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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臣的醫生開的，原本是間藥局，現在我們還可以在台北迪化街看到它當時的面貌。在瞭

解了它的時代故事後，親自走一趟迪化街，肯定能有更深刻的體會和有趣的發現。資生堂

的商標，從以前到現在一直都是那簡筆呈現的山茶花；然而花王就不同了，我們很難想像

現在有著俏麗大眼的半月形商標，以前可是非常寫實、濃眉老成，甚至還有法令紋的半月，

看起來確實頗有喜感，但可能激不起人們的消費慾望，因為視覺上確實有點嚇人。可爾必

思公司很聰明的結合時事，發布幾則打中人心的廣告，於是銷路大開。箭牌的創辦人一開

始賣的是完全不相關的香皂；口香糖剛引進台灣時，報紙上的廣告除了推銷產品，還要跟

讀者囉嗦一番口香糖的「吃法」。這些家喻戶曉的品牌，在當時是如何進入台灣並且成功

打響名號，都可以從附圖的報紙廣告上略知一二。 

「時髦貨‧新登場」的單元介紹到優格。現在我們所吃的優格在超市中與果汁、果凍、

布丁陳列一起，是好吃好玩的點心。然而，一開始優格在台灣是作為胃腸病的剋星，甚至

標榜適用糖尿病、結核病，預防高血壓和孕吐，有如神仙藥一般的產品。那時候，報紙都

說優格是「長生不老劑」或「長壽養老劑」；又或者，煉乳的廣告表示，沒錢買奶粉也沒

關係，就泡煉乳育兒吧！這些廣告詞或包裝上的文案，在現代肯定會被認為是廣告不實或

過分誇大功效吧。台灣第一個裝冷氣的地方在哪，台灣早期的冰箱長什麼樣；外國電影、

海外旅行團等新鮮事物的引進都在這個單元一一介紹。 

「推銷術‧新魔法」，買就送、打折促銷、抽獎(甚至有招待去日本玩的呢)、外送(當

時用腳踏車送貨)、產品試吃試飲，都在那個時期逐漸引進台灣，成為直到現在都還很常

見的行銷手段。產品的宣傳廣告方面，用上卡通人物作為代言，你相信米老鼠跟布魯托曾

經一起賣龜甲萬醬油，甚至殺蟲劑嗎? 

除了報紙的平面廣告，有聲的廣告歌也漸漸有了雛型。 

因為電視還未普及，在當時是將廣告詞融入歌仔戲曲，或直接將有名的歌謠曲子填入

產品廣告詞。由於原本曲子就是大家所耳熟能詳，即使報紙上只有純文字的歌詞，讀者還

是能很輕易的將廣告歌哼出來。 

作者通書都是利用一兩個頁面簡單介紹該項目的始末，接下來就是將所整理的報紙廣

告直接大版面的讓讀者自行閱讀。之所以不僅擷取指定的欄位，是因為想讓讀者有真正看

報紙的感受。當看報紙時，我們第一眼看到的是整個大版面，之後才會慢慢聚焦縮小到某

個標題上。讓讀者體會從報紙中找資訊的樂趣，並且對那些對日治時期有興趣，或是懂日

文的讀者，也能夠從旁邊的廣告內容取得更多該時代的訊息。不只是文字訊息，產品或宣

傳的插圖也饒富趣味。不像現在光是平面圖像就能操弄各種技法，絢麗奪目。簡單而樸拙

的插圖，對比過分誇張的廣告文字，反而別有一番風味。 

也許電子書是種趨勢，但是仍然有許多體會是在你實際拿起一本書時才能感受到的。

當一本書被用心完成，我們讀者也應該細細品嘗，不光是內文、圖像，甚至用紙和編排方

式，可能都隱藏了某種線索。這些元素的存在缺一不可，當他們被恰當的組合在一起，才

會是一件完整的作品。所以，我認為這本書是個很棒的例子，從拿起書的那一刻，就實實

在在的感受到作者想訴說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