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建築師，到傢俬設計

師，再到香港設計中心主

席，嚴志明的職業身份看

似不斷在轉變，實則有跡

可循。嚴志明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

時，將設計生涯的職業道路與心得娓娓

道來：「其實我們生活中的一切都源於

設計，除了自然現象。」他表示，自己

總在尋找讓生活更便捷、美好的方式，

而不是將經濟收益視作目標，「你為用

戶提供了價值，自然會有回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陳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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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畫家蔡景康操刀古龍繪本《英雄無淚》
跳出港漫思維 探索武俠新美學

香港設計中心主席 嚴志明：

本地插畫家蔡景康（Steven Choi）早前憑《小
王子》繪本走紅，近年專注於古龍武俠的繪本創
作，日前推出獲古龍著作委員會官方獨家授權的
武俠繪本《英雄無淚》，系列第一冊已於今屆書
展首發。Steven採用較寫實和深沉的畫風，以雄
渾剛健的筆觸描繪出故事角色的內心情感變化，
其主角創作更參考了日本江戶時代劍術家宮本武
藏的形象，將浪人與英雄結合，多角度展示出古
龍式美學。

重新編排文字 節奏更明快
《英雄無淚》繪本共收錄超過25幅畫作，文字
也經重新編排，總體節奏明快。Steven介紹道：
「系列共有三集，分別對應不同的主題，我想用
新方法令讀者找到新鮮的感覺，而不是重讀一次
小說。」原來Steven自幼時便鍾愛古龍的作品，
如今每次重讀皆有新感觸，而為畫出新意，他特
別不去參考古龍武俠小說衍生的影視和漫畫作
品，而是用自己的角度再思考，精心設計每個角
色的眼神和表情，「其實古龍老師筆下的經典角
色在我心中已經有了一套形象，我不想將這本插
畫作品變成港漫式的表達。老師一向鍾情日本文

化，特別關注武道精神，多次將其融入自己的創
作中，同時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多草根階層的角
色，那些普通人的煩惱和問題我們都可以感同身
受……這些元素將結合成為我今次的新表達方
式。」
古龍名作頗多，Steven此次特別選擇其晚期作

品《英雄無淚》嘗試創作，雖是中短篇故事，也
談及友情、愛情和宿命，布局精妙，極具代表
性。「我的心願是陸續畫出古龍的眾多名作，這
是一項長期的項目，我希望可以透過自己的努
力， 使不同階段的觀眾多些認識古龍的作品。」
而《小王子》系列的成功也帶給他靈感，他透
露，未來將與古龍著作委員會繼續合作，使更多
古龍著作化為繪本作品，也會致力將書籍、周
邊、玩具和展覽串連起來，吸引不同年齡層的新
讀者。

在AI浪潮中保持個人特色
Steven今年成立出版社「陋室五月」，今次特

別以小說中的「長安血浴」一幕，於香港書展攤
位處設計了6米闊×2.5米高的巨型畫作背景板。
Steven表示，《長安血浴》是自己最先動筆、也

是耗時最久的一幅畫，他邊創作邊構思故事背景
和人物設定，終呈現出這幅細節豐富、情緒飽滿
的作品。「第一冊作品以友情為主題，這幅畫描
繪男主角高漸飛為了使朋友朱猛振作起來，以一
敵百殺出血路，氣勢震懾了眾人。」
在創作路上，Steven一步步走得踏實而堅定，

他感恩創造館出版社主理人余兒的幫助，而創立

自家出版社只為在新
嘗試中圓夢，「有些
決定明知未必賺到
錢，總用朋友的quota
不太好。」他亦建議
年輕創作者不要急於
求成，而是先沉下心
來慢慢學習和建立業
內口碑，「好多時候
我與古龍一樣很重視
友情，朋友間仗義相
助，可能未必立即得
到回報，但對方一定
會記得你。我們要很
謙虛、很努力，才能
慢慢打出口碑。」
關於坊間有言論稱
畫師或許將被AI所取
代，對此 Steven 表示
AI是一個收集資料、

建立概念的好幫手，「我們可以在收集完資料，
吸收完概念後，更好地在創作中釋放自己。AI是
趨勢，我們沒必要避開，也沒辦法避開，就如同
相機從菲林到數碼的演變，這個過程中會淘汰一
些人，但也有更多人留下來，並跟隨時代轉變，
並在這種轉變中保留自己的特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長安血浴》。 「陋室五月」供圖

▼《英雄無淚》系列第一冊已於今
屆書展首發。 張岳悅攝

▲本地插畫家蔡景康。 張岳悅攝

設計出好的產品之後，更需要有被大眾看到的
機會。嚴志明說，在香港設計中心的工作便是希
望幫助社會去認知設計，讓甲方理解設計價值，
願意為好設計付費。
他表示，在做設計相關推廣時，他們也面臨着
經濟成本的問題。無論是在香港、內地還是海
外進行推廣，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資金，文化
差異、地域差異以及媒體使用的區域化，
都是推廣中的難點。
若說對政府有何期待，他認為，設計
師們都有一股不喜歡聽命的「個
性」，因此政府作為「總設計師」，
把握整體方向，而留給設計師們更多
空間，去創造自己感興趣的內容。
此外，政府還應該考慮到設計師的
實際需求，提供更有針對性的支
援，而不是僅僅提供空間或資
金。他進一步指出，政府在推動設
計發展方面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
例如，從教育開始培養具有創意和
創新精神的年輕設計師，為他們提
供實習和接觸市場的機會。此外，
政府還應該考慮到設計師在國際發
展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如語言、文

化和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並提供相應的支援
和協助。
他還提到，疫情三年對行業有一定衝擊，觀眾

由於減少了出門，變得更少珍惜戶外空間。在這
種生活方式改變的情況下，也是一個好機會給設
計業去思考當下應重視什麼，抓住機會，滿足用
戶，帶動商機。他藉此呼籲年輕人找到自己真正
喜歡的事情：「只有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充滿熱
情，才能夠持久地投入其中。設計是一個充滿挑
戰和創新的領域，需要不斷地學習和進步。因
此，我希望年輕人能夠保持對設計的熱情和興
趣，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夢想。同時，我也希望年
輕人能夠保持開放的思維和心態，勇於接受新事
物和新挑戰。設計是一個不斷發展和演變的領
域，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和創新。只有這樣，我
們才能夠在設計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創造出更多
優秀的作品。」

設計師有價值和使命設計師有價值和使命 自有回報自有回報

嚴志明早年於英國劍橋大
學修讀建築學，畢業後

在建築工作室工作，參與博
物館等文化場所設計，而他
選擇學習建築的初心，正源
於對改善生活的嚮往。回流
香港後，他開辦了一所傢俬
公司。一方面，做商業建築
不是他的興趣所在，而非政
府機構難有機會接觸到文化
設施建築；另一方面，他認
為，在日常生活中，人們與
傢俬的接觸時間非常長，好
的傢俬設計能夠極大地提升人們的生活品質和工作效
率，這與他學習建築的初心都是脗合的。

設計可改變商業模式
1997年6月30日，英方在添

馬艦東面廣場舉行告

別儀式，戶外座椅便由嚴志明當時的公司負責。這個
項目需要考慮到戶外環境和天氣因素的影響，過程中
讓他學習到了很多關於項目管理和產品設計的經驗。
「當我在設計時，並非僅僅考慮用戶坐在這張椅子上
的感受。當然，這是重要的一部分。但當我真正從一
個全面的設計角度去考慮這個產品時，我發現如果僅
僅考慮這一點就太過狹窄了。」他分享道，「我利用
我在建築設計領域的經驗，去考慮如何進行產品設
計。建築設計從開始到完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中
涉及眾多其他專業領域的專業人士，並非僅僅是建築
師。一個建築的成功，離不開所有參與者的配合。因
此，當我從事傢具設計或企業設計時，我並非僅僅是
設計一件產品，而是在設計一個商業模式。」
經營傢具企業不久後，嚴志明便在內地開展了特許

經營網絡。這一舉措雖然與產品設計本身並無直接關
聯，但卻是設計思維的重要體現——如何讓這個產品
更好地接觸市場，最終到達用戶手中。從工廠到用戶
涉及眾多環節，如果沒有考慮到所有參與者的需求和
利益，就無法完成最終的設計。

因此，設計並非僅僅是追求外觀
的華美或價格的合理，更重要的是
解決實際問題，確保產品從生產到
銷售的整個過程都能順利進行。他
認為，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是經過精
心設計的結果，設計的力量在於它
能夠整合各方資源，解決複雜問
題，從而創造出真正符合人們需求
的產品和服務。

盼AI成為設計師幫手
儘管設計與商業密不可分，但嚴
志明表示，賺更多錢不是做設計的

目標。「如果你為了多賺錢而去設計一件商品，可能
就要選用成本低的原材料，要省略很多製作工藝，最
後商品反而不會有好的市場。」他稱，設計做得好，
自然會有回報、賺到錢。一個優秀的設計應該能夠解
決人們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提升產品的整體價值以及
注重產品的可持續性和環保性等等。

同時，商業策劃必須基於對市場需求的深入了解和
分析，只有當產品或服務能夠滿足市場上尚未被滿足
的需求時，它們才具有存在的意義。因此，他會花費
大量時間和精力去研究市場、了解消費者的需求和心
理，以便找到那些真正有價值的設計機會。
他希望設計師可以明白自己的價值和使命，「設計
師的職責是為企業或社會提供有價值的解決方案，而
這些解決方案並非僅僅停留在表面的裝飾或美化上。
設計師應該具備深刻的洞察力和創造力，能夠發現問
題、解決問題。」設計師也應具備社會責任感和使命
感，以實際行動去推動設計行業的發展和進步。
他還提到，在初級階段，很多企業為了追求快速利

潤而選擇抄襲。但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意識到
創新的重要性，並逐漸放棄抄襲，這是一個逐步演變
的過程。對於年輕設計師來說，模仿可能是他們在學
習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但隨着教育的深入和經驗的積
累，他們應該逐漸學會思考和創新，設計學院應該注
重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和創新能力，讓他們能夠在設
計道路上走得更遠。
對於人工智能，嚴志明的態度則很開放：「AI作為
科技的一部分，對設計來說是一個有力的工具。它能
幫助我們生成更多的設計方案和可能性，同時也能讓
我們更深入地了解設計背後的數據和資訊。例如，在
設計音樂廳時，AI可以幫助我們分析聲音在空間中的
傳播方式，從而優化音效。因此，我認為AI應該被看
作是設計師的得力助手，而非威脅。在香港，我們已
經有了一些利用AI進行時裝設計的先例。這表明設計
界正在逐漸接受並運用AI技術。與其他新科技的引入
相似，AI的加入也是設計發展的一部分，我們應該以
開放的態度去面對它。」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設計中心每年均會與一個國家
或城市夥伴合作舉辦設計營商周（BODW），以促
進彼此的合作和文化交流，充分利用雙方優勢資
源，共同推廣卓越設計。香港設計中心日前宣布，
意大利已落實成為2025年設計營商周的全年合作夥
伴國家。意大利駐香港及澳門總領事費文浩（Car-
melo Ficarra）及香港設計中心董事會主席嚴志明分
別代表意大利和香港設計中心簽署合作意向書，確
立合作關係，承諾加強雙方設計交流合作。
是次簽署合作意向書是意大利繼2007年及2017
年後，與香港設計中心開展的第三次合作夥伴關
係。費文浩表示：「我們十分高興能夠與香港設計
中心及支持創意產業的本地機構合作。香港正鞏固
其亞洲以至全球創意和設計中心地位，通過是次合
作，我們的目標是加強接觸與推進雙方合作關係，
將在各個領域展示最好的意大利設計和『意大利製
造』，促進溝通、交流和協同效應。」
設計營商周與意大利攜手，將進一步提高全球影
響力，帶來精闢的洞見和創新思維。嚴志明稱：
「意大利輝煌的設計傳統造就了這次合作，一起突
破界限，將傳統與當代美學融為一體。這種思想交
流既滋養了自身的設計，更推動我們走向全球創新
思維。我們期待未來共同努力，激發全球的設計熱

情。」
未來，在香港貿發局主辦的DesignInspire

2025，將透過互動展覽展示香港與意大利的
創意設計，意大利也將為設計營商周及香港
設計中心舉辦的另一項旗艦活動——設計智識
周（KODW）引進卓越和創意人才，為峰會擔任演
講嘉賓。此次合作的意義不止於設計營商周2025，
還標誌着香港和意大利設計界之間的長期合作，亦
開啟互相學習下的設計轉型之旅，為設計產業的持
續發展帶來契機。

社會需要認知設計價值社會需要認知設計價值設計營商周設計營商周2025
意大利成合作夥伴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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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志明曾執業於普利茲克獎得主詹姆斯．
斯特林爵士（Sir James Stirling）門下並參
與建築項目。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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