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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和日曆】 

摘要 

 

農民曆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傳統工具書，從商朝開始，農民曆裡的內容開始

不斷的增加，至今才有一本完整的農民曆，隨著社會的科技進步加上西洋化，造

成本國的傳統逐漸減少，變成較少人去翻閱，我們不希望年輕人都不懂得這傳統

的文化， 所以我們利用專題製作來推廣農民曆。 

 

    農民曆小圖以向量風格來表現，將擇日用語變為比較簡單的色塊小圖，能夠

輕鬆的了解擇日用語的意思，無論是結婚或是喪禮等等重要的節日，都能夠使用

便利的農民曆來做為擇日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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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意動機及目的 

一、動機  

   現代社會由於科技的進步，手機、平板等等的 3C產品的出現，加上普遍使用

陽曆，社會西洋化的緣故，而現代人大多也不是以農夫為職業，使得人們忽略了

從前社會中重要的農民曆。 

 

    在從前的農業社會中，農民曆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書，也是台灣

人擇時挑日的重要依據，但隨著習慣西洋化，造成越來越少人去翻閱，老年人使

用上也很費力，而年輕人對有許多擇日上的術語意思不理解。也因為古時是透過

此農民曆來決定生活中重大的抉擇，是不可以私下印製的，至今台灣知名的造曆

館和農民曆編著者來看，至少有 20家農民曆造曆者，其中 10家是有堂號的，其

它則是出名的大師或居士。 

 

    現在人大多不是以農業為生，加上現在我們以陽曆為主，所以較少人會去翻

閱農民曆，我們希望使用農民曆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年輕人能夠閱讀，簡單的

就能夠看得懂農民曆，農民曆是古人生活上必須應用到的，至今農民曆裡的內容

還是現代能使用到的，所以我們才更應該將從前，流傳下來的智慧好好傳承，祖

先的智慧不應該因為科技的進步，以及社會西洋化而沒落甚至消失不見。 

 

二、目的 

    農民曆本身的編排複雜字體小，為了能讓大家簡單的上手，我們將作品中的

擇日用語改為小圖示，以色塊和線條的表現手法，讓使用的人能夠知道它的意思，

才不會導致要花很多時間去理解用語的意思，不在因為版面的擁擠、死板或者看

不懂擇日用語而看不下去。  

 

     我們將農民曆的擇日用語圖像化，把圖示做成 icon的感覺，但農民曆每年

都會換新，而擇日用語的意思並不會更改，所以我們另製作出一本小冊子，將農

民曆裡的擇日用語，利用圖像化的方式，讓看的人能夠自動的聯想圖的意思，而

圖示以農民曆原本有的紅色及黑色相近色去做變化，利用喜氣的朱紅色和明度較

低的暗灰色，去區分忌諱與吉事。 

 

    農民曆裡記載了生活上的大小事情，跟我們的生活作息息息相關，為了保留

這項流傳已久的傳統文化，使社會大眾重新認識農民曆，不再只是老一輩的人才 

會看，連青少年都看得懂的資訊，藉由這次的主題推廣農民曆，讓年輕人也能輕 

鬆的使用農民曆，還能夠帶給我們便利以及幫助，讓農民曆可達到永續傳承，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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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大的效益。  

 

    因農民曆每年都會換新，而擇日用語的意思並不會更改，所以我們將小圖另

外提出製作一本小冊子，將農民曆裡的擇日用語，利用圖像化的方式，讓看的人

能夠自動的聯想圖的意思。 

 

三、設計理念 

 

    我們將高中三年所學的課程融入作品當中，以企業識別、基本設計、色彩原

理作為基礎，使用二年級的課程企業識別來製作我們的 Logo，以及一年級的色

彩學來配置顏色，加上向量風格，將擇日用語變為比較簡單的色塊小圖無論是結

婚或是喪禮等等重要的事，都能夠使用便利的農民曆來做為擇時挑日的依據。 

 

而農民曆的設計理念是把擇日用語利用小圖示來簡單化，一開始我們自己也不了

解農民曆，藉由這次專題我們也看得懂農民曆，也讓大家知道農民曆的重要性，

不只在生活中能夠幫助我們分辨好壞，也能讓生活順利。 

 

我們把小圖示放進農民曆裡，其原因為人們是視覺動物，適合觀看一些圖，

才不會都只有字，加上有小圖比較好辨認擇日用語的意思，是希望能夠讓大家更

輕鬆的閱讀農民曆，讓古人的智慧流傳下來，應永續流傳的理念。  

 

貳、 作品特色與創意特質 

古代農民曆是由國家統一編訂、頒布，民間禁止編撰曆書，歷代的農民曆資料由

官方傳入民間，各地風水地理師便扛起編輯此類書籍的重責大任，久而久之，便

形成多種派系，然而各派內容參差不齊，也有互相抄襲的狀況，日子一久，已不

知原始來由了。 

 

    因台灣逐漸西洋化的緣故，大家都使用陽曆居多，有一些語術難以理解，造

成極少數人使用農民曆，所以我們把農民曆裡的擇日用語改為小圖示，會比較簡

單輕鬆的了解意思，藉由這次的推廣，讓社會大眾能輕鬆的看得懂農民曆。  

 

本專題的農民曆設計是利用簡單易懂的小圖示而製成的，將擇日用語轉換為小圖

示，讓大家輕鬆的一看就懂小圖所要表達的意思，排版上也有調整，因版面擁擠，

造成閱讀上的不方便，所以我們針對這些做更改，觀看上比較不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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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曆排版 

 

圖 1排版設計 

二、小冊子 

 

圖 2小冊子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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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製作流程 

 
圖 3流程規劃圖 

 

圖 4工作時程表 

二、設備材料圖 

表 1設備器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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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過程 

 

圖 6製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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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IS 企業識別設計 

(一)LOGO 設計 

是因為農民曆為陰陽合曆，月亮代表著陰，太陽代表著陽，因此我們用色塊的切

割來表現，有個時鐘是因為農民曆是經由歷歷代代傳下來，把紅色作為我們的標

準色，是因為農民曆的出現，就代表新的一年即將到來，所以使用喜氣的紅色。  

 

 

圖 7 LOGO 

(二)小圖設計 

小圖設計目的是為了輔佐主題作品所衍生的設計，其功能是為了讓觀看農民

曆的人，能夠了解擇日用語的意思，把擇日用語圖像化，以色塊和線條的表現手

法，讓使用的人能夠輕鬆地知道它的意思。 

 

 

圖 8小圖設計 

 

 

(三)周邊商品設計 

C15 M100 Y90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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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商品皆取農民曆做設計發展，讓產品有一致性的風格，達到我們想

要讓社會大眾對。農民曆有所了解以及製作價值的目的 

1.名片 

 
圖 9名片設計 

2.明信片 

 
圖 10明信片設計 

3.胸章 

 

圖 11胸章設計 

 

肆、依據理論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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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陰曆為主軸，最為基本理論，去製作我們的圖示，在視覺當中圖案比文字還要

來的讓人容易理解，把它作為農民曆與人民之間的橋樑，作出像字典一樣好讓人

查詢，作成 DM一樣的說明書，讓人方便好攜帶 。 

 

伍、作品功能與操作方式 

一、作品功能 

    農民曆本身的功能就與生活息息相關，只是排版上難以閱讀，所以我們將排

版格子加寬，在另製作一本小冊子，可以輕鬆的去了解擇日的用語，盡管每一年

農民曆都會更改，都能夠使用到小冊子去解釋我們看不懂的擇日用語。 

 

 

    我們將擇日小圖分類為祭祀類、商工類、建築類、農牧類、婚姻類、喪葬類 

讓觀看小冊子的人可以輕鬆的找到所要的擇日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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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方式 

    使用小手冊，去查詢我們想要的擇日用語，更快的使用農民曆，讓它像字典     

一樣的方便。 

 

圖 12-1操作教學 

圖 12-2操作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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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製作歷程說明 

本專題製作時，對於農民曆的內容不了解，以及想要表達的想法不足，一直

卡在排版以及小圖示如何去表現，以至於我們再初期參考了許多文獻以及書籍 

，也因老師細心的指導以及教授的指點才漸入佳境。 

 

    製作期間，每個人都有想法，老師、組員都有自己的意見，會因為意見不同

而產生爭執，但我們反覆討論以及研究分析後，問題都會解決，這讓我們學習到，

聽取別人的一些意見，經由討論可能會意外獲得一些小巧思。 

 

    製作專題過程中，學習從書籍、網路、老師、教授給的資訊慢慢找到我們的

方向，因農民曆裡的擇日用語不易理解，花費很多時間去理解以及製作小圖，也

畫了很多的小圖跟老師進行討論，以達到我們最終想要表達的手法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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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參考文獻 

 

 

一、書籍資料 

2016信發堂農民曆 -地理擇日造曆館 出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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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資訊 

 

農民曆-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E%B2%E6%B0%91%E6%9B%86 

農民曆上的術語解釋

http://welkinchen.pixnet.net/blog/post/5464089-%E8%BE%B2%E6%B0

%91%E6%9B%86%E4%B8%8A%E7%9A%84%E8%A1%93%E8%AA%9E%E8%A7%A3%E9%8

7%8B.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BE%B2%E6%B0%91%E6%9B%86
http://welkinchen.pixnet.net/blog/post/5464089
http://welkinchen.pixnet.net/blog/post/5464089
http://welkinchen.pixnet.net/blog/post/5464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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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考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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