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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為進入抽象音樂世界的入場卷，唯有唱片封面的符號印象。設計唱片封面或許只佔整個音樂製作的一小環節，卻能成為

消費者選購的要素之一。一張經典的音樂唱片不僅是旋律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更需要能傳達情感與觸動人心的視覺符號

。 普普藝術(Pop Art)是從1962年到1965年盛行於國際的藝術活動，當時的藝術家們將生活中平凡的事物，日常狀態的事情

轉變成藝術表現的主題。因為與大眾、商業的密切結合，藝術的表現形式更接近大眾的生活漸形成普及化而被喜愛。相對

地，當今台灣的音樂創作者也想要從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轉換成大眾能接受的主題，筆者也冀望透過CD唱片的封面設計作

為創作視覺符號的出發點。 本文研究將以CD唱片封面設計為創作主體，借鏡普普藝術的風格導入筆者的創作理念，並由

學理基礎進行創作形式的比對與整理，並了解同時期台灣音樂唱片封面設計的風格轉變。在創作呈現的章節裡，以近期台

灣本土音樂的「旺福樂團」為實例，藉由朱俊銘對「旺福愛你」專輯中的歌曲印象，再透過CD唱片封面為媒介，傳達出

個人在創作風格形式上的獨特的設計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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