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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31日，人社部新增19種新職業。作為文化界人
士，我最關心的是「文創產品策劃運營師」（以下簡
稱：文創師）。以下做一個深入的介紹和探討，也是給
有志於在文創產業發展的青年作為參考。
資料顯示，文創師的定義是從事文化創意產品的策

劃，結合市場需求設計具有文化元素的產品，對文創產
品進行營銷運營的人員。
我的理解是，文創產品的策劃與運營已成為當下創業
者關注的重點領域，當中涉及到實物產品的設計開發，
並涵蓋豐富的內容創作與市場活動。成功的文創項目需
要深挖文化和歷史元素，將之與現代審美相結合，同時
也需要密切關注市場趨勢，避免盲目創新；團隊合作、
產品設計到市場營銷的每一個環節的細節考慮和規劃，
不同渠道的推廣都是項目成功的關鍵；利用科技手段如
AI技術提升創作效率和產品質量，也是促進文創產品多
樣化發展的重要方式；此外，國際化在文創設計領域十
分重要，需要研究從內地到港澳台以及東南亞地區的發
展路徑，並且着重提高從業者職業成長和技能提升需
求。通過這些努力，文創師在傳承和弘揚優秀的傳統文
化同時，可以滿足市場的實際需求，實現文化的創造性
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文創師的工作不局限於實物產品，還包括圖文視頻內
容創作以及活動策劃等多個方面，我們將這類工作視為
整體聯動的產物。至於，如何處理文化和市場需求之間
的關係？依我看，在文創產品的開發過程中，需要深入
挖掘歷史文化故事，並將其轉化為能夠吸引消費者的禮
品或市場認可的產品。例如，我們曾開發過AI結合「二
十八星宿」傳統文化元素的繪畫版畫系列，通過禮品形
式進行推廣，以銷帶產，由B端客戶下單。雖然目前環
境下，禮品市場有所下滑，但年輕人對文化符號如穀
子、吧唧等的喜愛度上升，意味着仍有大量的發展空
間。
在AI時代，「當答案變得隨手可得，真正有價值的反
而是提出問題的能力。」以下以五條自問自答的形式作
思考。
一、對文創產業的發展和文創師的出現，有何感受？

我想現在文創領域已經非常廣泛，文創師不僅限於平
面設計，而是涵蓋了圖文視頻、活動設計等各個方面，
亦包括實物產品類的設計。以前可能只稱為設計師或活
動策劃人的概念，現在則變得更針對性和職業化。我認
為文創師是一個整體行業的轉變，從一個泛概念到正式
成為獨立且具有競爭力的專業領域。文創師不只是技術
上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對自身價值的認知和社會地位的
認可。
二、當前文創實物產品有怎樣的開發流程？
首先，需要市場調研來確保所選擇的產品類別符合市

場需求。然後根據選定的歷史文化主題（如國家一級文
物），開展詳細的歷史文化研究，確定商品的具體設計
品類。之後，涉及開模、設計包裝、製作樣品等一系列
複雜工序，直到最終完成商品生產，版權和銷售布局。
同時，線上線下營銷同步推進，確保產品能夠迅速觸達
目標消費者群體。
三、如何利用數據分析指導設計和市場決策？
設計和市場決策過程中，可以通過電商大數據來分析

當前市場趨勢，選取合適的品類及外觀。同時，也需要
考慮活動策劃、圖文視頻創作以及營銷等方面，流程上
用AI賦能，這一過程並非簡單單一的，而是涉及到整個
產業鏈和消費體驗的整體把控。
四、項目的執行周期與何有關？
項目的執行周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團隊的經驗積累，

以及對行業和市場的深入了解程度。如果團隊擁有豐富
的經驗和足夠的資源，可能會在短短幾月內完成整個流
程並推出產品；反之，對於初出茅廬的學生而言，所需
時間可能會更長。此外，合作夥伴的選擇也會影響項目
的進度，例如IP授權審批等環節可能會存在不確定性。
五、對文創產業的未來發展有何看法？
未來文創產業應當走向國際化，不僅要在國內拓展市

場，還要將華夏文化推廣至世界各地，形成「崇華尚
夏」的文化輸出效應，提升國家國際話語權和文化軟實
力。新職業文創師的出現，相信可以啟發香港的文創產
業發展。
●作者/圖片：文旅部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香港可以有「文創師」嗎？

早前，香港中和出版聯同「一本讀書
會」、銀都娛樂舉辦《九龍門：尋

找功夫》中英文圖書首發式暨紀錄片全球首映
式，通過外國作者的視角，講述中國功夫的魅
力，展現中華文化的獨特價值，讓世界了解一個

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龍安志在首映式上說道：
「我了解中國，中國的價值觀應該是世界的價值觀，
中國功夫是一個切入點，讓世界去了解。」他提到，
一個人有「根」就得到了生長的機會，而功夫也是中
國人的一種「根」，他尋找這種「根」，書寫這種
「根」，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國的「根」。

八十年代來華見證發展
1981年，龍安志透過交換學習的機會第一次來到中

國土地上，他為中國文化感到震撼，「我首先去到的
地方是北京，之後在南開大學學習。」那時候的中
國，物質條件顯然落後，但是蘊藏的文化信息多，讓
他的精神世界受到洗禮，「1972年由於乒乓外交，尼
克森訪華，而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我基本上算
是1981年第一批到中國來學習中文的美國人。」
隨後，龍安志在香港攻讀法律，又在香港任職了幾

年法律工作。九十年代初，他看到鄧小平為迷茫中的
中國投下定海神針，龍安志嗅到了改革開放的商機，
回到北京發展事業，並迅速購置了四合院。在他看
來，這些事情的發展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我上一輩
子應當就是中國人，我覺得北京的四合院代表很多的
文化，如果你要保持一個文化，你必須先保持它的建
築，因為建築是每個民族與它的環境的對話。」他
想，這就是一磚一瓦見眾生。
幾十年過去，龍安志看到中國果真如沉睡甦醒的巨

龍一樣茁壯長大，他心中都是歡喜：「現在中國的基
礎建設如高速公路、鐵路都是非常發達的，比西方國
家發達得多，但是50年前的情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時候非常缺，是一個非常大的變化。而
且我覺得中國領導們能看到任何一個問
題，譬如說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工業化有點
多，有面臨一些污染問題，現在就有生態文明各方
面的環保措施，所以中國這些年來其實是看到什麼
問題，了解面臨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龍安
志說。

透過功夫看見中國態度
從「乒乓外交」到「功夫外交」，龍安志用了很多

年。但這些年在龍安志的認知裏積攢的，是一種力
量：「中國文化是不要做極端的，而是一個中庸思
想。世界上的很多人，各個國家練不同的那些武術，
他們練不只是為了防身、打架，是真的是為了修養自
己，以及能夠深入哲學。」龍安志對功夫的喜好很
雜，他練過詠春、截拳道、少林功夫，「我都喜歡
練，一直在不斷地尋找。」到了今天，年過耳順，龍
安志還是練，因為功夫不只是強身，也是養息。
現在的中國，年輕人少有習武，但龍安志並不認為
這就是錯誤的發展，因為他只是選擇了功夫作為一個
看中國與發揚中國精神的角度，「各個人有各個人的
角度，而且各個地方對文化的角度也不一樣，但是我
可以說現在在北京，我們拍電影、做音樂，我跟很多
很年輕的文藝界人士在一起，他們都特別想找他們的
文化的根，我覺得這是對他們來說很重要的。」

做中外文化的溝通者
過去的四十年間，龍安志留下的印記很多，他出版
了《中國的世紀》《尋找香格里拉》等書，直到目前
的這本《九龍門：尋找功夫》，共計9本，加上創作
電影、音樂、商業，有關他與中國的故事還在繼續書
寫當中。目前，龍安志正在北京，籌劃着一個劇情長
片，「我準備做一個故事片電影，希望跟香港的幾個
製片能夠做一個電影。計劃的故事背景是民國時期，
也要把一些當代的故事能夠融在一起，讓更多的外國
人通過一個香港的電影能夠了解中國的功夫價值
觀。」
對於龍安志來說，中國文化的宣揚不是一種政治，
也不是宗教，而是他的前世今生與堅定的價值觀，他
說：「我不談宗教，我說哲學、藏傳佛教、禪宗、道
教，其實裏面都包含了很多科學的邏輯，都是人、天
人和自然的關係。」他表示，現在量子物理剛剛開始
涉及的這方面內容，其實已經被中國古代的智慧清
楚解釋過，但是由於語言不通才未被全世界了
解，而他願意做中間的溝通者：「我們是要揭開
這個密碼，了解古代真正的意思是什麼。」

「龍的傳人的『龍』，天安門的『安』，同志的

『志』。」龍安志這個將熱愛中國文化具象化的名字便

是如此拼湊而來，原名Laurence J. Brahm的龍安志雖

在美國出生長大，是個地地道道的美國人，但卻用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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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志（中）在《九龍門：尋找功夫》首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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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安志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中樂團主辦、華懋集團呈獻的「鼓動心弦連結世界」社區鼓
樂活動廣邀市民大眾一同參與鼓樂，用音樂為社會注入正能量。日前開展的啟
動禮上，香港中樂團的導師介紹擊鼓技巧，「共創明『Teen』計劃」成員作現
場表演，約100位市民亦以布郎鼓一同參與合奏。奧運泳手歐鎧淳以慈善機構
Mind The Waves聯合創辦人之一的身份參加，在活動上歐鎧淳表示，「今日
很高興能參與鼓樂，在重複的節拍是很好釋放壓力的途徑，加上能與逾百人一
同擊鼓，聲音振奮人心，希望有更多能聯繫不同人群的實體活動舉行。」
作為運動員，歐鎧淳很深刻體會到精神健康以及壓力管理的重要性，因此聯
同隊友鄭莉梅和楊珍美創立Mind The Waves組織，藉平台聯繫青少年，透過
舉辦實體活動、親身分享鼓勵更多年輕人在線下接觸，讓情緒得到抒發。
香港中樂團行政總監錢敏華博士表示，香港鼓樂節多年來邀請不同社群參
與，包括長者、青少年、弱勢社群、在囚人士及少數族裔等，希望通過專業
導師的培訓，讓更多市民感受鼓樂的魅力，為生活增添文化色彩和正能量。
華懋集團企業體驗總監鍾慧敏表示，通過深入十八區的鼓樂活動，期望將敲
擊節拍傳遍香港每一個角落，振奮人心，致力為社會創造正面價值。
華懋集團企業體驗總監鍾慧敏，「共創明『Teen』」活動顧問委員會主席
廖寧寧亦作為嘉賓出席啟動禮。
「鼓動心弦 連結社區」鼓樂活動於9月至11月期間舉行，參與者包括青
少年、長者、少數族裔、在囚人士及「共創明『Teen』計劃」成員等。他們

將接受鼓樂訓練並參演
鼓樂影片，影片會在各
區景點拍攝，推廣本地
文化深度遊。「鼓動心
弦 連結世界」鼓樂嘉
年華及5G直播音樂會
將於12月8日在西九文
化區藝術公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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