

消費者透過商品上的符號，就能輕易的想到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未來開發符號

創意衍生品，監獄符號的運用設計是其關鍵所在。 

 

 

4-2-1  文物紀念商品的開發  

消費者藉由購買產品的符號價值來表現自我、建立經驗的差異，透過商品的

符號，商品蘊含的意義會更深入到消費者心中，以博物館商品為例，代表著博物

館符號的文化商品，此商品符號與意義會深深烙印在消費者的心中，這些商品的

符號價值大於它的使用價值，商品上的符號藉由精巧的設計將博物館的文化歷史

意涵呈現給消費者。博物館商品無論是以何種商品形式呈現，都是延續及建立博

物館品牌的媒介（何來香，2007：112）。博物館可透過商品傳遞影響博物館的

整體印象。 

博物館商品的開發，向來多以館藏品為主作延伸設計，著重在館藏品的教育

性商品與原有的歷史文化意涵，博物館賣店協會（the Museum Store Association）

在1977年的政策聲明中，也宣稱博物館商品來源是賣方唯一的職責，並鼓勵博物

館賣店，依照其特殊領域發展自己的商品，而賣店內的商品，尤其是複製品的品

味最為重要，才能使觀眾在逛完博物館後，留下美好的參觀紀念及印象。  

博物館的文化商品眾多，一般以其來源可分為「典藏複製品」、「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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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衍生紀念品」三類，而以第三類延伸而出的創意衍生品更是當今博物館積極

開發的項目，這些商品可引發消費者進一步追求文化的興趣，以嘉義舊監博物館

為例，說明未來可能開發之代表商品，如表3： 

 

表3、文化商品分類表 

典藏複製品 出版品 衍生紀念品

販

售

原

因

博物館的精神商品，為

代表博物館特殊精神及

形象的主要商品。 

宣傳博物館理念、研

究成果的展現，具有

強烈教育意涵。 

具獨特創意性、擺脫典藏複

製的單調刻板，以因應生活

美學、流行風潮，也會把文

物蘊含的文化因素加以重

新審視與省思，運用設計尋

求新的現代面貌。 

商

品

內

容 

產品說明包含四項：

（一）告知產品歷史背

景；（二）對說明規格、

尺寸及原件與複製品的

差異；（三）為何要收

藏該藏品與其中的淵

源；（四）如何照顧和

維護產品。 

不單純只有平面書籍

的印刷，像多媒體互

動性光碟、音樂CD、

展覽活動的解說手

冊、展覽主題專書、

立體教育書等。 

主要有兩類：一是以博物館

形象、建築物開發出的商

品，商品內容形式不拘，但

皆具獨特符號與設計感；二

是特展期間特別量身訂做

的文化商品。 

代

表

商

品 

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之

模型複製品。 

嘉義舊監史料、照

片。 

文具、飾品、衣服、馬克杯、

鑰匙圈等具有符號的各式

創意商品。 

（表引自：李國裕，2008：20） 

台灣的博物館賣店所販售之商品類型會有許多雷同之處，而嘉義舊監博物館

類型特殊，只此一家，因此，賣店在商品評選以及設計開發的過程中，應該特別

注意發揮嘉義舊監特色或是知名藏品，與其他博物館商品作差異區分，建立嘉義

舊監商品符號的獨特性以及品牌珍藏價值，確實維護博物館商品精神以及實體價

值的不可取代性。 

其中，典藏複製品是為博物館的精神商品，也是最具博物館文化特色的商

品，具有承載博物館特殊意義及形象的責任，不可偏離實物樣貌、比例，以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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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之公正與品質之保證，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對其典藏複製品須忠實的表達出

其原有文物的精神，不能以隨便的心態開發，如果商品交給廠商開發，也需作好

把關的動作，確保其品質標準。嘉義舊監博物館最佳的典藏複製品就是賓州式放

射狀建築，其中必須要告知其歷史背景淵源，說明規格、尺寸的差異，以及說明

如何照顧和維護該產品，消費者透過此商品的具體展示及介紹後，更能瞭解其文

物的來源、歷史價值等，也能產生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認同感。 

博物館可以利用出版品來進行強化品牌的目的，因為出版品不僅可用來介紹

館藏，同時也是一種與觀眾溝通的方法（何來香，2007：115）。出版品旨在宣

傳博物館之展示理念，以及發表相關研究成果，是博物館中具有強烈教育意涵的

商品，也是博物館重要的宣傳品之一。以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出版品為例，除了嘉

義舊監的研究學術書刊外，還包括展覽說明、展示目錄以及學習單等。博物館中

出版品的教育功能是最直接的，可提供藝文人士或是學生研究需要。而展覽說明

和各式學習單也是出版品之一，輔助參觀展覽說明和學習單必須放置在入口處，

在觀看展覽的同時使用效果才是最大的。而現代科技技術的進步更讓出版品多樣

化，配合數位典藏、視覺閱讀導向的多媒體互動式光碟已成為博物館出版的主要

走向，突破傳統平面出版品，而更具便利與趣味性，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勢必朝

此高科技方向發展。 

當今各博物館賣店銷售數量最多的是衍生紀念商品，其商品本身擁有高度觀

賞價值與多變性，有別於一般文化商品將藏品的圖像或造型直接的複製呈現，而

是以館藏品為素材，重新運用新技術，開發設計出具藝術性與生活實用性的文化

商品，不僅有助文化教育推廣之各類衍生加值應用商品，還能讓消費者在使用上

添加一股文化氣息，這種商品改變傳統文物的刻板印象，能滿足消費者好奇心又

具有觀賞價值的文化紀念品，都會是成為博物館賣店熱門的文化商品。 

而未來成為嘉義舊監的衍生紀念商品不單只是館藏文物平面化呈現，更具備

文化傳承的精神與意涵，不只侷限於文物上的表面意義與圖像，更可包含了藝

術、工藝、圖型設計、多媒體和數位科技等多種領域的整合，嘉義舊監的品牌形

象更可以透過創意與設計，在商品中呈現出富生活實用性以及具有特殊的博物館

文化價值特色，可以成為博物館商品中最貼近觀眾的主力商品。 

隨著社會整體消費型態的改變，博物館文化商品開始出現以「創意」為主的

設計形態，這是從衍生紀念商品延伸出的創意衍生商品，它是針對整體環境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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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改變所衍生設計出來的博物館文化商品。與一般博物館文化商品最大的不

同是，設計者透過巧思擷取博物館意象進行符號上的轉化，因此被歸屬為擁有高

度創意的商品，可以把文化特徵或是真實的內容做變形，使其變得普羅大眾化，

進而讓觀眾經由消費感受到輕鬆、有趣的體驗，也替博物館創造出無限產值。 

以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一反過去監獄給人陰暗、負面的印象，未來將監獄

元素與時下流行商品作衍生創意設計的結合，目的就是希望藉由推出一系列較為

多元的、通俗的、有趣的商品，能使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姿態更親和，讓更廣泛的

民眾也可以瞭解嘉義舊監存在的意義。雖然現階段國內許多博物館文化衍生商

品，仍以前三類商品為主，而真正屬於文化創意商品數量尚不多，卻可能為未來

發展的主力，原因就在於它能透過「文化與當代設計」的結合，重新透過現代人

的語彙詮釋藏品意涵，讓人不再覺得與傳統文化有距離感，設計出既創新又生活

化的博物館文化商品，嘉義舊監博物館所擁有的特殊符號與其他博物館有很大的

差異性，在一種符號凝聚的意象中，再現嘉義舊監的意涵，具有生活體驗的真實

感，也可加強嘉義舊監在觀眾心中的印象，監獄文化創意衍生品是最適合將來作

為賣店商品開發的主力。 

嘉義舊監博物館具有代表性、知名度高、最適合開發成創意衍生商品的就是

放射狀建築，也是最容易取得觀眾的認同。運用數位科技將監獄建築原有的樣

貌、大小，按照不同比例作縮小的複製品，所衍生開發出來的商品就可多樣，可

見直接將藏品的外顯形式（包含材質、尺寸、樣式、色彩）應用在商品上，以富

想像的設計製造手法，將藝術圖樣意象以嶄新的方式詮釋歷史文化，可以給消費

者相當大的情感上連結。另外，嘉義舊監博物館類型特殊，嘉義舊監的歷史、文

獻、故事、照片、監獄符號也很適合開發成衍生商品。現在市面上已有流行一些

監獄符號創意商品，嘉義舊監博物館可與此一流行文化結合，開發自營的專屬品

牌商品。設計理念以嘉義舊監整體的文化意涵或是精神價值為主軸進行發想，融

入創意設計出兼具美感與文化使命的博物館商品，如運用監獄符號、話題或是配

合節慶來衍生設計成具有博物館形象的文化商品，也是具有特殊意義。創意符號

衍生商品創意的發想將在下一節做介紹。 

目前台灣及國外大多數的博物館賣店商品多是基於博物館自有館藏品的再

開發，館方與委外合作開發皆依循此法則，文化商品即是針對某事物所蘊含的文

化因素加以重新審視與省思，運用設計，將其文化因素尋求一新的現代面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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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器物使用的精神層面的滿足，這是文化商品與一般商品所異之處，在於其多

了一項文化識別（cultureidentity）的功能。嘉義舊監博物館在未來，可邀請嘉義

知名的工藝師、設計師或藝術家，為嘉義舊監博物館量身訂作商品，形塑博物館

的在地化。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未來商品的商品設計的考量層面則可以有下列幾

種方法： 

一、擷取圖形應用 

擷取館藏品全部圖案或局部圖案應用於日常生活用品當中，是博物館商品最

基礎的做法，由於能將商品衍生應用在日常生活之中，是頗受歡迎的文化禮品。

嘉義舊監博物館最大的特色吸引力就是「賓夕凡尼亞」式建築，可擷取這放射狀

建築的圖案，衍生各式商品，如鑰匙圈、小吊飾、明信片、拼圖、模型、ㄒ恤…

等。如賓州州立東感化院監獄的賣店商品（圖39、40），也是擷取其放射狀建築

圖形及監獄內部相片來設計商品，擷取出的圖案頗具藝術設計感。 

                                   

 

 

 

 

 

 

 

 

 

 

   

圖 39、東感化院監獄賣店所販賣的ㄒ恤             圖 40、東感化院監獄賣店所販賣的明信片    

（圖出處：http://www.easternstate.org/store/clothing.php   （圖出處：http://www.easternstate.org/store/ 

，2009/10/13）                                    postcards.php，2009/10/13） 

二、縮小或放大 

博物館器物類商品之衍生應用最常見的除了原器物的複製外，因應價位及攜

帶問題往往加以縮小甚至於放大。此外，這類商品的歷史背景及典故說明尤其重

要，可以決定是否暢銷的關鍵因素。嘉義舊監的放射狀建築也可依此原則做成模

型，有各式不同的比例尺縮小，並附上歷史背景作說明，滿足收藏家不同需求。 

 78

http://www.easternstate.org/store/clothing.php
http://www.easternstate.org/store/postcards.php


三、改變材質 

現今各博物館的賣店商品材質多變，同一種造型的商品就有各式不同的材質

所做成，不同的材質有不同的趣味，因此，如何改變材質的應用，選擇材料而不

失其質感，是嘉義舊監博物館研發博物館商品的課題。如要開發舊監建築的模型

商品，就可使用塑膠、木材、石膏、金屬等材質，在嘉義地區，更可使用原本的

文化特產「交趾陶」。在造型領域中，任何材質皆具有種不同的特殊質感，也可

以透過不同人為加工技法製造更豐富的變化，這樣賣店文物才能展現質感美。 

四、以圖案與產品種類的混合聯想模式 

例如以圖案為縱座標，產品為橫座標，橫的聯想可以產生單一圖案的多種產

品，直的聯想可以產生多種圖案的單一產品。例如把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內部

照片、歷史照片…等放在縱座標，各式產品如吊飾、ㄒ恤、馬克杯、明信片…等

放在橫座標，取其交點就可衍生出多樣產品。 

嘉義舊監博物館在行銷策略以及商品開發上，若開發精心設計的衍生品，以

符號為設計靈感，將會是活化展品的泉源，會使每件文物都具有生命與文化的意

義，也形成了一種區別的功能造成商品的差異，也就是地方文化創意產業的建

構，讓觀眾不論有形或無形的收穫，滿懷愉悅，尤其衍生品可攜帶回家，更增強

文化產業的價值，除了文化消費的意義外，也擴大了嘉義舊監活動的文化張力，

對觀眾的記憶與學習，當有一些效應及成果。 

 

 

4-2-2  創意商品的造型要素 

紀念商品本身符號的獨特性（是否只在這個地方買得到、是否代表了嘉義舊

監這個旅遊地點）確實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成為消費者踏入嘉義舊監博物

館賣店的驚奇體驗之一，商品讓大家覺得有趣，藉由商品的採買，消費者可加深

瞭解體驗監獄文化，也擴展了消費者文化視野，這將是台灣博物館賣店所沒有、

也不可能會有的特色，也是嘉義舊監賣店的一大利器。 

賣店所內販賣的商品是決定賣店形象好壞的條件之一，在商品方面，嘉義舊

監若建立「自營品牌」，獨自開發自己的品牌商品，以發展成國內唯一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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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獄風格商品，相信會受到消費者的青睞的。目前嘉義舊監賣店規劃中販賣的物

品為舊監相關的出版品、受刑人著作、文化資產出版品、舊監相關海報、明信片

以及受刑人各項手工藝品、監獄相關周邊商品，這些種類的商品，文化研究者會

有興趣，但是對於一般的消費者的吸引力是不夠的，若賣店能再開發獨特監獄創

意衍生商品，讓消費者在別的博物館找不到相同類型的商品，相信會吸引更多的

消費者前來消費。例如在商品部份跟著賣店的定位，緊扣「監獄」這個主軸，所

有開發的衍生性商品，都一定跟「監獄」符號結合，例如手銬鑰匙圈、黑白條紋

服…等，賣店系列商品與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收藏、教育及理念等品味一致，會把

賣店形象提升不少，更進而提升嘉義舊監博物館形象。 

「商品」確實可以轉變博物館的形象，嘉義舊監博物館可以運用多樣的監獄

符號，加以利用、灌注巧思，與生活風尚結合，開發成衍生紀念品，若是造型特

殊又具有創意，新奇有趣的創意商品會吸引消費者的目光，讓具有話題性的「商

品和賣店」，透過口耳相傳、網路…等方式，創造嘉義舊監博物館新價值，也會

改變民眾對「監獄」的負面印象，連帶也會激起想要參觀嘉義舊監的意願，幫助

嘉義舊監建立起博物館品牌。 

當今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已經不單是商品本身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

性結構，而是一連串的符號意涵下所交換的複雜結構，也就是符號價值，必須將

商品形塑成為一種符號，消費者對於符號化的商品會有更強的感受，在消費過程

中，消費者所購買的其實已非是商品本身，而是商品所涵括的關係，商品變成一

種象徵性的符碼，有差異性的符號，商品價值會較高。消費因符號而產生文化意

涵，符號作為承載意義的工具，符號凝聚了文化的集體意識，被社會大眾廣泛接

受成為流行，作為表現文化內涵及符號價值的工具。 

現在在市面上流行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都是創意工作者把監獄文化的符號

形象轉化為可愛的造型商品，而這些商品的象徵意義跟功能也跟著完全改變，與

監獄無關，這些象徵意義的轉換，監獄刑罰的功能性不再重要，而其特殊的監獄

造型確實也能引起消費者的購買慾。例如在網路走紅的短片卡通「監獄兔」，因

影片的點閱率極高，在年輕族群中造成流行，進而開發出眾多的周邊商品，也造

成商品的熱賣（圖 41），監獄兔系列商品的暢銷，其中一部份也要歸功於監獄

兔的故事性，創意者把監獄裡點點滴滴發生的故事製作成一系列動畫，讓觀賞者

看完不禁莞爾一笑，進而引起想要收藏其商品。很多年輕人是跟著流行走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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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流行什麼，就會有一堆人跟從，就像網路上監獄兔的短片，剛開始只有少數人

點閱，但是它的口碑漸漸傳出來，續集也一集一集的造成點閱熱潮，更繼而開發

出眾多周邊商品，包包、公仔、吊飾、絨毛娃娃…，系列商品符合年輕族群的喜

愛，更有人愛上其系列商品，所使用的都是監獄兔符號系列商品。在飾品界中，

也有用監獄元素所做的可愛又有個性的裝飾品（圖 42），大部分的設計都是針

對女性消費者，監獄元素再結合其它的流行時尚、可愛元素，令人愛不釋手，也

會讓人想要配戴、收藏。 

 

  
圖 41、監獄兔造型牌照螺絲                  圖 42、手銬造型水晶耳環 

（圖 41 出處：http://tw.f3.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37718398，2009/11/03）  

（圖 42 出處：http://tw.f2.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47298881，2009/11/11）               

文化是思維的蓄積，而文化連結是一種象徵性概念，以符號學理論為架構，

表達文化意義和圖騰，並可將圖騰當成一種識別符號（Logo），具象徵意義並可

廣泛延伸運用在各種商品上，進而帶出一種文化特色來。當然，現今市面上所流

通的種種監獄元素創意商品還談不上是「文化」創意商品，監獄若要和「文化」

概念作連結，就要加強它的概念，強調它的文化意象，若以博物館的角色來連結

此文化，想必是事半功倍。 

在21世紀的現在，博物館賣店的創意商品可以連結顧客對博物館的認同與情

感、提高對博物館的價值認知，對於博物館品牌有正向幫助。再以故宮商品為例，

目前已上市販售的系列文化創意商品，設計師大多運用不同的形式，強調出商品

與藏品之間符號的連結性、設計師將藏品符號做有意義的選擇、文化創意商品設

計走向多元化的趨勢、相較於其他文化商品，文化創意商品的使用性降低，符號

價值提升（徐嘉莉，2006）。就像「翠玉白菜」的吊飾、鑰匙圈及其他生活藝品

的小型紀念品的熱賣，這些商品的使用價值並不高，因符號的稀有而造成熱賣，

不但替故宮增加了收入來源，也讓民眾在參觀後，對故宮的印象更深，對於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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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建立也有所幫助。創意商品的開發已是博物館的風氣，也是各博物館館建

立形象品牌、對外推廣、以及增進收入以利營運的重要來源，嘉義舊監獄的建築

可讓民眾體驗被囚禁的壓迫感，若是賣店再開發一些跟監獄有關的創意紀念品，

或許會替舊監博物館帶來一些意想不到的收穫。 

另外，追溯或發展「品牌故事」（brand story）賦予商品品牌意義，是品牌行

銷最常見、最有效的作法，這也是非常適用於嘉義舊監賣店商品的策略作為。當

產品趨於同質化，而品牌差異不大時，品牌形象和品牌個性的塑造十分重要，因

為消費者並非購買產品本身，而是購買品牌形象符號的心理意義。嘉義舊監不管

是本身歷史或是舊監保存運動，原本就累積了豐富的故事，把監獄故事和賣店行

銷做結合，製造成監獄文化商品，每件商品都有著一個故事，讓消費者跟商品產

生深刻的連結，也就是對嘉義舊監有了更深刻的認知，就如同美國惡魔島監獄，

用豐富的故事及符號化商品將觀光客帶入另一段時空，令人回味，帶有故事的商

品也造成熱賣，更加強了民眾對博物館印象。 

消費形態的改變，缺乏創意、內涵、文化訴求的產品或服務，已不再受消費

者所喜好，而市場趨勢講究的是「獨特性」，消費者不單只是注重商品的實用性，

更想擁有個人獨有（符號）的商品，或是適合自己、能代表自我風格的商品，強

調屬於個人的生活象徵，若文化商品連外觀都無法吸引消費者，那麼將會失去進

一步解釋商品文化內涵的機會。以文化融入創意設計的博物館衍生商品，要符合

市場流行則可以從商品的外型、故事性、強化嘉義舊監品牌印象、色彩、材質來

規劃。因此如何將博物館無形文化特色呈現於商品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博物館文

化商品設計造型的五種要素來作為連結嘉義舊監博物館與現代設計的運用策

略，其創作造型要素有以下幾種： 

一、外形 

我們對物體的識別，最直接的就是接觸到物體的形狀輪廓，市面上流行的監

獄符號創意商品，多是直接採用監獄符號輪廓來創作，將手銬、囚服、腳鐐…的

形直接複製，產製出來，這種形狀的外型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還是可以可改變大

小、顏色、材質、機能…，只要符合美感需求，是很適合拿來作為監獄文化創意

商品的轉化素材。未來嘉義舊監開發的商品可以參考這些素材，再賦予嘉義舊監

的品牌符號，讓消費者可以很直接將商品與嘉義舊監連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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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未來嘉義舊監商品也可以的是將現有的形分解成若干部份，改變原來

的組織形式而進行新的組合，或者應用多視點所獲得的不同形面，再運用重複、

漸變、韻律等抽象的美感變化，使具有創意的外形使人產生各種不同的感受，開

發出別具新意的嘉義舊監博物館創意商品。 

二、故事性 

而文化商品若是能敘說故事，更能提高消費者對商品認同的價值以及購買

慾，「故事」可以是商品的隱藏符號。嘉義舊監的故事資源豐富是不容置疑的，

就像美國惡魔島監獄賣店商品行銷它的故事，創造高消費額（如惡魔島所賣的鋁

製湯匙），嘉義舊監獄以故事來行銷品牌，也會是一項利器。賣店商品跟故事的

結合，使商品更具吸引力，消費者購買物品時，買的並不只是一個單純的、直接

的實用物品，同時也消費了商品背後隱藏的符號象徵意義以及商品背後的故事，

人們藉由消費模式中的符號使用，建構他們的自我感和認同感，所以從消費中得

到許多認同的價值，包含從消費中得到自我的滿足，文化商品在在顯示出它所附

有的高附加價值，文化商品是具有美感、故事及價值感，而賣店商品若朝這方面

訴求其美感、故事及價值，並將意義和消費以及嘉義舊監博物館作連結，一定可

引起口碑、建立起品牌的。 

三、強化品牌印象 

    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為強調品牌形象，也可將「博物館賣店融入博物館的色

彩識別系統中（Theobald，2000：26）」，包括嘉義舊監博物館的logo、簡介、印

刷品…等元素，統一色調，呈現出色彩識別完整的感覺，更可延用到賣店的購物

袋和商品說明卡上。故事性可強化品牌印象，而商標商品、禮品包裝紙和購物袋

也可以創造強烈的品牌形象（圖43），透過整個色調的統一，會呈現出比較完整

和專業的感覺。以故宮為例，消費者大多都會要求將商品裝至印有懷素的「自敘

帖」的包裝提袋中（圖44），即使是可隨手放進包包裡的小型商品，例如磁鐵、

鉛筆、小鏡子，民眾也會要求店員提供包裝袋，整體性的規劃與設計，讓故宮從

外觀建築到賣店包裝紙袋，都有一貫的設計感。這印證了 Dickman 在 2002 年

所出版的《如何行銷博物館》一書中，認為包裝和呈現方式是經營博物館博物館

賣店相當重要的一環，可創造消費者對於博物館的良好印象。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若開發具有監獄元素符號，或是代表博物館logo的紙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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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購物袋，讓觀眾可攜帶禮物或平時可置放自己的東西，把嘉義舊監的形象結

合在可以被帶往各地的手提袋上，當觀眾在平時使用時，提袋的視覺符號就可以

宣傳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發揮無限宣傳效果。賣店商品的包裝與呈現方式也是

極重要的一點，印有嘉義舊監博物館名稱與商標的購物袋看起來比較專業，而為

高單價的小型商品或易碎商品另行準備包裝盒，也可以創造消費者對於嘉義舊監

博物館的良好印象，也就是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在觀眾心中的印象。 

 

圖43、各博物館所使用之購物袋                 圖44、故宮的「懷素自敘帖」提袋 

（圖片出處：史博館，2002：彩色圖版Ⅷ）                       （本研究攝） 

 

關於商品方面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博物館商品「標籤」的設計，目的是要增

加商品說明和創作理念等資訊，在標籤的製作上也不可以忽視，必須經過設計和

博物館商品有整體的感覺，如此結合博物館賣場和管理服務，更進一步運用各類

商品的功能、目的以及形式，全方面傳達教育關於展覽主題的各方面知識。 

四、色彩 

色彩在產品上的運用最能帶給消費者直接的衝擊，透過不同彩度的配色、變

化明度的配色或是改變色相的配色，會得到不同的色彩效果。監獄符號在一般的

印象中多是無彩色（黑灰白）的，具有強烈對比效果，給人陰暗的感覺，若能改

變這些傳統的監獄符號的顏色，應能使作品更活潑，不會給人負面感受，例如傳

統的黑白條紋牢服，可改變顏色、或改變部分顏色，不失監獄囚服的感覺，但又

會一掃監獄的陰暗感。不同的色彩有不同的視覺感官和心理感受，不僅具有審美

性和裝飾性，還具有象徵性的形成媒介，如紅色是象徵熱情、刺激、且令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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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黃色象徵明亮和愉快的顏色，藍色常常則被描寫成一種憂鬱和悲哀的顏

色…，當然這種形容對於色彩的情感判斷並不是唯一的標準，像是紅色被運用在

監獄兔的角色是一隻脾氣暴躁的前黑手黨老大（紅色＝脾氣暴躁），穿綠色囚服

的是個個性溫和的工人（綠色＝溫和），可見色彩情感表現有很大程度是靠人的

聯想而得到的，人與色彩的關係，就在生活經驗、環境或事物中產生一種情感上

的連結。 

目前市面上監獄符號創意商品對於「外形」和「色彩」的轉化，大多都以三

種方法為主，其一，是傳統造型不變，重新賦予新色彩（如圖58的澎湖監獄情人

手銬）；其二是維持傳統造型，色彩僅在局部作調整，因此仍保有原來的精神面

貌（如圖42鑲上水晶的手銬耳環）；其三則是打破以往墨守成規的思維，重新以

新的形、結合新色彩（如圖46的 Hello Kitty 鑰匙圈），但前提是不可違背精神

原貌，否則便化成為一個唐突的新產品。 

從目前市售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看來，使用前兩者轉化方法居多，相對地較

有創意的方法三，若要轉化得相當貼切，對設計師來說則具有相對高的挑戰性。

對於未來嘉義舊監開發的商品，也是一樣，重新賦予新色彩，或是色彩僅在局部

作調整，能保留較多藏品原貌，以連結藏品與商品之間的關係。重新以新的形、

結合新色彩，在博物館文化商品種類來說，尚不普遍，但嘉義舊監可朝此方向發

展，讓此類商品成為賣店的特色之一。 

五、材質 

材質，一般是指物體的組成及其性質，如木、竹、石、金屬等，任何造型皆

需透過材質來創造內容，市面上所販賣的監獄符號創意商品的材質，因為經濟成

本考量，因此多是普遍、大眾化的材料為主，其中又以便宜、規格化的塑料或布

料的使用為最多，只有少數有品牌的商品使用貴金屬，導致商品呈現參差不齊的

現象，因此如何有效的選擇材料而不失質感，是嘉義舊監博物館日後研發文化商

品的課題。 

博物館衍生商品方面在材質上的運用，塑膠、金屬、木材都很常見，對於嘉

義舊監博物館來說，除了以上材質外，還可以運用台灣傳統工藝技術「交趾陶」

來創作博物館衍生商品，交趾陶原本就是嘉義地區的特產，特殊材質原本就可以

讓人聯想到嘉義，用來創作為監獄博物館創意衍生品，材質更是獨一無二，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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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有新的感覺、產生新的視覺效果，以古法創新的方式創造台灣博物館商

品，嘉義舊監賣店未來開發商品，可考慮結合此一特殊材質，這也是一種特色。 

 

 

4-2-3  符號的監獄文化創意商品 

嘉義舊監賣店未來開發的監獄符號性商品，可將消費者帶入符號性消費的氛

圍，在消費過程中，嘉義舊監的歷史定位，文化意義已經挪移到消費者心中，商

品的符號性滿足消費者購買時的愉悅，以創意為核心與利用符號圖像創造產品價

值對於消費者中的認知性與情感性有正向之影響，參觀者在賣店購買了監獄符號

的商品，就表示他對嘉義舊監有一份正向的認知，也會對嘉義舊監及所購買的商

品多了一份特殊的情感。基於這些觀點，因此以下將運用符號學來整理分析在市

面上流行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探討商品如何擷取監獄元素進行符號上的連結
24

與機能上的轉化。 

現在市面上流行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就是利用種種跟監獄有關的符號，設

計創造出有趣的、獨樹一格的商品，不用多作說明，跟監獄有關的符號，在大眾

心中是簡明易辨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雖然幾乎都是負面的，但是消費活動

的進行，是以差異性的符號價值為對象，而不是商品固有的物的價值，最熱門的

商品，都是以符號的差異，才能蔚為流行，監獄元素的符號的獨特性是無庸置疑

的，人們為追求獨特性，再加上媒體、網路的發達、時事的報導，現在市面上監

獄元素個性小商品蔚為流行，若能與文化結合，發揚使之成為一種特有文化又富

教育性的創意品牌，會是嘉義舊監博物館文化的另一賣點。以嘉義舊監本身的條

件以及現在市面上販賣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為例作分析，其創作原型有以下幾種

模式： 

一、賓州式放射狀建築 

嘉義舊監博物館最大的資產—放射狀建築可以當成創意元素原型運用來開

發衍生紀念品（圖45），嘉義舊監是目前世界上僅存兩座賓州式放射狀建築的其

                                                 
24

 皮爾斯提出符號分類可分為三種，即圖像（肖像）符號（icon）、指索（指示）符號（index）

和象徵符號（symbol），三者在符號運作之間，可以相互融合、跳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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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座，它見證了獄政發展、殖民時期，更有著一股神秘感，在意義上彌足珍貴，

嘉義舊監博物館建築本身就是文化藝術呈現，其放射狀圖形也可視作一種神秘的

象徵符號。在之前的賣店商品的設計考量層面也有提過，除了放射狀建築的複製

品外，可擷取這放射狀建築的圖案，衍生各式紀念商品，如鑰匙圈、小吊飾、明

信片、拼圖、模型、ㄒ恤…等，在商品上要附上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的歷史背景

或典故說明，使用不同比例、改變材質（例如運用貴金屬）、甚至作變形讓商品

有質感，運用新技術，以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為創作原型開發設計出具藝術性與

生活實用性的文化商品，不僅有助嘉義舊監博物館之文化教育推廣，商品具有文

化氣息，又可滿足好奇心，都將會是成為賣店熱門的文化商品。 

 

符號原型 嘉義舊監賓夕凡尼亞式監獄建築 

 

 

商品化設計： 

ㄒ恤、馬克杯、

吊飾… 

 

 

 

 

 

 

 

 

 

 

 

 

 

 

圖45、嘉義舊監獄放射狀建築圖（本研究繪） 

符號轉化方式 肖像、指示、

象徵 

圖像直接利用，或是作部分變形 

外型 任何樣式的商品皆可 

色彩 可賦予任何的色彩 

材質 可用任何材質 

商品表現 

機能轉變 ㄒ恤、馬克杯、吊飾… 

嘉義舊監博物館的賓州式建築拿來做商品設計創意，要讓消費者一眼就認出

商品所代表的是嘉義舊監，複製典藏品縮小或變形的過程是否會失真，或是品質

的好壞，都是需要一再探討且小心處理的問題。這個建築圖像所衍生的商品以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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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化為衍生設計對象，並身負延續文化傳承的精神與意涵，可強烈傳達嘉義舊

監品牌的價值。  

二、嘉義舊監故事 

故事符號化後，故事也可以成為人們符號消費的對象。嘉義舊監處處充滿著

獨一無二的故事，不管是監獄位置、面積變更、遷移、更名、毀損、整修、甚至

是牢籠裡發生的事…，這些歷史一定都有史料證明，不管是地圖、文獻、建築設

計圖、老舊照片、題字…，這些嘉義舊監專屬「符號」都可結合創意開發成創意

衍生品。在「舊監的春天—嘉義舊監藝術季」多數的參觀者也表示對嘉義舊監的

故事有著濃厚的興趣，所以以此為靈感來開發商品，運用擷取圖形、縮小放大、

改變材質、圖和聯想…等方式，歷史也可以有新樣貌，把現代人大都不感興趣的

老舊歷史轉換成新潮商品，或許也會時髦新鮮，讓人耳目一新，這些歷史舊瓶新

裝，符合現今社會懷舊風的潮流，不但可告知消費者嘉義舊監的過去，延續嘉義

舊監的傳承，更可引來新生代年輕人對嘉義舊監獄提起興趣。 

嘉義監獄因處於日治時期統治嚴格時創建，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為了實施同

化政策，達到殖民統治的效果，相當重視學校教育、貫徹社會教育，也藉由嚴密

的警治系統，培養台灣人的日本國民性格，從當時嘉義舊監獄的設計便知道。所

以當時並沒有重大罪行之人，沒有像美國惡魔島窮兇惡極殺人犯之驚天動地故

事，嘉義舊監多是關一般犯人（竊盜、過失殺人、煙毒…）用的，重刑犯大多關

到台東，思想犯大多關到綠島，所以有關嘉義舊監的故事，多是興建過程、修繕

過程、監獄受刑人之間的事。例如： 

「日據時代犯人吃个飯攏分做一丸一丸，普通人等級分做一等、二等、三等、

四等，一等个尚大粒，一般犯人吃二等飯，卡九怪个、無守規矩、無認真做空缺

个、鴨霸个就吃五等个，相打和鬧房个就無飯倘吃。日本時代吃糙米，光復後吃

一般个米，但是色無彼白。」25（李能變26口述） 

把監獄中實際發生的故事以文字故事、圖畫…來呈現，使嘉義舊監的歷史能

傳承，悲慘故事能讓人記取教訓。這些獄中故事除了可以有訓誡作用外，還是有

它的趣味性，若是把以上故事的「一等飯、二等飯…」做成商品，例如磁鐵、紙

                                                 

90。

25 引自《權力場域的三個空間向度之建構—嘉義市、嘉義舊監及身體的研究》。鄭博文，2003：

 
26 為前嘉義監獄員工，1941 年進入嘉義監獄服務。 

 88



鎮、鑰匙圈…，商品比例與當時實際物體（飯糰）一樣或是做縮小比例，讓人瞭

解當時犯人的飲食狀況，趣味感會十足，而在趣味感之餘又會讓人記取教訓，監

獄飲食物質條件差，千萬不要吃牢飯。 

三、手銬 

在市面上所販賣的商品中，手銬這一原型符號非常常被運用，設計成為各式

各樣有個性的商品（圖 46-51）。 

符號原型 手銬 

 

商品化設計： 

Hello kitty造型

手銬鑰匙圈； 

手銬包 

 

圖46、Hello kitty造型手銬鑰匙圈    圖47、名牌Cuffz by Linz 銀色手銬包

（圖46出處：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0348090，2009/10/21）

（圖 47 出處：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0994574，2009/10/21）

符號轉化方式 肖像 手銬造型直接擷取模仿 

外型 Hello kitty 的輪廓；包包背帶 

色彩 金屬原色，小面積的其它色：銀色 

材質 合金；羊皮 

商品表現 

機能轉變 鑰匙圈、裝飾品，kitty頭形手銬亦可打開別鑰

匙或別在褲頭、包包上；女性流行包包 

商品 Hello Kitty 造型手銬鑰匙圈（圖46）擷取模仿手銬的造形意象來進行

轉化設計，在形式上除了變得更加小巧、精簡外，也搭配科技感的金屬材料作結

合，設計者則運用巧思將 Hello Kitty 的輪廓替代傳統手銬輪廓，並以小面積的

色塊來柔化手銬的冰冷意象，使得商品外形獨具現代流行造型之美感，設計者針

對女性飾品作延伸開發，取其外廓意義作一個意象上的轉移，讓現代流行飾品與

監獄符號結合在一起。而商品 Cuffz by Linz 銀色名牌手銬包（圖47），手銬元

素被應用在包包的背帶上，有的還會在手銬上鑲以亮片、水晶，增加時尚感，女

性背著這樣的包包上，不但可引起討論話題，其不同於平常包包的獨特款式，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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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讓人注目的焦點，也就是「手銬監獄符號」可與「話題、注目焦點」連結上，

也印證了符號消費理論，以符號的差異性來作消費與否的判斷，手銬這樣的監獄

符號是可吸引眾人目光的。 

符號原形 手銬 

 

商品化設計： 

手環、手鍊、 

圖49、Mini Japan手銬造型個性手環 

圖48、情人手銬造型T扣手鍊                      

（圖48出處：http://tw.f5.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0048414，2009/10/21）

（圖49出處：http://tw.f5.page.bid.yahoo.com/tw/auction/e32099309amour4567，

2009/10/21）

符號轉化方式 肖像 手銬造型直接模仿 

外型 手環、手鍊 

材質 合金、貴金屬 

色彩 銀色、黑色 

商品表現 

機能轉換 象徵意義的轉換，讓人感覺高貴、時尚、精緻

圖48、49商品在外形方面，設計者以簡潔的方式將手銬特徵予以強化顯現，

圖48的商品以連續重複手銬的方式，使造型具有簡單的節奏之美，以豐富整體的

變化性。圖49的品牌商品材質選擇貴金屬，極具質感，不僅一掃傳統手銬負面的

印象，更讓商品符合時下流行文化的潮流，此設計商品給人的直覺感受就是現代

簡約感，簡單優美的曲線時尚感十足，也非常的個性化，也會讓人感覺高貴、時

尚、精緻。此兩樣商品的設計走的是中性風格，並不會非常的女性化，男女配戴

均適宜。 

圖50、51商品主要是以構圖方式，將手銬圖案呈現出一種韻律感及強烈張

力，而手銬具有的原始意涵也隨之消失，創造簡潔明確新意涵—「叛逆、特立獨

行」，因此，透過手銬圖形轉化成一種不同含意新的圖像，當中除了保有手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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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性及話題性外，讓商品在外貌上看起來新奇有趣，即使是女性來使用也不會

覺得突兀，更會吸引年輕族群的目光。 

符號原型 手銬 

商品化設計：

名牌流行男女

服飾 

圖50、Open Treasure 名牌流行男ㄒ恤 

ge.bid.yahoo.com/tw/auction/e33068979 

 

 

                                     圖 51、Ed Hardy 手銬 V 領女裝

com/tw/auction/b44772135，2009/9/3） 

 

（圖出處：

http://tw.f5.pa

，2009/9/3）

 

 

 

 

（圖出處：http:// tw.f2.page.bid.yahoo.

 手銬圖案直接運用 肖像 

外型 名牌流行服飾 

材質 布料 

色彩 黑白占大部分 

商品表現 

、保護身體、遮蔽功能、機能轉換 流行服飾（品味象徵）

叛逆、特立獨行 

以監獄元素「手銬」為符號所販售的商品為例，通常這類的設計都是利用「肖

像」符號，也就是直接模仿、複製手銬這一符號來做設計元素，用手銬的概念來

設計，因為造型新奇獨特，所以很受年輕人的喜愛，所設計的商品有成為手鍊、

項鍊、吊飾、耳環、鑰匙圈、鞋子配件、流行服飾…等等，若是情人之間相贈，

有很明顯的「我要套牢你」的用意，若是自己使用， ，使用者會更

顯叛逆、特立獨行，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若是出於某一品牌的設計，更是有品

味、有質感的象徵，可向人炫耀，象徵自己品味不凡、超群出眾，也就是說，在

差異表現上，可以表明自己與其他一般人有所不同，把自己化為「符號＝帶有表

因其造型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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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嘉義監獄博物館若能運用這些已在市面上流行的商品，開發成文化創意產

業商品，創立自己的獨立品牌商品，將可為嘉義舊監博物館之品牌建立加分。 

四、制服、牢服 

    黑白條紋服、牢服也常被運用在市面上的創意商品中，一般來說，使用此種

創意元素的商品的趣味性提高，雖有運用監獄元素，但並不會讓人覺得恐怖，反

而有一種時尚、可愛、標新立異的感覺，可以引起朋友好奇造成話題（圖52、53）。

例如惡魔島監獄有販賣黑白條紋的嬰兒、幼童服，這類服裝穿在幼童身上，通常

會覺得可愛逗趣，不會有監獄的負面觀感。 

符號原形 牢服 

商品化設計：

流行服飾、ㄒ

恤 

圖52、綠島監獄ㄒ恤（本研究攝） 圖53、監獄符號條紋服飾（本研究攝）

符號轉化方式 肖像 黑白條紋囚服、監獄字樣。管理者制服 

外型 服飾 

材質 布料 

色彩 黑白單色 

商品表現 

機能轉換 受青少年喜愛的流行服飾，保護身體、遮蔽功

能、叛逆、酷炫有趣 

像圖52印有「綠島重刑犯」字樣的ㄒ恤，不但引人注目，青少年會覺得很酷

炫有趣，而這件商品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若嘉義舊監獄未來結合監獄符號，設

計出嘉義特有的個性商品，也將是文化創意產業的另類創意。而監獄的牢服黑白

條紋更是流行服飾常運用的元素，把傳統黑白牢服稍微做一些改變，如變成五分

褲、加上蝴蝶結、或是小面積顏色的調整（圖53），這樣就不會給人有穿牢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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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男性、女性也都能穿著，機能轉換為流行服飾了。 

「黑白條紋」也可以應用在多種的商品上，文具、飾品、包包、提袋…，它

是一種常見且不退流行的元素，雖然大家一眼就可認出它是監獄元素，但通常都

不會排斥，反而增添一種可愛性及趣味感。監獄牢服傳統上是黑白條紋，但是創

意若加以改變，透過不同彩度的配色、變化明度的配色或是改變色相的配色，也

會得到不同的色彩效果，例如監獄兔所穿的牢服就有各種鮮明的色彩（圖41），

每隻監獄兔個性不同，所穿的牢服顏色就不同，比起傳統牢服，具有強烈效果，

給人活潑的印象，而不是陰暗的，可見色彩不同商品所給人的感覺也會大不相

同，雖然色彩改變，跟監獄精神的連結還是存在的。 

黑白條紋是一般民眾印象中的牢服，在嘉義舊監受刑也有制服的樣式，他們

穿的衣服都是藍色的，沒分冬季夏季，冬天外加一件深藍色夾克，夏天都是穿內

衣而已，左胸前面有印「嘉監」的字樣，鞋子是穿脫鞋（圖 54 中）。現階段嘉義

舊監有提供管理者以及囚犯的人形立牌讓來嘉義舊監體驗的民眾拍照，其實也可

以使之更有趣味，開發成只屬於嘉義舊監的各式的創意商品。 

 

 

 

 

 

 

 

圖 54、90 年代管理員制服（左右）及受刑人牢服（中）（本研究攝） 

在監獄的管理員制服方面，以嘉義舊監來說，從日治時期開始，嘉義監獄的

管理者規定必須穿著制服，看守制服有看守制服的樣式（圖 55），夏天是白色立

領長袖上衣日式制服，冬天則黑色，是一種形象識別，均配戴帽子、揹軍刀，職

務愈高，配刀長度愈短。光復後仍沿用一、二年，之後就沒有此款日式制服了。

在 90 年代之後，監獄管理者的制服就與警察的制服相差無幾了（圖 54 左右者）。

以日式制服為靈感來開發商品，不但可以凸顯嘉義舊監所經歷的日本殖民史之文

化背景，更可以讓民眾在購買商品的趣味之外對嘉義舊監有更深一層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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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1920 年警察夏季制服（白色）以及冬季制服（黑色）  

（圖出處：《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圖附錄》，引自鄭博文，2003：113）    

五、囚犯公仔、腳鐐 

透過公仔來作博物館的文化行銷，進而建立博物館品牌，通常較會有宣傳效

果，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若要建立品牌佔有一席之地，可運用現今流行的公仔產

業作為推銷宣傳的利器，不但可造成話題，更可將嘉義舊監的符號、意象融入到

公仔，強化參觀者對嘉義舊監的印象。 

如圖57的惡魔島監獄的商品囚犯熊，傳統印象中窮兇惡極囚犯的角色由可愛

造型的熊玩偶來代替，熊穿著黑白牢服，胸前有囚犯編號以及惡魔島字樣，手上

也銬著手銬，腳鐐上也有「The Rock」的符號字樣，臉上帶著無辜的表情，模樣

造型非常可愛，當然此類商品售價也不便宜，到惡魔島觀光的人，通常會選購有

惡魔島標幟的紀念品，而這種結合多種監獄元素的監獄文化的衍生品是很受觀光

客歡迎的。而圖56的囚犯造型公仔，巨大無神的雙眼、頹廢的表情，可以任購買

者編造這囚犯公仔的故事，穿著黑白牢服，腳上的大腳鐐更是引人注目，但它的

機能完全改變，變成有趣味性、可把玩、收藏的造型玩具，可引起公仔收藏家的

注意目光。 

創意設計者將監獄牢服以及腳鐐的符號元素簡單組合，所呈現出來的公仔、

填充玩具造型十分討喜，模擬囚犯頹廢的神情、無神的大眼睛、漫畫式的表現手

法，並且透過Q版方式重新詮釋囚犯，因此轉化後的造形具有「頭大身小」可愛

的型態。而把無辜可愛的小熊設計成犯人，來詮釋被囚的無奈，它的機能轉變為

讓人把玩的玩具，可讓把玩者將自己置於想像「被囚」情境中，產生心靈上的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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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自得其樂。 

符號原形  囚犯、腳鐐   

 

商品化設計： 

囚犯造型公

仔、玩偶 

 

 

 

 

 

 

 

 

 

 

 

 

 

圖 56、囚犯公仔（本研究攝）      

（本研究攝） 

      圖 57、惡魔島監獄的囚犯熊 

符號轉化方式 肖像 囚犯、腳鐐 

外型 穿牢服的囚犯 

色彩 牢服色（黑白條紋） 

材質 塑膠、填充物 

商品表現 

變 填充玩具、可把玩 機能轉 玩偶造型公仔、

市面商監獄元素商品很多都是走「可愛」路線，「童趣」（childishness）常

成為近年來各種設計的運用元素

                                                

，商品符合成人的邏輯：這不是玩具，而是專為

大人準備的，讓購買者不需面對他人質疑的眼光，不管實際年齡，心理上渴望青

春可愛，這是很多設計商品不約而同看起來很可愛的原因，購買者藉由消費天

真、可愛的商品來勾起他們的童心，又不失身分要求，這股卡哇伊流行現象是一

種潮流。如同便利商店7-11與麥當勞多次與日本三麗鷗（SANRIO27）Hello Kitty

系列產品合作，創造了銷售佳績，可愛的外型、明亮的色彩與討喜的表情來撫慰

現代人緊張忙碌的心靈，因此這些人物造型在當今的符號價值已遠遠超過原本單

 
27

 三麗鷗(SANRIO)，成立於1960年。從文具用品業者，成功轉型成為一年營收將近10億美元的

卡通商品業者及主題樂園營運商，公司旗下授權的卡通人物高達400多種，當中最為家喻戶曉的

莫過於Hello Kitty、美樂蒂(My Melody)、雙子星(Little Twin Stars)，以及酷企鵝(Bad Badtz-maru)、
布丁狗(Pom Pom Purin)等知名卡通人物。設計師擅長用可愛的外型、明亮的色彩與討喜的表情來

撫慰現代人緊張忙碌的心靈，因此這些人物造型在當今的符號價值已遠遠超過原本單純設計本身

的價值，而更深一層的具有能和人溝通、傳遞心意的情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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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設計本身的價值，而更深一層的具有能和人溝通、傳遞心意的情感功能，很多

人樂當長不大的小孩，這也是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現，因為這樣才會吸引人，對他

們而言，消費不僅是消費，而是消費背後具有的特殊意義，而這些流行文化具有

烏托邦的特色，因為流行文本呈現的是生活中缺乏的瑰麗景象，充斥著樂觀、希

望，同時提供逃避的空間，讓消費者身處於虛幻的情境中，容許烏托邦式的自我

逃避（林信宏，2003：27-28）。流行基於消費而存在，這種商品拜物心理、虛幻

情境的自我逃避，對於喜愛收集公仔的人，道理也是一樣的。 

公仔風潮也是一種是文化現象，市面上有許多喜愛公仔的收集者，公仔讓人

們（

而嘉義舊監若要推出公仔，也可與「管樂節」意象結合（例如運用各式的管

樂樂

六、配合各節慶來設計 

例如澎湖監獄為展現監獄新風貌，在2009年配合七夕情人節前推出一款「情

人手

 

 

 

尤其是男性）從僵化的年齡角色中解放，而公仔的特殊稀有性，不論是造型

設計或是角色刻畫，也往往是收集者購買的準則之一，公仔是給大人玩的玩具，

公仔就是在比造型的酷與炫，只要擁有自己所喜歡的系列公仔，即可將自己置於

情境中，從中交織出各種意義，自得其樂，他們所購入的，是公仔所帶來的故事

再現，公仔是「角色+造型」，設計者用公仔的角色在說故事，每個公仔都會表達

一種想法與理念，正是這些文化價值的主張，讓收藏者感動與心動，自娛一番。 

器），或是與嘉義另一有名的特色文化產物「石猴」做一結合（石猴公仔），

藉著巧思把這些意象再與監獄符號合而為一（條紋牢服、手銬…），這樣會出現

具有嘉義特色之商品，而且會讓人直接聯想到嘉義舊監。 

銬」，以澎湖雙心石滬為創作背景，澎湖監獄受刑人創造出這款充滿愛的手

銬，以「愛」為訴求，以愛心、LOVE字樣圖案做連結，顛覆手銬冰冷傳統印象，

以藍、紅兩色新穎色彩的情人手銬，當兩個手銬相扣時，LED燈就會閃閃發亮，

象徵「來電」，而扣環顯示永結同心，讓冰冷的手銬搖身變為充滿溫馨、感情連

繫的見證（圖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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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8、澎湖監獄在七夕情人節推出的情人手銬 

9827315.html，2010/6/21） 

義市

 

 

 

 

 

圖 59、60、嘉義市 2009 管樂節推出的紀念胸章

.myblog.yahoo.com/ ?mid=2078&prev=2084&next=2076，2010/6/22） 

一般人知曉跟監獄有關的話題都是從電視新聞中得知，尤其是某某名人犯

罪，

 

 

 

 

 

 

 

（圖片出處：http://blog.roodo.com/upupph/archives/

說到配合節慶，嘉義最著名的節慶就是每年一度的管樂節，每年的管樂節嘉

府都會推出一款管樂節ㄒ恤、網帽、胸章以晌樂迷（圖 59、60），而在 2011

年嘉義舊監要配合有史以來最盛大的管樂年會進行演出，屆時若推出結合嘉義舊

監獄、管樂有關的創意商品（如ㄒ恤、吊飾、胸章…），應可引起樂迷的注意，

進而讓更多人注意到嘉義舊監博物館，更可體驗嘉義地方文化。另外，在其它的

節日，如情人節、新年、聖誕節…，根據節慶、掌握市場流行趨勢來設計產品，

透過文化政策的協助，發展其獨特性，這樣一來，配合節慶所推出的嘉義舊監創

意商品就有了更強的競爭力了。 

 

（圖出處：http://tw mr-pin/article

七、跟監獄話題有關的時事 

新聞方面更是會追蹤報導，像前總統陳水扁先生起訴被關入看守所時，新聞

更是沸沸揚揚，每天都在炒作這一話題，尤其牽扯到政治的派系時，更是引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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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不同政治立場的民眾之間的議題，更有人從中獲得到創意靈感，設計出結合時

事的監獄文化商品（如61、62）來嘲諷。像圖61的趙建銘在2006年因台開案內線

交易炒股事件被收押一個月，震驚社會，在土城看守所羈押期間，編號為2260，

創意工作者就將此事件製作成ㄒ恤，趙建銘人像、牢籠、看守所編號一一呈現。

圖62的別針，創意工作者也是運用了陳水成扁被收押時高舉手說自己是冤枉的圖

像來嘲諷，囚犯編號、牢籠、陳水扁人像一一都是創意元素來作呈現，這都造成

新聞的連續報導跟產品的熱賣，結合時事來當成創意之商品會更吸引人注意，也

更會造成話題。 

 

 

圖61、市面流行一時的創意商品 （圖出處：          圖62、結合時事的監獄符號別針

22） 

然，並不是所有的罪犯都跟嘉義監獄有關，但是在台灣，若跟政治有關的

消費者購買了商品所代表的意義是一種對博物館的認同，賣店將消費者帶入

一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80117141713

item/show?11090305499664

        （圖出處：http://goods.ruten.com.tw/ 

                              ，2010/6/22）            ，2010/6/

 

    當

展覽或商品會吸引另一種特定族群，尤其嘉義市又常常是選舉政黨之爭的焦點。

例如陳水扁遭收押禁見，「他在台北看守所裏穿的白色休閒鞋、囚服和用過的水

桶及保溫杯、在獄中留下的字跡，最近都成為所方蒐藏的目標，都會被完整

的保留下來，將來會放在舊嘉義監獄改成的監獄博物館內展出，阿扁可說是進了

『監獄名人堂』。 等到嘉義監獄博物館完工後會放在裏面展示，給來參觀的民眾

一個警惕作用」28。不管是陳水扁先生的支持者或是反對者，應該會對此項展覽

感興趣，若是以此事件為靈感設計成商品，會造成話題且會帶來商機。 

符號性消費的氛圍，並同時能讓更多人暸解到嘉義舊監開發文化創意商品的

 
28 新聞來源：東森新聞記者吳瑞興、力乃青（2008/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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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可能性，讓民眾進而認同博物館，讓嘉義舊監博物館能夠永續經營。設計創

意觀念在新產品開發過程中扮演著重要地位，嘉義舊監獄在進行文化產品設計

時，建立適切的商品創意設計模式，作為產品設計之依尋，是可幫助產品具有更

豐富的文化意涵與創意價值，保持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延續。 

嘉義舊監博物館若透過以上七種創意元素形式來設計博物館衍生品，向觀眾

傳達

 

 

  4-2-4  文化商品的符號、造型分析 

，發現「肖像」所引用

的手

嘉義舊監文物所蘊含的資訊，以此多變又活潑的形式及符號來表現文物，可

同時吸引男、女性的消費群，造成話題，不僅不失嘉義舊監館藏文物本身的格調，

而且也不影響博物館的系統性，反而能讓觀眾主動發現、了解，並從中體會快樂、

學到知識。消費者在舊監賣店購買商品，這種的符號消費加入了文化的因素，並

擷取符號轉譯至商品中，並賦予在地的文化，有別於其他的博物館賣店所販賣的

商品，使得賣店的商品具有更高的文化價值，也可成為代表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

牌形象之一。消費者藉由商品的購買能夠獲得知識，誘發他們對嘉義舊監歷史文

物的興趣，加深他們在嘉義舊監博物館學習的印象，使賣店成為博物館第二教育

系統，這樣，博物館既達到了宣傳普及教育和傳播知識的目的，更讓充滿著好奇

以及求知欲的觀眾在心靈以及實際需求上都得到滿足。 

 

以符號學理論來分析市面上販賣的監獄元素創意商品

法最為頻繁，「肖像」是直接擷取符號之獨特性（如造型、材質、色彩、感

官經驗），進而形塑出文物意涵與區辨性，因此能夠直接有監獄意涵。也有些商

品採用了「指示」之設計轉化方式，意指擷取監獄符號之意義或原始機能來與商

品之間連結的關係，使消費者藉由邏輯性的推理關係，能從商品中的文化符號產

生聯想（如圖61、62的結合時事所創製的商品）。而「象徵」的轉化設計手法較

少（如圖63的惡魔島鑰匙），因為其著重於文化符號的內涵意義與商品之間須產

生合理性之意義連結，並且通常是必須透過文化學習才能明白文化符號所具意涵

之傳達，屬於文物內在層次的元素（如文物特殊意涵、故事、情感、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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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在惡魔島監獄所販賣的鑰匙，以前的囚犯或

觀光客要通過某一道門，需以此鑰匙打開，因此館

方將這支鑰匙當成商品，「象徵」有此鑰匙就可「自

由」進出牢房（或是「安全過關」），雖然觀光客

把此鑰匙帶回家是沒有用途的，但此鑰匙的象徵意

味濃厚，此商品也因它的故事性而獲觀光客青睞。 

     （本研究攝）                   

 

 

套用在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開發商品上，相較於「肖像」、「指示」這兩種

轉化方式的技巧，未來賣店商品的開發以肖像、指示這兩種符號學概念來做設計

是較容易的，但是肖像、指示這一類商品創意元素從外型上可以直接辨識出嘉義

舊監，但相對的也有較高的機會被應用於其他監獄的題材，也就是與嘉義舊監的

文化概念連結並沒有那麼的深。「象徵」的轉化方式是較難讓消費者直接就從商

品外型聯想到嘉義舊監，也就是從外型直接連結嘉義舊監博物館的關係較為薄

弱，即區辨性較低，但是消費者一旦與其設計背後的文化概念連結上，會將商品

深深的與嘉義舊監博物館連結，這種文化概念的呈現，相對對於設計者的設計能

力具有較高度的挑戰性。若是要以要以「象徵」符號為概念來為嘉義舊監博物館

設計衍生品，就要清楚瞭解嘉義舊監的一切，未來投入文化商品設計的相關人

員，應先求深入了解嘉義舊監的文化背景與時代意義，並從中體悟出所具代表性

的文化元素，才透過象徵元素作準確的傳達，而不流於形式化。 

嘉義舊監獄有設計性的創意衍生商品隱藏著嘉義舊監長久的歷史、文化價值

意涵、建築特色、博物館特殊性以及所刻意型塑出來的特定意識形態，把博物館

形象轉換為具體的產品設計理念與規範、將博物館品牌識別的觀念導入商品造形

設計、將監獄符號元素設計成為商品的符號性價值，如此，才能藉這些有獨特設

計感的賣店商品，創造監獄文化品牌，以時尚、年輕、趣味的呈現，驚艷人的感

官。 

人們以品牌所使用的符號為媒介，喚起個人曾經體驗的文化經驗，也藉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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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感動來回饋品牌印象。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商品能夠讓消費者清楚並認同商

品以及博物館本身代表的意義，喜愛嘉義舊監文化商品的消費者，會因為嘉義舊

監的象徵符號曾經帶給他們的特殊體驗經驗，因而也認同嘉義舊監博物館。嘉義

舊監需要花費長時間來傳達博物館理念與品牌名稱，也要花費數年的時間來建立

品牌特質與維持品牌形象，而賣店的存在可以縮短舊監博物館品牌建立所需的時

間，透過賣店良好的商品創意策略運用才能使嘉義舊監品牌行銷達到最佳效果，

也會受到消費者的認同，使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投資報酬率增加，對嘉義舊監博物

館的經營與延續帶來更強的競爭力。 

倘若未來嘉義舊監博物館以自身特殊的文化特色，並且聚焦在別人所沒有的

訴求上來作為衍生文化商品的基礎，文化商品的吸引力就會大幅提升，相信民眾

在參觀嘉義舊監後，便能體會到嘉義舊監所肩負之使命，提高購買率，也不用擔

心消費者會不清楚商品的文化背景，商品就能成功散發出嘉義舊監博物館獨特的

文化魅力品牌，走向更精緻的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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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賣店的經營策略 

 

    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賣店開發了各式的紀念品以及創意衍生品後，也需要透過

異業結盟的方式來創造新經營面，而限量、限地點的商品販賣手法，以及架設虛

擬的網路商店，都是讓未來的賣店以及嘉義舊監博物館更能持續發展的條件。 

 

 

4-3-1  透過異業結盟創造新經營面     

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夠不靠社會而自給自足發展，博物館亦是。須藉由結盟

合作以促成良好的互動發展，異業結盟合作就是一種向外爭取資源的良策。 

異業結盟是指不同類型層次的經營主體，為了提升規模效應、擴大自己的市

場占有率、提高訊息和資源共用而組成的利益共同體，是一種新型的跨行業多企

業多品牌的營銷模式。現代各博物館為打響自己的品牌，紛紛有異業結盟的企

畫，例如故宮，跟義大利設計品牌Alessi、國內知名品牌法藍瓷、創意工作室的

異業合作，不但增加了故宮賣店商品的銷售額，為故宮開創新局，也更強化、打

響故宮的名氣，嘉義舊監博物館也可依循此例，異業結盟創造新經營面。 

博物館界的異業結盟大可到跨國合作，小可到跟某一藝術家的創作結合，都

有異業結盟的可行性。異業結盟，因為合作的對象不同，合作的目的不同，異業

結盟有下面幾種分類：「與競爭對手合作」、「共同行銷」（企業從上游至下游

完全整合而共同行銷）、「品牌結合」（將兩個以上的品牌加在一起，使其效果

達到最好），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教育警示作用強烈，更適合實行跟「學校合作」

的策略聯盟。以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為例，未來可實行的異業結盟方式作以下說

明： 

一、與競爭對手合作 

異業結盟因為目的、需求不同，合作對象不同，會有不同的結盟模式，性質

相似的敵人也可以成為合作的伙伴。以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嘉義市目前的博物

館有交趾陶博物館、文化局博物館、石頭資料館，除了石頭資料館有販賣紀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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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其他都沒有，若嘉義舊監博物館與賣店未來與之合作，共同推出特展、活動、

商品…，或是交流所販賣的商品，將可使這些博物館以及賣店的效益加大，讓嘉

義的創意產業更蓬勃發展。嘉義舊監假以時日有了規模、博物館品牌之後，更可

跨縣市與其他較大型的博物館合作，甚至跨國與他國的監獄博物館合作做商品交

流。 

二、品牌結合 

「C o - B r a n d i n g」為品牌結合，是將兩個以上的品牌加在一起，使其效

果達到最高，也稱作「品牌結盟」，可以是開發新產品，也可以是為產品共同舉

辦促銷活動。品牌結盟可以為結盟的企業帶來降低成本、消費，藉著品牌疊加後

的增值效應來換取更有利的收益。 

嘉義舊監若是能與知名的品牌結合成為伙伴，使其達到最好效果，也就是「品

牌結合」，這結盟可以是開發新產品，也可以是共同舉辦促銷活動，達到「一加

一大於二」的相乘效應。運用與知名品牌合作的策略，可藉著原有品牌的名氣來

加強自己的知名度，疊加後的增值效可為嘉義舊監博物館換取更有利的收益。 

嘉義舊監博物館物未來可以從目前當紅知名的藝術家來尋求合作，結合藝術

家品牌，將藝術家的設計巧思結合監獄符號加進創作，可生產系列商品。在嘉義

當地也有許多知名的藝術家，若和此一在地品牌資源加以合作，可以有效的宣傳

嘉義舊監商品。但是要尋求知名的藝術家合作，通常要有足夠的資金，若是資金

不充裕，可藉由創作設計徵選來達到合作的效果，或許會有令人眼睛一亮的創意

監獄符號設計佳作出現。 

藝術家跨領域「異業結盟」是近年來非常熱門的行銷手法，加上許多品牌希

望進攻年輕市場，於是具有設計感、藝術氣息的限量販售商品藝術化，就成了異

業結盟的寵兒。而「藝術」與時尚品牌合作的大眾化流行商品，在現今的消費社

會中，不但已經成為一股潮流，它更建構了人們的自我認同、團體認同，以及社

會消費拜物觀，不難發現現在消費者愈來愈偏好具有獨特美學特色的設計產品。

當消費不再是以使用為目的，已經轉換成符號的價值以及象徵意念的擁有為目

的，傳達的是一種品味的象徵與情感的訴求，因此藝術化商品才能如此活絡於消

費市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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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陸當代知名畫家岳敏君29所設計的造型公仔，造價不斐（價格以六位數

起跳），價格雖然昂貴，但仍被公仔收藏家視為珍品，他所設計的熊公仔「囚徒」

（圖64），有著他的品牌形象「開口大笑」的臉，運用監獄符號在公仔全身，身

上的符號可看作牢服、牢籠以及走不出的迷宮（象徵被囚走不出），身價高達600

萬，限量發行，是玩具界中的奢侈品。公仔常被當成藝術玩具，是一種藝術品，

知名藝術家所設計的，也保證了增值潛力。嘉義舊監獄可運用的故事及符號元素

豐富，和藝術設計家結合，可開發出令人驚豔、令收藏家爭相搶購的商品的，而

此類商品可打開嘉義舊監的知名度，高價的收益更可幫助嘉義舊監的永續經營一

臂之力。 

 

 

 

 

 

 

 

 

 

 

(圖64：畫家岳敏君設計之公仔--囚徒，圖出處：2009/08/29聯合報A1版) 

在文化創意產業裡，設計師的名字常與品牌名聲並駕齊驅，與知名藝術家合

作表現出形式與風格，強調商品符號的特殊性與個性化，並藉此連結社會地位，

使消費者產生優越感。這是因為消費者不斷地在追求新事物，設計商品最大的特

點，在販賣符號與設計，而不是在賣功能，消費者運用此一符號，使其成為一種

個人的象徵，這樣的策略將會逐步擴大嘉義舊監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更可能為

                                                 
29

 岳敏君（1962 年），中國黑龍江省大慶市人，中國大陸當代藝術有名畫家，以自畫像的張大口

男人在大笑作為品牌造形，此形象通見於其作品，令藝術品觀眾不安，及引發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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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做出示範，並且激盪出良性競爭以及帶動提升的正向能量。 

三、共同行銷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未來可以找尋高知名度的大型企業去進行募款或是合

作，也可以經由相關產業去開發或延伸產品及服務，將有形的產品和無形的服務

結合起來共同策劃一系列的活動，或是開發與企業相關性的嘉義舊監產品，透過

媒體密集曝光，合作雙方藉由共同行銷，以攜手共同造勢，創造高效益行銷。企

業主也能藉由與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夥伴關係共同舉辦活動，透過一些公益活動

（如商品慈善拍賣）的包裝，讓企業形象加分，讓消費者認為公益活動跟企業形

象有連接，在社會上可以得到比透過廣告花費更加有效的正面形象，對企業本身

也會有提振士氣及提升善良文化的作用，這是讓企業與嘉義舊監博物館異業合作

的一大誘因。 

在自行開發衍生商品方面，嘉義舊監博物館也可以透過合作企業廠商來共同

推出，藉由此作法，不但可以減低設計開發的預算，透過專業廠商的開發經驗和

市場熟悉度，對於商品的行銷和市場成效，可以有安全的保障和較大的成效，是

經濟實惠的開發商品作法。 

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除了可與企業合作共同行銷，更可與嘉義傳統的工藝交

趾陶的匠師合作，結合嘉義當地傳統文化特產—交趾陶，將傳統工藝交趾陶跟監

獄文化結合，透過博物館歷史文化與藝術文化產業的交流，形成一種互動關係，

增加文化創意產業的高附加價值，開發出獨一無二特殊材質的創意監獄文化商

品，這都存在著無限商機。 

四、跟學校合作 

除了與知名藝術家合作之外，要吸引一般社會大眾或年輕學子認識嘉義舊監

博物館，可舉辦創意設計甄選比賽，邀請各級院校師生，尤其是設計相關科系，

以嘉義舊監為素材，舉辦創意商品的徵稿，進行發揮創意設計衍生文化概念商

品，甚至是logo、商品標籤…這樣會有相當多的人主動上網、運用各種的方式搜

尋嘉義舊監的資料，尋找可以應用在設計的創意元素，這對於品牌建立會有實質

上的宣傳與幫助，得獎作品也可量產銷售。 

嘉義舊監未來可藉由與學校的合作帶動嘉義舊監商品的提昇，並且激盪起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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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競爭。如果未來與學校的合作中，設計系學生或能參與其中，無形中將會為嘉

義舊監博物館帶來宣傳的效果，學生在創作過程中，將會對嘉義舊監加以調查瞭

解，學生實際的收穫將倍於學校所學，而記錄研發、討論、操作過程，出版平面

或電子影像出版品，這將是嘉義舊監賣店的永續資源之一。 

 

 

4-3-2  商品限量、限地點的銷售手法 

自古以來，「物以稀為貴」一直是個不變的道理。消費者往往認為較稀少的

產品擁有較高的價值，進而渴望擁有，相對地，廠商也了解消費者的心態，因此

常藉由控制產品的量也就是限量發行的手法來使消費者認知到產品的稀少，來吸

引消費者，並挑起其購買的慾望，消費者往往會減少其決策時間並增加購買意

圖，藉由此獨特性需求可解釋消費者的心理動機。 

當消費者希望與他人有區別，為了滿足與眾不同的慾望，因而會更努力去獲

得不能輕易購買到的稀少性產品，藉著擁有產品，來突顯獨特性、炫耀性以及地

位的表徵，或是擁有該產品後可能創造的獨特價值，這就是限量、限地點的銷售

手法。藉此手法可吸引更多市場的目光並加強消費者消費擁有的慾望。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經營策略除了異業結盟外，以「限量」來作為炒作手段，

也會引起極大的搶購熱潮，在所有的消費者行為裡，消費者購物不再是為了需

要，而是為了滿足心中深層的渴望，每個人都開始追求獨特和個性，限量就成了

奢華和品味的代名詞，因為，社會大眾最想要的是獨一無二，限量發行的珍品才

最有誘惑力，擁有限量發行的東西好像就是贏了爭奪戰。擁有限量商品是一個權

力的象徵，擁有這個東西，代表是在這場購物追逐戰最終的勝利者，和其他沒有

得到這個品牌產品的消費者來說，會得到羨慕和追逐的眼光，展示限量商品成為

炫燿的一個手法。 

限量策略可以讓消費商品更具有購買魅力，產品的稀有性讓它們看起來更加

的引人垂涎，佔有限量商品讓消費者感受到自我消費地位的提升，如果資訊夠

快，才能夠搶奪限量的先機。在限量的規則下，無論是時裝、飾品、日用品等，

必須令人有極其特別的感覺，也就是做出其價值感，否則並無存在限量的意義，

 106



也因此限量的商品才會造成搶購。嘉義舊監若推出自己品牌的限量商品，物以稀

為貴，特殊的限量商品會引起收藏家的興趣。 

文化藝術產品不是著重在所謂的使用價值，藝術品的珍貴來自於它的獨一無

二和原創性，從而建構其使用價值，也就是符號價值，於是限量便是它在市場上

維持魅力的必然行銷手段，限量的策略其目的在於創造產品的附加價值以鼓勵消

費。嘉義舊監博物館可以透過與地方特色的傳統產業或藝術家合作，製作獨一無

二的獨家限量博物館商品，並以資源整合的方式帶動整個博物館以及嘉義地方的

發展。 

在嘉義舊監賣店經營策略上，嘉義舊監博物館商品運用「限量」之手法不但

可以造成話題，也可以讓購買的人對於嘉義舊監的品牌產生一股認同感，再加上

運用「限地點」策略，可以讓效果加倍，嘉義舊監獄地點特殊，錯過時間、地點

就買不到了，使商品生命週期短，具有新鮮感。少量生產，並限定地點販售，就

會增加產品的價值感與獨特感，在個人化的時代裡，當消費者喜歡標新立異，與

眾不同的限量商品就可以當成一種炫耀工具，商品就成為建立人際間身分認同最

直接的表現。 

「限量」、「限地點」手法除了增加收藏價值外，「話題性」或「流行性」

往往也是購買限量商品最主要的動機，刻意突出商品的設計價值，也同時證明限

量對品牌建立的意義，唯有限量的「主題」越清楚時，建立品牌認同的效益才可

能彰顯出來（劉鳳珍，2005：25）。這種手法的運用可以很快的在短時間內為嘉

義舊監博物館帶來一定的話題性，為消費者帶來新的驚奇與新鮮感。對通路而

言，用「限量」來製造消費的危機感、刺激買氣，似乎已成為例行行銷策略中，

不可或缺的一環，也透過議題宣傳的外部效益來建立品牌認同。以嘉義舊監來

說，推出限量、限地點最好的時機就是在各個節慶，多年一次或是一年一次，「管

樂節」、「交趾陶藝術節」、「新年、元宵」、「情人節、耶誕節」…，依年度

的不同，造型也不相同，一年一度的設計，可以以創意徵稿方式，來達到宣傳效

果。 

一般說來，博物館賣店的商品應圍繞在博物館的屬性、類別、定位與蒐藏品

上作發展，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一切都是從零開始，要成為代表嘉義舊監博物館

的品牌要素之一，需要長時間來經營建立，嘉義舊監博物館要拿館藏品來開發典

藏複製品，要開發館方自身的代表性文化商品，實屬不易，更需灌注巧思，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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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特殊的衍生紀念品，成為形塑嘉義舊監博物館形象的潛力。而嘉義舊監博物

館的知名度愈佳，館內的蒐藏文物也就相對愈廣為人知，文化商品的市場性也就

愈大，反推回去也是如此，這也說明了為什麼國內許多廠商與知名品牌都搶先與

故宮及史博館合作，由於這兩座博物館具有開發文化商品的先天優越性，且又廣

為人知，所以這兩所博物館的文化商品都充份傳達博物館的形象。而嘉義舊監草

創期，要打響知名度，更顯艱難，所以有適當的賣店經營策略，對於嘉義舊監博

物館來說，是必要的，也要當成嘉義舊監的重要目標來施行。 

    

 

   4-3-3  實體賣店與虛擬商店讓品牌效益無限延伸 

每個博物館都有專屬的網站，網站設計的良莠，往往也會左右觀眾對博物館

的印象。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一定要設立專屬網站，在網站上除了可以得知有關

嘉義舊監的各種資訊外，包括歷史的介紹、提供營運現況與最新的資訊與動向、

文件資訊的線上存取、以及地理位置等相關的訊息，對嘉義舊監的意見也可透過

網站來溝通改進。網站配合嘉義舊監的實體賣店，更可建構網路商店在網路上陳

列販售商品，提供方便、快速、安全的交易方式和售後服務，符合現代網路購物

的盛行，這樣可以節省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成本，又可增加銷售量。 

博物館賣店提供的是一個商品銷售通路，將會吸引想要購買博物館特色紀念

品的當地民眾或觀光客，博物館賣店的行銷通路，除了附屬於博物館建築本體的

實體賣店之外，更經由衛星商店、郵購、電子商務（線上購物）、批發零售及電

視購物的多元銷售管道，擴大博物館的觀眾服務，讓博物館的精神與理念隨著商

品的流通宣廣到世界（陳佳玲，2004：44-46），嘉義舊監處於草創期，衛星商店、

郵購、批發零售、電視購物這些銷售管道基於成本理由暫時還不適合成為賣店商

品銷售的通路，而現代社會網路科技發達，網路購物是最適用於嘉義舊監的另一

銷售通路。 

博物館的行銷通路受到資訊科技、網際網路發達的影響產生了重大變化，網

路購物不受時空環境的限制，讓博物館的複製文物以線上購物這種銷售服務方

式，透過網路虛擬情境，可以完整呈現博物館的精神商品，並讓交易範圍變得更

加無遠弗屆，網路購物是一個相當具有潛力的市場。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建構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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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購物網絡，不僅可以縮短博物館賣店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流程與時間，網路的流

通、網友的宣傳更增廣了商品的通路，也會更穩固了賣店的營收，而且維持線上

銷售的成本通常還低於經營博物館實體商店的成本，不論服務的形式如何改變，

只要提供給消費者良好的服務品質內容，他們的滿意度及願意繼續購買的意願都

會隨著提高，所以，只要賣店在網路上提供品質良好的服務，將可以透過使用者

的正面口碑宣傳，吸引潛在的網路購物消費者。但嘉義舊監仍然必須保有實體商

店背後的倉儲、包裝、運輸、追蹤以及保險等管理系統，以支援虛擬購物的管理

流程和售後服務的工作。 

嘉義舊監博物館利用賣店實體經營與虛擬商店網路販售服務即是其雙效策

略，社會大眾消費能力越來越強，在博物館賣店進行消費的同時，博物館賣店也

提供了文化消費的機會，不管是實體的賣店或是虛擬的網路商店，藉由賣店進行

的銷售活動，不僅將館藏的精髓帶入觀眾的生活、滿足觀眾的文化需求，博物館

的教育功能也得以延展，而商店所得的利潤又回饋博物館、贊助博物館的發展，

並成為博物館永續經營的強力支援。 

網路購物可以讓消費者很方便的找到他們想要的商品，可以節省時間與精

力，可以隨時上網購物，更可以讓國外的朋友作跨國購物，網路是個無限寬廣的

世界，透過網路可以輕易通達其他國家的網站，因此在網路上開設商店，可以接

受來自任何一個國家消費者的訂單，會有外國的收藏家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商

品有興趣，這時網路購物就是最好的方式，對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也擴大了全球

市場，商機無窮。而嘉義舊監博物館多了網路購物的服務，可提供的服務內容就

更豐富了，不但可以推廣提升博物館的形象以及知名度，也讓消費者不用親自到

嘉義舊監也可以有建立互動關係的管道，提供豐富的銷售資訊來作線上直接訂購

與消費，增加顧客的便利性，對嘉義舊監博物館而言建構網頁的費用比起印製目

錄所需的紙張印刷成本低，因此可以大量減少資訊傳遞的成本，網路商店的口碑

也會是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建立的重要因素。 

就嘉義舊監博物館空間的特殊性來說，有些人會有忌諱、排斥感，甚至根本

不想進入，不想親自到嘉義舊監來經歷「監獄特殊體驗」，但是卻對賣店所販賣

的商品有興趣，或是居住在外縣市的民眾，不想千里迢迢跑到嘉義舊監只為了購

買一個有特殊符號的收集品，網路購物就可解決此一問題，可在網路上盡情挑選

自己喜歡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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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可帶給消費者館藏的無形知識，其所建立的印象及服務

等，都深刻維繫著博物館形象的建立與文化宣揚。而在網路商店販售商品也可達

到相同的效果，它是文化活動與商業行為的一種巧妙銜接，並且能夠幫助消費者

在沒到過嘉義舊監博物館的狀況之下，仍會記得嘉義舊監博物館，每一位網路購

物者仍可以建構另一種形式的博物館經驗，發揮嘉義舊監博物館商品的極致精

髓。   

因為賣店商品具有延伸教育以及宣揚嘉義舊監精神的特性，在觀眾購買的同

時，不管是親自到賣店購買或是藉由網路購買，嘉義舊監博物館所宣揚的文化精

神以及其文化價值就隨著商品不斷的再生、顯現至每一位觀眾的生活當中，此即

是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商品無形的經濟效益。  

在全球化所帶來的國際觀光旅遊和網際網路資訊快速流通下，不同博物館之

文化風格可以輕易地在國際間相互流傳與交流，嘉義舊監衍生商品商品更成為一

條新文化經濟路線，為嘉義舊監博物館帶來文化、經濟、旅遊，甚至品牌的無限

效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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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為博物館品牌形象窗口，到嘉義舊監參觀並進而選購文

化商品的消費者，會因為嘉義舊監以及賣店商品的象徵符號曾經帶給他們的價值

經驗，而更認同嘉義舊監博物館。文化符碼是連結消費者生活體驗的必要手段，

賣店的商品不論是典藏複製品、出版品、衍生紀念品和創意衍生品都要秉持嘉義

舊監的精神及風格，且要富有教育意義，符號的運用以及豐富的故事，商品有了

這些元素，提升了博物館認同以及品牌價值，這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建立有

正向的影響。 

將嘉義舊監的意象轉換為具體的產品設計，以及將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識別

的觀念導入產品造形設計，可參考市面所流行的監獄造型商品，進一步發展出屬

於嘉義舊監特有的設計語言與造型風格，使消費者能直接透過商品，瞭解嘉義舊

監所要展現的文化涵義或是品牌所具有的風格。因此，透過以異業結盟跟限量、

限地點販售的行銷手法，或是建構網路購物途徑，更可強烈吸引消費者對嘉義舊

監博物館的注意，造成話題，透過宣傳的外部效益來建立嘉義舊監的品牌認同，

在這博物館品牌行銷的過程中，讓消費者更容易清楚並認同嘉義舊監博物館。 

賣店商品開發的效益將是嘉義舊監博物館傳播歷史文化的新途徑、經濟增長

點、促進旅遊文化的發展、促進旅遊購物的收益，為一條新文化產業經濟路線，

這都跟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建立息息相關，賣店將會為舊監博物館帶來文化、

經濟、旅遊，甚至品牌的無限效益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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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研究主要對象為嘉義舊監博物館賣店，賣店扮演著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形象

窗口，它能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讓嘉義舊監永續經營，賣店更有著傳達博

物館教育的功能。有著優良形象、且販賣獨具特色的博物館商品的賣店，可以確

實增強嘉義舊監的博物館品牌。在經濟層面來說，賣店的營收對於嘉義舊監會有

極大助益，而賣店的商品可以提高參觀者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認同以及價值認

知，讓嘉義舊監的放射狀建築與文物更具影響力，更可成為品牌代表。而賣店更

是最佳的橋樑，可以減少監獄的陰森壓迫感的負面印象，讓參觀者能更輕鬆的接

近嘉義舊監，回憶參觀嘉義舊監的經驗，而賣店裡的各式出版品及商品，可以提

供相關的博物館知識給消費者，賣店是博物館教育的幫手，而風格獨具的賣店提

供給的大眾服務以及知識，親切的服務人員，會塑造賣店及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正

面形象，贏得更好的口碑。 

本研究所提出對於嘉義舊監博物館賣店之建議，首先把重點放在監獄風格特

色賣店的建立，廣宣嘉義舊監博物館的特色以及賣店的知名度，肯定賣店教育的

功能，再來開發各式樣的衍生創意文化商品，提升商品的市場接受度以及觀眾吸

引力，讓嘉義舊監博物館商品在實質經濟發展層面與精神教育推廣功能上創造最

大的效益，再透過異業結盟、商品限量、限地點的手法，配合網路賣店的經營策

略，讓賣店的成功能更支持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然而，要讓賣店能成功的經

營，除了依據設計策略的執行與應用，還要透過不斷檢視審查以及創新應用的工

作過程，才是嘉義舊監博物館以及博物館商品永續經營、發展之要訣。現從建立

嘉義舊監博物館特殊風格賣店、衍生紀念品創意機制模式、賣店的經營策略此三

部分提出建議，希望賣店的成功能為嘉義舊監博物館帶來永續經營。 

 

一、營造監獄風格博物館賣店氛圍建立品牌形象 

賣店往往是觀眾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第一印象，賣店的形象是嘉義舊監博物

館品牌塑造的要項之一，賣店有好的形象口碑，也成為嘉義舊監的特色之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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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帶來更多的營收，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能夠強化嘉義舊監的博物館品牌。賣店

未來規劃成監獄特色風格博物館賣店，其策略包括外觀、服務人員等因素，而賣

店內、外空間各種的規劃，賣店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都是重要因素，以下是

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特殊風格賣店的策略： 

（一）、打造獨一無二的監獄風格博物館賣店 

嘉義舊監獄的賣店規劃在進出方便的大門兩側，是觀眾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

第一印象，賣店的外觀、牆面、展示櫃甚至是服務人員，可大量運用強烈顯眼且

統一的監獄符號以及色彩來裝飾強調視覺效果，並與所販賣的商品做一統調結

合，營造出獨一無二的監獄風格博物館特色賣店，以獨特賣點來吸引人，迎合喜

歡追求符號意義以及有特殊品味的人。賣店也需配合嘉義舊監博物館之展覽活動

來作佈置變更，來吸引消費者。 

（二）、新奇有趣的監獄造型裝扮 

受過訓練作監獄角色扮演的的服務人員可以加強參觀者對嘉義舊監印象，新

奇有趣的監獄造型裝扮可以一掃嘉義舊監凝重的氣氛，親切的賣店服務人員擔任

著提升賣店形象的重要條件，賣店的服務人員除了解說銷售商品，更可提供有關

嘉義舊監的資訊及知識，角色扮演服務人員符合了社會上各行業主題角色扮演的

風潮，也會成為賣店的一大賣點。 

（三）、建立教育意義強烈的賣店 

賣店不論從經濟性或教育性來說，對嘉義舊監博物館均很重要，賣店能協助

嘉義舊監博物館教育的功能，強調不論商品以何種呈現方式，賣店的重點在於教

育，賣店是嘉義舊監博物館文化理念的呈現者，所販售的商品皆是具有博物館歷

史文化訊息的教育產品。賣店跟觀眾之間是沒有距離的，可讓參觀者將知識帶回

家、傳遞博物館訊息的媒介體，更可推廣嘉義舊監博物館的教育理想，賣店所販

賣的商品，具有提供嘉義舊監博物館品牌形象與宣傳的作用，更加深民眾對嘉義

舊監博物館之記憶。賣店的商品，加強了監獄符號意象以及監獄的教育意義在大

眾心靈認知的強度，消費者藉由消費文化商品，也把特殊的展覽體驗以及美好回

憶帶回。觀眾從而獲得更多來自博物館的訊息，甚至是研究成果等等，擴大對觀

眾的教育效益，因此，賣店未來可成為博物館推展文化教育方面的延伸媒介，嘉

義舊監博物館教育功能的發揮，才是嘉義舊監賣店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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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賣店內外空間的規劃 

在舊監大門兩旁的賣店空間狹小，並不利於多數人同時湧入，但可透過營造

成陰暗氣氛的燈光來讓消費者有新鮮感，動線標示清楚，商品的擺設、標示牌的

設計做一統調，商品分類陳設，讓小空間能夠做極大的運用。兩間賣店外的空地，

可舒緩人潮，讓消費者有舒適的參觀品質，更可延伸賣店的風格規劃成露天「監

獄風」休閒文化廣場，成為風格獨特的休憩區。  

（五）、賣店提供資訊、服務 

賣店也是博物館觀眾服務的另一扇窗口，博物館賣店所能提供的資訊、服務

也是維持特殊風格賣店良好形象的重點。賣店可擴展博物館文化，提供休閒娛

樂，協助博物館發揮整體效用，讓觀眾能夠輕鬆的獲得有關嘉義舊監的資訊。在

今日資訊時代，賣店未來建置網站，觀眾除了可在家輕鬆就買到喜歡的商品，也

可從網站上獲取嘉義舊監博物館的一切資訊。 

「監獄風格賣店」形象會吸引好奇的消費者前來，用前所未有的博物館賣店

獨特賣點來吸引人，再加上提供良好的參觀品質和服務，讓觀眾願意再次回來，

造成口碑，塑造賣店在消費者心中的形象，就是加強了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形

象，讓賣店能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教育功

能才能徹底傳達給大眾。 

 

二、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衍生紀念商品開發創意 

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了監獄風格且具教育功能的賣店之後，賣店在未來若能

成功的開發各式的衍生品牌商品，將嘉義舊監的獨特文化資產轉換到商品設計

上，成功的帶出博物館的特色來，不但能成為一種吸引力，也能藉由藝術文化和

設計創意的互相激盪，提升人們心靈上的滿足，以及文化商品的附加價值。由於

嘉義舊監博物館的類型特殊，在台灣的博物館界賣店的商品也沒有運用監獄符號

元素所做的博物館文化商品，因此，嘉義舊監博物館推出有別於其他博物館文化

的創意商品，強調商品的創意符號性與獨特性，藉由這些創意商品來再次塑造嘉

義舊監博物館新形象，反轉消費者過去對嘉義舊監舊的負面印象，也於無形之中

帶來更多話題性的炒作與消費商機，為嘉義舊監帶來營收，並幫助嘉義舊監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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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建立品牌永續經營。 

嘉義舊監博物館屬於草創階段，賣店成立剛開始衍生商品可能會因為沒有足

夠的資金，所以可以以現在市面上流行販賣的監獄符號商品為參考對象來作為文

物商品開發的依據，以較低的成本來開發自己專屬獨樹一格、趣味、富教育性的

各式商品，另一方面又可以宣傳嘉義舊監博物館以及強化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品牌

形象，為嘉義舊監博物館吸引人潮。 

嘉義舊監博物館賣店對於商品推廣以及商品開發方面若能有一套規劃完善

的策略模式，想必對嘉義舊監獄要建立起博物館品牌是一大助力，而且有助於未

來維持博物館的穩定發展。本研究依據博物館衍生商品發展、現實文化商品開發

情形以及最新的博物館賣店趨勢，除了典藏複製品、出版品、衍生紀念品外，提

出之七項賣店未來的創意衍生品開發創意模式： 

（一）、嘉義舊監賓州式放射狀建築 

嘉義舊監是目前世界上僅存兩座賓州式放射狀建築的其中一座，極具神秘

感，以及它背後所代表的時代意義，在意義上彌足珍貴，放射狀建築不管是工法

或是建築的造型本身就是文化藝術的呈現，更是適合運用來開發衍生紀念品。運

用的方式可以有擷取圖案、使用不同比例、改變材質（例如運用貴金屬）、甚至

作變形讓商品有質感，運用新技術，衍生各式紀念商品，如鑰匙圈、小吊飾、明

信片、拼圖、模型、ㄒ恤…等，在商品上要附上嘉義舊監放射狀建築的歷史背景

或典故說明，商品的藝術性與生活實用性，延續文化傳承的精神與意涵，不僅有

助嘉義舊監博物館之文化教育推廣，將會是成為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熱門的文化

商品。  

（二）、嘉義舊監故事 

獨一無二的故事是嘉義舊監的資源之一，書寫著歷史的史料，不管是地圖、

文獻、老舊照片、題字…也是可以有新樣貌，嘉義舊監專屬「符號」結合創意開

發成創意衍生品，把無趣的老舊歷史轉換成新鮮時髦商品會讓人耳目一新，不但

符合現今社會懷舊風的盛行，更可用讓人不排斥的方法告知消費者嘉義舊監的過

去，延續嘉義舊監歷史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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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銬 

手銬這一符號非常適合設計成為各式各樣有個性的商品，例如手銬鑰匙圈、

包包、手鍊、手環、項鍊、吊飾、耳環、鞋子配件、流行服飾圖案…等等，這種

監獄符號商品在台灣現有的博物館是沒有過的類型，不管是手銬的造形或是手銬

圖案的設計，皆可一掃傳統手銬的負面印象，帶來新鮮感受。運用不同材質，讓

外型獨具的手銬造型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引起話題，消費者是以符號的差異性

來作消費與否的判斷，個性化的「手銬監獄符號」可與「話題、注目焦點」連結

上，並且有「叛逆、特立獨行」之意涵，可以表明自己與其他一般人的差異，不

但新奇有趣，更會吸引年輕族群。 

（四）、制服、牢服 

使用黑白條紋服、牢服當成創意商品，會有高度的趣味性，而且不會讓人覺

得恐怖，更會吸引目光、標新立異、酷炫有趣、可以引起好奇及造成話題，嘉義

舊監獄未來可運用此一監獄符號，結合濃厚的地方色彩，設計出嘉義特色的另類

個性商品。若是把傳統黑白條紋牢服的顏色若加以改變，透過不同色相、彩度、

明度、配色作變化，會具有強烈視覺效果，不但帶有活潑感，也有監獄意象之精

神連結。 

除了傳統印象中的黑白條紋牢服外，嘉義舊監的管理者（尤其是日治時期）

制服以及年代較近的牢服，都可當成創意商品的靈感。 

（五）、囚犯公仔、腳鐐 

嘉義舊監博物館未來可運用流行的公仔文化作為宣傳利器，將嘉義舊監的符

號、意象設計融入到公仔，讓公仔造型的符號價值超過原本單純設計本身的價

值，開發監獄公仔會強化消費者對嘉義舊監的印象，而更深一層的具有溝通、傳

遞嘉義舊監博物館和消費者之間的情感。工仔與嘉義舊監的故事或者是節慶來結

合，透過公仔來訴說嘉義舊監的故事，使購買者的消費不僅是消費，而是收藏它

的特殊符號意義，把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想法與理念當成靈感設計呈現在公仔上，

讓商品的文化價值提高，讓收藏者有興趣、撫慰心靈、自得其樂而且帶來感動。 

（六）、配合各節慶來設計 

嘉義最著名的節慶活動就屬管樂節了，在 2011 年嘉義舊監將要配合最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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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樂年會進行演出，結合嘉義舊監獄、管樂有關的各式創意商品，應可引起樂

迷跟大眾注意到嘉義舊監博物館。另外，根據節慶（如情人節、新年、聖誕節…）

來設計嘉義舊監產品，其獨特性一定會成為注目焦點，引起話題，這樣嘉義舊監

的創意商品就更具多樣性、更具競爭力了。 

（七）、跟監獄話題有關的時事 

名人、政治跟監獄一連結，一定會引起炒作話題，從這類議題中得到靈感開

發成創意衍生品，不但會造成新聞的報導，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曝光率也會增高，

結合時事來當成創意之商品會更吸引人注意，如何把時事跟嘉義舊監適切的連結

上，對創意者來說也是一種挑戰，這類的創作品通常會讓人印象深刻。 

嘉義舊監博物館若透過以上七種創意元素形式來設計博物館衍生品，向消費

者傳達文物所蘊含的資訊，以此多變又活潑的形式來表現文物，不僅不失嘉義舊

監館藏文物本身的格調，而且也不影響博物館的系統性，反而能讓觀眾主動發

現、了解，並從中體會快樂、學到知識。以此方式，吸引民眾並讓他們在觀看展

覽、在賣店購物的同時能夠獲得知識，誘發他們對嘉義舊監歷史文物的興趣，加

深他們在嘉義舊監博物館學習的印象，使賣店成為博物館第二教育系統，這樣，

博物館既達到了宣傳普及教育和傳播知識的目的，更讓充滿著好奇以及求知欲的

觀眾在心靈以及實體需求上都得到滿足。 

嘉義舊監博物館有著豐富的故事，在當代脈絡下不僅能具有時代意義，還有

文化傳承的意涵，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文化創意商品可朝向提升商品的符號價值以

及故事性來作設計，藉由「意義」的稀少性來創造設計商品的「符號價值」。因

此嘉義舊監博物館文化創意商品所衍生開發的商品，不僅要能打動消費者，也要

能兼具「文化的深度」和「創意的廣度」，嘉義舊監博物館擁有先天獨厚的文化

資產價值，其所包含的文化性、藝術性以及教育性，就非常值得開發成文化商品。

因此透過設計行為可以將抽象的理念轉換成實體的商品，再運用創意表現將文化

因素融入，便能使文化商品呈現出新世代的視覺面貌，使文化商品多了新奇性、

有趣性、娛樂性，可以更吸引年輕消費者的注意，強調消費者心靈層面的滿足，

進而帶領人們找回最初感動及尋求文化的核心價值與認同感，使之成為一種特有

符號的文化創意品牌，會是賣店的最大賣點與話題。 

品牌的建立是在消費者心中建立一個強烈正面的形象，如果嘉義舊監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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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店能夠透過商品的特殊性以及口碑來改變嘉義舊監的形象，使民眾樂意接近令

人有忌諱感的嘉義舊監，這將會使嘉義舊監博物館之形象更優，藉由消費行為把

監獄符號烙印在觀眾的經驗裡，提升觀眾對嘉義舊監博物館的認同感，創造有特

殊符號品牌及強烈風格的商品，吸引民眾參觀消費，讓賣店來強化嘉義舊監博物

館存在的價值與意義，嘉義舊監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和教化功能才能徹底發揮。 

 

三、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經營策略 

嘉義舊監博物館建立了監獄風格博物館賣店、開發創意衍生商品，就要透過

有效的賣店經營方法促使賣店口碑的建立以及品牌商品的銷售成功，現就嘉義舊

監博物館賣店的經營策略，歸納出三點建議： 

（一）、透過異業結盟創造品牌新契機 

異業結盟是一種新流行的營銷模式，嘉義舊監博物館剛開始為打響自己的品

牌，需要有異業結盟的企畫，賣店未來的異業結盟方式可以有：（1）、與競爭

對手合作，（2）、共同行銷，（3）、品牌結合，（4）、跟學校合作。 

若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商品未來與嘉義市的博物館合作，將可使這些博物館

的效益加大，讓嘉義的文化創意產業更蓬勃發展。或是與企業廠商合作，互蒙其

利，或是結合嘉義傳統文化特產交趾陶，結合監獄文化，做出特殊獨一無二的監

獄創意博物館商品，作為嘉義舊監博物館的特色地方博物館商品，可帶給賣店無

限的商機。 

而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未來跟藝術家異業結盟生產系列商品，結合知名藝術

家品牌，或是藉由與學校合作徵選來開發衍生商品，這都是可互相激盪出無限創

意的方法。尤其是藝術與時尚品牌合作的大眾化流行商品，已成為一股潮流，當

消費轉換成符號意義的追求，傳達的是一種品味的象徵與情感的訴求，現在消費

者愈來愈偏好具有獨特美學特色的設計產品，具有設計感、藝術氣息的販售商品

藝術化，藝術家設計的商品也保證了增值潛力，令收藏家爭相搶購，配合嘉義舊

監博物館的形象與未來的走向所開發的商品，與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形象連結，能

藉由嘉義舊監博物館符號元素來發揮雙品牌魅力。而此類商品可打開嘉義舊監的

知名度，高價值的收益更可幫助嘉義舊監的永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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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舊監博物館實體賣店結合網路商店經營 

嘉義舊監博物館成立處於草創期，又適逢現代網路科技發達時代，網路購物

是最適用於行銷賣店商品的另一種銷售通路，讓賣店的各式商品透過線上購物的

銷售方式，不受時空的限制、24小時隨時皆可訂貨，讓交易範圍變得更加無遠弗

屆，更可縮短賣店與消費者間的交易流程與時間，競標的樂趣、網友的口碑也是

宣傳一大利器，也會穩固了賣店的運營，而且可以降低成本，可讓在外縣市的民

眾、甚至是海外的消費者，很容易的就可以購買到嘉義舊監商品。建構齊全的網

拍目錄，是線上賣店的重要工作，網路世界無限寬廣，賣店在網路販售更可透過

網路宣傳的外部效益來加強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的無限延伸。 

不管販賣的形式如何改變，只要提供給消費者良好的服務品質內容，他們的

滿意度及願意繼續購買的意願都會隨著提高，在網路販賣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商

品，可以讓消費者快速的找到商品，可以節省時間與精力，透過網路可以輕易串

連到其他國家，因此在開設網路商店，就等於跨足國際市場，對嘉義舊監博物館

來說也擴大了全球市場，商機是無窮的。而嘉義舊監博物館多了網路購物的服

務，服務內容、效益也就更大，不但可以增加嘉義舊監博物館的推廣範圍，提升

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形象以及知名度，消費者多了和嘉義舊監接觸、互動的管道，

提供豐富的銷售資訊來作線上直接訂購與消費，增加顧客的便利性，更可以大量

減少支出成本，這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成立初期是很重要的，網路商店的口碑

佳，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建立也就會更穩固。 

（三）、限量、限地點的發行嘉義舊監博物館商品 

社會大眾都想要獨一無二，商品以限量、限地點發行會引起搶購，限量、限

地點發行的珍品最有誘惑力，這兩種行銷策略可以讓商品更具有購買魅力，更具

價值感，擁有限量、限地點發行的東西可以炫耀，更會受到羨慕的目光，嘉義舊

監博物館若推出自己品牌的限量商品，而且只限在嘉義舊監博物館販賣，錯過此

地就買不到了，物以稀為貴，特殊的限量、限地點商品一定會引起收藏家的興趣。 

賣店商品運用限量、限地點之行銷策略手法不但可以吸引消費者，也可以讓

購買的人對於嘉義舊監的品牌產生一股認同感，產品限量生產、限制販賣地點，

使商品具有新鮮感，增加產品的價值感與獨特感。而限量、限地點之手法除了增

加收藏價值外，也可造成「話題性」或「流行性」，刻意突出嘉義舊監商品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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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值，證明限量、限地點對嘉義舊監博物館品牌建立的意義，主題越清楚，建

立品牌認同的效益才會更大，商品有知名度，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有正向

幫助。 

種種的節慶，例如「管樂節」、「交趾陶藝術節」、「新年、元宵」、「情

人節、耶誕節」…，就是嘉義舊監推出「限量、限地點」策略最好的時機，不管

是一年一次或是多年一次，依年度的不同，來做不同的造型設計，可以以創意徵

稿方式，引起注意，來達到宣傳效果。 

嘉義舊監博物館賣店一切都是從零開始，商品要成為代表嘉義舊監博物館的

品牌要素之一，需要長時間來經營建立，要拿典藏複製品來開發館方自身的代表

性文化商品，實屬不易，更需灌注巧思，開發新奇特殊的衍生紀念品，成為形塑

舊監博物館形象的潛力，限量、限地點發行商品可吸引媒體造成話題，嘉義舊監

博物館的知名度會跟著提升，嘉義舊監博物館也就相對愈廣為人知，文化商品的

市場性也就愈大、營收會更可觀，也更能充份傳達嘉義舊監博物館的形象。而嘉

義舊監草創期，要打響知名度，更顯艱難，所以商品限量、限地點的行銷策略，

對於嘉義舊監博物館來說，是一種可以達到多贏的策略。 

賣店是嘉義舊監的門面，也是嘉義舊監博物館達到教育目的最好的媒介，賣

店建立特殊風格後，未來在複製品、衍生紀念品的開發，若能在設計上賦予強烈

的符號以及故事性，使嘉義舊監博物館有多種品相的創意設計品牌商品，並採用

異業結盟、商品限量、限地點、網路銷售的經營策略，造成搶購話題，形成多贏

局面，這不但可以是台灣的博物館界的特殊品牌，也是嘉義地區文化創意產業的

發展機會，更是未來嘉義舊監永續經營、傳達博物館使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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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嘉義舊監重要史事年表30  

 

年 重大史事 

明治二十二年

（1872） 

頒佈《監獄規則》為日本獄政制度最早的法律規定。監獄僅分

屬於中央政府之監獄及附屬於地方政府之監獄。當年日本獄政

機關尚未設有醫生負責衛生防治。 

明治二十八年

（1895） 

中日戰爭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分別創

立「台北刑務所」與「台南刑務所」。11 月，日本政府於嘉

義城提標巷街內（約於今嘉義市中山路嘉義市政府北側一帶）

設置「嘉義監獄署」。  

明治三十年

（1897） 

5 月，地方官制改正，「嘉義監獄署」廢監，改制為「臺南監

獄嘉義支監」。 

明治 39 年

（1906） 

3 月 17 日，梅山地震，嘉義廳打貓支廳（嘉義民雄鄉）與梅仔

坑支廳（嘉義縣梅山鄉）附近發生芮式地震規模 71 強震，嘉

義市街全毀，台南監獄嘉義支監嚴重受損。 

明治四十二年

（1909） 

廢除原舊城區內「臺南監獄嘉義支監」（第一個時期之舊址）。

大正八年 

（1919） 

於嘉義市東方臺斗坑 209 番號興工建築監獄(即今嘉義舊監維

新路現址)。 

大正十一年

（1922） 

3 月，「嘉義出張所」竣工，後「嘉義出張所」改制為「嘉義

支監」，再改制為「台南刑務所嘉義支所」 

昭和五年 

（1930） 

12 月，嘉義大震，嘉義支所整修。 

昭和六年 

（1931） 

1 月，嘉義大震，嘉義支所整修。 

昭和十六年 

（1941） 

12 月，嘉義市東南 10 公里中埔附近烈震，嘉義支所整修。 

                                                 
30 資料來源：嘉義市文化局http://www.cabcy.gov.tw/local_01_13.asp、《嘉義市定古蹟嘉義舊監獄

修護調查及再利用規劃研究》，2004：14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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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三十四年

（1945） 

日本戰敗宣布投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復。12 月

22 日，國民政府接收「臺南刑務所嘉義支所」並改稱「台灣

第三監獄第一分監」，並置「臺南地方法院嘉義分院看守所」。

民國三十六年

（1947） 

「臺灣第三監獄第一分監」改稱「台灣嘉義監獄」 

民國四十二年

（1953） 

7 月，依部令指示台灣嘉義地方法院看守所與嘉義監獄劃分獨

立，就原有與看守所之界限及區域分割並轉移所有權。 

民國四十四年

（1955） 

新建分隔圍牆、看守所接見室、大門與移設工場門，於 7 月

20 日竣工，監所（指嘉義監獄與嘉義地方法院看守所）劃分

工作全部完成。 

民國四十六年

（1957） 

頒布「受刑人分監管理暫行辦法」，指定嘉義監獄為累犯監，

專收累犯受刑人。 

民國五十年

（1961） 

台灣嘉義監獄自建第三工場磚牆。9 月，波密拉颱風造成嚴重

損害，營繕隊趕工修監視臺、監房、辦公廳舍等。 

民國五十三年

（1964） 

1 月嘉義地區發生 5 級強震，圍牆、監房、宿舍災情慘重，撥

款修繕尚有餘額，報准將酒籠倉庫拆除，改建教誨堂。 

民國五十七年

（1968） 

台灣嘉義監獄新建鋼筋混凝土補強磚造平房一間，做為受刑人

浴室之用。 

民國六十二年

（1973） 

8 月，台灣嘉義監獄附設之女監，再度成立。 

民國六十三年

（1974） 

台灣嘉義監獄增建鋼筋混凝土磚造平房作為炊場。 

民國六十四年

（1975） 

台灣嘉義監獄改善宿舍衛生設備及整修監內設施。 

民國六十五年

（1976） 

11 月廢止「受刑人分監管理暫行辦法」，另設「監所受刑人收

容標準」，嘉義監獄改設為普通監。 

民國七十年

（1981） 

9 月，嘉義地區豪雨成災，監內外宿舍受損嚴重。 

民國七十四年

（1985） 

侯孝賢導演之「童年往事」完成，電影拍攝取景即以舊監宿舍

區為主。嘉義舊監及宿舍區，是各類影像藝術及文化創造者詮

釋台灣經驗之本土與鄉土、生活與成長環節時的重要視覺素材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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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八十年至

九十三年

（1991-2004） 

嘉義監獄納入「法務部改善監所六年、四年、二年計畫」，最

終始尋覓遷建用地，進行規劃新間設計。 

民國八十三年

（1994） 

因應「法務部改善監所計畫」，台灣嘉義監獄遷往嘉義縣鹿草

鄉，嘉義市舊址改設為「台灣嘉義監獄嘉義分監」。 

民國八十五年

（1996） 

嘉義市開始面臨都市更新議題，市府官員引發嘉義舊監拆除聲

浪，形成舊監保存與再利用的潛在阻力。同年 8 月，法務部指

示成立「獄政史蹟館」，但卻未獲確切施行辦法。 

民國八十七年

（1998） 

2 月，行政院研考會籌設「法務部獄政史蹟館」計劃，但未獲

確切施行辦法。嘉義市政府持規劃書至法務部請求無償撥用舊

監土地，以供嘉義大學之用。 

7 月，向嘉義市政府提出古蹟鑑定申請。 

10 月，嘉義市政府召開古蹟評鑑會議，學者一致認同保留為

古蹟，但因當時的市長張博雅反對，會議最後決議：「暫緩指

定為古蹟」。 

民國八十八年

（1999） 

1 月，嘉義市府公告「變更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計畫書圖」，將

舊監及看守所遺址土地變更為文大用地；2 月嘉義監獄去函提

出異議。 

民國八十九年

（2000） 

國立中央大學藝術研究所執行國科會「日據時期台灣監獄建築

調查」研究計畫。 

民國九十年

（2001） 

7 月，「諸羅觀點-土地關懷營」學員實地參觀，開始孕育民間

推動保留與再利用的觀點、創意與行動力量。法務部長陳定南

巡視，指示儘速提出「獄政史蹟館」規劃。 

8 月，舉辦「嘉義舊監設置獄政史蹟館規劃研討會」，民間社

團積極參與，並開始一連串推動策略。 

9 月，舉辦「嘉義舊監攝影比賽」，獲得許多意外的發現。 

10 月，舉辦「監獄體驗營」第一、二梯次，找尋到日後推動

保留與再利用案的志工。 

12 月，舉辦「嘉義舊監獄空間保存再造國際學術研討會」， 確

立舊監的國際性文化與學術價值。文建會全國「歷史建築百景」

甄選活動第五十九名，確立其歷史建築間的獨特地位。 

民國九十一年

（2002） 

1 月，舉辦「找尋嘉義市文化空間想像會議」，會後並成立「嘉

義舊監保存與再利用推動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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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年 2 月 與台南的「催生台南司法博物館推動小組」及民間

司法改革團體結盟，並使舊監成為全國法政專業與學術社群的

文化與歷史資產。「舊監的春天」活動正式展開。 

6 月 10 日，公告指定「嘉義舊監獄」為市定古蹟。 

8 月，舉辦「二十世紀人權影像展」，並展示「受刑人空間藝

術創作研習班」之作品。 

9 月，嘉義舊監與文化局合辦「桃子城古蹟歷史建築與自然生

態之旅」研習會於舊監日新堂辦理。9 月 21-22 日，世界古蹟

日，配合文化局「認識古蹟活動」，同步開放嘉義舊監。 

民國九十二年

（2003） 

1 月、4 月公視大戲「赴宴」以嘉義舊監舍房、女監及接見室

為電視劇場景。 

6 月，中正大學預定舉辦「舊監搖滾」，因 SARS 取消。 

7 月，核定「舊監飛夢計畫」每月最後一週日定期開放嘉義舊

監獄；大愛電視台在嘉義舊監拍攝公益廣告。 

8 月，「用攝影機說故事—紀錄片編導人員研習營」作品在嘉

義舊監放映。 

10 月，配合市府文化局辦理「文資法研習會」參觀嘉義舊監。

11 月，台中區社會科教師研習以及嘉義市觀光導覽協會營參

觀嘉義舊監。 

民國九十四年

（2005） 

5 月 26 日，內政部公告指定「嘉義舊監獄」為國定古蹟。 

                                                              （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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