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國際博物館協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 ICOM）於 2022年 8月公布博物
館新定義：「博物館為一非營利、常設性機構，為了服務社會與促進社會發展，開放給大

眾，而從事蒐集、維護、研究、溝通與展示人類的有形與無形文化遺產，以及其環境的場

所。」1（圖 1）彰顯博物館在推動文化和知識的傳播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而從文
化部 2015年 7月 1日制定之博物館法第 9、10條揭示之博物館功能、目的及達成方式中，
可看出出版品之重要性。為達成此二條文所揭示之博物館傳統五大功能：典藏、研究、展

示、保存修復與教育功能，無不需利用出版品傳播推廣博物館典藏品知識、內涵、研究及

保存成果。本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期刊—《故宮文物月刊》為例，介紹博物館期

刊編輯工作內容特質與編輯所需技能，從出版流程中瞭解期刊編輯如何兼顧學術、普及教

育、傳播藝術文化、宣揚知識與美學。

▌蔡純純

期刊編輯的「超級任務」─
以《故宮文物月刊》為例

前言
  博物館組織體系中有許多幕後運作的推

手，維持著博物館五大功能的推動，例如為典

藏文物進行研究、策劃展覽的研究員（也稱策

展人）、負責保存維護的文物修復師、管理展

場秩序與安全的管理員，以及進行教育推廣的

教育人員與導覽志工等。其中研究人員除了研

究與策劃展覽，還需具備出色的寫作和編輯技

能，通過出版書籍、投稿各類期刊文章傳達、

推廣研究成果；而保存維護、教育推廣人員也

撰文展現文物修復技術、科技新知以及院內外

活動辦理的成果。展覽往往展期時間有限，研

究、保存與推廣成果，熟知者亦有限，此時，

無論是以實體或數位形式呈現的出版品，就成

為博物館推廣與永續經營的重要工具。

《故宮文物月刊》及編輯團隊
  《故宮文物月刊》（以下簡稱月刊）歷

時悠久，自 1983年 4月創刊迄今（2023）已

四十年，是目前國內最長壽的博物館期刊。月

刊以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探討國立故宮博物院

典藏文物、學術研究成果及相關活動，是一本

兼具藝術推廣與學術研究的期刊。刊物編輯由

主編與各處研究人員組成編輯委員會（簡稱編

委會），2主編定位期刊發展的大方向，編委

會成員則分別依典藏研究、文物保存維護、文

化創意行銷、教育推廣、數位發展等領域專

長，規劃年度展覽專題、邀稿徵文，及審查文

稿以把關文章品質；月刊編輯部之執行編輯、

編輯助理則執行送審、文字編輯、排版等編輯

實務，並控管每期刊物如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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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收錄文章內容除文物知識、典藏研

究、保存修護、新媒體藝術、展示設計等專欄，

近年來更延伸觸角拓展至博物館學領域，例如

「518博物館日」、「他山之石」、「預防性保存

修護」、「教育推廣」等專欄（圖 2），透過博

物館研究人員和專家學者的貢獻，為讀者介紹國

內外博物館幕後運作及國際博物館界的最新動態

與發展趨勢，有助於拓展國際視野。除了長期的

耕耘，近年拜數位傳播之賜，更增加了《月刊》

的傳播範圍，近六年多次獲獎肯定—於 2017

年、2019至 2022年分別獲得由國家圖書館舉辦

的「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藝術學門類第二名」、

「知識傳播獎：藝術學門期刊第二名」、「期刊

長期傳播獎：藝術學門期刊第二名」的殊榮，足

見《月刊》長期致力深耕藝術文化的成果。

圖 1　 博物館新定義英文版內容　取自《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臉書》：
https://www.facebook.com/IcomOfficiel/photos/2773168109493799/， 檢 索
日期：2023年 9月 1日。

圖 2　近年拓展博物館領域相關專欄議題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82期，2023年 5月，版權頁、目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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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月刊》的發刊詞：「我們誠摯的期

望這份包容藝術的、趣味的、知識的、並兼

具學術價值的月刊，在未來能走進廣大社會

裡的每一個層面，使人人都能從這本刊物上

窺知先民偉大的創造才能與經驗，進而砥礪

自己，透過現代美感的形式，創造出屬於現

代民族風格的藝術⋯⋯。（圖 3）」可看出創

刊目的是普及藝文知識與學術研究並重。早期

以字數較少的文字淺析各類典藏文物的知識背

景、報導國內外藝文相關活動為主，2000年後

陸續增加學術探討文章，收錄文物研究、特展

介紹等專欄；2006年以後更講求圖文並茂，定

期推出展覽專題，邀請專家學者撰文，延伸展

覽內容介紹的深度與廣度。3文章篇幅也隨之增

長，篇數從二十多篇降至目前每期固定收錄十

篇專文，顯示期刊內容隨著時代演變與時俱進

的調整。近年則呼應數位閱讀時代需求，及故

宮積極推動的公共化政策，將博物館期刊等數

位內容開放使用，目前已將月刊文章公告於官

網，並以資料庫方式提供檢索，期望透過網路

無遠弗屆的傳播速度，將故宮期刊訊息即時傳

送至世界各地，以發揮更大影響力。

編輯《故宮文物月刊》的必備技能與特質
  期刊編輯是審稿者、作者和美術編輯之間

的重要中介站，他們的工作處處充滿挑戰，也

是確保期刊順利完成不可或缺的角色。

  《月刊》收錄論文領域包含藝術史、美術、

文物修復檢測、考古、歷史、中國文學、圖書

資訊、博物館學、展示設計等，因此投稿者與

讀者可能亦皆是前述相關領域的研究學者或學

生、文史工作者或對中華文物有興趣的民眾。

讀者群體的多樣性意味著刊物在提供嚴謹學術

研究成果的同時，也要兼顧普及性，以滿足不

同讀者的需求。

  為了確保《月刊》的學術性和內容質量，

編委群及編輯部從發刊前由編委會討論投稿文

章，到編輯部執行圖檔申請、文稿編輯排版和

圖 3　 創刊號封面、發刊詞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1期，1983年 4月，封面、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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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反覆校稿修正，再到全樣校樣、定稿付印

等步驟，及出刊後之網路公告、電子平臺上架

等過程（圖 4），在編輯或出版流程上皆需要主

編、編委與編輯部發揮不同專長協同工作，以

確保刊物的品質和價值。其中編輯部成員擔任

實際執行編輯角色，不僅需有細心、耐心的特

質、敏銳的文字功力，也需具備跨學門的專業

知識。以故宮的期刊編輯工作來說，從投稿、

邀稿、催稿、處理來稿、進行送審稿編排，到

安排出版進度，皆是編輯工作的日常；此外還

要召開編輯會議，居中溝通審稿人和作者意見、

協助美術編輯進行排版，並處理文稿的來回校

對，最後監督文物的校色工作、進行全書彩印，

確保完稿的印刷及加工品質。

  因此，月刊編輯除了要熟悉刊物體例格式、

編輯排版原則、刊物風格，因應投稿內容涉及

之專業領域多元，編輯需涉獵不同學門知識、

樂於吸收新知，並擁有快速整理資訊的能力。

當投稿者與審稿者雙方意見相左時，編輯必須

試圖理解投稿者欲表達的想法，以及審稿者所

提出的見解建議，在投稿者與審稿者的意見之

間反覆溝通協調取得適度平衡，所以具備良好

的溝通能力也非常重要。各種工作內容中，文

字之編輯是最基本與核心者，要能針對投稿文

字修正、潤飾、查核，是以需仔細耐心閱讀文

稿，細心校對、除錯、抓錯漏字詞、檢核參考

資料出處等資訊，考驗著編輯是否具備精準掌

握文字的能力及檢核能力，有效的時間管理以

圖 4　編輯排版流程圖　作者繪製

發排稿

編輯部複核

寄送作者 2校

2校修改回稿

編輯部複檢標註
上傳美編修改

編輯部檢核

寄送作者 3校

編輯部初核

寄送作者 1校

1校修改回稿

編輯部檢核標註、
清稿上傳美編修改、
調整排版。

單篇文章 
打散樣、校色

編輯委員校稿

校閱單篇散樣

出版、印刷、 
加工、裝訂、入庫

全書打清樣

送主編、輪值編
委校閱、定稿

驗收、上架

主編初核

封面設計
全書定版



120 期刊編輯的「超級任務」—以《故宮文物月刊》為例

掌控出刊期程更是嚴格的考驗。隨著網路資訊

普及，擁有數位編輯能力將更為加分，故而編

輯也需與時俱進擴充不同領域的知識與技能。

綜合以上的工作需求，整理出編輯必備的技能

與人格特質，包括專業知識、文字整合能力、

雙倍細心、耐心、溝通協調力、精準的時間管

理，並不時擴充如數位編輯技能等新知，方能

成功執行繁瑣的編輯任務。

《故宮文物月刊》編輯印製出版流程
　　美術藝文類博物館刊物為兼顧學術研究、

普及藝術文化、闡揚美學教育、使讀者易於閱

讀理解，多以圖文並茂的編排方式編輯書籍，

例如圖錄以圖文相輔，藉由文物全貌呈現、搭

配局部圖版放大，再輔以文字說明（圖 5），使

讀者理解文物的歷史背景、展覽故事脈絡。期

刊則大致分為學術型、普及刊物兩種，學術型

期刊講求專業學術性，以內容為主、圖片為輔。

普及類則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呈現，編排上以圖

隨文走為主，以輔助讀者能在閱讀敘述文字的

同時即能看圖理解內容。因此博物館的編輯不

僅是文字編輯，版面的編排、文物色彩忠於原

貌更是編輯中重要的一環，因應不同刊物的性

質，排版方式及風格亦有很大的差異性。以下

即概述每月《月刊》編輯出版的流程包括：發

排、校稿、打樣、修校色、定稿、印刷、行銷

推廣。

  一、發排：每篇文章在正式通過審查後，

即進行文稿發排及體例格式複檢。雖然編輯部

會先行提供稿約、刊物的體例格式、圖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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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Trees after Rain
Ni Zan (1301-1374), Yuan dynasty

紙本淺設色　軸 

縱 63.5公分　橫 37.6公分 

故畫 000291

山林雨後明淨，無人茅屋疏樹相伴，意境幽
遠空寂。山石以乾筆皴擦，赭石花青設色，
點苔用側鋒橫按，體現出「惜墨如金」特色。
繪成於洪武元年（1368），為晚年精品。
題跋佔滿畫面，除元代吳叡（1298-1355）
隸書張雨（1277-1348）詩，其餘皆明、清
人陸續加題。倪瓚（1301-1374）設色山水
極為難得，王世貞曾謂「平生不作青綠山
水，僅二幅留江南」，裱綾董其昌（1555-

1636）跋即用其語。此畫曾經華亭莫是龍
（1537-1587）收藏，與董其昌為好友，善
古文辭、書畫。（林莉娜）

「莫子是龍」印

圖 5　圖錄編排示意　取自林麗江、何炎泉等編，《寫盡繁華—晚明文化人王世貞與他的志業》，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22，頁 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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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撰稿原則供作者修訂，但為確保體例格式統

一，編輯部仍會再次檢視與調整，並確認作者

的引用資料、附註內容的正確性。

  圖版的檢視上，除了核對圖說文字資訊，

也須確認作者取得使用圖版的著作授權。而編

輯在閱讀及檢核文章的同時，亦須深入理解作

者欲表達之內容，於文稿上標示文章重點及預

計的配圖呈現效果，以輔助美術編輯快速理解

圖文配置重點，加速編輯排版速度。

  二、校稿：《月刊》重視呈現典藏文物的

造型、材質、色澤、紋樣等原貌，以圖文並茂

的排版協助讀者理解文章探討的文物內容。當

美術編輯排版完成後，編輯部會先行就發排稿

件進行排版稿件初核，並將修改與疑問標註於

校稿上讓作者核閱覆稿，此時要發揮細心與火

眼金睛的校對能力，以及對文章內容的深度理

解巡禮，以發掘問題及除錯。此過程通常需要

多次來回校閱，至少完成二至三次的校稿，排

版若未能到位，亦可能修校至七或八次。

  為確保出刊品質，在作者二校且圖文無須

大修的原則下，編輯部也同步將校樣送請編委

核稿，並請作者複校修正意見，目的是讓更多

人參與校對，以把關《月刊》文章品質與正確

性，促使出版品更臻完善。

  三、打樣：4在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下，

故宮透過最新攝影器材與技術拍攝影像、建置

藏品資料庫，然而，出版品的印刷色彩未必能

精準呈現攝影圖像色彩。為求如實呈現文物原

色，需要經由打樣輸出，透過熟悉文物的作者

校正顏色，並由熟捻色彩管理的專業編輯共同

努力，確保印刷效果儘量貼近文物原色，讓讀

者在閱讀時猶如親睹文物。（圖 6）

  除了作者針對單篇文章校色修改，執行編

輯會覆核確認圖版的色彩，如遇書畫作品需要

複雜的修、校色時，則需與印刷廠的分色師（修

色師傅）密切溝通，以正確修色，這也是月刊

編輯需額外具備的特殊技能之一。

  至於文物圖版的呈色在印刷上會遇到那些

問題呢？常見的問題包括色彩偏紅、偏綠，或

是彩色不足或過度飽和。編輯過程中往往時間

緊張，編輯通常只能在校樣上標註意見，無法

與分色師當面溝通討論，因此還需處理印刷之

CMYK（青、洋紅、黃、黑）四色該如何增減

才不會偏色、網點值如何增補、繪畫藏品圖檔

上偶見的摩爾紋（moiré pattern或稱莫列波紋）

等，一般出版社的編輯工作者較少觸碰到的工作

項目。就筆者所知，出版社的編輯 5多側重在文
圖 6　 明　萬曆　趙左　秋山紅樹（仿楊昇峒關蒲雪）　修色前、修色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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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數位影像校色卡　作者提供

字著墨、溝通協調、行銷活動、經費掌控層面，

較不需親自處理色彩管理（Color Management）

問題，然而月刊編輯除需處理前文所述的文字

編輯、圖版編輯等問題，也經常需解決色彩管

理。最常見的問題包括電腦銀幕上文物的顏色

（RGB呈現）與色樣（CMYK呈現）無法一致，

或是修色後的色樣與文物趨近一致，但上機印

刷後色彩表現卻又不同等，需要編輯要深入瞭

解並協助設法解決的狀況。

  修校色、印刷固然是編印廠商要解決的問

題，然而博物館典藏管理嚴謹，多數人無法近

距離觀察文物，即便文物陳列於展廳，但展場

燈光、色溫、明暗都會影響色彩的判別。再者，

電腦是以 RGB顯色，色樣、印刷品是以 CMYK

顯色，RGB色光透過軟體轉換為 CMYK色料有

一定的落差值（圖 7），需以數位影像校色卡作

為基礎判別色差並據以調整。（圖 8）印刷廠的

彩印機、輸出機、印刷機等設備在每階段輸出

轉換過程也會影響文物色彩呈現的正確性，而

最重要的是典藏文物在進行數位拍攝作業的色

彩管理是否符合標準流程。以上三大因素跨越

了印前、印後輸出流程，在在影響印刷呈色。

所以，月刊編輯除具備藝術專業知識外，若不

拓展設計美學、色彩、印刷等專業能力，勢將

無法在研究典藏人員、美術編輯、印刷廠之間

溝通協調找出解決之道。透過長期經驗的累積

及色彩管理之專業，編輯與編印廠商合力確保

出版品的色彩呈現趨近文物原色，並透過上述

環環相扣且嚴謹的出版流程有效掌控出版品質

及日期。

  四、定稿、印刷：前述編輯排版工作完成

並定稿後，需於五個工作天內完成出大版、印

圖 7　 RGB與 CMYK色彩模式差異　作者繪製

轉為 CMYK印刷出來的顏色

螢幕上（RGB）看到的色光

RGB色光加色法 CMYK色料減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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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加工、裝訂、入庫作業等事宜，始能如期

出刊。因此每月定期定時出版一本 128頁，至

少 10篇學術研究與科普教育並濟的期刊，對月

刊編輯及編委會而言是一大挑戰。擁有豐富、

穩定質量且源源不絕的稿源，仰賴的是刊物的

知名度、文章的內容質量、編委會的稿源安排，

以及本院同仁的展覽策劃、研究成果發表，與

經銷商的推廣販售。

  五、出刊後推廣：《月刊》出版後透過臉書、

官網、電子平臺等管道宣傳（圖 9），並藉由書

展、教育推廣活動等場合廣為行銷。然而受數

位閱讀習慣的改變及近年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影響，月刊在實體通路的販售與訂戶皆逐

漸減少。雖如此，故宮近年已積極推動博物館

公共化政策，從設立期刊資料庫，到近幾年於

官網公開期刊論文，是繼續以數位模式推廣月

刊，並藉網路傳播至國際的方法。除此之外，

故宮近年也與電子媒體合作推廣月刊文章，將

主打文章摘錄精簡後重新配圖與編排，發布於

網路媒體。（圖 10）因此，月刊編輯尚須具備

數位編輯能力。例如，因為數位平臺的閱讀觀

眾群及年齡層比藝文期刊讀者更為多元，在快

速瀏覽閱讀的時代，如何創造文章流量，標題

即是關鍵。編輯需要轉化標題命名，從枯燥的

學術內容扣合時下趣味議題、流行趨勢的能力，

下標除強而有力亦須與讀者對話、引發好奇心，

透過破題、機密性、趣味性、數字、目標關鍵

字等方式命題，傳達珍稀感，為讀者快速整理

濃縮文章內容及敘事方式。

  此外，網頁排版編輯與出版品編輯方式亦

有所差異，網頁內容不只有文字與圖片的編輯，

還包括影片、音樂、廣告、互動、跑馬燈等多

元附件的編排，因此編輯也須涉獵軟件學習。

由於網頁應用的軟體介面不同，亦須瞭解網頁

平臺的編輯模式與學習基礎軟件的使用；且網

站頁面容納的圖文數量有限，是以必須預先思

考圖版在不同載體所呈現的效果，繼而將規劃

合成後的圖版及文字內容完整呈現於前臺。透

過關鍵標題、簡明的文字內容、配圖，整合不

同需求以提高閱讀者的使用體驗，增加讀者的

停留時間，方能在眾多文章中吸引讀者閱讀提

升點閱率。

圖 9　 月刊出刊後於故宮北院臉書訊息露出　取自《國立故宮博物院臉書．
2024年 1月 17日》：https://www.facebook.com/npmgov，檢索日期：
2024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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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無論何種類型的博物館、美術館都與出版

品有著很深的連結，而出版品與編輯更是密不

可分。博物館研究人員傳遞文化知識，出版品

則是傳播的重要工具，編輯則是站在與作者不

同角度，提供文字調整潤飾的建議，也是在作

者和讀者間協調溝通的媒介。月刊編輯更需從

充分理解博物館藏品內容的基礎上出發，執行

潤稿校稿、色彩管理、排版設計、期程管控、

監督印刷加工等功能，需具備藝術史專業、文

字掌控、熟悉排版軟體、數位編輯能力等技能，

最重要的是具備高 EQ的溝通協調能力，及時時

掌握藝文新知，拓展專業技能。

  持續四十年的《月刊》已累積了一定的影響

力，所以歷年來屢次獲得國圖獎項肯定。然而

月刊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然積極求新求變，以

與現代讀者對話。例如一直維持傳統中式直書

的排版，在 2018年大刀闊斧改革為西式橫書，

圖 10　 故宮與電子平臺業者合作推廣月刊文章及展覽　取自《琅琅閱讀．藝開罐》：https://reading.udn.com/author/articles/1014/5310，檢索日期：
2023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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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編委會、編輯部及美術設計而言，無疑為編

排文物圖版詮釋帶來新一波的挑戰，6也是在傳

統美學中不斷求新求變符合時代腳步的一種嘗

試。此外，近年故宮積極經營社群媒體（IG、

FB、Podcast等，圖 11），期望透過生動活潑的

用語、梗圖、短影片，將典藏文物結合節氣、

時事、流行趨勢，吸引年輕族群認識故宮文物，

成效有目共睹，月刊之文章也因此開始與電子

平臺合作推廣。為與數位世代有效對話，未來

月刊歷年累積的豐富文章內容或許可以更廣泛

地轉化運用於各類社群媒體之行銷宣傳，以向

更多不熟悉故宮文物的讀者推廣故宮文物。

本文感謝審稿老師提供諸多寶貴建議與修訂，受益

良多，在此謹申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行銷業務處

圖 11　 故宮 Padcast於 2023年突破 500萬下載率　取自《國立故
宮博物院臉書．2023年 9月 14日》：https://www.facebook.
com/npmgov，檢索日期：2023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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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6），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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