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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廣告樣本

一、前期

A01 A02 A03 A04

1980 1981 1981 1983

有道理的便宜。

（わけあって、
安い。）

從頭到尾都是鮭魚。

（しゃけは全身しゃ
けなんだ。）

沒有矯飾的愛。

（愛は飾らない。）

自然、當然、無印。

在 重 視 品 牌 的 時 代
中，MUJI誕生。在印象
中高價格等同於高品質
的時代中，推出低價格
提供高品質的品牌。

在只重視商品外在視覺
感受的時代中，MUJI重
新檢討生產流程，讓每
項 材 料 從 「 頭 」 到
「尾」都能被生產成商
品。

雖然一般的嬰兒服飾都
有花俏的裝飾，但MUJI
的服飾只有訴求簡單。

整頓無謂的製造流程，
呈現商品本身的美好。

A05 A06 A07 A08

1983 1984 1984 1985

無印，我也是。

（ぼくは無印だ。）

眼神，改變了。

（まなざし、
変えた。）

本色。

（色のまんま。）

NO NEWS
IS GOOD NEWS

素材本身的顏色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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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A10 A11 A12

1986 1987 1988 1990

從前如此，
未來依然。

（いままでも、
これからも。）

獻給所有人。

（ひとへ。）

地球大。 採收自早餐田。

（朝食畑から。）

展開全球化的素材開
發。1989年六月，MUJI
從西友集團中獨立而
出。

A13 A14 A15 A16

1990 1991 1992 1993

木棉般的生活。

（木綿ナ暮ラシ。）

尺碼齊全、
無印襯衫店。

（サイズ有リマス。
無印シャツ店。）

雖然到處都看的到，
卻是哪裡都沒有的東

西。

（どこにでもあるけ
ど

どこにもないも
の。）

想要變成受你喜愛的
腳踏車。

（もっと愛される
自転車になりたい

と。）

倫敦MUJI1號店開幕。 開發家庭用商品－郊區
店舖。

A17 A18 A19 A20

1993 1994 1995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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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7 A18 A19 A20

歡迎用10年前的價錢
來採購。

（10年前の値段で買
いに来てくださ
い。）

所謂渡假，
就是不花大錢也能快
樂渡過的一天。

（バカンスとは、
大してお金を使わな

くでも
楽しかった一日のこ
とです。）

從印度學到的事。

（インドから
教えられたこと）

平凡的非凡。

（平凡な非凡。）

印度棉。

A21 A22 A23 A24

1996 1996 1996 1996

用女性心聲製造。

（女の本音でつくり
ました。）

無印良品降價了。

（無印良品の¥が↓
になりました。）

為尺碼努力。

（サイズ努力してい
ます。）

無印良品愛上印度。

（無印良品は
インドに

恋をしています。）

內衣系列登場。 價格重新檢討，並非一
般的拍賣活動，而是重
新檢討生產流程，降低
原始價格。提出由顧客
觀點出發。

A25 A26 A27 A28

1997 1997 1997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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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A26 A27 A28

襯衫像朋友一樣。

（シャツは友達みた
いだ。）

素質。 小朋友的無印良品。

（子供の無印良
品。）

什麼都不添加的美
好。

（何もしない素
敵。）

A29 A30 A31 A32

1997 1998 1998 1999

交給空氣來解決。

（空気にすると、解
決できだ。）

努力加強功能。

（努力する機能で
す。）

食品，天然的。

（その食品は、
生成りです。）

無印寶寶。

（ベビー無印。）

充氣沙發，現已停售。 後期戰後嬰兒潮世代此
時已屆適婚年齡，以同
一概念出發嬰、幼兒、
兒童用品以及家具。

A33 A34 A35 A36

1999 1999 1999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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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 A34 A35 A36

心聲傳接球。

（声のキャッチボー
ル。）

聰明旅行。

（旅を賢く。）

覺得這樣就好了。

（これで
いいと思う。）

倫敦、巴黎吹起
MUJI風。

（ロンドンに、パリ
に、MUJIの風が吹

く。）

顧客的心聲MUJI都聽到
了。

提案功能性旅行必備
品。

MUJI誕生20週年海報。

（資料來源：＜無印良品重新採訪＞。本研究整理）

二、近期

（一）2002年雜誌廣告

B01 B02 B03

2002 2002 2002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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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4 B05 B06

2002 2002 2002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B08 B08

2002 2002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二）2003年海報廣告「地平線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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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9

2003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B10

2003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B11

2003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B12

2003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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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3年雜誌廣告

B13 B14 B15

2003 2003 2003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B16 B17 B18

2003 2003 2003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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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

2003

雜誌廣告（MG AD）

（四）2004年海報廣告「家系列」

B20

2004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B21

2004

海報
廣告

Poster 
AD

132



B22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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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04年雜誌廣告

B24 B25 B26

2004 2004 2004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133



B27 B28 B29

2004 2004 2004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雜誌廣告（MG AD）

B30

2004

雜誌
廣告

MG 
AD

（六）2005年海報廣告「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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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05年雜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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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006年海報廣告「自然而然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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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06年雜誌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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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深度訪談之訪談大綱

一、這些無印良品廣告樣本中，請挑選出喜歡的數張，
並分別形容那些廣告的風格、以及喜歡的原因。

二、您覺得無印良品這個品牌有哪些主要的形象？
在看無印良品平面廣告時是否跟品牌產生聯結、或是斷裂？

三、您會如何解讀與詮釋無印良品的平面廣告？
其中的元素：圖像與文字是否分別傳遞了不同的訊息？

四、大量運用圖像的廣告對您而言，是容易理解的、或是難以理解的？
只有圖像、沒有文案的廣告給人什麼感覺、適合用來表現什麼內容？

五、您對於廣告圖像使用與消費文化的關係有什麼看法？
接觸無印良品的廣告是否會對您消費無印良品產品的想法上產生影響？

您好：

目前進行的是有關「視覺圖像的意義傳播」方面的研究，並以無印良品（MUJI）之平
面廣告為研究案例。以下為訪談大綱，訪談內容也僅供學術使用，再一次感謝您熱心
參與訪談。

    
敬祝  身體健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
指導老師：郭良文   教授
研究生：朱若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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