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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不知從何說起！為何要寫這樣的一本書？有這樣

的需要嗎？怎樣寫？寫得輕鬆一點，還是嚴肅一點？我沒

有寫好文章的潛質，應不應該拿出來獻醜？最重要的是究

竟我有否資格去寫這樣的一本書？

	 面對一連串的問題，要考慮的實在太多，若然要考慮

那麼多，最終心裏都會叫自己放棄，但放棄並不是我所希

望的，因此選擇接受批評。或許每個人都有他想說的話，

也有最基本的表達權利，認同與否，這個並不重要，最重

要的是把思想拿出來，讓它有交流和成長的機會，事物才

有進步的動力。

	 問題通常都是負面的，但當發現問題的時候，應該面

對問題，正視問題，解決問題，我們總不能永遠自欺欺人

的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現象，相信順其自然，叫自己過得樂

觀一些，因為問題始終存在，它不會因為時日的過去而自

然解決，若大家不加點關注和努力，它始終會發展到我們

理想之外的境況！

	 是否說得太嚴肅？開場白是應該正經一點的！其實在

構思這本書的時候，少不免會懷疑自己的觀點是否以偏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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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又或是沒有足夠實質的數據或參考資料去支持自己的

想法，但我想如果要具備上述的條件而又具備足夠的“份

量”，並非是我這些等閒之輩所能做到的，或許需要一間

研究所，費上十年八載的光陰才成！

	 而我所能做的，或應該說我希望做的，是把我（不

知是否一個典型的香港平面設計師！）將近短短十年的

設計生涯，箇中所感受到的境況，所理解出來的想法，

與大家分享，思考！這些感受和想法，坦白說是很“我”

的！而“這些感受和想法”可以說是我一種憑經驗建立出來

的構思，目的是引起“啟發、聯想和共鳴”或作為一種另

類的參考！我無意去“立論”，因為我不是大師或學者，亦

不希望此書純以一個嚴謹的學術角度出發，反之覺得自己

略帶少許“平面設計的市井之徒”，因為只有這類市井之徒

才能描述市井實況，是否為了帶出偏見而引發爭論，這就

由讀者自行判斷吧！也就是本書為你帶來的樂趣之一！



6 7

平面設計的三角關係  8 平面設計師

哪裏來的設計師？	 12
什麼是設計師應該擁有的？	 20
	 一.	豐富的視覺經驗	 21
	 二.	敏銳的市場觸覺	 24
	 三.	具體的設計理論	 26
	 四.	成熟的社會經驗	 49
	 五.	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	 54
	 六.	社會文化	 57
專業	 60
層次	 70

客戶的責任	 168
Briefing和Direction的重要性	 174
客戶認識設計嗎？	 179
蘋果和橙的關係	 187
是領導或是接受	 190

我看香港的

平面設計品		196

這本書...... 3

客戶

定位	 80
工作環境、設計氣氛 93
資料庫 103
電腦	 115 設計師的實況	 144

設計師還是設計員？		 150
為何現今那麼多設計公司？	 152
成本與工作時間的關係	 158
服務性或是顧問性	 163

設計品

設計公司裏

現況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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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這東西在香港社會中實在給人太多的誤解，

也有很多的假象，而進入這個行業的“渠道”可說是不少，

其開放程度不下於任何一種“非專業”的行業，單看市面上

林林總總的設計學院，每年生產了不少設計人，只要有能

力付出每月數百至千多元的學費，基本上成為一個設計師

是不難的，因為很多設計學院收生的制度並不嚴格，更有

些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收生制度可言，而想加入平面設計行

業的人或剛進入學院的設計學生，他們對平面設計行業的

認知是怎樣的？有沒有任何誤解？他們是否適合進入這個

行業？則似乎沒有業內人士關注這些問題，這些教育機構

也好像不會太認真的去處理這些問題！

	 大眾會認為平面設計業是充滿創意，但很多人就不

明白平面設計裏創意的局限性，包括工

作時間、預算和客戶的類別，也誤解設

計師的工作會比一般從事文書的人來得

多姿多釆，但當你要同一時間處理數個

設計工作，平均每天十小時或以上的工

作量，長時間面對電腦和密不透風的工

序，生活可能比一些從事文書工作的人

更單調。至於前途方面，千萬別給電影

或電視劇裏所描述的設計師所誤導，行

討論這個大題目，真是有點害怕，怕會開

罪很多人！

為什麼會把這個題目寫成為“哪裏來的設

計師？”而不是“設計師從哪裏來？”，若

然要把題目改寫成“設計師從哪裏來？”，

那麼文章就容易寫得多了！很簡單，設

計師是從興趣和熱誠而來！就是因為這

個既老套但又真實的答案，所以我把題目

改寫為“哪裏來的設計師？”，這樣可能會

有趣一點！

	 在香港的現實環境中，從實際的經驗中觀察，當一個

設計師的原因很多，有些人要成為平面設計師的原因是很

明確，就如上述所說的是憑著濃厚的興趣和熱誠，但也有

很多人，卻對於為何要當一個平面設計師感到模糊！說簡

單一點，很多人在入行後兩三年，仍在摸索中，思索著應

否繼續幹下去，思索著自己有否真正的設計能力，思索著

前途的好與壞。我想其實很多設計師都在摸索中：為什麼

要進入這個行業？為什麼還留在這個行業？

平
面
設
計
師
—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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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的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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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來的設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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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設計教育的培訓，也當過設計師，但現今卻當起銀行文

員、保險從業員、電腦產品售貨員、甚至成為政府的紀律

部隊。雖然這種情況並不只發生在平面設計行業中，但我

想和其它的行業最大的分別是這班畢業後的設計學生並非

找不到設計職位，而是在找到工作後的日子裏，才發覺自

己原來並不適合這個行業，不論原因是工作量太大、工作

時間長、壓力大、工資少或是懷疑自己的設計能力，他們

最後也是希望極力脫離設計行業，轉職到別的行業去！

	 在整個設計教育的架構裏，學生從報名就讀至畢業的

整個過程，其實只是把一個希望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帶到設

計業的門口罷了！至於我們的設計教育有沒有負上讓學生

真正了解整個設計業的責任，而香港的設計教育就好像把

這個責任推到實踐及工作經驗中，一個設計學生將來能否

當一個“合格”的設計師，我們不知道，縱使他畢業之後

也不能肯定，只有在他花上幾年的工作實踐中才能體現出

來，而這樣的設計教育是否有問題？

	 問題的嚴重性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片面和單一

化，好像只是學生和設

計師本身的問題，其實

對於整個行業也有很多

的連鎖反應，很多設計

行出狀元，成功與否

很視乎個人和環境等

種種因素配合而成，

但路途絕不會是一條

平坦的大直路。

	 平面設計行業是非常奇怪的，能力的體現也是受著

很多因素影響著，設計師可能有不錯的天份和質素，但若

然所面對的客戶類別不能讓它發揮出來，再努力也是徒然

的，設計師和設計公司的泛濫，面對高度飽和的局面，不

只設計師希望能為可以發揮的客戶工作，連設計公司也希

望尋覓得到這些客戶，再加上社會對平面設計的重視程度

不大，對平面設計的誤解和對待創作的態度不成熟，種種

因素，都會令一個設計師落入迷惘，懷疑自己的境況。

	 我可以說，現今香港培育平面設計師的情況並不健

康，曾聽聞一些奇怪的教學理念：有一間令人感到濫收學

生的設計學院，其教學理念就是不論教出來的學生將來能

否成為設計師，只要他們接受過設計教育，這就是對平面

設計的一種推廣。當然如果沒有大量的學生就讀，就很難

應付學院的營運支出！

	 就因為這個教學理念，在我從事平面設計的日子中，

就經常接觸到一些並非這個行業的人，他們以前也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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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老闆就常抱怨公司設計師的流失量大，經常要招聘新

員工，新員工上班後不久又說辭職不幹，設計師一年轉工

數次並非罕見，種種不良的影響，其實都暗地裏衝擊著整

個行業。

	 曾接觸過很多平面設計師，其實他們對平面設計並非

抱有真正的興趣和熱誠，曾有一位從事設計教育的朋友對

我說，如果他把招聘學生的廣告刊登在時下流行的漫畫書

上，收效一定很好。其實我也認同他的看法，喜歡看漫畫

的就喜歡畫公仔，喜歡畫公仔的就喜歡當設計，這似乎是

一般香港人對平面設計的其中一種誤解，其實很多人都不

知道平面設計是可以很嚴肅和商業的，“繪畫”只是平面設

計中的其中一種手段技巧，而這種“繪畫”也受著很多商業

和設計上的條件規限，而漫畫的表達方法也不是切合所有

的設計工作，如果你是單純喜歡漫畫的人，希望加入設計

業而去獲得滿足感的話，就請先考慮清楚才作出決定。

	 數年前曾在一間很小型的設計公司工作過，公司的

成員原先只有三人，他們全都沒有接受過設計培訓，其中

主力負責平面設計的那一位成員原是某大公司的市場部職

員，他未曾受過任何設計培訓，只是學懂了數個平面設計

用的電腦軟件，便當起設計師來，但這間公司卻順利地運

作，在香港，像這樣的例子很多，不禁令人懷疑一個在香

港受了多年正規設計培訓的平面設計師價值何在，而更加

令人質疑香港人（包括設計師、客戶和受眾）對平面設計

所認知的層次是到達什麼程度！

	 我並不排除那一位成員在先前從事市場部的工作中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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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青年，在痛苦的戰爭之後卻專心

一志地追求包浩斯設計學院建立的目標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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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裏吸收了很多平面設計的知識，但事實告訴我，現今香

港很多人懂得數個平面設計軟件便充當設計師起來，更甚

的是有很多人本末倒置，把對電腦的濃厚興趣投入到平面

設計的工作裏，忘掉或根本不認識平面設計的真正路向，

把電腦製作技術統領了整個平面設計，誤導了自己也誤導

了不認識平面設計的人，曾認識了一位“資深設計師”，閒

談中問到他為何要加入這個行業，他的答案是：“因為我喜

歡玩電腦！”。

	 不論我們的設計師是從哪裏來，只要他們仍擔起一個“

設計師”的名字，他們便有義務去履行一個設計師的真正

守則及發揮其真正的本質及氣度，千萬別對人說：“為什

麼幹這個？讀不成書便當這個囉！”。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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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豐富的視覺經驗

一個專業的設計師和一個非設計專業人士最大

的分別就是設計師應該比一般人擁有更豐富

的視覺經驗，亦即是“見的比人多”，豐富的視

覺經驗就是設計師的本錢，而創作可以說是一

種“元素的重新整理和組合”，作為一個平面

設計師，視覺經驗就等同於設計元素的收集。

	 那麼說到底什麼是視覺經驗呢？很簡單，

看一些未看過的東西，讓自己的眼睛不斷有新

的歷程，這就是視覺經驗。因此，一個專業的

設計師一定需要有強烈的求知慾，不是要求每

一個設計師都變成“人肉圖書館”，但至少也

要養成“八卦”的精神。

	 說說自己的經驗吧！我每天都有看報紙的

習慣，有時甚至每天看兩份不同風格的報紙，

報紙不同的版面都會“scan”一輪，不論經濟、

政治、娛樂、科技和生活都有興趣觀看，令自

己知道這個世界每天正在發生什麼事！同樣

地，每個月我會選購不同範疇的雜誌，特別是

和設計有密切關係的雜誌，除了必看的外國平

提到“師”應是帶有顧問性質，憑著專門的知識和經驗，

去提供一種指導性的服務，而必須是有說服力的服務，

建基於信心之上。

	 情況就像病人去看醫生一樣，醫生知道病況之後，會

向病人解釋病情，然後開出藥方，而病人絕不會追問醫生

一些在常識層面或理解能力外，難以明白的醫學理論。

	 當然以上的例子只想帶出一種屬於信心與“ 師 ”的關

係，但問題是作為一個設計師，應如何建立這一種關係。

但在這之前，我們必須了解構成這種信心的成份！

	 我嘗試把構成信心的成份歸納為下列各點：

	 一.	豐富的視覺經驗；

	 二.	敏銳的市場觸覺；

	 三.	具體的設計理論；

	 四.	成熟的社會經驗；

	 五.	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

	 六.	社會文化。

什麼是設計師應該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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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計雜誌（可惜的是本地成氣候的平面設計雜誌少得可

憐！），有關產品、時裝、室內和建築設計的雜誌都會觀

看，不同類別的設計都有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多些留意

它們的資訊，能加強設計師的潮流觸覺。當然不會缺少電

影和音樂，特別是MV (Music Video)，它的影像變化比較

大，對從事視藝創作的人士幫助很大。

	 除此之外，觀看一些文化藝術的展覽也能增加我們的

視覺經驗，這些不受商業因素約束的藝術展很多時都能帶

來很大的驚喜。

	 還有爭取多些機會外出旅遊，看多一點，識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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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實並非如此，世界也未必這樣理想，很多時客戶就好

像要你猜謎語一樣，往往要設計初稿到手後才告訴你什麼

是“賣點”，甚至有一些客戶，他們連自己產品的賣點是什

麼也不知道，至於某些市場拓展部工作的人，以今天的水

準來看，我想還是不應置評好一點！

	 我不是有意去抨擊部份客戶和當市場拓展部的人，只

是多年的工作經驗告訴我，一個設計師對“市場”這東西

一定要有觸覺，不要太依賴客戶和市場部的人給你一個導

向，這才算是成熟的設計師！

	 你也許會問：“每個設計工作的時間都那麼短，何來有

時間去對客戶所屬的市場作出研究，找出什麼賣點！且要

面對的客戶林林總總，我沒有能力做到你所說的。”

	 無錯！這是香港設計師的宿命，但我亦曾看過某些設

計公司能做到這一點，其實這是涉及很多方面的問題，包

括公司的管理、客戶的成熟程度、設計師的質素等等。

	 因此我們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多點結

識不同行業的人，開放自己去和不同階層類別的人交談，

繼而去了解不同“市場”，增加自己對不同市場的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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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敏銳的市場觸覺

平面設計，很大程度是為市場工作，沒有市場觸覺的設計

師，就好像失去箭頭的箭，很難射中目標。暫不討論什麼

是設計師的自我風格和立場，反之設計師要能夠把自己當

作一個切切實實的生意人（站在設計為商業服務的立場而

言），有同生意人的同一個思想行為（某部份而言）和有

生意人的洞察力，這樣提供給客戶的意見，交給客戶的設

計和顧問服務才會實質和有力。

	 當你的客戶是汽車代理，你就要把自己當成一個資

深的汽車用家，明白每一款新車的賣點，你就要根據這個

賣點去發展你的設計，如果你的設計擁有自我風格、見解

和立場，而這個風格、見解和立場又能有效的去幫助這個

賣點發揮功能的話，那就最好不過了！但若果最適合去強

調“賣點”的手法和設計師的自我風格並不配合，那就要

取其“最合適”的而放棄“自我的”手法，因為大部份的平

面設計都以商業立場去看待的。

	 還記得當我在美國修讀平面設計的時候，一些市場學

的學科也會納入平面設計的課程中，也許你會問，市場學

應該由主修市場學的人去學，什麼“賣點”應該由客戶提

供，或者由市場拓展部的人負責！道理應是這樣，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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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很多資深的設計師都知道如何去選擇字款，

每一條字款本身的設計必有其設計動機，或可說成字款設

計背後的“ theme”，哪些字款的設計是適用於內文，哪些

是展示型的字款等，在字形學上都有探討的，如設計師能

夠認識常用字款的特性及其設計動機，對於字款的選擇可

能已不再是“直覺和品味”的問題，經驗、時間和天份也不

是主要影響設計師選擇字款的要素，就這些理論基礎如能

更加具體和能與“實戰”的情況結合，我相信一個初出道的

設計師也能做出很專業的水準。

	 我們再去反觀在平面設計理論大系統中的中層次科

目，理論成份是不足夠、不具體和不明顯的，而那些站

在這個大系統中比較高層次的綜合性科目 (包裝、廣告、

書刊等），就更難把它們推向理性及理論化，因為它們的

基礎，實質上是由所有的中基層科目的知識理論組合而

成，所以很多平面設計導師教授的大都是偏向於技術性

的範疇，如電腦的應用和印刷製作上的“硬件知識”，至

於那些“非硬件知識”如設計概念的發展、評審方法等的

範疇就只有憑著導師所認識的知識理論或個人經驗去傳

授，而這些知識和經驗大多傾向主觀和個人的，大概都

是因為大家都找不到一套具“權威及領導性”的理論去依

從，即使有些教育概念比較新的設計學院，很強調理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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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業評審，更加不知道你所營造出來的那一種感覺能否

正確的去表達你的訊息等。

	 很多大師級的設計師，雖然他們沒有參與過任何正規

的設計課程，但他們那特別敏銳的視覺觀察，實際上足可

以令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吸收，繼而建立和發展有關

平面設計的知識，當然努力是不可缺少的，只是他們的努

力不是在設計學院之內，而是在日常生活和社會文化中，

這就是他們建立設計知識的方法，他們大多都有很強的美

感直覺，對線條、形狀和顏色等的操控很準確，不需很多

具體的設計理論的輔助，也能很有效地設計出色的作品，

這不排除他們本身的“天份”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至於他

們的“硬件知識”就是憑實際的工作經驗中一點一滴的累積

下來的。

	 最終平面設計都是教導我們去製造一種感覺來表達訊

息，而一個具體的平面設計理論就是要我們更容易、理性

地去製造那一種感覺，當然沒有接受過任何設計理論洗禮

的人，如果自身有很高的“天份”，能夠不需任何理論輔助

而又很有效準確地捕捉要表達的感覺，一樣能夠成為一個

出色的設計師。

	 近年來，喜見部份設計學院對設計課程早已作出改

革，引入一些如創作思考方法、評審技巧和設計史這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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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但亦很難和實際的應用情況結合在一起，事實上，我

們是真的需要一套具體而實用的設計理論！而不是一些基

本的製作技術！

天份？

沒有說錯，外國有一些出名的設計師，他們根本就沒有受

過任何的設計教育，但他們一樣能夠成為獨當一面的設計

師，那又怎樣解釋？

	 平面設計是有別於其它的科學技術，它不像電子工程

要用精密準確的運算去設計電路，也不像電路般要依靠百

分百準確合理的邏輯才能運作，我們只能做到的是運用一

套具體的設計理論，把搜集回來的“材料”搬進這套理論

裏，再憑它去推算出一個有目的的視覺產品來，或可以

說成是一個“有功能的視覺藝術品”，但畢竟這件視覺產

品最終都是帶給受眾一個訊息，而大部份平面設計內的知

識只不過是教導我們如何去製造一種感覺去帶出訊息。

	 其實任何未受平面設計的教育和訓練的人都可以做平

面設計，我們不談論有關製作上的技術，而只要你有一個

訊息、一張紙和一支筆，你就可以做平面設計，問題是如

果你未受過任何平面設計的教育和訓練，你的效率可能不

及一個專業設計師，你也不可能對你的作品作出一個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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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豐富和加強了平面設計的理論基礎，但不幸的仍看見

很多設計學院因循苟且地沿用過往不合時的科目，隨便加

點電腦科目就說是配合時代罷了！

我覺得......

另一方面，具體的平面設計理論應該被應用為一種專業

上的語言，好比電腦一樣，電腦有不同的操作系統，如

果你習慣用中文操作，你會選擇中文系統，如習慣用英文

操作，你會選擇英文系統，但世界上那麼多電腦語言和系

統，實質上電腦與電腦之間又是怎樣溝通呢？當然答案就

是二進制的數學運算，不論是電腦所使用的是林林總總的

語言程式，但最終都只不過是二進制的數學運算，而具體

的平面設計理論就像二進制的數學運算，在設計業內和設

計師之間產生溝通的作用！

	 具體的平面設計理論對一個設計師的重要性，最顯著

表現出來的地方就是在日常工作的溝通過程中，曾經和很

多美術指導一起工作過，當他們對下屬的作品作出評審批

改時，他們會常用“我覺得......”的態度去給意見，但當你

去問他們“為什麼你覺得是這樣？”的時候，他們卻說不出

來，或是給你很個人的主觀感覺，這並不是代表他們的評

審是錯的，只是他們相信自己的經驗，而這種經驗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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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這一種感覺，因此我可以說應該理論在先，感覺在後，

當具體的平面設計理論都不能去解釋要評審批改的設計，

那時我們才會依賴我們的感覺或直覺去給意見！

理論在先，感覺在後

為何要理論在先，感覺在後？因為我們都不應太依賴一些

虛浮及不明確的感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成長歷程，對

事物都有不同的喜好和反應，例如一個在郊區成長的設計

師，他可能對有機性形狀有特別的喜好，但對幾何形狀就

不大喜歡。一般人對紅色的感覺是熱情或是代表危險，但

可能會有一些人覺得紅色是恐怖或是代表共產黨。而平面

設計更不是由單純的一個形狀或顏色組合而成，而是由無

數不同的點、線、面、顏色和影像組合而成，亦即意味著

由無數不同影響感覺的元素組合而成，那麼你說單憑感覺

是不是最有效的評審方法。

	 最理想的情況就是用理論去推算設計，用理論去調整

和評審，最後才用感覺作補足，而最佳的結果就是憑推算

出來的設計所產生出的感覺，能與目標要求的感覺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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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某種權威，但對於下屬來說，評審批改是否合理也

並不重要，他們只需執行指令，完成修改便成。

	 這種情況的對與錯是很難斷定的，對設計公司而言，

無必要對經驗少的設計師多花唇舌作“基礎再教育”，在日

常緊湊的設計工作中，也不應浪費寶貴的時間！但對設計

師來說，不能從上司的評審過程中找出具體的答案，了解

批改的原因，藉此去改進自己的設計，因此使他們覺得設

計是很虛無飄緲，找不到一個方法去提升自己，繼而對自

己失去信心，相應之下對平面設計也失去信心！

	 這種單憑“個人主觀感覺”的情況不單只出現在美術指

導身上，基本上連設計公司老闆和設計師本身也是這樣，

大家都憑著個人感覺做事，大家都未有一種具體和容易明

白的設計語言去溝通（這種設計語言應從一個具體和普遍

的設計理論發展出來的），最重要的是這種語言須具備說服

力而不是單純的個人主觀感覺！

	 我剛剛說過平面設計的目的就是要我們製造一種感覺

來表達訊息，但其後卻又說用感覺去作評審批改的不是，

那是不是自相矛盾？

	 還記得我也剛剛說過大部份平面設計內的知識只不過

是教導我們去製造一種感覺，利用這種感覺去表達訊息，

一個具體的平面設計理論就是要我們更容易、理性地去製

平
面
設
計
師
—
什
麼
是
設
計
師
應
該
擁
有
的
？
「
具
體
的
設
計
理
論
」



40 41

重那一張概念初稿而忽略了自己的判

斷和調節等思考過程！事實上那一張

概念初稿只是給設計師一個方向，說

明這個設計有那些元素，大概的構

圖組合如何，更重要的是我這個概

念初稿在內容或意念上可能是正確

的，但當這個概念體現出來之後，

可能會出現很多預料不到的視覺問

題，這就只有留待設計師解決，即

所謂“ problem solving”，設計師要

能夠分析設計，找出問題所在，才

能解決問題，而那一張概念初稿只

是給設計師一個方向，有那些元素，

大概的構圖組合如何，其實每一個元

素的造形、大小比重、佔用的空間、

採用的風格和色彩的組合等，負責的

設計師都能有創作性及選擇權！當

設計師根據概念初稿去把設計體現

出來的時候，如果沒有適當的利用

上述的權力，這個設計師就等同一

個visualizer或一個artist，而當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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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怎樣把具體的設計理論應用在設計工作的溝通中？舉一個

最近發生的例子：我要為客戶設計一本公司內部雜誌，由

於工作量較大，所以我把封面的設計分拆給屬下一名設計

師，嘗試由最初的設計概念開始，直至最後的電腦稿件製

作都由他一手包辦。因為這名設計師對於概念的構思比較

弱，因此事先我已準備了一些基本的概念草圖，以防他的

構思不適用的時候能有後備方案，令工作能按時完成，也

希望能讓這名設計師從中學習，最後老闆還是選擇了比較

接近我原先準備的那些概念草圖，接著設計師便要把這個

很初步的設計概念在電腦上建立起來。設計基本上可算是

差不多完成，但當我審視這個設計的時候，總是覺得有點

不對勁，這是我初步的直覺，但我不會對這名設計師說

出那些似乎是很抽象的個人感覺，好像那些“老土、怪、

唔夾、太激、太行或悶”之類的評語，雖然這是設計給我

的感覺，但我仍是不想單靠這種感覺對設計作出最終的

理性批判。

	 由於這名設計師是根據我所構思的設計概念而工作，

因此在他的腦海中是很難預知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他只

根據我給他的一張概念初稿 (thumbnail sketch) 而試圖把

整個設計體現出來，而在體現的過程中，設計師似乎太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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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在，好讓他能夠一手包辦，一氣呵成的把設計做好，

而我亦可以繼續其它工作。

	 要引導他自行分析設計，首先我們要了解這個設計所

產生的感覺是不是和目標感覺配合，我要設計師自己先行

對自己所做出來的設計作感受和評價，這名設計師的看法

是“唔夾”，當然這也是一種很抽象的個人感覺，一句“唔

夾”是不能夠進一步引導自己把設計改進過來的，其實這

正是我剛剛所說的“用理論去推算、調整和評審設計，最後

才用感覺作補足”的感覺補足階段，因此我們必須回到先前

的階段，把這種感覺轉化成對上一層的理論調整和評審階

段，我嘗試把“唔夾”這狀況分為主要的三個類別去分析，

它們包括色彩、空間，和元素的風格，我們嘗試逐一分析！

	 先看看色彩，設計的背景是紅白兩色的配合，紅色是

主要的背景色，而白色是一個飛機尾翼的形狀，兩者是色

彩區域分別明顯，沒有中間的變調，兩者的正和負空間面

積差不多，因此在視覺上是產生不出很強動態的，形成一

個很硬直、平塗式的符號感背景，而前景是一隻飛機，地

球和一個放大了很多的商標，整個構圖就是飛機從地球亞

洲的那一部份飛出來，而那個很大的商標就在它們背後，

而飛機、地球和那個放大了的商標就容納在那個白色的背

景機翼之中（圖一），就在空間的角度來看看這個設計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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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在體現設計的過程中如果發現有任何視覺或設計上的問

題，也可以利用設計語言，提出來和美術指導或概念的原

創者討論。

	 這情況可比喻為演員一樣，當他發現導演的處理方法

或劇本有問題，他可以向導演或編劇提出意見，至於接受

與否是另一回事，雖然有劇本限制，但演員也可以在角色

演繹方面有很高的創作性，但也要配合導演的需要。

	 因此一些設計工作，設計概念的原創者可能不是設計

師本身，但並非代表這工作就沒有創作意義或不需要設計

師本身所具備條件和知識，而錯誤地把自己設計師的身份

轉化成一個 visualizer或一個 artist！

	 回到剛才的例子，當我對那名設計師說出這個設計

行不通的時候，他就期待我給他明確的指示去修正設計，

起初我沒有對這個問題設計作出深入的思考，也沒有嘗試

把它搬進設計理論去分析，我只是嘗試指示他把設計中的

某些元素放大縮小或移位，看看會不會令出來的效果好一

點，至於縮放多少，移到什麼位置，而這名設計師也好像

無所適從，最後也只是靜待著我給他縮放移位的程度，最

後我想這不是辦法，況且出來的效果也是不理想，因為如果

是這樣，倒不如我和他對調位置，這樣來得更有效率。

	 後來我改變主意，希望引導他自行分析設計，找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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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退地相片，嘗試盡量將所有元素的風格統一起來，將所

有的元素盡量以相片形式出現（圖二）！

	 修改之後，仍有“唔夾”的情況出現，主因是來自那個

放大了的商標，商標的風格很特別，由很多個細小手畫式

的黑色 outline小人組成，形成一個黑色的機理，自然和以

相片為主的風格格

格不入，加上商標

放大後，黑色的機

理破壞了整個設計

的色彩層次，因此

我決定把商標的色

彩調淡了很多（這

個調節是在一個非

機構形象的立場而

言，這個設計中的

商標，其設計動機

是作為一種襯托用

途，如果商標在這個設計中是機構形象的一部份，這個改

動便是不容許的），無形中增加了整個設計的色彩層次，

更加清晰了設計的賓主關係，飛機從地球亞洲的部份飛

出來是主體，放大和調淡了的商標作為襯托，最後就是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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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唔夾”，就那紅白色的硬邊符號性背景組合，在色彩上

形成的強烈空間和主體，已經超越了前景的真正主體（飛

機、地球和那個放大了的商標），再加上飛機、地球和那

個放大了的商標都容納在白色的背景機翼之中，而白色

機翼佔的空間已差不多是整個畫面的一半，因此真正的

主體只佔了整個畫

面的四分一，這已

經構成賓主關係的

不協調。因為強烈

的背景顏色、風格

（硬邊符號性）和

正負空間的比例已

構成另一個主體，

所以我嘗試調節背

景的顏色和背景機

翼形狀的大小，決

定把所有前景的元

素放大，包括飛機、地球和那個放大了的商標，不再容納

在那個白色的背景機翼之中，而是覆蓋在上面，效果好了

一點，但調節和修正仍未完成，我再把那白色的背景機翼

的顏色改為淡紅色，和將其風格（硬邊符號性）改用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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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但最後背景中的淡色機翼給刪除了，因為其意義、美

感和設計動機的價值都不大，經過衡量其存在價值之後，決

定把它刪除（圖三）。

	 我明白以上的例子用文字表達出來是很難令人明白

的，但只想從描述的過程中令人明白到具體的設計理論

在設計中的重要性

和其溝通能力，在

整個過程中，我先

把整個設計分為三

個類別，色彩、空

間和元素，再逐一

找出問題所在，我

考慮過他們的色彩

層次，色彩的深淺

配合所產生的空間

及前後感；正負空

間的關係，正負空

間的配合而產生的動態和構圖關係；賓主的關係，分析

每個元素的重要性而決定它們的編排，使主題或訊息更有

力或清晰的呈現出來；元素風格的統一性，而統一性的應

用原則就是：在一組元素的處理上，我們都要盡量保持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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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系、類別、風格等都是考慮的東西，因為統一性是

產生和諧的一種手法，而當某個元素要脫離和其它元素的

統一性時，要強調本身的特殊地位，我們就要考慮其設計

動機，看看這個元素有沒有強調的必要！每個元素的設計

動機也應因循其 art direction，或設計品的市場導向。

	 以上的例子說明，若果單純以主觀感覺評審，我大可

說一句“不喜歡”便算，不必多作解釋，無論如何，負責

的設計師也要想辦法把設計做到我滿意為止，但何謂“我

滿意”？那就由設計師自行理解了！若這種對設計的態度是

對的，我相信設計師是無法在和諧的工作流程中工作！因

為大家都沒有利用具體的設計理論作為溝通工具，大家都

無法了解彼此的想法，因此無論是當設計公司老闆、客戶

聯絡、美術指導或是設計師，都應有一套合身份層次的具

體設計理論去裝備自己，以備不同情況的溝通，這才可稱

得上專業，至於如何能擁有一套有“共識”的設計理論，就

有賴業內人士、教育工作者，同心合力去研究發展出來，

再推廣、改進，融合到實際的工作環境，才能昇華到一個

大家都有共識和地位的具體設計理論！

	 在這一章節裏，由始至終都沒有明確說明什麼是“具

體的設計理論”，除了因為我還未尋找得到這個有“共識”

的設計理論，主要是希望把這個問題留待讀者思考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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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成熟的社會經驗

成熟的社會經驗是建立客戶對設計師信心的重要因素。尤

其是在中國人的社會中，這因素就更加顯而易見！

	 可能說得太空泛，你會想所謂“成熟的社會經驗”，可

以說每一個行業都需要的，不必特別強調出來！

	 平面設計在中國人社會中的“玄妙”之處，是當你手拿

一份設計的時候，把設計交到客戶的手裏，客戶默不作聲，

視線在稿件上浮游，過了一會，仍然默不作聲，你跟著會

說什麼？引導客戶去接受你的設計？把一大套設計理論搬

出來？如果客戶對你說這樣的話：“我不知道怎樣說......

不如我拿給同事看看，遲些再回覆你好嗎？”

	 我認為在現今的香港社會，以“多角度”和客觀的事

物評審或欣賞能力是不足夠的，或應說是不知如何評審或

欣賞，尤其是香港這個“先天性藝術教育殘障”的社會，很

多客戶對評審有藝術成份的平面設計更是手足無措，平面

設計不是興奮劑，不是每個客戶接到一個新的設計都會興

奮起來，很多不成熟的客戶會把設計當成藝術品看待，以

自己和一件藝術品的關係來作評審，但客戶和設計師都分

別擔任不同角色，客戶應從商業及市場的角度為出發點，

而設計師則以設計知識及經驗再配合客戶的商業、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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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設計製作過程分析

資料搜集和製作

材料的準備

具體設計理論的運用

調整和修改

感覺補足

和檢視
發現問題

問題解決

達到目標感

覺和訊息？
是 否

檢視每一個

環節可能出

現的問題
完成

具體的設計理論在製作和評審設計過程中的位置，

虛線內的程序可能須要多次的重複，而重點是先理

論處理，後感覺上的補足，而具體的設計理論則擔

當起理性溝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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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然後是標語“任你上”，很明顯的是將男士的性慾比喻

為對電訊服務的一種慾望，無疑這個廣告不禁令我對創作

者的聯想力感到讚嘆不已，但亦令我懷疑究竟創作者是否

知道這個廣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或是創作者只是純粹追

求個人幻想之滿足感？

	 矛頭好像只是指向這個廣告的創作者，但若再想深

一層，這類廣告在歐洲性觀念比較開放的國家根本就見怪

不怪，在那些地方把性拿來開玩笑是很普通的事，難道這

個廣告的創作者是剛從歐洲回來香港工作的嗎？這點我並

不知道，但憑我的社會經驗來說，香港的女性看似很思想

開放，但實質上卻不可以拿她們出來開玩笑的！因為這裏

的女權主義比較強，他們獨立自主，對某種西方男士認為

無妨的幽默感，她們是絕不會欣賞的。

	 其實問題並非是那麼簡單，從這個廣告中，更令我

質疑的是客戶本身，為什麼這個客戶會接受這個創作，

當然我不排除這是客戶的市場謀略，藉此問題廣告來引

發公眾事件，但這未嫌太低招了！但為何客戶會作出這樣

的決定，用一個這樣的創作？難道就如我在上文所說的一

樣，創作者考慮客戶的心理因素比運用真正的設計知識更

為重要，客戶本身的背景、喜好、生活形式等等都會影響

到設計本身，而不是以設計知識及經驗配合客戶的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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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眾的角度，問題是客戶無法確定設計師是否應用了合適

的設計知識於設計中，而香港的設計業對於如何改善這問

題更是顯得無能，結果很多客戶對平面設計的取向是建基

於無形的自信、品味或一些特殊的心理因素！

	 在剛入行後的一段時間，我覺得考慮客戶的心理因

素比運用真正的設計知識好像更為重要，客戶的背景、喜

好、生活形式等都會影響到設計本身，而不是上述的以設

計知識及經驗配合客戶的商業、市場、受眾的角度為出發

點，更遑論嘗試以創新的手法設計，再加上時間和成本等

因素亦不足夠為客戶提供不同取向的設計方案！而很多設

計公司的老闆都只會把客戶是否“收貨”放在第一位，而

對設計的忠誠卻被無情的業內惡性競爭磨得一乾二淨！

	 當然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發展，也不值得因為這種“收

貨”的成效而覺得有任何成就感。對這種難以控制的工作

形式，更顯得社會經驗的重要性，接觸不同層面的人，了

解他們的生活文化和語言，認識社會的現實狀況是必要，

成熟的處事方式是客戶對你加分的重要一環！

	 近來看過一些文章，談到創作人對社會道德應負的責

任，這不單是針對從事廣告創作的人，而是對所有從事文

化產業的創作人，還記得前年引起全港婦女反感的電訊廣

告“任你上”嗎？廣告的內容是一幅女性雙腿與其坐姿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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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受眾角度為出發點，若果真的是這個原因，就代表

客戶本身是一個好色之徒，因此決定採用這個意念嗎？當

然真正的原因我無法知道，但有一點是我可以肯定的，就

是客戶相信這廣告公司，才會有此廣告出現。

	 這裏我想引申出重要的一點，就是一個“信”字，在華

人的商業文化中，這個字就更為重要，遠比所有的專業知

識、設計獎項來得更實際！而這個“信”字就很多時和你的

社會經驗、人際網絡扣上關係。我不是在這裏賣弄什麼厚

黑觀念，只是想指出平面設計和其它行業不同，平面設計

是結集理論和藝術於一身的，在現階段的香港環境中要求

大部份客戶對設計作品作出合理的評審是有一定的困難。

而這個行業亦從來未有對“如何教育客戶對設計作出一個

合理的評審”作出任何積極的行動，坦白說，客戶是否收

貨，很多時候也和這個“信”字扣上不少關係。

	 要設計師建立“信”譽，給客戶一個“成熟社會經驗”

的印象是有很大幫助的，這不單單是一個印象，在與客戶

的工作交往中也應帶著成熟的態度去處理，我想大部分客

戶也不希望和小朋友一起辦事。

	 從創作的角度來看，有時候擁有一顆“童心”是對設計

有刺激的作用，但只限於創作的領域裏，當回到現實的商

業環境中，我們仍須實實在在的建立這個“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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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也知道所謂藥的包裝，其實是以無設計為設計，反

之最重要的是藥名夠大夠清晰，在貨架中容易找到，這些

設計對新入行的設計師來說可能有些反感，但當藥廠的

人告訴你其實大部份成藥的包裝只是象徵性的，對產品的

銷售起不了什麼

作用，反之醫生

或配藥員的推介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這個原

因，有些藥廠客

戶甚至自己用鉛

筆隨便起了一些

草圖，只要求設

計師負責其後的

製作和印刷便算

罷！在這個例子

中，設計師要明

白客戶的行業和

自己處身的位置，才能與客戶有一種比較和諧的合作。

	 另一個例子就是曾盛極一時的國內樓盤廣告，這些樓

盤廣告最令我感到咋舌的就是樓盤位置地圖的處理，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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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

設計師給予客戶的信心，很多時與設計師以往製作過有關

客戶所屬行業的設計扣上關係，因為在設計的過程中，有

很多微妙的東西，是在設計的知識和範疇之外，而客戶是

無從稽查一間將要聘用的設計公司是否能夠掌握這些微妙

的東西，因此他們信賴的就只有設計公司以往相關的戰績

或設計師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不知不覺地利用平面設計的評審

角度去看同業的作品，我們亦會奇怪為何同業設計水準很

低的作品，卻偏偏取得客戶的信任和歡心？

	 香港的平面設計業很奧妙的，一位業內的朋友甚至

用“怪異”去形容它，一個客戶為什麼要聘用這位設計師

或這間設計公司，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很多時“設計水

準”並不是放在首位，反之可能是設計以外的服務做得好

不好，而這些服務對客戶的日常運作帶來什麼便利，又或

是設計公司給予客戶的數期有多久等。

	 當我們撇除以上的“怪異”因素後，最重要的是客戶

會用一種“ It works or not”的市場經驗來評審設計品的勝

任能力。我以前就曾替一些藥廠做過包裝設計，才知道有

些顏色是特別適用於藥的包裝，我想這大概是色彩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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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會文化

似乎“社會文化”是一個很學術的名字，身邊比較年輕的朋

友，都絕少掛在口邊。這也是一個大題目，雖然如此，我

卻認為每人都有資格去討論這個題目，不論你從事什麼行

業，也不論是什麼社會階層，只要你活在這個社會，就可

以談論社會文化！

	 認識一個社會的文化，對設計師來說是特別重要的，

這並不是要求設計師成為社會研究的學者，但至少也要對

這方面有敏銳的觸覺和關注，但這種觸覺和關注，對平面

設計又有什麼關係？

	 我無意在這裏為“文化”這兩字的學術性定義作註解，

但可以簡單說明其中一些見解，“社會文化”可以簡單的理

解為一種社群習以為常的生活形式和行為制度，而平面設

計的基本功能就是一種“視覺溝通”，如一個設計師對社會

文化有強的觸覺和關注，無疑是對發揮這種平面設計的

功能有莫大的幫助！

	 留意身邊的事情，好比香港人常去的酒樓和西餐廳，

大家都是食店，但為何西方社會沒有像華人酒樓格局的食

店，那種燈火通明，還要四方八面都是鏡子，四圍都是燙

金鍍銀的裝飾，大圓檯和高聲叫賣的點心車，而西餐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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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中藥的包裝已成為 stereotype，再去建立新形象是很困難的！

是千里之外的地點，但只要把道路的闊度加大，看起來就

像在附近一樣，像這些設計上的特殊處理方法，也只有了

解客戶的經營方法和顧客的購買行為知道怎樣處理。

	 還有一些行業是我們不能以一個設計師的邏輯把設計

推算出來的，我們通常都會傾向以一種創新的方向去為客

戶做設計，但有一些行業，創新的設計卻會帶來反效果，

因為有些行業的形象已成為stereotype，去改變它的形象只

會給人不倫不類的效果！或許去改變它的形象不是設計師

的能力或責任所在，而是社會文化發展的歷程。

	 設計師要對客戶所屬行業有所認知，才能培育出一種

成熟的處事態度，才不會走向過於偏激和自負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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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忘記，從我們進入設計學院起，我們看的參考

書，欣賞的大師，以至學習的方向，絕大部份都是來自日

本或歐美地方，因此我們正正就欠缺了一種本土社會文化

對平面設計之間關係的了解！很久之前，我為本地一間流

動電話公司做了一些展示於人流多的廣告設計，起初我

認為這是一個很有內涵和趣味的設計初稿，但客戶的意

見卻是如此：「香港人步伐急促，繁忙，他們根本不喜歡

思考，這種設計在這裏起不了很大的效力！」

	 以上只是我的一個經驗，對錯不必執著，希望大家想

一想社會文化與平面設計之間的關係，或許可以再去思考

什麼是“本土設計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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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燈光昏暗，講求情調，喜用洋燭，為什麼又不會出現

在華人的飲食文化中！我想同樣的情況會發生在視覺媒體

上，當我們在處理設計的 typography時候，有沒有考慮到

香港社會的語言文化與 typography的關係，我們說話的形

式風格，是否像酒樓與西餐廳之間有著明顯文化區分的

特徵，以往有很多人說香港的廣告或平面設計都比較“硬

銷”，我相信這不是一種負面的批評，而是反映出現今的一

個事實，就是有怎樣的社會文化，就有怎樣的設計！

	 香港是一個怎樣的環境？是一個地少人多的地方？每

人所能夠分配的空間是很有限的，生活節奏很快，快得可

能連一小時前做過什麼也記不起，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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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參加一個藝術課程，當中一節講座是盧景文先生談

藝術與專業的關係，有趣的是討論到“專業”的定義，他更

引用到律師、醫生、工程師和會計師作為例子，去解釋專

業、責任和執照三者之間的關係，引用這三者之間的關係

去探討藝術可否被定性為一種專業。

	 講座的內容令我思考到平面設計，多年來曾向非業內

的朋友不斷強調平面設計是一種專業，是很專門的！但細

想之下，我們又憑什麼告訴別人這是一門專業，難道我們

有屬於自己的專業執照嗎？當然“專業”這個詞在現今社會

所涵蓋的意義很廣泛，一些工序比較複雜點的工作都會被

稱為一門專業，或非一般常識範圍內所能做到的事亦會被

稱為專業，因此從表面上理解，平面設計在一般香港人心

目中仍然被視為一種專業，但在香港的實際環境上，在客

戶與設計師之間的相互關係及行徑是否屬於一種“專業”，

這點值得我們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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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責任

從講座中盧景文先生提出的問題是：“要有專業，就要有

相關的專業責任，要把藝術定性為一種專業，那麼要引

伸出來的專業責任又是什麼呢？”，當然本文想探討的是

平面設計而非藝術，但就講座中的內容而言，平面設計

和藝術就有某種相似的地方，平面設計和藝術一樣都各

有主觀成份，它們不像其它專業，可以有近乎完全理性

的客觀分析，好像醫生一樣，他們學習經過特定設計的

課程，而這些課程是業內及世界認可的，最後他們經過

考核獲取專業資格，成為專業的醫生，不只如此，當他

們正式執業的時候，還會受著專業團體的“監察”去履行

醫生的“專業責任”，一旦醫生違反專業責任(或可稱作專

業操守)的時候，如用錯藥、濫收費或欺騙病人，一經發

現，他們的專業資格就會被取消。當論及這種專業責任的

時候，我們會發現專業責任的重要性越大，社會對其專業

執照的關注就會越加認真嚴謹，就如醫生不可以醫死人一

樣。因此若要思考平面設計可否專業化的問題是，我們必

須界定我們的“專業責任”是什麼？

專業

專業責任＋監察＝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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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行頭的日子裏，聽了很多設計公司老闆和同事

的意見，他們大概會把下列各點歸納為我們所謂意識上的

專業責任：

	 一.	製作出具創意的作品，不敷衍了事交行貨；

	 二.	準時交貨；

	 三.	重視印刷及後期製作的質素。

	 基本上這三點就是大多數從事平面設計人士每天所

追求的，但這些都是一些很表層的理念，幾乎是眾所周

知每一個行業都追求的時間、品質、物有所值和顧客至上

等的東西，談不上是一種具體的守則及條文，就以上述第

一點來說，要製作出具創意的作品，我們會問何謂具創意

的作品？就算是大師級的得獎作品，也會聽到類似新瓶舊

酒，欠缺實用性等負面批評，難道業內有一種量度創意的

機制，可以量出交給客戶的作品具有合適的創意程度？至

於上述的第二及第三點，無疑可以歸納為“專業責任”的一

部份，因為它們可作理性的客觀分析及量度，但當思考到

平面設計行業的性質問題，我們應該把重點建立在設計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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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上而非製作過程上，因此它們只可以納入“專業責任”中

的一部份，而非可以構成它的主體。

量度平面設計？

當一個設計交到客戶手上，這設計對商品所產生的效果不

如理想，甚至帶來反效果，對商品的形象帶來負面反應，

那麼客戶又怎樣追究所謂的“專業責任”呢？我曾經有過這

樣的經歷，多年前有一個經營外籍傭工的客戶要求設計服

務，但他的宣傳策略卻和一般的外籍傭工公司有點不同，

比較偏向用“軟銷”的手法，所以便要求廣告設計公司為他

設計一系列廣告品，而一般的中小型廣告設計公司不設市

場研究部，他們極其量只能提供有限的市場意見，最終都

是根據客戶所定立的市場方向或定位辦事，最後這個客戶

的宣傳推出後未能即時帶來明顯的營業額上升，但這個客

戶卻質疑廣告公司的質素，像這樣的情況是經常發生在初

次做宣傳的客戶身上。一個完整的宣傳計劃由很多部份組

成，從市場定位、宣傳頻率、銷售渠道和產品質素等等

每一項都可以對最後的成效構成直接的影響，若客戶從

這方面去衡量設計的“專業責任”，似乎太流於表面了！

	 既然在實際情況上無法以一種絕對理性的分析去量度

設計的成效	（除了運用大規模的市場調查，但一般的中小

專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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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客戶都不能應付），那麼我們又怎能將所謂的“專業責

任”具體化起來呢？

	 另一個多年前的經驗，一間貿易公司要求為新代理的

化妝品設計包裝，同事們都通宵達旦的用盡全力設計，經

過一整夜的努力，設計完成了，它外表極具線條美，高貴

大方，對產品本身亦有適當的保護，因此贏得所有同事的

讚賞，但最後客戶卻否決了這個設計，原因是產品的儲存

形式問題，產品在售賣前包裝和產品本身是分開存放的，

直至產品售賣給顧客的前一刻，售貨員才會將產品和包裝

組合起來，因此包裝在售賣前一定能夠壓扁平放，以佔用

最小的空間，但我們這個新包裝設計如果沒有產品在內裏

支撐著，就不能壓扁平放。

	 檢討整件事，發覺問題出於Account Executive沒有引

導客戶說出重要的資料，反過來說，設計師也沒有提出值得

懷疑的地方，結果只有浪費了大家的資源及時間。

	 從這次經驗中，會問自己是否“專業”？最後理解到問

題的核心常常不是設計品本身，而是在於設計思維上設計

工序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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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工序的完整性

在歐美的設計業界裏，他們的收費都是按工作小時計算，

從一些介紹美國設計公司的書籍文獻裏，就曾經閱讀過一

些公司公開的 invoice，他們連與客戶開會用了多少小時，

用了多少小時作資料搜集，在分色公司用了多少小時檢查

稿件等等，都一一詳細的列印在清單上，然後根據不同性

質的時間收費比率計算出總收費，還有在該篇文章上，公

司的創辦人說了這一番話：“為了表現我們是一間專業的

圖片來源：HOW — Business Annual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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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一個嚴格的“工序”讓印刷公司執行，這個“工序”是受

監察的，希望印刷品在這一個嚴格設定之工序下確保有

一定的質素。

	 外國的設計公司能做到按時收費，是因為他們有很

清晰的工序，客戶對設計工序的認知程度也比香港成熟，

很多時外國客戶建立在設計公司的信心就是建基於工序之

上，信心更引伸至設計品本身。

	 我相信可以從我們現有的工作模式中再去研究及發展

出一套比較完善的“工序”，再將這種“工序”確立為一套

守則或一種具體的“專業責任”，無論客戶或設計師都能透

過這套守則去監察雙方的合作行徑（客戶對設計工序的影

響，可參考本書《客戶的責任》一篇）。

優質服務？

說來可能有點天馬行空，或許有些人覺得我們的設計工

序實在太多變化及太多枝節，工作上，確立一種守則去遵

守是有欠靈活及不切實際！但就我自己的經驗來說，在眾

多的設計公司工作過，也負責過很多包裝設計，但就從來

設計公司，我們不怕因為這種收費方式而令客戶覺得付出

比較高昂的費用，而最重要的是我們要讓客戶知道我們為

整個設計服務所付出的每一個小時對客戶來說都是有價值

的，是要令他們知道我們都在大家預算的資源中盡量作出

最大的效益。”

	 當然因為種種原因，香港設計業的老闆大多不能或不

願意走這種收費方式，但為什麼要舉出以上兩個經驗來談

論？我想最重要是帶出工序的重要性與專業的關係。

工序的反思

我們既然無能力從設計品中尋找到具體而客觀的“專業責

任”（現時香港設計業的文化來說，我覺得很多客戶未能

從設計品中找到一個具體而客觀的專業責任，但不斷定

在可見的將來，我們是有能力從設計的成品中尋找到這

種“專業責任”的！），我們不妨考慮從“工序”中去確立

屬於我們的專業責任，就像印刷業一樣，國際標準組織

ISO9000在印刷業中所實行評級方式的焦點，是集中在整

個印刷的工序，而非印刷品本身，試想想不同的印刷公司

有不同的客戶，不同的客戶也有不同的預算和要求，若單

從印刷品本身而對印刷公司作出評級就似乎欠缺公允，因

為影響到印刷品質素的因素實在太多，能做到的就是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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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精確的工序＝專業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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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間公司能夠提供足夠有關產品的儲存資料；同樣在

其它類別的設計裏，一些客戶所提供的 direction可以在初

部設計完成後作 90度或180度的改變，但 deadline卻不改

變；也有一些設計，它們的 direction可以在客戶公司裏因

應不同的“高層”作出不同的改變。最終我所領悟出的大

部份所謂的變化、枝節和靈活性，其實只不過是誤解、錯

誤和糾正，然後再誤解、錯誤和糾正，奇怪的居然有一些

設計公司竟標榜這種極強的“誤解、錯誤，然後糾正”能力

為“服務能力”。

	 也許有人會說：我們也有自己的工序，我並不覺得有

什麼問題，設計是一種專業，無必要討論到什麼“專業責

任”，客戶喜歡我的設計與否，純粹是客戶本身的問題或是

設計師本身的能力，無必要把問題想得太複雜。若你真有

這樣的想法，那麼我只有恭喜你，因為你擁有好客、好 job、

好設計師和好運氣，我只能無言以對！

（誤解＋錯誤＋糾正）
n
＝靈活性＝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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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為什麼要用這樣的 art direction，是電影的編劇、導

演和美術指導大家相討後而希望帶出的一種詭秘典雅

的感覺。

	 若照字面解釋，art就是藝術，direction是指方

向，要了解什麼是 art direction，就要對藝術有一定

的認識，認識每一個年代的藝術思潮及其對當時社

會的影響力，作為一個平面設計師，我想最少也要

明白什麼是 Pop、Art Deco、Post-modern，近來流行

的 Deconstruction、Minimal、New Wave和 Punk等，

不是要求達到專家的程度，但至少都要知道它們是什

麼，因為一些藝術思潮或主義，不論是以往還是當代

的，它們常常都會被設計師納用。上述的可算是我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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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Art Direction

從事設計的日子裏，我想這是發生最多問題的一環，

很多非正式唸過設計出身而又正在從事設計行業的人

都不太明白 art direction的意思，甚至有時自己也在這

個含糊不清的環境裏，對這個字的意義也不理解，因

此請恕我不能在此妄下定斷！

	 問過一些設計同行，何謂design？什麼又是art 

direction？他們也未必能分得清楚，是不是公司的 art 

director做的就是 art direction？根據自己的經驗去修

改屬下設計師的設計，再加些少好像是什麼行政的工

作，這就是“art direction”？

	據我的看法，不妨從電

影入手，了解什麼是 art 

direction，很多朋友也

看過 Batman，它是一

套科幻電影，電影中美

術的 art direction是基

於Gothic style發展及構

思的，武器、背景的設

計也有很重的 Gothic及

Post-modern味道，至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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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Hamilton

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 so different,so appealing? (19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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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調查、諮詢、顧問服務

資料搜集和分析

執行製作

調節

一般來說，我會把整個設計工序歸納為四個階段

Art
Direction

Typesetting

Design

Visualize

Marketing
Direction

Art Direction

Marketing
Direction

Design

Visualize

Typesetting

基本平面設計的層次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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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Marketing Direction

市場方向或市場定位應該屬於市場人士討論的範疇，

要詳細介紹有關市場學亦在我能力範圍之外，但在一

般情況下，marketing direction可以說是主導整個平面

設計的方向，也可以說是 art direction以上的總方向，

一般較常聽到的有硬銷、軟銷、市場環境和市場劃分

等，還有一些比較實在的就如消費行為及動機、媒介

特性、媒介頻率和媒介策略等。

	 在日常的平面設計工作之中，都有很多機會接觸

到客戶市場部的人員，他們或多或少的在工作會議中

帶出上述有關市場學的資料，以作為設計工作的目標

和總方向，這就是所謂的marketing direction，當然他

們在會議中不會引用很多學術名稱或行內的術語，畢

竟市場拓展和平面設計是兩種專業，在溝通時雙方都

會採用容易理解的語言。

★	 關於藝術運動及平面設計的發展，可從書後的“參考書目”

去尋找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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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主要是派發給十數間的食品供應商和熟客，而它所需

要的設計，它的設計定位（份量）應該是甚樣的呢？

	 離這間食店不遠的地方有一間小型印刷公司，主要

印製單色及雙色印刷品，也可以擔當一些簡單的設計工

作，但其所謂的設計工作，其設計層次只是在 typesetting	

或 visualize的層面，即使是一些所謂的design，也沒有什

麼 marketing direction或 art direction之類的東西，也不會

提供顧問的服務。但這印刷公司的收費十分大眾化，為

這間食店完成它的單據和名片印製，收費只需數百元。

另一方面，這間食店的老闆同樣也可以聘用一間正規的

設計公司為他服務，但收費方面可能比起那間小型的印

刷公司高出十倍或以上的收費。

	 食店的老闆對他的業務沒有什麼長遠的計劃，也沒有

對現況有什麼不滿，至於有關印製公司單據和名片的事，

是因為他看到附近一間餐室的名片設計得很美觀，所以也

希望把自己的做得好看一點，因此這位老闆由餐室老闆推

介，找了為餐室的老闆設計的那一間公司為他設計單據和

名片。

	 因為食店老闆初次與設計公司接洽，可給予設計公司

的資料就只有公司的商標、業務範圍及性質，單據和名片

尺寸和一般的印刷資料。還有一些較感性的要求，如希望

這裏所指的定位，不是指一件產品的市場定位，而是指一

個設計工作要到達什麼“份量”，所指的究竟是什麼呢？

	 試想一想，有些時候我們會問：“究竟這個極為簡單

的工作是否需要那麼強的創意？”或是“究竟這個設計工

作，客戶是希望看到新鮮及多花點心思的設計，還是要比

較‘大路’的設計？”。

	 有時我也會問：“究竟這樣的一個分類廣告，要不要

做得那麼花巧？”。

	 也許你也遇過老闆對你這麼說：“這份工作的利錢不

高，可以快點把它完成！”

	 像這樣的問題，還有很多！

	 其實我所指的“定位”，所包含的意思是很廣泛的，包

括設計品的成本、功能、規模、牽涉範圍、目標、受眾等

或許說得簡單一點，用“份量”來形容這個概念，希望大家

容易明白！

	 試舉一個例子，一間街邊的小食店，員工只有三名，

而顧客一般都是家庭主婦，食店的所有平面設計就只有一

個商標、單據和名片，而食店正需要印製一些單據和名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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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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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要設計？

以上的例子中，我們會去問，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是食

店老闆太奄尖？還是設計師力不從心？我相信很多設計師

也有類似的經歷！

	 就讓我們試試分析問題的所在吧！

	 我先假設食店老闆是一般客戶，他的文化水平、品味

和當地人無異，屬於極普通的一類。我們也假設那個負責

設計的設計師有一般的設計水平，無論經驗和技術也都算

是合標準的。

	 首先，我會問為什麼那一間食店的單據和名片需要設

計(design)？

	 第二，究竟食店老闆想要一個什麼樣的單據和名片

設計？

	 第三，為什麼食店的老闆要找那一間設計公司去為他

設計單據和名片呢？

究竟是什麼層次的工作？

這三個似乎是極為表面的問題，但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問

題的癥結所在，也是我們討論有關“層次和定位”的重點！

就正如剛剛所說到有關對設計(design)的理解，設計基本

上是按“problem solving”的基本理念運作，為什麼食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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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來得比較親切和誠懇！基本上，設計公司是可以根據

這些基本資料開始工作。

	 設計初稿完成了，但老闆卻不滿意，因為設計沒有給

他驚喜，他認為付出比那間小型印刷公司高出十多倍以上

的價錢，應該得到一種十足滿意的驚喜感覺，所以他要求

設計公司再給他多一些設計方案。

	 但是一次又一次，設計初稿都給拒絕了，設計公司嘗

試找出問題所在，但每次向這位老闆問及對初稿的看法，

這位老闆都是給一些很抽象感覺的答案，讓負責的設計師

無從入手，是字款用得不貼切？顏色用得不適當？設計師

嘗試根據老闆所說的那些“感覺”去修正設計，但總不能令

老闆稱心如意。

	 設計最後都完成了，但似乎是食店老闆有點兒勉強的

接受了這個設計方案，而且除了多一點美觀之外，老闆覺

得這個設計和他的業務似乎關係不大，認為只是和其它行

業的公司一樣實行了“形式上的設計”，甚至乎是覺得只不

過是一種潮流趨勢，人有我有罷了！

	 而設計公司亦因此超出預算中的工作時間，實質上這

件工作是沒有利潤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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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是推算出來的！

相信很多資深的設計師都會同意我這個說法，“設計”很

大部份都是“推算”出來的，我也相信很多行外人對設計

有以下的誤解，滿以為設計是應該充滿創意的，其實創意

只是設計的其中一種手段，有一些沒有創意的設計有時候

來得比一些有創意的設計更有效率，更直接實用。既然設

計很大部份都是“推算”出來的，那麼這種“推算”就是建基

於一大堆的資料。

	 我們再回到食店老闆的例子，看看有什麼資料可以把

設計“推算”出來！我們有商標、業務範圍和業務性質、單

據和名片的尺寸和一般印刷資料，根據這些基本的資料，

我們可以推算出什麼來？沒有豐富資料推算出來的設計，

究竟有沒有說服力？客戶又憑什麼來接受你的設計？

	 我們還記得食店老闆對他的業務是沒有什麼長遠計

劃，也沒有對現況不滿意，食店的客戶和食品供應商與食

店的設計似乎沒有什麼直接和長遠的關係，那麼他的新設

計對他來說有什麼特別功能？在這個例子中，他的新設計

唯一的功能就是滿足他個人對美的要求，而把這種美轉移

到一些小物品上，就是公司的單據和名片。

	 本文開始的時候說過“定位”所包含的意思是包括設

計品的成本、規模、功能、目標、受眾、牽涉範圍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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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單據和名片需要設計(design)，這點一定要非常清晰，

不單只客戶要知道這一點，設計公司也要很清楚的知道

客戶為何需要設計，也要很清楚知道客戶需要是哪一“層

次”的工作，是 typesetting、visualize，還是要一個切切實

實的design工作，若客戶真的需要一個design，那麼有沒

有足夠的條件去構成主導design的 art direction或主導art 

direction的marketing direction，若果構成 design的這些

重要條件不足或不夠具體的時候，這個design的性質或處

理手法又會是怎樣呢？是否把它的層次移向 visualize比起

design更適合？若運用 visualize的處理手法，設計公司應怎

樣和客戶溝通，以達至最高的工作效率，又能百分百做到

客戶心目中最想要的東西？這不單是客戶本身要對設計公

司所做的有認識外，設計公司也有責任讓客戶去了解他們

想要的設計應該到達什麼“層次”才適合，這是一項顧問工

作，因為客戶不像我們這些從事設計行業的人對設計有深

厚的了解，我就絕不贊成一些設計公司本著“有生意就接

的態度”，明明一些只需 typesetting的工作，硬要說成可

給客戶最好的設計(design)，明明是一些只需 visualize的

工作，卻硬要負責的設計師交出驚人的創意，最後卻做出

一些不倫不類的設計，有創意卻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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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需要！

食店老闆的問題就是不了解自己設計品（單據和名片）的

定位，而設計公司亦無提供應有的顧問服務，讓客戶了解

自己的設計品到達什麼設計層次，繼而令客戶知道自己應

該用什麼心態和評核標準去看待設計師的設計！

	 但我不能相信香港的現實環境裏，會有一間設計公司

的老闆叫自己的客戶光顧街邊小型印刷公司，即使客戶所

需的實質上只是很簡單的 typesetting或 visualize的工作，他

們也不會向客戶提供任何有關設計品定位的解答，總之“有

生意就接”，這就是他們所謂的“服務精神”。

	 要提高香港設計的價值，就要去教育一般人了解設計

品的定位，不要讓客戶被不同“誤導的定位”混淆了對設計

品的價值、評核和處理方法。

	 再回到食店的例子，正如我剛剛所說，是不是意味這

個食店老闆不應找設計公司為他設計名片和單據？

	 答案當然不是“不應”或“不可以”，這也當然是假設

受聘的設計公司已經為客戶作了一個有關設計品定位的分

析，或是客戶本身已經明白設計品的定位所在。事實上在

這個例子中，食店老闆所需的是感性多於理性，他要求設

計的東西所屬的定位既不能由大量的資料去把設計推算出

來，況且他的目的只是對美觀的一種需求，情況有點像購

件設計品究竟是在什麼層面？這就要看上述每一個因素的

關係，由這個關係去構成一件設計品的“份量”，再由這個

份量去決定設計品的“定位”，因此一個定位高的設計品，

它的誕生必定是由一大堆相關的資料推算出來的。

	 同是一張名片，可以有不同的“定位”，就如例子裏食

店名片的設計定位，可以和一間法國餐廳的不同，一間法

國餐廳的名片可以和一間美式連鎖快餐店的不同，總之不

是一張小紙就有一樣的設計定位，不同的設計定位就應以

不同的方法處理，不同的心態對待，不同的標準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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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合適的設計公司

食店老闆所犯的錯誤，就是沒有選擇到真正適合自己的設

計公司。作為一個客戶，也應有責任去了解受聘設計公司

以往的作品屬性、風格和變化。但話雖如此，很多設計公

司也未能提供一個好的 profolio presentation給客戶去了解

其公司作品的路向手法，大多只是搜集了一些近期的作

品，在客戶面前走馬看花的展示罷了。如果客戶要求的設

計是屬於感性多於理性的時候，客戶對於認識受聘設計公司

的 profolio就更為重要，也能令客戶了解設計公司處理哪一

種“定位”的設計比較熟練，從而投入一種信心，放膽讓負

責的設計師去幹，相信別人的專業，相信自己的眼光。

買藝術品或衣服一樣，試想想，如果你要買一件藝術品，

或多或少你也要對這件藝術品的作者有點認識，知道作者

的風格，了解藝術品的精髓所在，或深深受到這件藝術品

所感動，否則就算畢加索的作品放在你眼前，你也可能把

它當作小孩子的作品看待。若果購買者本身有一定程度的

藝術修養和欣賞水平，那就是最好不過！情況也會像買衣

服一樣，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服飾的獨有品味和見解，當你

買衣服的時候，你會以自己的品味去選擇適合你的東西，

你會逛街看看不同的時裝店，看看陳列在櫥窗前的貨品是

不是合乎或近似你要的東西，或許你會思索一些已經建立

了強烈風格的品牌，若果它的風格是適合你的，你就會去

它的專門店選購服飾。

	 食店老闆所犯的錯誤，就好像你要買衣服一樣，去

到一間沒有陳列品或陳列品不夠全面，又沒有產品目錄的

服裝店一樣，你對該店的貨品又毫無認識，卻對售貨員說

需要一件有型、成熟、穩重又帶點不羈的外衣，售貨員從

貨倉裏拿了一件又一件出來，但總是不合你的心意，結果

就只有兩個，一是對售貨員說你要去洗手間，然後逃之夭

夭，二是像食店老闆一樣，勉為其難的接受了一些不是最

喜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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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怎樣才是一個好的 profolio presentation，這點很

值得從事平面設計的去思考，意思不單是指設計公司的那

本薄薄的作品集，而是整個行業的一種 profolio system，

讓客戶有更多更準確的渠道接觸合適的設計公司。好像外

國的一些甚具規模的“Black Book”，seminar或設計博覽

會等，不單如此，外國的設計出版業也會對整個行業的

profolio system帶有互動的效應，這一切都是我們所欠奉

或做得不足夠的，試問如何教導客戶作出適當的選擇。

	 在香港，我們的客戶是如何挑選設計公司的呢？我

敢大膽的說九成九是靠親戚朋友推介，極少是透過黃頁或

一些設計公司的直銷宣傳，但我可以說這些方法都是很片

面，客戶能否對不同設計公司作品的屬性、變化、路向和

風格有一定的了解和比較？那就見仁見智了！

	 從事設計行業多年的，當然知道客戶“為什麼要找你”

的原因，原因是很多很複雜的，客戶是否了解上述所提及

的，對於他們來說可能並不重要，但若然不依循一個正確

的方向，香港的設計業絕不會有一個健康的發展。

	 總結食店老闆的錯誤，他沒有清楚的了解自己的需要

和要求，亦不知道自己要求設計品的“定位”層次，而設計

公司也應負上責任，因為沒有提供應有的顧問服務，引

導客戶了解設計品的正確“定位”，因而了解設計品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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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價值、評核和處理方法。其次是食品公司老闆對設計品

的評核方法和心態，他不明白所需求的是感性多於理性的

設計，用了不適當的方法去聘用設計公司，所以令到負責

的設計師無所適從，以這樣的心態去要求設計，難道要請

弗洛依德才能猜透心意嗎？

	 若設計公司和客戶對設計都沒有一個設計上的“定

位”意識，那麼設計的價值就好像建築在浮泥上的房子一

樣，住在裏面的人要時時刻刻的去平衡自己，站在一個浮

動的地板上工作，設計價值也站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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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設計氣氛是很重要的，但多年來接觸的設計師

和公司老闆，似乎都不太重視這方面的需要！

	 多年來的設計工作，我體會到重要的一點，就是平面

設計上的製作特性，基本上平面設計的製作特性是由很多

瑣碎的小事情組合起來，初入行的時候，做一個簡單的宣

傳單張，也花上很長時間，但回頭看，這個宣傳單張其實

只有一些照片和文字，時間究竟跑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此過後的日子，每逢完成一個設計工作，便會拿起

作品，細心回想整個製作過程，想想製作上無謂的時間花

在那裏！我嘗試把這些無謂的時間分為以下兩類：

一.	尋找

把時間浪費到尋找物件上，盡量要做到“手到拿來”，

因此整個工作室的設備擺放要盡量以方便設計師為

主，要以分秒必爭的方向為目標，而設計師本身也要

自律，盡量維持工作室的整齊清潔，因為一般公司的

工作室不是私人地方，一個設計師不要因為一己之便

而令到其他同事不便，用完的東西要即時放回原位，

客戶為何需要平面設計？

個人品味的需要、改善原來的設計、將來的業務發展等

考慮設計品的“定位（份量）”

包括設計品的成本、規模、功能、目標、受眾、牽涉範圍等

這個設計品的“定位（份量）”需要比較“層次”高的設計嗎？

明確了解所需要設計品的目標及屬性

由“定位”決定去尋找哪一類型的設計公司

尋找“尋找設計公司的渠道”

搜尋現存媒介，如工商指南、設計組織等，擁有大量設計公司資料

的地方。

選取合適類別的設計公司

透過不同的媒介，盡量搜尋可挑選的設計公司（依據公司的規模

及專業程度等）。

認真了解每間設計公司的屬性、變化、路向和風格（如有的話！）

認真參看設計公司的作品集，了解其工作模式及專業態度。

選取最合適為那一份設計品工作的設計公司

明確地向設計公司說出所需要設計品的目標及屬性

透過設計公司的顧問服務，再次清楚確定設計品的目標、屬性、

層次及定位等。

客戶須根據設計品的目標及屬性而作出相符合的評核方法和心態

建議客戶由設計品的“定位”至選取設計公司的程序 工作環境、設計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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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瀏覽器(browser )系統去讓設計師以最快的時間

找到所需圖片，他們往往就要把光碟中的圖片逐一打

開，直至找到所需圖片為止，縱使有些光碟內附瀏覽

器，這也要把同類的光碟逐一放入電腦內去尋找，而

這些工序，就是浪費時間及精力的源頭！

二.	重複多次可以一次過完成的工序

這點就像剛提到有關瀏覽器的例子，其實除此之外，

很多工作室的情況，都犯了“重複多次可以一次過完

成的工序”的錯誤，試舉一個明顯的例子，有很多設

計公司都沒有為員工提供最方便的裝裱設施，情況就

像這樣：每一次員工都要在沒有認真分類的紙櫃裏尋

找合適的紙板，找到的可能是太大或是太小，因此每

一次都要從沒有規格的紙板中裁出適合的尺寸（其實

很多的稿件不外乎都是A4或A3等尺寸），如用噴膠裝

裱，十居其九的都要跑到後樓梯，每次都要做足保護

措施，先把廢紙放在地上，然後才可以使用噴膠，再

完成裝裱工序，當每次完成裝裱工序之後，都要把廢

紙從後樓梯收拾起來，每次都是這樣！

	 而我自己的方法就是這樣：我會預先設計製作

一個特別為裝裱用途的噴膠booth，用卡紙做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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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是一般個人修養的問題，不屬於要談論的範圍

內，但強調的是平面設計的製作特性是由很多很多瑣

碎的小事情組合起來的，這是由最基本的物件存取

開始。設計工作和一般文書工作有別，除了電腦操

作外，還涉及很多資料搜集和 dummy製作之類的手

作功夫，每天所涉及的物品是很多的，只要每件物

品都花多五至十秒或更多的時間存取，每天的工作時

間就可能額外多花半小時或更多！

	 再舉一例，很多設計公司都有素材圖片集等 CD

光碟，但都忽略尋找所需圖片的便利性，沒有建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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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隔式設計令設計師不太受環境的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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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記錄，而光碟的存放當然又是以整齊有序和手到拿

來為原則。

效率

很多時我們都會輕視工作室的整潔和秩序，更有一種普遍

的錯誤觀念，認為設計師的工作室必然是亂七八糟，認為

只有這樣才會有好作品出來，也輕視每一個簡單工序的效

率和分秒之差，把精神全都放在為客戶的設計工作上，但

卻從來沒有為我們的設計工序和工作環境作一個精心的設

計，我想可以作一個比喻，就是汽車引擎，所有汽車引擎

的結構原理是大同小異，但為何市面上有那麼多不同性能

的引擎？同是1300cc氣缸容量的引擎，這一台可以省油和

性能高一些，而那台卻不能，但基本上它們的結構原理是

一樣的，答案就是引擎的設計師對引擎的每一個細節，都

作出精心設計，爭取分毫之差的優勢，從不看輕一顆小螺

絲的地位，因為引擎的設計師明白，整個引擎就是由無數

的小零件組合而成，而每個小零件所發揮那分毫之差的優

勢，綜合起來就是一種大優勢。同樣設計工序和工作環境

也是一樣！請讓我再重複這點，平面設計的製作特性是由

很多很多瑣碎的小事情組合起來的，這些小事情的情況就

像引擎的小零件一樣，只要有分秒之劣勢，整體出來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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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它物料做也好，目的是易於清理和不會弄污其

它地方，而目標就是可以把稿件即時放在上面而不黏

底，放在旁邊的噴膠，咀口一定要清潔，即噴即走，

不必有事前或善後的功夫，這個booth只需每月清理

一次便可，而在紙櫃裏已預先分類存放好為 A4、A3

或更大呎碼的稿件裝裱用的紙板，只需把剛噴上膠的

稿件即時貼上便可，而不同呎碼的 cover paper和公司

label也放在附近，全都是手到拿來之物，不用尋找、

不用考慮、不用重複多餘和無謂的功夫！

	 以上只是眾多例子之一，不單止裝裱工序(可能

現今的情況是連一般設計公司正規的presentation也

不需了，全都是 e-mail PDF或就這樣的一張打印便

可以了)，其它一切我們輕視而又常常發生的情況，

也應考慮上述提到的兩種因素，如檔案的備份工序；

新舊檔案的存取形式；參考資料的存取形式；輸出程

序等，我們都應盡量利用設計師的頭腦，設計出一套

高效率的工作模式，爭取一分一秒的分別！

	 再舉例，多年前我建議公司在檔案備份的時候同

一時間將檔案的資料輸入電腦的資料庫內，同事們只

須輸入客戶的名稱，稿件年份等簡單資料就可即時查

出需的檔案存放在那一張光碟內，不需逐一查看手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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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就會大打折扣，也會像引擎沒有潤滑油一樣，結果如

何，不用多說！

	 現今香港的平面設計師大多都被“ fully occupied”的，

因此應從日常工作中盡量減低他們精神及體力的負荷，

而當老闆的也不要只著眼deadline而漠視工作室的運作，

否則只會增加員工的流失率！

設計氣氛的力量

至於設計氣氛，被輕視的程度比起工作環境更甚，而且越

來越被人忽視，以往我所認識的設計公司也有一些是比較

美觀，設計氣氛濃厚，但現今很多設計公司卻像是放幾張

寫字檯在貨倉罷了！當然這也和經營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但我會發現一些從設計行業出身的老闆會比較關注

這點，而很多不是從這個行業出身的老闆卻會比較注意他

們所認為的“成本效益”。

	 補充一點，什麼是設計氣氛呢？我們不是每天都在做

設計嗎？不是每天都充滿設計工作的氣氛嗎？不如先讓我

舉一例，我曾在美國參觀過很多設計公司，印象比較深刻

的是一間在大門入口處設置一個小的gallery	，會把近來員

工的作品放在那裏，而員工每天上班的時候都會經過那

處，都會看到自己的近作，會議室的牆上也一排過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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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沉重的工作壓力，密不透風的工作編排，一個接一個的

deadline，目的只是為了一張不為人知的宣傳單張。以前曾

有一位導師對我說，在這個行業的適應及生存之道，就是

要想辦法在以後漫長的日子裏，不斷維持對設計的興趣和

熱誠，因為這種興趣和熱誠是會隨著現實環境和年月而減

退，若然沒有這種原動力，設計工作可能只是為了餬口，

再也激不出任何的火花！

	 所以一個聰明的設計公司老闆，除了要有招聘真正人

才的慧眼（人才就是對設計擁有真正興趣和熱誠的人），

也會製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濃烈的設計氣氛，以保持

設計師對設計工作的原動力，增加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和

對設計專業的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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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裱得很精美的商標設計，這些商標都是這間公司多年來

累積起來的作品，而桌面上會放著多本定期訂閱的設計雜

誌，以提高員工對設計資訊的關注（注意不是一兩本，而是

多本），走廊上全是裝裱得精美的海報，也不乏室內植物及

有趣的擺設，它們或許可以提高設計師的思考力！

設計師的生態環境

很多從事設計的朋友都會明白，現時香港的平面設計行

業，唯一可以真正支持一個設計師繼續有活力地幹下去

的是一種對設計的真正興趣和熱誠，但面對現實環境，每

在公司大堂放置員工的作品，有助確立員工的工作

目標和增加員工的歸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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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這個名字，對很多設計師來說，好像有點聽不慣！

曾經問過很多同事，他們工作過的設計公司有沒有資料

庫，他們都顯得好像有一點愕然，好像以往任職過的公

司，從來都沒有這設施！

	 當然沒有這個設施，“資料庫”只是我用來代表把有

用的資料儲存起來的一個地方！很多設計公司只有幾台電

腦放在桌上，毫不重視資料庫，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

	 很多資深的設計師都明白，一個設計概念誕生後，第

二部就是做有關資料搜集的工作，去預備製作的材料，單

是一個好的設計概念，沒有好的材料去配合，最後也不能

算是一個好設計，其次是很多設計概念的誕生，之前的資

料搜集工作也非常重要，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當為

客戶做設計的時候，一定要對客戶所從事的行業或機構有

某程度的市場認識，尤其是客戶要求一些與眾不同的設

計，更須要對客戶同業的設計有所認識。

	 現實就是有很多經營平面設計公司的人都不明白這

個道理，把預留給公司發展的資源，全都放到電腦或其它

的器材上，或是象徵性的每月購入一兩本外國的設計作品

建立設計公司本身的形象

和創造公司內部的設計氣

氛，有助員工對公司產生

歸屬感和對設計行業的一

份興趣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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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圖片來源：HOW — Business Annual 92-96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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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資料庫

建立資料庫，大概可依從三個方向去做：

一.	對常用的素材或常被利用作為設計的東西作儲備

設計師絕不會陌生的東西如雞蛋、燈泡、窗門或水

龍頭等東西都常被設計師利用作為設計，無論是實

物或現成的影象，都希望能在設計師需要的時候可

以盡快的提供得到，當然那些好像天空、水影、沙

石布紋等視覺元素也是必備的，相信你們一定會聯

想到市面上售賣的素材光碟，但可悲的是很多設計

公司在這方面的投資只是象徵性的，而我每到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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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一間設計公司的小型資料庫

要撇除設計公司的經營及管理質素，也要撇除客戶對提供

資料的重視和設計公司面對時間與製作成本的關係，而必

要承認，在香港做平面設計，除非你願意利用私人時間補

貼製作成本，否則我們的時間空間是非常狹小的！

	 曾經和一些設計師談論過他們的設計過程，我不知道

設計公司老闆有多明白，其實他們屬下的設計，都是以手

頭上或公司本身已擁有的“材料”作最先的考慮或出發點，

而他們的這些所謂創意或設計，其實大都是“因應現存材

料而出現”的創作！很多老闆不明白，資料搜集和材料的準

備比起製作上其它的環節都更為重要，只重視電腦器材的

公司，實質上和業餘設計沒有分別，可能中小學生也能夠

用相同的電腦器材做設計！

資料搜集是設計的重要部份，對設計的質素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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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長期客戶建立屬於他們的視覺資料庫

我曾經為一些大機構做過設計，如 SGI電腦公司和

DHL速遞公司，它們都有自己的“相片集光碟”，光碟

內收集了很多有關它們公司業務或產品的相片，而

這些相片都是專業的攝影作品，當它們的設計工作分

發到受聘的設計公司時，這些光碟便會提供給有關的

設計公司作參考應用，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尤其是

針對一些時間和預算都不多的設計工作，可以為客戶

與設計公司之間的工作帶來便利，但奇怪的是這種光

碟並不流行於香港的客戶，不知是否因為他們的業務

或產品經常的轉變，以致不能夠經常更新相片集的內

容，但若對一些有大量設計工作外判的客戶，我想一

張由專人為他們度身訂做的光碟是利多於弊的，至少

可以令不同設計公司為他們製作的設計，相片的風格

及質素可較為統一，也不會因為細小的設計製作預算

而令設計師糾纏在能否使用版權不明的相片！

	 現今香港攝影市道低迷，這種光碟可能是一種潛

在的市場，無論是設計公司或影樓的老闆，應該嘗試

把這概念推廣起來，這種光碟的功能和市場位置，都

和很多基於獨立創作概念而起的廣告攝影不同，因此

攝影師不必擔心本身的市場會因而受到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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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公司工作的時候，都會隨身帶備百多兩百隻素材

光碟作自備用，這可想而知一般中小型設計公司對資

料庫的建立是如何忽視的！

	 市面上出售的素材光碟，有數十元比較便宜的，

也有千多兩千元高質素但價錢比較貴的，而我的意見

是只要那張光碟是高質素或是一些常用的題材，也應

該購買起來以備不時之需，但有一些設計公司的老

闆，就抱著“用到時才購買”的原則，但我們不要忘記

建立資料庫的原則就是要令設計師在需要的時候可以

盡快得到，就以我上述的兩個工作例子來說，一般都

只有半天時間作資料搜集，若抱著“用到時才購買”

的心態，在工作進行中浪費時間跑到街上選購所需的

光碟，對設計師來說是很無謂的！

	 其實只要細心一想，以一兩部電腦的價錢，就可

以選購很多有價值的光碟，而所建立出來的資料庫，

對全公司的設計師都有幫助，這並不下於一兩部電腦

帶來的價值，而資料庫內的資源，應該是抱有“養兵

千日，用在一時”的態度，況且並不是用在一時，而

是用在多時。除了素材光碟外，一些字款集、書法字

典、圖形集、參考書及很多很多有用的工具書，都是

資料庫的收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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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方案的時候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因此責任也不可以

全歸咎於設計公司，但這正好顯示香港仍有很多未夠

成熟的市場工作者，也顯示設計公司的資訊處理能力

不強或資料搜集不足的弱點！

三.	構思可以在短時間內攝取影象的方法和工作模式

設計的製作模式並不可以像“執藥”一樣，把很多既定

的材料左拼右砌的組合起來，否則出來的設計就好像

科學怪人一樣。這當然要考慮時間和預算，很多時設

計師都會處身一種兩難的局面，既希望有理想的設計

材料，但客戶所給予的時間和預算又不足，很多設計

師因而放棄了原先的創作概念，被逼交行貨。

地方空間較大的設計公司，可以內置拍攝大型物件的攝影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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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對於一些長期客戶來說，任何有關他們的

資料都有搜集保存的價值，這些資料包括客戶競爭對

手的設計品，而這些資料，未必一定是相片視象形式

的，也可以是文字的，無論是業務簡介、產品資料或

新聞稿都可以搜集保存，它們的功能主要是協助設計

師了解和分析設計品的市場方向，或協助增加設計概

念的說服力，設計公司若能顯露出不單只對客戶本身

的了解，還能對客戶的競爭對手有充足的分析，足可

以給客戶一種並肩作戰，共同進退的合作關係！前陣

子發生了這樣的一件事，一位同事替客戶做宣傳品的

設計，利用了達文西的

Vitruvian Man為其創

作元素，結果客戶通

過了這個設計方案，

這個宣傳品出了街後

一段日子，客戶才告

知我們原來達文西的

這件作品，是他們其

中一個競爭對手常用

的創作元素，雖然這

個客戶當初通過了設櫃內收集了大批插圖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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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所指的“資料渠道”就是這些東西，建立這些渠道

不是一朝一夕的，也不是毫無系統地浪費時間和資源

去建立，這當然和設計公司的客戶性質、傾向、設計

公司的風格和設計師的專長等有關，但最重要的原則

是令設計師在有需要的時候可以盡快得到！

新鮮豬扒、雪藏豬扒

以上的建議只是工作經驗中的心得，我相信上述建立資料

庫的方法並不是最好的，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同業或設

計教育工作者能開發出一套完善建立資料庫的方法！我可

以將設計的過程比喻為廚藝，任何廚藝高超的人，如果運

用不新鮮的材料，做出來的菜定會大打折扣！話雖如此，

我們每天在外間用膳的飯菜有多少是用新鮮材料做的？尤

其是快餐店或茶餐廳，你會在午飯的時間吃到用新鮮豬扒

做的平價豬扒飯嗎？香港的平面設計很多時就和這種情況

一樣，像快餐店或茶餐廳形式多的是，在客觀的環境因素

下，逼著用雪藏豬扒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

太理想？

或許有些公司老闆會覺得我的想法太理想，一般的中小型

設計公司，不可能像 4A廣告公司有那麼多人力資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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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一些設計公司的大型資料庫

	 當然如上述提及有關素材或圖片集光碟可以解決

燃眉之急，或作為某些情況的輔助，但我們決不可以

百分百依賴它們，因此備有一些可以在短時間內攝取

影象作為材料的方法是有需要的，近來的數碼相機就

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即影即用，方便又省卻了很多

時間。另外，我曾探訪了幾間平面設計公司和影樓合

併租用同一工作地點的公司，亦有一些設計公司自備

可以拍攝簡單 tableshoot的器材，而我亦曾經在這類

設計公司工作過，它對我的創作或作品的質素都有一

定的幫助！此外，我們亦可以考慮建立“資料渠道”

的檔案，比方說我需要一部古董打字機的照片，那麼

應該到什麼地方找？有沒有相熟的古玩店可以租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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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來說，電腦是每天面對的東

西，既愛又恨！回想入行時，可說

是平面設計業剛應用電腦的時期，

但當仍在修讀平面設計的時候，學

院對電腦將會普及的趨勢則顯得有

點反應遲鈍。而我本身修讀設計的

歷程可分兩個階段，一半是在香港

某間私立的鼻祖設計學院就讀，另

一半則在外國的大學完成。

電腦課程

回想在香港修讀設計的日子，和很多設計學生一樣，都是

半工讀的，白天當設計有關的工作，晚上便到學院上課，

那時我白天是在一間分色製版公司當學徒，當時整個平面

設計業對電腦可以說是完全陌生的。從這間公司裏，我可

以說是完全認識到當時的正稿製作原理，其實對於一個仍

在修讀設計的我有很大的幫助，後來還未完成香港的設計

課程便跑到外國繼續進修平面設計，到了大學的第三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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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在現今一般的平面設計公司仍處身在一個惡性競

爭和收費偏低的環境中，但這並不代表要把責任推到設計

師身上，營造一個合理的工作環境是設計公司經營者的責

任，這個合理的工作環境包括合理的器材、設備、氣氛、

制度和管理，不是只擺放幾台電腦和一部影印機便說是設

計公司，其它一切就由設計師自行解決便算，這絕不會是

一間專業設計公司所抱的態度！

本篇圖片來源：HOW — Business Annual 92-96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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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學生流失等問題。但你可能會說，把課程加長，給學

生多點時間便可以解決問題！但實際上很多私立設計學院

都不願這樣做，這是資源的問題，電腦室的使用時間，很

多時是要應付不斷加入的新生需要，加上保安問題，除了

上課的時間，很多時候都不會開放給學生使用！

	 多年前，我在一間私立的設計學院任教了兩期電腦課

程，由於個人能力的問題，最後都終止了工作，但對於平

面設計的電腦課程，因而了解不少教授上的困難，就如上

述所說，其中的問題就是課程本身未夠全面，我最初所設

計的教學課程是抱著一個比較全面的方向，但最後卻發覺

在實際的教授環境中是辦不到的，因為時間資源的限制，

你若在一個短時間裏以一個全面的方向去教授軟件的常用

功能和有關的枝節功能，整個課程就變得走馬看花，但最

後我都是決定以此方式去“介紹”軟件的操作，寧抱著“知

多而不熟”比起“熟少而不知多”的心態去教授，寧願鼓

勵學生利用課餘的時間去熟習軟件的操作，於是我便向

校方提議在某時段把電腦室開放給學生作自修用，但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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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接觸第一台應用到平面設計的電腦(386)，而所學習

的都是一些PC機的繪圖排版軟件，那時候收到香港朋友

的消息，說香港的設計公司已經開始使用電腦，說大部

份都是採用蘋果機和某類設計軟件。有幸在大學的最後一

年中，教授購買了一台蘋果機和相關的設計軟件，我才有

機會在教授的私人協助下進行惡補，為將來的工作做好準

備！回顧當年大學所教授的電腦課程，其實都很表面：教

你如何畫圓畫方，如何在電腦上打字等基本東西，和一般

的學院所教授的差不多。其實真正稱得上實用的電腦知識

是我自學回來，在大學設計教授的辦公室，借用他們軟件

的使用手冊慢慢學習回來。

	 為什麼我認為課堂上學的電腦知識是表面的，而自

學回來的才是實用？我相信比較資深的設計師都會明白！

課堂上所學的其實都受制於種種因素，例如學院的經營成

本，事實上十數堂的時間又怎能把一個軟件的功能作全面

介紹，一些私立設計學院，若把電腦課程設計得太深入，

學生的學習能力跟不上，便容易感受挫折而放棄，繼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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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工具”，教授們也不會太強調電腦的重要性，因此他

們只會循例的介紹一番罷了！雖然如此，但仍需了解如何

操作這工具，這也就留待學生隨意自學和實習。

新手問題

因此從香港的設計教育便引伸出新一代有關設計與電腦之

間的問題。常常接觸到一些新入行的朋友，從他們操作電

腦的情況來說，可以發現以下的問題：

一.	對電腦的基本概念含糊

我相信這是來自香港教育所引發的問題，導致一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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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保安問題，又怕學生把電腦的系統弄

壞，或利用學院的電腦做其它的事情，加

上又要增加人手監管電腦室，因為種種的

因素，開放電腦室不可行，而校方的立場

則是鼓勵學生自購蘋果機作練習用。事實

上很多學生根本沒有能力自購昂貴的蘋果

機，但無論如何，課堂上教授的只是常用

的功能，而不常用的功能亦不代表在實際

的工作環境中不會用到，最後我都是鼓勵

學生多在坊間自購有關的參考書作補充自

修用。其實最終也逃不出自學的模式！

電腦只是一種工具

這不可以和我在大學的情況相提並論，在

外國，電腦軟件的課程基本上和香港的分

別不大，但在資源上卻優勝得多，電腦室

基本上是全日開放的，學生可於任何時間

在電腦室做習作，這是香港私立設計學院

辦不到的，而我在美國所修讀的設計課

程，並不把設計軟件視為教學的焦點，由

始至終，外國的設計氣氛都灌輸著“電腦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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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除非工作的性質非常機械性，好像某些出版公

司，其工作狀況就是每天都只用某一兩個軟件，都只

用某一兩種功能，當電腦系統發生問題的時候，會有

專門負責維修的人員協助，但一般典型的中小型設計

公司，因為時間及資源的問題，一旦電腦發生任何問

題，最終都是要設計師自行解決，這正是很多設計師

不想面對的現實。

	 其實對剛畢業設計師電腦技術上的要求，是寧可

不熟，但不可不知，我想這已經是很基本的要求！而

一些設計軟件以外的東西，好像如何安裝字款，當系

統出現毛病的時候，如何重新安裝系統，如何檢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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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電腦本身的不認識，我的中學年代是文理分科

的，學校絕不強調文科生的電腦應用，但事實上，現

今社會的各行業都需要應用電腦，現今當我和很多年

青人閒談電腦的時候，他們對RAM、ROM和Harddisk的

概念仍然是不清的，基本的系統操作也不夠熟練，當

然近年香港極力提倡高科技，才令一些人重新關注這

問題，情況也許改善了少許。

	 一些剛畢業的設計學生，在接受電腦教育的時

候，只懂得軟件裏某些常用工具的操作，而欠缺其

它方面的認識，尤其是一些從私立設計學院畢業的學

生，可能是學院資源或政策的問題，在收生的時候都

不會對學生的電腦基礎作出評核，也沒有基礎班供對

電腦全無認識的人就讀，只有在收生章程上註明“學

生最好有基本的電腦認識”，到真正教授軟件的時候，

才會按情況調節課程來配合那些沒有基礎的學生！

	 結果就是我們要給剛畢業的設計師很大的輔助，

而設計公司本意是招聘新人來減輕資深設計師的工作

量，但結果反而成為新入行設計師的再培訓場所，以

現今設計公司密不透風的工作量，分分鐘都是成本的

情況，所謂“見習”其實已不合時宜，對於其它行業來

說可能是正常，但對平面設計這個行業就會產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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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連市面上僅餘與平面設計有關的土產雜誌，也全

以電腦為主，除了 idn這本雜誌在後期作了全面的改

變後，才可說是唯一切題的本土設計雜誌，但以整體

氣氛來說，只重視電腦技術的現象是令人擔憂的。

	 這種不正常的氣氛還是其次，最可怕的就是它把

設計的本質扭曲了，有一位經營output的朋友，沒有

受過任何平面設計上的培訓，一段時間後，便想把業

務擴展至平面設計，於是便跑來問我相關的東西，問

是否學懂了“四大天王”（本地四種常用設計軟件的統

稱）便成了，我無言以對，也不知對他說什麼！

	 我認為香港整體的平面設計業還沒有達到成熟

的階段，客戶和設計學生都會很容易被這種不正常

的風氣蒙蔽了對設計的正確觀念，大家都認為設計軟

件的操作就是設計的知識，客戶變得只會利用設計師

的軟件操作技術，而對設計師的設計概念、美學觀、

立場或對設計趨勢的見解毫不重視，或許他們並非不

重視，而是根本不認識，這不是一個誇張的說法，就

如我在前篇所說——香港是一個“先天性藝術教育殘

障”的地方，很多“一般層次”的客戶只會重視設計

師的技術層面，對於設計師的思考創作層面，仍是抱

著半信半疑的態度，而電腦這東西，就正好給這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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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檔案等的知識也十分重要，忌臨急抱佛腳，因為在

實戰下是分秒必爭的，各人都有自己要負責的工作，

各人都為自己的工作追趕時間，要他們常常停下來

幫助解決電腦問題會影響正常的工作流程。

二.	偏重電腦的操作技術，而漠視了其它方面的發展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當你每天都看著新進的設計

師只關注設計軟件的發展，而對設計思考上、藝術

上、概念上所有的探討都無動於衷的時候，你是不

會覺得軟件科技的提升在推動平面設計發展，反過來

說，就是因為這個情況，令到平面設計走向只重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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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針對所有的設計教育機構，但平心而論，很多設

計學院的課程實在太虛浮，學生很難實質地提升自

己，不是太學術脫離現實情況，就相反的太“手作”和

太“個人經驗”而欠缺學術及思考性，結果就是設計

學生寧以“手作”（軟件操作）為本，以“自我”為先的

態度進入設計業，有時甚至對設計理論抱有貶視的態

度，更認為是無聊的東西，這就是一些設計學院、客

戶和我們培育出來的香港新一代平面設計師！

三.	只懂基本操作，欠缺實際的應用經驗

無可否認，以一個新入行的設計師來說，這是必然的

事，但你可能會問什麼是實際的應用經驗？或許這樣

說，所有軟件使用手冊上沒有提及而常常會應用和發

生的東西，就是我所指的實際應用經驗。

	 我是屬於比較早期由手稿過渡至應用電腦的那一

代設計師，比起現今這一代設計師，我們去征服電腦

的路途是比較艱辛的，也經歷過很多前人未遇過或未

被發現的電腦陷阱，也給過很多老闆有關分色後的驚

喜，才累積到一些實際應用的經驗，舉例說蘋果機常

標榜“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但明明在熒幕

上看見是彩色的圖片，為什麼分色出來後會變成黑白

設
計
公
司
—
電
腦

象起了催化作用！但問題

也不能歸咎於不成熟的客

戶，事實上很多設計師也

須付上責任，首先不談設

計師本身的質素，我們應

先質疑所謂的設計概念、

美學觀、立場、趨勢、見

解等東西在這個“先天性藝

術教育殘障”的地方是否有說服力，我們有沒有積極

地為教育客戶認識設計而作出任何有效的行動？這不

是每年辦一兩次“show off”形式的展覽便算是推動香

港設計，畢竟懂得欣賞的高層次客戶仍屬少數族類，

他們只不過是這一大籮橙中的其中一兩個罷了！

	 至於很多學生為什麼又會被這種電腦帶來的不正

常的現象所影響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設計教育。電

腦軟件的操作技術是具體和理性的，是很實在的，你

如何指示電腦，就有如何的反應，但其它如設計理論

又如何？就如在前幾篇裏提及有關設計理論的問題，

因為我們沒有一套有共識及具權威性的設計理論，當

學生無從掌握屬於具體思想性的設計理論，就會把學

習重點移向製作技術，亦即電腦軟件的操作技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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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手問題

新入行的朋友會有上述問題，但至於入行已久的設計師

們，電腦又帶給我們什麼利與弊呢？

	 未使用電腦之前，我們都用傳統的工具和方法，以

草圖至正稿的典型程序去製作設計，都是利用麥克筆

(marker)繪製草圖，雖然那時會常常利用影印機或即影

即有相機等工具協助製作，但仍需要設計師有不錯的

描繪能力，由於那時沒有好像現今有那麼多影象攝取工

具，如素描器、數碼攝影機等，也未有現今有那麼多現成

的影象資源如 photo CD、clip art和 internet等東西，因此

我們所構思的概念是沒有受上述所說的影象資源所牽引著

的，只要客戶接受設計師的創作意念，一個典型的平面設

計也可以有很大規模的製作，如租用道具、聘請模特兒、

外景攝影等情況是常有的。

	 因此那年代的設計師，除了本身的專業知識之外，

還需要有很好的溝通、組織和管理能力才能勝任，他們的

工作性質內外兼備，但亦因為這個原因，設計師的負荷亦

變得很重，除了要有好的創作意念，亦要考慮到製作上種

種實際的問題，這種對內勞心，對外勞力的情況，實質上

令設計師內外都不能專注，當然時間和人力資源是解決所

有問題的要素，但不要奢望現實情況會給予我們這靈丹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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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呢？為什麼明明在熒幕上看見的幼線，分色出來

後會變得那麼粗的呢？設計完成了，但總不能列印出

來，說是什麼“postscript error”，那應怎麼辦？為什

麼不能把字款“bold上bold”？

	 當然現今這些問題是不會難倒有經驗的設計師，

但就不肯定剛畢業的設計師對這些問題有多少認知，

既然香港應用電腦於平面設計的日子已經不短，為什

麼不考慮把這些實際的應用經驗重新組織起來，納入

正規的電腦課程之內，改善新進設計師實戰經驗不足

的弊病，我並非指現今所有的設計學院沒有教授我所

指的應用經驗，只是大都七零八落，完全沒有系統地

傳授，或只是課堂餘下的題外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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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客戶在最後關頭提出這樣的建議，電腦技術給予客戶的

這種錯誤觀念，卻做成以後很多不良的影響。

	 在香港，正因為電腦技術帶給我們便利，連帶把設計

製作的時間和客戶對設計的預算也一起減少，電腦技術

在設計上的應用，其實只不過把我們日常的設計工具如噴

筆、針筆、角尺甚至是植字機等東西全都放在一起，方便

我們取用和修改。當我在外國修讀設計的時候，是電腦開

始普遍應用在平面設計的時期，當時有一種觀念，就是電

腦技術的出現，是要把我們製作稿件的時間縮短，反之去

增加我們構思概念和精化改進設計的時間，但在香港出現

的情況就是整體的設計製作時間全面縮短，包括構思概念

和精化改進設計的時間也一起縮短。

	 我相信這是因為設計業內種種的惡性循環所引致，而

一般中小型設計公司都以服務為賣點，即我們常說的“sell 

service”，而這個所謂“service”，時間是佔很重要的位置，

哪間設計公司可以隨傳隨到，哪間設計公司可以隨機應

變，就成了客戶選擇設計公司的主要考慮因素，而電腦技

術的出現，就正好配合了這一種趨勢的發展。

	 當然這是一個現實趨勢，而我則認為所有的設計

公司，不論是大中小型，都應在一個健康的業內環境裏

以“sell product”為主，而所謂“product”，包含了顧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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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無論何時，我們常常都在缺乏時間和人力資源的情況

下去完成工作！但由於電腦設計年代的出現，平面設計的

製作規模也漸漸改變，而我的意思並不是指現今沒有大規

模的製作，而是比以往來說是少了很多。

	 除了製作規模有所改變，製作形式也因應很多環境

因素而改變，由於電腦製作模式的開始，改變了製作的規

模，相對來說，市場開始對比較大規模的平面設計製作需

求不大，令到普遍的製作預算向下調，更衍生了一種很錯

誤的訊息，以為電腦技術可以解決製作上的所有問題，結

果就做成很多“堆砌”出來的設計，這種“堆砌”就是我們抱

著折衷的態度，利用電腦以最短的時間及最低的成本來解

決問題！試舉例，多年前曾有一個樓盤廣告的設計概念，

而這個概念最後被客戶建議修改成要包含萬里長城及人造

衛星這兩個元素，由於時間問題，沒有可能做出詳細之圖

片資料搜集，結果就是勉強的用一些無論色彩、角度和解

象度都不配合的圖片，利用電腦技術強加修改後再組合起

來，這就是我所謂的“堆砌”出來的設計。首先我不去懷疑

這個萬里長城及人造衛星的概念是否有問題，但若果這個

概念是在使用電腦時期前構思出來，我一定會建議客戶容

許我們聘請一位插圖師去把概念體現過來，不致最後做成

這種“堆砌”出來的設計，這當然是因為電腦技術的因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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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應用

電腦應用在香港平面設計的初期，功能大都集中於一些繪

圖及英文的文字處理方面，那時候可以說是處於一種半手

稿的時期，因為電腦器材對於處理圖片及中文文字的能力

比較低，而當時的彩色打印成本亦比較高，因此草圖大部份

仍是利用麥克筆去完成，或是拿到輸出中心作	color print，

而當時應用的電腦大都是屬於早期	Macintosh	的	 SE	或

比較後一代的Mac II、I I fx、I Ici，CPU的速度大概 25MHz左

右，8至16M Ram，100M harddisk等的性能容量，“咪紙”

仍是當時的主要output物料。

	 當時電腦的角色大都是協助正稿的製作，那個時期可

以說是電腦應用在平面設計的開荒期，很多的設計師都要

透過不同的途徑，才能把握到初步的應用技術，或許我可

以說由於這個趨勢來得很突然，很多幹了多年的設計師，

由於不能適應由傳統技術轉至電腦技術的原因，不得不放

棄從事多年的行業，這並非稀奇的事！不單如此，很多從

事傳統分色的分色技師，也因為分色技術將面臨全面的改

變，也逃不過轉行或接受在職培訓的命運，唯有當時一些

比較年青的新進設計師，在不同的情況下，透過進修或自

學，把電腦技術點點滴滴的累積下來，這就反映出一個事

實，就是香港平面設計業是欠缺業內交流，當然除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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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守則規範的客戶服務，而這些服務應以提升設計品本身

質素的大原則下誕生的。可惜電腦改變了客戶對平面設計

重心的看法，把設計品質素的重要性，轉移到設計公司對

客戶服務的便利性，以為電腦的應用，就是提高了這種便

利性，因此一些怪現象亦因而產生。隨著電腦在平面設計

的普遍性提高，我們就發覺設計的工序越來越集中在電腦

上，聘用攝影或插圖的機會比以往減少，因為整體的設計

製作時間縮短，導致很多設計師抱著避免“節外生枝”的心

態，也傾向把所有工序一次過的集中在電腦內完成。

	 電腦技術的出現，減低了整體的設計製作時間，但因

業內的惡性競爭，很多設計公司為了生存，多年來都沒有

把收費作出調整，寧以低收費，服務好（平、快、靚）去

提升競爭力，因此很多設計公司的老闆都想避免工序變得

太繁複，時間拖得太長而最終影響資金周轉不靈，除非有

很高的利潤，或設計公司老闆志不在錢，否則他們都希望

屬下設計師能夠盡量利用公司本身的資源去完成設計工作

（避免利用攝影或插圖等的外判工作）。現今香港很多設

計師，就因為上述的原因，可以說是被逼每天都坐在電腦

面前十數小時，說電腦幫助設計師，倒不如說設計師反被

電腦控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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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編輯後才交到我們手上，因為若有太多錯誤，是會把整

個設計的製作時間延誤，但自從平面設計電腦化後，設計

師對於掌握 typesetting的能力大大提升，效果可以從顯示

器前預知，更可以在檔案輸出前任意修改，這無疑是帶給

設計師的一大便利！

	 但現實的情況又是怎樣？無錯這帶給設計師一大便

利，但也帶給客戶同樣的便利。客戶交給我們的“料”已

沒有像以往那麼準備完善，甚至可以說是客戶的準備工夫

和設計師的設計程序是同步進行，隨著以後電腦性能的不

斷提高，情況卻更趨嚴重，客戶不明白設計程序的整體性

對設計質素所產生的影響，沒有完整的內容材料和編輯好

的文字，就開始設計工作，設計師一方面要以不完整的材

料開始設計工作，另一方面又要隨著內容的改變而作出編

改及版面空間的處理更改，這不單令設計師難以集中，更

形成他們的額外的工作負擔。

	 一些設計公司為了提升本身“sell service”的競爭能力，

欣然接受這種與設計專業本末倒置的風氣。久而久之，

這種風氣成為一種形式，也成為香港平面設計的工作文

化，有些設計公司更為客戶提供翻譯、編輯以及類似秘

書的服務，作為在這個行業惡性競爭中的一個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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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撮團體協會外，絕

大部份的設計公司都

是抱著各自為政，各

家自掃門前雪，對外

不聞不問的態度，對

平面設計業的發展趨

勢，應用技術的改變

等，都是後知後覺。

我曾經到訪過很多朋友所工作的設計公司，卻發現他們的

公司轉向電腦化的初步構思，都是由屬下的員工提出引發

的，反之設計公司老闆對電腦化趨勢的重要性卻顯得陌生

和不了解，而很多設計學院都未能在適當的時間作出課程

的調整及配合，以至當時很多剛畢業或畢業不久，經驗尚

淺的設計師要突然關注到設計電腦化的重要性，慌忙地在

畢業後或工餘的時間修讀電腦課程！

	 早期電腦對平面設計最大的幫助是在 typesetting方面，

當我們仍要光顧植字公司的時候，設計師需要費很大的精

神去做“mark字”的工作，而很多時候出來的效果並未能

做到百分百如願，每當出現錯字的時候，就可能要等上大

半天才能從植字公司那邊取得錯字的改正，因此客戶所交

來的“料”（設計內的文稿）都是準備得較好，是經過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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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很多設計師的設計呈現過於花巧的弊病。“藍天白雲立

體金屬字，激光雲石化邊蒙太奇”這些設計如雨後春筍的

出現，這不單是設計師本身的問題，更帶引出一個訊息，

就是香港平面設計的意識膚淺，重視裝飾及欠缺學術性，

尤其是學術性，更是全無生命力，欠缺領導受眾欣賞的能

力，對教育大眾（平面設計的學術展示或介紹）的主動性更

說是可有可無，學術性的概念可能只存在一些學府的設計

系或一些大型廣告公司創作總監的腦中，但在大環境中，

這種學術性就如冰山一角，起不了很大的影響力。

	 這種平面設計的膚淺意識，裝飾性和勞作美術功能就

等於平面設計的概念，也漸漸的融入很多客戶的思想中，

令到當時很多客戶都要求設計師運用電腦技術去製作比較

花巧和偏重裝飾性的設計，也因為電腦技術帶來的便利，

減低了製作和修改的時間，因此當客戶沒有太大的時間束

縛的時候，也漸漸變得主導過來！在平面設計沒有學術性

氣氛的大環境中，而以裝飾性和勞作美術功能就等於平面

設計的概念影響下，客戶的角色也漸漸的反客為主，對設

計師的設計干涉也越來越大，有些時候設計師甚至認為客

戶才是作品的真正設計師，而自己只不過是替他們代勞的

一雙手，我相信很多的設計師對這種情況也不會陌生。

	 接著是蘋果機的另一大突破，PowerPC的能力把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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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應用

	 當電腦的性能再進入另一階段的時候，有新一代的蘋

果機 Centris和Quadra系列，繼有性能穩定優越的 Quadra 

650之後，更有Mini Tower形式之Quadra 700、950等之系

列。此系列的出現，提升了電腦處理中文和圖片的能力，

亦加快香港平面設計邁向全面電腦化，隨著各項設備的價

格下降，很多設計公司也開始擁有自己的素描器、彩色打

印機等，同樣處理中文的技術也得到很大的發展，半手稿

的年代也漸過去，設計師可以更專注地在電腦前工作。

	 另一個比較顯著的改變，就是設計師應用 Photoshop	

等軟件的普遍性擴大了。以往因為電腦性能的關係，若要

對相片影象作出編輯、修改或做特效，就要交給外間擁有

高性能電腦的工作室處理，而收費亦昂貴，除非是大客戶

或預算高的設計工作，否則一般的設計公司及客戶都會避

免利用這種服務。但隨著電腦性能的改進，很多設計師也

自行在公司的電腦上運用高技巧的 Photoshop技術，對很

多設計公司老闆而言，以往只要求設計師擁有排版及繪圖

軟件的技術，現在要求則提升到需要操控 Photoshop的能

力。而一般設計師因為能夠自行操控比較高階的影象編輯

技術也顯得雀躍，更形成後期很多設計師只不斷的追捧電

腦的操控技術，而漠視了平面設計其它方面的發展，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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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化、業內的惡性競爭和相應縮短了的製作時間而受到衝

擊改變。

	 在佔香港平面設計業大部份的中小型設計公司，已經

很難容納一些不懂用電腦做稿的美術指導和設計師，而很

多公司都需求一些生產力高的員工，而這種所謂生產力，

實質上是精簡架構後的需求（因為電腦化的原因），是盡量

將整體的製作工序集中於一個人身上，由於過往手稿年

代，設計分工是必然的，但因為現今電腦製作及修改的能

力大大提升，如以往的製作模式，不同製作崗位花在溝通

上的時間對比於現今電腦化後的獨立製作時間，效率便顯

得遜色，再加上“溝通”很多時都是問題產生的源頭，因此

現今設計公司需求的是一批精於電腦操作，最重要的是能

獨立工作，即所謂working independent的設計師，一個人

能夠從構思概念至分色打稿一手包辦，再加上願意超時工

作及能抵受高工作壓力，這就是對新一代平面設計師的要

求，反而對設計師的社會和市場觸覺、藝術質素、文化修

養、對設計的見解立場，就顯得毫不重要（這是我從多年

求職面試中得來的經驗）。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以往的分工架構已經全面消

失，而是因為電腦性能的提升而把這種架構逐漸變化過

來，以往由設計師負責稿件的低解象“ low resolution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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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種的性能提升幾倍，利用電腦製作平面設計的能力可以

說是全面伸展，而設計公司工作室的設備、形式、架構也

隨著電腦化後變得面目全非，整個設計的製作工序變得完

全集中在一台電腦中完成，而很多半手作半電腦的分色公

司也漸漸轉型為全電腦的輸出中心。

	 由於製作工序集中在電腦上，很多以往不屬於設計

師的工作也轉化到由設計師負責，又或是因為設計電腦

化後衍生出很多額外的工作，再加上分色公司的轉型，

一些以往只在分色階段產生的問題或工作，都隨之轉移

到設計師身上，例如退地矯色、疊印和 Trapping等分色

印刷技術，也轉移到設計師的控制範圍，特別是色彩控

制的問題，由於當時電腦對於色彩管理的能力並未成熟，

因此色彩控制便成為設計師最頭痛的問題。

	 其實這種發展情況，使設計師的負荷不會因應電腦性能

的提升而減低，反之令到設計師的精神負荷提升了很多，在

一個傳統的概念中，我們分設計師和正稿員(artist)，而設計

師亦有高級和助理之分，設計師就是集中精神去做屬於設

計性質的工作，而正稿員就是主力負責正稿的製作，除此

之外，我們還有 production manager，負責所有稿件與生

產之間的控制工作，但隨著設計公司電腦化及電腦製作能

力的全面伸展，很多中小型設計公司的員工架構也隨著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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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設計工序中，“草圖”這東西的意義漸漸變得含糊。以

往手稿的年代，我們是用麥克筆繪畫草圖，而草圖的主要

功能，只不過是告訴客戶這個設計的創作概念、路線、大

概的構圖和設色，在這裏我要強調一點，就是“大概”，那

麼為什麼是“大概”呢？主要原因是我們想試探這是不是

一個基本上可行的設計，另外這也和製作成本和時間扣上

關係！在那個年代，客戶對草圖的概念也比較清晰，知道

草圖就是草圖，也知道自己應該站在一個什麼位置來看待

和評審草圖。

	 但現今的問題就是因為電腦性能和軟件技術的提升，

設計變得越來越細緻和複雜，由以往使用Photoshop內的

channel做特別效果至今天可以使用大量的 layer代替，麥

克筆和一些“起格仔”的低解象草圖已經無辦法去表達一些

複雜的草圖，尤其是一些擁有豐富肌理、動態效果、複雜

線條或文字解構的設計，再加上上述高低解象檔案與電腦

性能的關係，結果就是設計師所做出來所謂“草圖”的像

真度越來越逼近印刷成品，這無疑對客戶是百利而無一害

的，但對設計師而言，這個試探性質的草圖已不知不覺的

消失了，而設計師每開始一個新設計工作的時候，就要實

實在在的去執行一個相信是全面準確可行的設計，因為他

們知道客戶初次收到這個所謂“草圖”的時候，他們已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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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圖工作，當設計定案後再交由artist或 visualizer去完成高

解象“high resolution file”的輸出檔案，這種情況似乎流行

於當我們還在運用Quadra機和 PowerPC 7100的年代，但

隨著蘋果機的性能不斷提升，其後的型號大多都有200MHz 

和 1G以上的速度及容量，做一個低解象檔案的草圖和做一

個高解象檔案的輸出檔案所需的時間分別不大，因為電腦

性能的關係，兩者製作時間的差異並不取決於檔案解象度

的分別（以一般稿件而言），反而要考慮到的是稿件工序的

複雜程度，若同一高複雜程度的稿件要分高低解象的去做

兩次，可能比起每次都只做一個可以直接輸出的高解象草

圖來得慢，況且由設計師負責低解象的草圖，之後再交由

artist或 visualizer去負責高解象的輸出檔案，當中同樣涉及

很多溝通的問題，也減低了效率。

“草圖”的消失

隨後不同 PowerPC機種的出現，電腦的性能改變了設計師

的工作形式，而很多設計品的風格變化，也由多年前流行

的平面實地形式至今天複雜的多元化影象特效，由以往手

藝式的做稿工序至今天的高準確性電腦檔案，實質上是有

很多巨大的轉變在暗地裏慢慢形成，其中就是“草圖”概

念的消失，但首先要聲明這不是“創作概念”的消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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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設計師沒有以往位於草圖與正稿之間的“緩衝期”，利

用這個“緩衝期”把已經確定基本上可行的設計再加以提

升精煉，結果就是設計師思考的“濃度”變得很高，若把

構思、衡量、資料搜集比喻為砂糖，時間比喻為水份，這

就是一杯很甜很甜的糖水。

現今、未來

有些設計公司的老闆常抱怨屬下的設計師太依賴電腦，被

設計軟件預設的功能控制著自身的創作能力，又有一些老

闆投訴設計師失去正確的工作程序和模式，基本的創作概

念和市場路向都弄不清楚便開始在電腦上“狂砌”，像這些

後遺症還有很多很多！究竟平面設計電腦化後，設計師所

擁有真正的空間，是多了，還是少了？

	 現今蘋果機已經發展到G3，G4的系列，速度去到

450MHz以上，10G的硬碟容量，全是多媒體及互聯網式

的設計，這樣的性能，對我們又會產生什麼影響呢？

	 事實上，無論設計師也好，設計公司老闆也好，更值

得深思的究竟是平面設計電腦化後，除了提升了我們的技

術層面外，還帶給我們什麼東西？電腦化後的技術飆升，

我們在經營運作上有沒有作出正確的改變去配合這種發

展，或抱著順其自然的態度去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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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以往的“大概”心態去看待這個草圖，而是客戶會從這

個草圖中針對著字體一兩點大小的差別，也會對“這個紅

色是否減點黃會好些”等作出改動，因為客戶初次看到這

個像真度逼近印刷成品的草圖時，相信這個草圖如果不作

細緻的斟酌和修改，便會直接的輸出印刷，“草圖”將會完

全代表著將來印刷成品的模樣。

	 從這一點來看，設計師的精神負擔是比以往未曾電腦

化的時期更重。但另一方面，設計公司和客戶之間因為電

腦化而產生種種微妙的變化，而未有相應作出制度和工作

模式的改變，使到傳統先草圖，後正稿的功能意義漸漸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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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很多新進的設計師，描繪能力已不及早年的設計師，因現今的環

境已逼使他們偏向電腦上的“堆砌”，很多公司的麥克筆都變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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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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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料，也有些人認為即使有了這些統計和調查，對行業

本身也起不了什麼改變！

	 因此以下內容，全是我多年來接觸業內朋友，聽取他

們的感受和見解，雖不能成為可靠的資料，但也可以作為

參考之用！設計師的實況，大概有以下數點：

一.	工作時間長

大多數典型的設計公司都沒有正常的辦公時間，一般

設計師都不會以每天八小時的工作時間為準，只有一

些有固定管理營運模式的 in-house或某些出版社的設

計師，才有比較固定的上落班時間，至於一般所謂長

的工作時間，都沒有一定的，有些平均每天十小時、

十一小時、十二小時，或可以這樣說，加班是經常

的，亦不時有機會工作至深夜或通宵達旦。

二.	工作密度高

這視乎每一間公司不同的客路或經營條件而定，但一

般而言，大多數我所認識的設計師朋友都有被“用到

盡”的情況，密不透風的工作編排，要同時處理多個

不同的設計工作，或許會即時聯想到是否人手不足，

或是管理問題，但以我自己本身多年來的觀察，這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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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應否寫這題目，它應該是由一些資深、涉足不同設計

行業的人才有資格去發表有關見解，又或許由一些專業團

體作出有系統和科學化的統計，才有客觀公正的結果！

	 早年看過美國 AIGA(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Graphic 

Art)及How 設計雜誌為美國平面設計業作出的調查統計，

他們分別就設計師對自己專業及客戶的看法，甚至行業的

人數和平均時薪等，都有作出調查分析！

	 反觀香港這個地方，在亞洲的平面設計水準名列前

茅，業內有沒有做過上述的調查統計？我不知道，或許

有，可能只是某小數的設計公司曾參與過，但我在這個行

業快要度過短短的十年時光，任職過不少公司，再加上多

年來認識不少業內不同職位，不同公司類別的同事朋友，

但從未聽聞做過類似的調查統計，因此我相信即使有這樣

的調查統計在香港發生過，結果也不是全面和具代表性

的！欠缺“正規而全面統計”的原因很多，例如有些認為

業內人士不會參與這種全面性的調查統計，原因是行業

不夠團結，極其量只可以發生在人數不多的設計團體內，

也有些人為著利益上的敏感數據，也不願為統計和調查提

設計師的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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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的幹下去，有一些卻中途離開了這個行業，在這

些情況下，不能說對與錯，我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價值觀，因此無論是轉工或是轉行，認清自己追求的

是什麼更為重要。

	 由於設計師的流動量大，其實對設計公司本身也

沒有好處，因此很多公司老闆也明白本身問題所在，

如工作壓力大，tight deadline等，但他們卻沒有意向

或能力去改善這個根本上的問題，因此只好在招聘廣

告上註明“willing to work under pressure”，但我覺得諷

刺的是，我想沒有一個人願意在一個高壓力的情況下

工作，而換來的卻不是學習機會、待遇高、福利好、

前途和滿足感！

四.	入錯行

有很多當設計的朋友，相信對這三個字絕不會感到陌

生的，當然我也不知道有這感覺的設計師佔全港設計

師的百分比，但就我個人所感受到的，“入錯行”似乎是

很多資深設計師的一種感慨！

	 有人為了理想而奮鬥，在現實社會中也有不少成

功例子，不少設計師也是向著他們的目標進發，而在

這路途中千絲萬縷的因果關係，我們又能了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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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單純的人手不足或管理上的問題，而是香港設計

行業上的經營成本問題。

三.	轉工頻密

明顯地，香港平面設計師經常轉工的情況比起其它行

業嚴重，理由不外乎不滿工作條件，包括工資少，但

工作量多，壓力大，又或是沒有發揮和學習的機會，

種種從工作環境裏累積起來的問題原因，都會令設計

師產生轉工的念頭。對於一些剛畢業的設計學生，對

真實的業內情況了解不多，往往與他們所認識的設計

或設計師的概念有很大的

分別，所以當他們剛開始

投入這個真實的設計世界

的時候，都會因為不滿或

不適應而轉工，但當他們

了解到實況之後，相對地

便會穩定下來，不願隨便

轉工。但在這個過程中，

價值的衡量最為關鍵，認

識一些朋友，他們在長期

惡劣的環境條件下仍能一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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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也沒有能力在這裏去分析普遍帶有“入錯行”這

一種感慨的原因，只能指出這是我所感受到的一種現

象，這種感受也相應和我所處身不同層次的公司，認

識不同際遇的設計師扣上某種的關係，除了帶有“入錯

行”這一種感慨之外，他們主要都認為多年來為設計所

付出的，不應像現在得到的那麼少！

	 我常都對朋友說，選擇工作只為三個目的，一是

錢，二是興趣或理想，三是一種生活形式（例如定時

上落班的工作，或某些近似公務員的工作），其餘的

都是這三個目的的混合，若有這“入錯行”的感慨，

我想必須要回到原點，重新去思考一次。

	 當然在現實社會中，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重新

開始過，有人為了負資產，有人為了養妻活兒等，但若

是全心為了興趣或理想，我就希望大家相信我這一

句說話：“平面設計業在香港這個思想文化的大環境

中，仍是處於開荒期中！同志仍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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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員？設計師？若平面設計的職位含有“階層”觀念，

那麼這種觀念的劃分就顯得非常含糊！

近年來在報章上看到部份招聘廣告，發現一些奇怪的現

象，部份公司開始在他們的廣告上運用“設計員”這個名

稱。表面上沒有什麼奇怪，但卻令我想起究竟“設計員”

和“設計師”的分別是什麼！

	 可能一些朋友會這樣想：設計員這個名稱只不過是老

闆們的怪招，藉此希望吸引不敢叫價太高的應徵者，又或

是只希望招聘一些“足以應付他們要求”的人士。既然如

此，某些行業也應該會有類似的情況出現，為何沒有什麼

律員、建築員、髮型員呢？

	 那麼究竟“師”和“員”的分別在哪裏？不想引經據典

的去解釋它們的分別，我想“師”是帶有顧問性，憑著專

門的知識和經驗，提供一種指導性的服務；“員”則是服從

性的，憑著專門的技能或經驗，接受命令去完成任務。

	 還記得在電腦還未應用在設計的時候，我們有正稿員

這個職位，試想想一個正稿員的工作性質，我們便不難明

白為什麼做正稿的稱為正稿員，而很少稱為正稿師！但是

一個當設計的，我們還可以稱他為一個設計員，而不是一

個設計師嗎？若果要用“員”或“師”去區分一個當設計的等

設計師還是設計員？ 級，那麼一個設計員是不是應該稱呼他做初級設計師比較

好一點！什麼是設計員？什麼是設計師？這並不是一個鑽

牛角尖的問題，而是值得同業去認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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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行外人也紛紛加入這個戰圈，取其開業成本低，所謂的

專業知識容易操控，只需要簡單的電腦器材，一兩位工資

不高的設計師或電腦控制員，基本上整個製作生產的格局

就形成了。我以往就見過不少由公關公司轉型為設計公司

的例子，公關公司的老闆起初可以說是對設計公司的運作

及專業知識是陌生有限的，但能從陌生至能夠推動一間設

計公司的運作並非難事。

	 曾認識某公司，大部份公司的合伙人日間都有正職，

而日間公司的運作及客戶聯絡，就依靠兩位長駐公司的同

事負責，但到了晚上，大部份的“股東”都回歸大本營，

全力於設計及製作

上。實質上，他們

只是利用最低的成

本及風險去為自己

製造機會！一條介

乎於自由作業和成

立公司之間的路！

我們不可以否認，

每一種行業都向著

精簡架構，盡量降

低經營成本為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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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一間設計公司工作過，和我一起工作的那位資深

設計師的哥哥正準備開辦他的設計公司，接著是坐在我旁

的設計師，每天都忙著自己的“秘撈”，我相信他和友人已

有自己的設計公司，	而那位當排版的，聽聞她的丈夫也開

辦自己的設計公司......

	 開辦一間設計公司不難，只要有客路，簡簡單單的

一些電腦器材和一筆後備資金，便可以開業，相比其它行

業，是簡單不過的事，也是一般設計師都曉得的，但令一

間設計公司有價值地生存下去，內裏奧秒之處，就不是很

多人能理解的！

	 我們以往普遍都有這樣的想法，甚至一些前輩都會對

你說，在一般的中小型設計公司工作只為了吸收經驗和累

積 profolio，若想有好點的前途，除了進入4A廣告公司外

就是自己當老闆！我相信一些比較資深的設計師和老闆都

會明白。

	 進入4A公司當高職的機會並不常有，以香港現今成千

上萬的設計師，擁有自己的公司便成了他們唯一的希望，

三五知己合資開辦設計公司的人越來越多，不單如此，很

為何現今那麼多設計公司？



154 155

們的競爭或生存方式，不外乎是盡量降低經營成本，包括

時間、工資或聘請年資較少，質素略低的設計師，而達至

可以降低設計收費，或提供更加多與提升設計質素無關的

服務，方能與同業有競爭的條件。當然客戶也全不是以價

低者得為選擇的先決條件，他們也會考慮到其它的與設計

質素無關係的“服務質素”，但若說到任何服務質素，不外

乎也是回到設計公司的經營成本框框內！但無論如何，若

不以設計品的質素為本位（但問題是我們很多客戶對於設

計品的欣賞評審也很有問題），降低經營成本便成為唯一加

強競爭力的方法，也成為一種趨勢！當經營成本下降，就

形成設計師更容易創業，在沒有市場守則的情況下，惡性

競爭便會出現，不斷出現的創業者，也有不斷出現的結業

者，唯一不變的就是那降低收費的力量！

	 一位設計公司的老闆對我說，公司的設計收費仍然維

持在五年前的水平！

	 試過有一個客戶，同一時間有五間設計公司競投一份

設計工作，有些報價更低於成本！

	 試過有一份內容簡單的 junior page黑白報紙稿的設計

工作，客戶也拿出來讓設計公司競投！

	 現今一些平面設計公司美術指導的薪金，相信與七八

年前的分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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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也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以往由一組人的工作已經可

以由一個人和一部電腦代替，因此由少數人組成的 SOHO

公司也越來越盛行，很多原先不屬於設計行業的公司，也

因應著設計工序的電腦化和精簡化，把原先不屬於他們的

設計專業，也變作他們業務內的一種額外服務，好像最近

就有一位任職印刷公司設計部的朋友對我說，公司打算將

來向無版印刷方面投資，到時便可以節省版房那些拼版大

師父傅的開支，那筆錢除供機外，還可以擴充設計部！

	 我眼前所見的，是平面設計不斷的普及化，原因不外

乎是設計公司的增加及設計收費的下降，也做成整體設計

質素參差不齊，設計人才不受控地增加也是原因之一，整

體的設計教育完全沒有理會真實的人才需求問題，導致供

過於求的情況，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只有長期把自己的入

職薪金維持在一個低水平，曾有調查顯示，香港所有大專

學院的設計系是屬於畢業後入職薪金最低水平的類別，當

然私立設計學院也分別不大！

	 現今設計公司的競爭方式，絕對不是良性的，我看不

到是由設計品本身的質素作為基礎，況且我們香港的設計

業對如何教育（或介紹）受眾去認識何謂好設計非常被動！

若撇除一些在某“市場層次”有固定地位或在某一方面有特

殊市場因素的設計公司，以一般典型的設計公司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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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新入行的設計師，薪金比十年前大概只多了千多

兩千元！

	 設計公司很多，但現實情況又是如何？若然設計公司

能為設計師提供良好的工作條件及理想的前景，那麼就不

會孕育更多新公司加入戰圈，若然設計公司能採納比較良

性的競爭方式，不以降低經營成本為大前提，大家合力維

護市場守則，我們就有能力能為設計師提供良好的工作條

件及理想的前景，若要建立市場守則，我們就要引導受眾

去認識何謂好設計和如何選擇合適的設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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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一個比水平高少許的薪金（說那是高薪，若比較近似

的專業，其實只是一般水平），但卻沒有任何加班費或其

它補償，即那個月的工作量超出了正常的很多，也是出一

樣的薪金，而所謂“變相包薪制”，比較多出現在一些剛起

步的設計公司，給員工一般或略低於一般水平的的薪金，

再加上不是1 : 1.3比率的加班費(很多時都是 1 : 1或更低的

超時工資 )，因此基本薪金再加上加班費也只會是一個不

出老闆預算的數目，更重要的是這個加班費，在老闆心目

中已早有極限，其實也早已納入工資的預算之內。一旦採

用了包薪制，員工的工作情況必然是“ fully occupied”，因

為只有這樣才能成功地

控制成本和令公司有競

爭的能力！

	 撇除那些在市場有

固定地位的設計公司，

一般設計公司老闆都明

白設計利潤的由來，設

計本身的利潤對一間設

計公司來說其實不高（

自由作業者例外，因為

他們的成本組合比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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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是什麼？成本是租金、是器材、是員工福利、是稅

項、是所有的雜項開支、是後備資金的補充、是公司發展

的儲備、是與對手競爭的籌碼等。

	 時間也是成本之一，在一間設計公司裏，時間可以是

一個員工每天的工作時數，可以是一個設計工作的時限，

也可以是一間公司成長發展的進度等。

	 但在這個行業裏，成本與時間就有著特殊的關係，我

們不能設定要用多少時間去構思一個出色的設計，雖然每

一個設計工作都有著它的時限(deadline)，但畢竟我們很

難推算每一個不同性質的設計要用多少時間去完成，更不

知客戶要把設計修改多少次，資深的設計師和初級的設計

師因為經驗的差別，工作時數也有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實

質上我們只能憑經驗去假設每一個設計工作所需的時間，

若把時間定性為成本之一，也即是說我們根本沒有能力去

控制設計工作的成本！

	 因此很多老闆都會明白“ fixed cost”的重要，若不能

把經營成本控制在一個固定的水平，就很難經營下去！

因此很多公司都會採用“包薪制”或“變相包薪制”，即給

成本與工作時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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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作業者

很多設計公司經營者都明白這個問題，因此他們也希望盡

量能降低成本，人少，但又能做到高彈性，可以應付突然

而來的高工作量，因此他們會在適當的時候聘用一些自由

作業者來幫助員工減輕工作量。

	 但以我多年來所見，很多設計公司都不能善用聘用自

由作業者的方法來解決員工突然而來的高工作量，因為

我們的設計業沒有一套好的自由作業者聘用守則和渠道，

需要哪一類型？那個有空嗎？那個太貴了？很久沒有找那

個，或許他可能已經不幹了！種種的不方便，久而久之，

多出來的工作量，最後還是由公司的員工自行解決！其實

還有兩個重要的原因，第一是因為設計利潤微薄，一旦聘

用了自由作業者，公司所得的利潤打了大折，轉轉折折，

就變得沒有意思。第二是時間和溝通的問題，試想想由客

戶至設計公司，再由設計公司至自由作業者，這條路徑實

在太不方便了！這比起控制設計公司屬下的員工去完成工

作，實在有天淵之別！

	 說了那麼多成本、時間和工作量的關係，無非是想

帶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設計師自身的休息空間和精神

狀態！設計公司應計劃如何營造工作量的緩衝區，但又

能配合到公司的成本運作！沒有足夠的空間，再好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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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就如開始時提及一切有關成本的開支，七除八扣，就

會成為高成本、低利潤的行業，因此很多平面設計或廣告

公司的實質利潤都不是主力依靠設計本身的收費來支持，

而是依靠其它服務收費或mark-up的組合而成，加上營業

狀況不及其它行業穩定，社會的經濟情況變動，客戶最先

調整的就是廣告預算，而業內的競爭激烈，客戶突然流失

的情況常見，因此很多公司都無可避免地把本身的“ fixed 

cost”調至低水平，即租金人手方面都偏向節制。

穩定

很多設計公司的經營者都會明白，在公司的成長期裏，客

路和營業大都是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狀況，特別是平面設計

公司，因為設計工作的性質，設計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依賴

並非必然，一般設計公司若要生存下去，必要有一個可預

見的，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例如客戶的定期刊物、月

刊、年報等性質的設計工作！如果一間設計公司能擁有一

定數量的這種設計工作，就能因應自身的拓展計劃去增聘

人手，有效地控制員工的工作量，如果設計公司不能擁有

足夠穩定的設計工作，設計公司就會聘用最少的人手，情

況就會工作多時忙到喘不過氣，無工作時就會空閒得很，

而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能做出好的設計工作是少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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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強調，設計應該走向顧問性，而非盲目地以服務為

主。很多設計公司常常向客戶強調自己的服務如何優越，

但對於自己的顧問能力，卻隻字不提！

	 你可能會這樣想：顧問服務已包含在整個公司服務範

圍內，你為客戶提供顧問意見，但客戶不採納，這也沒有

辦法！除非你甚具名氣，客戶是慕名而來，對一般的設計

公司而言，客戶大多也不會把設計的生殺權交到你手上，

為了公司的生存，只有信奉顧客永遠是對的真理！

	 相信很多同行都明白這個處境，很多本來不錯的設

計，經過設計公司內的審批，也得到同事的認同，但去到

客戶那邊，經過客戶的過濾，到頭來不錯的設計便會變成

牽強、畫蛇添足、本末倒置、七零八落的設計！我們不能

否認，以客為主、服務至上是香港平面設計的大方向。

	 或許我可以這樣說，我們很多的客戶對於處理設計的

能力仍在一個不成熟的階段，他們對設計的理解；對設計

工作的流程；客戶應有的準備工夫；設計前的預備對於設

計質素的影響；客戶評審設計時正確的原則和態度等，這

些好像在香港的設計業從來也沒有顯著的推動、進步和發

也長不出芽來，如何強壯的人，沒有 refresh的機會，也不

會發揮出最好的狀態！這並不是現今年青人願捱不願捱的

問題，是現世代的設計師絕不是廉價勞工，絕不是做稿機

器，而是不斷成長的知識型文化工作者！

現
況
—
成
本
與
工
作
時
間
的
關
係

服務性還是顧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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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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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市面上所見到的設計又是如何呢？我相信很多人都

會認同市面上的設計質素都是參差不齊的，而一個好的設

計，在這樣的業內業外環境下，必需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的

配合，還可能要加上事倍功半的努力，才能生產出一個有

質素的設計。

	 要把設計工作提升到專業顧問的層次，我認為應循兩

個方向，第一是設計流程的管理，即提供有關在設計工作

上，客戶和設計公司相互合作上工作流程的顧問意見，第

二是設計品評審上的顧問意見。

	 但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這兩方面都做得太簡單太敷

衍，重要的是我們能提供權威的顧問意見嗎？而這些顧問

意見能得到大家的認同嗎？反過來也會問，若大家對設計

的理解都是主觀和感性的，那麼又何來顧問意見呢？很多

設計公司都曾為他們製作的設計提供顧問意見，但客戶仍

然不採納或堅持己見，為何會有這情況？這點是值得大家

思考的。

現
況
—
服
務
性
或
是
顧
問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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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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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上打過記號這麼簡單的事，但對於設計師來說，就是打

開檔案，修改，調節版面空間，列印，校對，傳真！實在

花上不少的時間！這並不是完全反對設計公司給予客戶這

種翻來覆去的修改彈性，只要不是太過份，一般設計師是

可以接受的。客戶明白這種工作形式能夠幫助安排工作，

但他們應該質疑這種工作形式能否做出好的設計來！

	 客戶提供給設計師的資料準備工作是極其重要的，設

計公司也有責任向客戶強調這點，一個設計的好壞，常常

建基於一個設計工序的完整性，這種完整性令設計師更有

效安排他們的工作時間和資料搜集的方向，利用更多的精

力去將設計精練提升，而不是在設計師構思好設計初稿後

才突發性地要加入一張必定要放在中央的重要圖片，或是

將十個字的大標題改為二十個字，將一百字的內文改為五

十字等，我們要向客戶強調設計師不是萬能的，他們也有

時間和精力的限制，也有他們因循的軌跡去解決問題，也

有他們的思考方法去創作，這全都基於一個有管理的工作

流程，才能把這些技巧發揮出來，而很多時候，我們所謂

的“彈性”，只不過是設計公司以一個“sell service”為主的賣

點，就如前篇所提及到的他們不是以“sell product”為主的

方向，況且實質上所謂的“彈性”，並非提高設計的效率和

質素，而是令設計師感到事半功倍的原因。

客
戶
—
客
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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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責任，這個題目好像從來都沒有列入香港設計業的

專業守則裏（我們有沒有專業守則，如有，請告知！），

這個題目也好像從沒有正規地納入任何設計學院的課程

內，究竟客戶的責任是什麼？

	 請不要笑我發問如此天真的問題，客戶的責任？除了

支付設計費用外，客戶根本沒有任何責任，對嗎？

	 事實上，我覺得客戶在設計的過程中，除了要出票之

外，還應在不同的環節上付上不同的責任，問題是他們對

自己要付上什麼責任的概念仍是模糊不清！不知道他們應

付的責任和自己的正確位置。

假料

例如在設計工作開始前的準備工夫，資料的準確性！很多

時候，客戶因為要在短時間內完成整個宣傳計畫，逼使宣

傳上的資料準備工作要與設計工作同步進行，很多設計師

就被逼使用“假料”來做設計，這與我們手稿年代所使用

的“假字”不同，現今我們卻要為客戶丁點兒的翻來覆去把

那些“假料”修正，對客戶來說，這可能是打個電話或在傳

客戶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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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反對這種試探或建議性質的工作，但必須教育客戶

認識設計工作流程的重要性，避免浪費雙方的時間及人力

物力，讓客戶了解在設計工作流程中我們有資料搜集、分

析、方向、設計概念、草圖等工作層次，若客戶能認識到

在什麼階段需要什麼樣的工作層次，尊重設計公司提供給

他們的意見，整個工序便能發揮最高的效率。

	 除了客戶內部的最高決策者與其下屬之間的協調之

外，客戶內部裏“部門之間的協調”也很重要，因為有些設

計工作是跨部門的，若部門甲要求設計是循A方向去做，

而部門乙要求設計是循 B方向去做，這就請先讓客戶的甲

乙部門得到共識後，得出一個大家都認同的工作briefing，

才與設計公司討論接下來的工作安排。最差的情況就是一

個要過五關斬六將的設計，要一一通過不同部門的批核，

每一部門只依照自己的評審準則去對設計給意見，結果設

計便淪為官僚文化的犧牲品，或成為客戶公司內部權力鬥

爭的工具。

假設、猜測

假設、猜測是設計工作的大忌，很多設計公司都會因為與

客戶之間溝通上的技巧而假設和猜測客戶的需求，似乎問

得越多，就顯示越推卸創作的責任，曾有一位設計公司的

客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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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內部協調

除此之外，客戶本身的內部協調也十分重要，特別是一些

大公司的市場推廣部，Marketing Director之下可能有 Asst. 

Marketing Director，之上可能有Managing Director，在一個

設計方案需要設計公司的幫忙之前，客戶公司內部一定要有

一個共識，即一個最高決策者認同的工作方向（即 briefing & 

direction)，當有了這個共識之後，才交予設計公司負責執

行設計工作，或在執行設計工作之前徵詢設計公司的顧問

意見，待所有人士都有了一個認同的方向之後才執行設計

工作，這便是一個最理想的合作情況。

	 但現實情況又是怎樣？很多時負責接觸設計公司的並

非是客戶的最高決策者，而是由客戶市場部的職員或一些

中層位置的職員去負責，當客戶的高層指示要作某個宣傳

推廣的時候，中層位置的職員便根據高層所作出比較雛形

的計劃指示去開始工作，他們會根據自己對上司要求的推

測或了解而去接觸設計公司，設計公司會根據這個客戶高

層的“雛形計劃指示”，再加上中層職員對上司要求的推測

了解便開始工作，結果這個近乎草圖精稿的設計便成為

客戶中層職員向上司交差的計劃書，但當這個計劃書交到

客戶最高決策者的時候，只要他們的共識有一點偏差，設

計公司為客戶所做的一連串工夫便會完全白費了。我並不

客
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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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闆對我說：「要客戶什麼都對你說清楚，客戶還需要你

去設計創作？」，但我卻認為這是一個十分錯的觀念，設

計基本針對的就是 problem & solution，我們若對問題了

解越透徹，我們所設計出來的解決方法就越準確，設計有

其規則局限，而不是隨意發洩個人創作慾的工作，要不然

大家都不應做設計，轉過來搞搞純藝術罷了，這也視乎設

計工作的性質而定，不可以一概而論，有一些設計能給予

設計師有很大的自由創作空間，客戶也無需因這類工作為

設計師製造框框。

	 客戶有責任盡量為設計師提供詳細準確的資料，不是

說說大標題是什麼，尺寸多少，印刷模式的這些基本資

料！而是受眾的分析、art direction的處理，風格與市場

受眾的關係等等能幫助準確描繪出設計所需的資料！

客
戶
—
客
戶
的
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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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有所了解，才能準確地為客戶做出合意的設計，如果

你對真正專業的室內設計有所認識，你就會發現他們在設

計構思前為客戶所做的資料搜集是相當認真仔細的。

	 當然我們不能將室內和平面設計相提並論，因為大家

的製作規模和預算都有很大的差別，你不能用大半天時間

和客戶商討一個設

計 briefing，跟著

又花時間和負責製

作設計的同事溝通

溝通，目的只為了

一個三兩天工作時

間的A4稿件。事實

上時間就是成本，

雖然大部份香港的

平面設計公司都未

能像歐美那邊按小

時收費，但實質上

很多設計公司的老闆都希望把工作時間，控制在收費之預

算內，briefing和direction的跟進和研究，實際上也和設計

的成本收費扣上關係！

	 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能把 briefing和direction做得更

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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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香港的平面設計行業仍處於開荒期，為什麼這樣說？

從客戶處理設計的briefing和direction便知一二。

	 香港也有不成熟的客戶，要有一個懂得如何與設計公

司溝通的客戶實在不容易，當然溝通是雙方面的，能夠引

導客戶說出心中真正要求的設計公司也不多！

	 就我自己而言，我多年來接觸得最多的所謂briefing和

direction，通常就只有以下數點：

	 一. 客戶的名稱，所從事的業務及其性質；

	 二.	要做的是什麼？( leaflet, brochure, poster...)；

	 三.	抽象的要求(modern, elegant, classic...)；

	 四.	尺寸；

	 五.	印刷上的資料，如顏色和用紙等。

	 好的 briefing和 direction能夠使要解決的問題更清

晰明確，這就是我們對設計所針對的“problem solving”

裏“problem”的處理，就如室內設計師對客戶的資料搜集

和調查，必須對客戶的體形、職業、品味喜好和一切起居

Briefing和Direction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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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和有效率？似乎我們一直都沒有在這方面作出努力和

研究！只懂跟從大勢所趨，順其自然，結果就是客戶對設

計的認識變得膚淺，而設計師如何表現設計能力？就好像

表演盲公射箭一樣！就以一個旁觀者來看，我多年來觀察

很多設計師的能力，都不是他們不能做到出色的設計，而

是他們給誤導或走錯了方向，虛耗了大部份精力，還要追

趕不變的deadline，最後還是可能做出好的設計，只不過是

利用了一個事倍功半的方法，久而久之，設計師便會燈枯

油盡；這些全都是因為雙方（客戶和設計公司）的假設、

猜測和一個簡陋的 briefing和direction！

	 右圖是一些多年前我做briefing時向客戶搜集資料的輔

助指引，是累積多次設計失誤的經驗而歸納出來的，這當

然是未盡完善，只能應付一般中小規模的設計工作，我把

這些輔助指引分別設計成針對機構識別，宣傳印刷品和包

裝不同的款式，雖然這些輔助指引並未成熟，我試舉出其

中一個範例（右圖），希望可給讀者作參考一用！

	 以上“搜集資料指引”的設計以列點形式，希望較為

精簡，以“點”引發更詳細的討論，第一部份介紹整個設

計工作的流程，第二部份才向客戶套取重要資料。

	 我常強調briefing和direction的重要性，但要補充的

是，一些應用在市場學上的創作理論，他們會先把briefing

客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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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認識設計嗎？其實只不過是反問設計師本身和客戶之

間的分別，若大家都明白自己各自的專長，明白大家的分

別和在合作的過程中的位置，那麼整個合作過程中就能得

到最好的配合，做出最好的設計！

	 要了解大部份香港的客戶認識設計與否，絕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我想首先要知道平面設計在他們的心目中是什

麼樣的一回事，是否只是把文字和圖像安排在某些特定尺

寸的紙張內？只是主力負責將客戶要公告的資料透個印刷

媒體表達出來？或是平面設計就等同電腦的繪圖技術？

	 平面設計在他們的心目中是怎麼樣的一回事？其實是

多年來社會為平面設計營造出一個怎麼樣的綜合形象，這

個綜合形象的建造者包括設計師和客戶本身、設計教育機

構、專業團體、甚至是社會對藝術或設計創作的基礎教育

等。而我們應該怎樣去為這個綜合形象下定義？這個綜合

形象究竟是一個清晰的？模糊的？是了解、是誤解或是一

知半解的？我們多年來都沒有為這點作出研究探討。

	 當然不能以偏概全的去斷定大部份香港客戶是否認識

平面設計或他們心目中的平面設計究竟是什麼！但以我自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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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認識設計嗎？和direction隱藏起來，讓創作者能在最小的限制下自由創

作，先讓意念跑出來，然後再用既定的briefing和direction

去審批，以能達到出人意表的效果，我並不反對這種做

法，但條件是需要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和預算，這種先後倒

置的創作形式，也不失為尋找精彩創意的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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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品，也沒有在任何大專院校去設立認識、概覽平面設

計業的課程。這類課程是有需要的，因為任何學生將來都

可能是平面設計業的潛在客戶，讓就讀傳理、公關或市場

學等的學生，認識一般設計事務的基本流程和發生在客戶

和設計公司之間的矛盾。

	 在實際的工作環境上，設計師的創作方向和客戶處

理或評審創作的方向都應該是一致的（見P.77），都是依

從一個設計師和客戶得到共識的市場方向或設計目的而創

作設計，而通常客戶對於設計的市場方向或設計目的都會

比設計師更清楚了解，因此設計師需要客戶作為設計的“

燈塔”，要強調這個“燈塔”是為了指引市場方向或設計目

的！但對於美學上、視覺功能上、文化意識的運用上，這

些都不是客戶“燈塔”的強項，而是設計師“掌舵手”的操

控技巧和招數，因此在本書開始的時候，我便論述到什麼

應該是設計師擁有的，有下列數點：

	 一.	豐富的視覺經驗

	 二.	敏銳的市場觸覺

	 三.	具體的設計理論

	 四.	成熟的社會經驗

	 五.	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

	 六.	社會文化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己所感受到的，普遍的客戶都認為平面設計比較偏向技術

性，而大部份也認為一個設計師所擁有的知識技能都只是

集中電腦繪圖、分色及印刷的範疇。這當然不是值得欣慰

的事情，更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很多設計師都只向著上述的

技術性方向努力，或許可以這樣說，設計師在客戶的心目

中，“師”的形象遠比“技術員”的形象低，平面設計在他

們的心目中大多偏向技術性，不具思想內涵，亦隨著電腦

在平面設計上的普及應用，結果就連平面設計的專業製作

技術也變得公開及大眾化，以往只有屬於這個行業的人員

才懂的正稿製作、	用麥克筆繪畫草圖，現今就連很多不屬

於這個行業的人也懂得應用很多繪圖排版的軟件，甚至聽

聞小學生也將會學懂 Photoshop！

燈塔與掌舵手

假若我們撇除“製作技術層面”來思考，我們便會很自然

把平面設計的專業價值流向“創作層面”，即偏向具內涵的

思想性，但港式文化的客戶，“創作”對他們來說究竟是什

麼？尤其是一些含主觀藝術成份的創作，對於很多在“藝

術教育殘障”的中成長的香港客戶，他們如何處理設計上

的溝通及評審等呢？當他們不懂得處理時，又沒有任何

途徑讓他們認識，例如我們沒有課程教授客戶如何去評審



182 183

會這樣，主要是現時很多設計師都不追求上述六種設計

師應有的特質，因此他們無能力在客戶面前顯示設計師獨

有“創作層面”的價值，既然如此，客戶去利用設計師的

重點也只會放在“製作技術層面”。試想想，假設客戶完

全學懂了我們所需的設計繪圖軟件，也懂得一些分色印

刷的知識，那麼客戶和設計師還有什麼分別？不要以為

對客戶來說是很困難的事，事實上現今很多不是設計師的

朋友也懂得 Pagemaker或 Photoshop等的軟件！近年有一

現象，客戶以往交給設計公司負責一條龍式的設計服務

（設計、分色和印刷全交給設計公司負責的形式），慢慢

轉變為客戶自行去處理

分色印刷的工作，以求

減低成本！其次是因為

現今分色和印刷的工作

比起以往較易於處理，

隨著印刷技術漸趨數碼

化的日子不遠，這種情

況將會更加普及！客戶

既不能真正認識設計師

在“創作層面”上表現出

來的價值，是因為很多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打稿

	 上述的是構成設計師獨有“創作層面”的要素，也是

構成設計師出招威力有多大的成因，舉例說客戶要求設

計師為他設計一個商標，設計師應該擁有比客戶更豐富的

視覺經驗，設計師在以往所看過的商標應該比客戶多出千

百倍，設計師也應該有比一般人敏銳的市場觸覺，知道哪

一類商標比較入流，哪一類商標比較過時，更有學術性的

具體設計理論去支持設計師的新設計或作為修改設計的理

據，而不是純為發洩個人創作慾的無中生有產品！成熟的

社會經驗和對客戶所屬行業的認知，就是協助雙方在創作

上的溝通和方向的修正，對社會文化有廣泛的認識研究，

就是把設計品提升至更高的文化產物，使設計師有更新、

更厲害、更有深度的招數。

	 以上可以說是我對客戶和設計師，在平面設計認識上

的一個定位。

客戶和設計師還有什麼分別？

我本身在香港的平面設計業所遇見的是一個怎樣的現象？

若如我把一個正常的平面設計綜合形象定為“製作技術層

面”和“創作層面”的結合，是技術性和思想性結合出來

的專業，那麼現在業內的情況，就是製作技術層面顯得沒

有那麼“專”，而創作層面則顯得“弱”！為什麼在創作層面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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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書，運用了很多 collage和 Andy Warhol的Pop Art作品和

技巧，是一本 self-promote式介紹自己的書，我覺得它的

構圖、造形和編排都很能表現設計師本身的個性，但當我

提問到為什麼利用這些 Pop Art image做設計，這些元素

的意義和他本身有什麼關係？才發覺他就連 Andy Warhol

這個名字也弄不清楚，我想也不必再問下去了！設計師

運用這些 Pop Art元素，單純是個人視覺上的喜好，是沒

有什麼立場和見解的，或許是有的，可能是設計師不知

怎樣表達出來吧！

	 看過很多外國的設計，很多都會利用當地的社會文

化作為設計概念的根源，利用社會文化、生活和商品三者

的關係建立出設計概念（這點在廣告方面比較容易特顯出

來，而在包裝或其它重裝飾性的設計則傾向專注美感的發

展）。若我們把裝飾性、工藝性、設計技術（如字款的運

用、資料的閱讀性、色彩的配合等）之類的工作歸納在一

個“技術面”裏，把意念創作的技巧歸納在一個“創作面”

裏，那麼若要把平面設計構造成一個立體3D模式的專業知

識，第三個面應該是什麼呢？要構成一個立體而有深度內

涵的設計，還需要什麼？而它就正是一般客戶對設計認識

範圍之外的東西，它必定有其權威、價值、領導性及值得

尊重的思想、藝術和文化上的“面”，而這一個“面”必定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設計師都未能把這方面的氣燄表露出來。比方說我所接觸

很多香港的設計師都不了解所謂現代、後現代或解構主意

等思想理論，不會利用這些思想理論去建立設計的立場和

見解。他們不去認識了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思想理論

在港式設計環境下沒有

意義，他不會在客戶面

前大談這個解構主意的

設計對他們的宣傳有什

麼功能，因為客戶對所

謂類似的這些論調是完

全陌生的，客戶只會專

注標題夠不夠大；顏色

的配搭好不好看；設計概念是否容易使人明白；或是一些

客戶很主觀的個人品味問題，以一個普遍性的調子來說：

平面設計對香港很多的客戶來說並不是一個百呎深海，而

只是一個小潭罷了！這個小潭是什麼？是偏向裝飾、工藝

和趣味性的視覺溝通工作。

反思平面設計的專業知識

多年前我曾有機會負責招聘設計師的面試工作，記得有一

位設計師，他的作品集裏有一件不錯的作品，是一本自製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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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和橙都是水果，各有

特別之處，只有一個共通

點，就是大家都是水果。

只喜歡吃蘋果的人，對他

而言，橙當然比不上，但

他不能要所有人都認同蘋

果是最好吃的，相反的，

喜歡橙的人也是一樣，他

不能要所有人都認同橙是最好吃的！這是說明了什麼？說

明了什麼是“個人喜好”！

	 客戶本身有自己的“個人喜好”，美術指導本身有自

己的“個人喜好”，當然連設計師本身也有自己的“個人喜

好”！因此在審批和選擇一個設計的時候，要很清楚知道

這是否一個“個人喜好”的決定！

	 雖然我提及過設計很大成份都是“推算”出來，每一點

一線，都有它存在的原因，每一條字款的運用，每一種插

圖照片的風格選取，都有其本身“市場方向”的依據，就是

這一個現實，是現在做設計時大部份要跟隨的模式！但在

創作層面
視覺經驗、市場觸覺、設計理論、創作思考方法等

技術層面
裝飾性、工藝性、設計技術、

電腦、分色及印刷技術等

第三層面！？
理念、思想、藝術、文化、

設計師立場、見解或新觀點等

構成專業知識立體模式的三個層面

客
戶
—
客
戶
認
識
設
計
嗎
？

不是一般客戶的強項，我們如何能在客戶面前推廣和確

立這一個“面”的形象和價值？這一點希望同業思考、研

究和推廣給大眾。

蘋果和橙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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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戶
—
蘋
果
和
橙
的
關
係

可用具體的設計理論分析，屬於客觀和理性的範圍

不能用具體的設計理論分析，屬於主觀和感性的範圍

空間2:個人喜好
屬於設計師或創作者的自決

範圍，是建立個人風格、

見解和立場的區域。

平面設計品

空間1:推算
設計師或創作者需要依據設計品的市場

方向或功能去推算和建構設計品的元素，

而這些元素是依賴具體的設計理論

調節修正的。

客
戶
—
蘋
果
和
橙
的
關
係

這個非常理性的模式之下，很多時都會有空間，讓設計師

自由發揮，而所謂“個人喜好”就是創作者的自由選擇，

建立屬於他們自己的東西，孕育出他們的設計風格，或創

造另類的作品！

	 這就是我對平面設計的一種理解。商業和藝術，理性

和感性並存，一種難於處理的工作！

	 在實際的工作情況之中，當我要審視一個設計的時

候，我會先要求創作者簡介作品，然後再用理性的方法去

衡量這個設計是否能達到它的市場目的，但當遇到一些不

能以理性方法衡量的元素時，我會依賴自己的感覺，如果

感覺經驗告訴我有問題，便試用具體的設計理論去分析，

但當所有的方法都用過後仍得不到答案，我便會把它定性

為創作者的“個人喜好”，更沒有理由去將創作者的“個人

喜好”轉變為自己的“個人喜好”！

	 不知道有多少客戶明白這個“個人喜好”的道理，但客

戶大部份都沒有我們的具體設計理論去做分析。設計是商

業和藝術，理性和感性的結合，那麼客戶應站在商業和理

性的位置去審批設計裏商業和理性的部份，而藝術和感性

的部份就應交給設計師作主，把信心交給他們，若然把信

心交出後仍覺後悔，那麼只怪自己在一開始的時候，並沒

有認真挑選真正合適的設計師為自己工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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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偉人，把他們的生活哲理呈現出來，	再把產品的終極用

途和它們扣上關係，要我們明白為何要用寬頻，其目的並

非只為追求科技和速度的“為科技而科技”，而是為了更深

層的意義“生有限，活無限”！

	 維他奶的總是有益系列，脫離一般只針對少年市場

的美少男美少女的清新格局，利用賣弄幽默懷舊的拍攝手

法，不單只能去針對少年市場，連一些中年的朋友看後也

會心微笑，巧妙利用社會的時代情懷，使產品能與社會各

階層一起成長，產品所創造的已不單是產品本身，而是成

為社會大眾的一位朋友！

	 益力多超人所涉及的層面由“師奶”至小學生，把香港

獨有的生活文化融入廣告之中，益力多已不像多年前單純

的硬銷“活性乳酸菌”，自從益力多利用了“小生家庭”的廣

告系列起，已成功地在眾多的健康飲品中建立了獨有的地

位及形象！

	 而九巴的新形象，再不是每一間巴士公司都掛在口邊

的準時、車新、服務好為主力賣點，而是將巴士生命化，

將巴士和生活趣味結合在一起的活生生東西！

	 要讓受眾去接收一個容易理解明白的訊息，就是“有

碗話碗，有碟話碟”的創作方法，只是在話碗話碟的過程

中，加多一點趣味性，或者在視覺上粉飾一番。

客
戶
—
是
領
導
或
是
接
收
？

很多時在構思一個設計概念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讓受眾去接收一個他們容易理解明白的訊息，還是領

導受眾去體驗一些新的、突破性的概念！

	 近年來香港的電視廣告在創意或概念上都似乎有了很

大的躍進，例如 Sunday的天氣預告系列、香港寬頻的“生

有限，活無限”、維他奶的總是有益系列、益力多超人及九

巴的新形象宣傳片等，都有一種脫離以往“那一種產品，

就是那一種形象，就是那一種宣傳手法”的格局，帶領受

眾去體驗新的訊息概念！

	 以上的例子有一共通點，就是它們並非傳統地解釋產

品在市場的地位和條件，或是表現一種毫無內涵的產品寫

真，而是有自己本身與別不同的立場見解，例如 Sunday

的天氣預告系列，本身並無任何有關其產品的硬銷資訊在

內，但其內裏有趣的動畫，卻與現今的年青人建立了一種

無形的關係，加上適當的媒體策略，很巧妙地避開了“商

業說教”的味道，正好產生了一種親近年青人的方法。

	 香港寬頻的“生有限，活無限”，也沒有把任何寬頻科

技的資料灌輸入受眾的腦袋裏，但巧妙地利用了一些已故

是領導還是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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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能領導受眾體驗一些新概念，創作者就需要有自己

的見解和立場，這也是作為創作者最有價值的地方！

	 香港的設計業中，客戶究竟要求設計師多做一些“接收

性”的設計，還是一些“領導性”的設計呢？

	 很多的設計公司在開始一個工作的時候，都會預先把

受眾應該接收的訊息“扣帽子”，認為這樣的目標受眾，就

是接收這樣的目標訊息，一般典型“接收性”設計過程的邏

輯，其實是表達“目標訊息”時，如何去令它更有美感和趣

味性，製造受眾接受目標訊息的方法！

	 要在這個“目標訊息”裏去建立自己的見解和立場，成

為一個具“領導性”的設計，其實是與設計本身的市場方向

有著密切的關係，也不應為了在“領導性”裏去建立自己的

見解和立場時扭曲了設計本身的市場方向，這一點畢竟是

要客戶和設計師互相溝通研究，互相尊重，才能做出一些

具“領導性”的設計作品！

客
戶
—
是
領
導
或
是
接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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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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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認真去考究何謂好的平面設計，或許需要從這個

大範圍裏再去劃分不同的層面區域，這才有比較正確的評

價，而層面區域的劃分，並不是單純地把設計品分類，即

書刊、海報、宣傳品等的劃分，而是依從最影響設計質素

的“原因”去研究定位，創造出明顯的“設計階層”，只有

這樣才能在清晰的“設計階層”裏作出分析，尋找出何謂

好設計的答案。或許可以從現實中觀察出來，很多設計師

都會接觸到所謂 below the line或 above the line 的設計工

作，但究竟有多少人明白below the line的意思？設計工作

介定為 below the line的原因是什麼？這就是一個真實“設

計階層”的例子！

	 或許你會懷疑這是否有點兒鑽牛角尖？可能你會這

隨手拿起一件印刷

品，想想這件印刷

品的設計，百感交

雜！什麼是好的平

面設計？好像很少

有人會拿這個大題

目來公開討論！是太高深？還是根本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一

些話？還是根本沒有答案？

	 在修讀平面設計的日子裏，曾聽過不少有關這個題

目的聲音意見，什麼是好設計？有人說，只要客戶收貨的

就是好設計，也有人說，只要能做出心中所想的就是好設

計，也有導師說能夠解決 problem的就是好設計......

設計階層

平面設計所包含的範圍實在太大，小至一張 label，大至一

間跨國企業的機構形象，不同的客戶、製作預算、製作時

間、受眾和設計動機，要界定什麼是好的平面設計，我想

會是無比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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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一些大公司，而是在設計能力之外的種種障礙！

	 若把焦點放在這批中小型設計公司裏，再從它們的業

務性質上分析，它們的主要客路來源是什麼？設計品的類

別和用途是什麼？設計工作的成本和利潤的關係是怎樣？

工作時間和資源的配合是否適當？

曝光率

曾從事多間中小型的設計公司，它們大部份的設計品都沒

有較強的“曝光率”，或可以說是鮮為人知的作品，無論其

設計質素是高是低，都受到其相應的 business scale所限

制，可能是工商機構的內部印刷品；團體活動的小型宣傳

製作；和大量4A之外 below the line的宣傳品等。

	 既然說這類中小型設計公司在香港整個設計業所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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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想，只要走到街上看看，翻一翻時下流行的雜誌，或

到百貨公司逛逛，便可以看到時下出色的平面設計！

	 這當然沒有錯，也是一般人（指非設計師）接觸香港

平面設計的典型途徑，如以這樣的觀察模式，香港的平面

設計水平是不差的，當然這是一個絕不科學化的觀察，而

我相信很多平面設計師都會明白一件作品和其“曝光率”

的關係。佔香港平面設計業大多數的中小型設計公司（不

包括4A或其它廣告公司在內）都不能負責一些media plan

較大的工作，這當然與一般中小型設計公司的資金營運有

關，因此可以坦白說，一般 business scale比較大的設計工

作，是很難流入這些佔香港平面設計業大多數的中小型設

計公司裏，這並非指這類型的設計公司的設計或創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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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直接聯繫到“香港平面設計業的定位”裏去！

	 我曾經在美國看過一些美國平面設計組織對自己業內

狀況的一些調查，內容包括設計的平均時間收費，以至設

計師對本身專業的看法，調查結果發表在一些暢銷的設計

刊物或專業團體的會員通訊上，閱讀資料，我們便可以大

概勾劃出美國設計業的面貌。

	 原因很簡單，在調查研究裏，若一百個設計師裏有十

位出色的設計師，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平均設計水平很高

的地方，若情況是

在一萬個設計師裏

只有十位出色的設

計師，無論這十位

設計師幹得如何的

出色，這也是一個

平均設計水平不高

的地方！設計師如

是，設計品也是一

樣！無論如何，我

想香港應該沒有多

少人能夠真正的站

出來，手拿一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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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大的比率，而其設計品都是那些“曝光率”不強的作品，

那麼我們便不能單靠一般從市面的觀察去斷定“整體”香

港設計業的水準和現況，因為缺乏正規而全面公開的調查

研究！當然這也不排除自己的觀察也帶點兒以偏概全。

業內狀況的研究調查

要真正了解香港的平面設計，是需要一些實質的資料數據

來分析，例如全港有多少平面設計師？有多少設計公司？

它們的規模大小是怎樣？客戶類別和市場的劃分是怎樣？

每年有多少設計學生畢業？有多少外地回港的設計留學

生？他們學術水平的分佈是怎樣？設計師的年資與薪金走

勢是怎樣？是否有足夠的創作空間？像這些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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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從他們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很多運用了中國文化元素

的設計，或是一些運用“老香港”元素的設計，但這是否代

表了屬於香港獨有的平面設計？或許這問題問得並不恰

當，應該是代表了“香港文化”的設計？應該是代表了“香

港風格”的設計？應該是“香港味”的設計？或大可以說應

該是代表了“香港中國文化”的設計？

	 平面設計是傳達訊息的工具，訊息就是設計的主體，

在香港的平面設計的工業裏，大多數的設計師需要面對來

自四方八面不同性質訊息的要求，要令設計師以一種相類

似的處理方式（風格）去處理不同性質的訊息是不可能

的，因此我們所見到比較富有“中國味或香港色彩”的設

計品，大都只能說是題材、訊息、設計概念和處理手法

的互相配合，並不能全面代表香港獨有平面設計作品的

文化。我們不能以“老香港”的設計手法去處理一個高科

技產品的廣告，也不能用中國古典味道的潑墨的方法來表

達一間現代健身室的運動感，我們要明白內容與風格之間

的關係！若然平面設計的本質是這樣，探討所謂“港式”

的平面設計又是什麼東西？既然平面設計需要配合來自四

方八面不同性質訊息的要求，這是否意味著平面設計的本

質是世界性的？根本沒有地區特色可言？若真的是這樣，

那麼當要概括地評論整體“香港的平面設計產品”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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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切實的去分析香港平面設計業的水平！

	 雖然如此，畢竟在坊間總流傳著一些對平面設計的

評論，不外乎是設計質素參差、設計師太依賴電腦等的批

評，但對這些批評的背後，我們都忽略對其成因的分析，

也沒有積極提出改善！

	 既然評論香港的平面設計整體水平是那麼困難，那麼

就從表面現象來觀察，我們又看得出什麼來？

	 雖然我們沒有一套很完善的方法去分析香港的平面

設計，但觀察“曝光率”較高的作品，其設計質素還是參

差不齊的，當然也不乏大量高質素的作品，這點是不能否

認的，但在這些高質素的作品背後，我們可以引伸出另一

個題目，就是什麼是香港的平面設計？或許可以這樣說，

什麼是屬於香港獨有的平面設計？

什麼是香港的平面設計？

多年前在設計學院的日子，同學們都經常手拿歐美或日本

的設計作品集，大讚歐美的設計如何幽默和有創意，又或

非常欣賞日本設計的那種優雅細緻，而我當時卻反思為何

他們手拿的不是香港設計的作品集！

	 事隔多年後，情況已有所改變，很多香港設計師已出

版自己的作品集，亦有很多機會接觸中國內地設計師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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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香港的平面設計風格都是因應著外地的平面設計發

展而牽引著，很多的設計學生在求學期已深受外國設計的

影響，看的全是外國的設計作品集，模仿或參考的對象大

部分都是外國的設計作品，但對外地的語言、地理、社會

文化等因素的理解卻顯得疲弱，當他們在畢業後要面對本

地客戶的時候，就會把潛在的問題突顯出來，因為本地客

戶沒有像他們一樣長期受著外地設計作品的薰陶，而大部

份本地的客戶都會像一般沒有受過設計教育的普通人一

樣，以他們的常識去批判設計作品，也同樣的以他們本

土的語言、地理、社會文化等因素去分析設計師為他們

設計的作品！

	 試舉一些例子，香港是一個人口密度很高，空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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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以一個“世界性的標準”來作出比較，而不需考慮當

地的語言、地理、社會文化等因素！“港式”的平面設計是

否有其意義或談論的價值？

	 當我們面對一大堆日本的設計，或多或少可以尋找出

它們普遍的共通點，而這些共通點能與日本本身的語言、

地理、社會文化等因素有著不言而喻的關係！除此之外，

我們又能否從其他國家的設計上看出這種微妙的關係？

可有本土性的平面設計？

或許很多設計是為了適應香港本身國際城市的地位，很難

自然地流入一種屬於香港本土的設計味道，另外的原因是

大部份本地的設計教育，缺乏對這個課題的深入探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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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解”式設計

生活空間較廣闊，生活節奏比香港慢的城市，人們接收訊

息的喜好也有別於香港，而香港很多的設計師和客戶也忽

略了這一點，把設計看成一個獨立的個體，對設計與媒介

的運用不夠成熟，也沒有相應的策略！我認識一些客戶更

認為內容比較概念性的設計是行不通的，他們認為香港的

生活節奏實在太快，人們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空間，去把

創意概念轉化成明確的目標訊息！因此便形成大量有碗話

碗，有碟話碟的“圖解”式設計，而很多本地的設計師也因

受太多外地設計的影響，在開始創作的階段比較偏向概念

化的創作而忽略本地市場和媒介運用的關係，客戶和設計

師的這兩種傾向便形成一種矛盾，也很難取得平行。

語言

而比較能夠反映出本土設計特色的應該是在語言運用方

面，在香港是說廣東話的，但因其特殊的生活文化，我們

所說的廣東話就產生了很多俚語和口頭禪，漸漸地成為我

們所謂的“香港話”，而很多設計師或創作人都會利用這種

語言文化去創作，製作較有本土文化特色的作品。

	 這種語言文化能成為創作“概念”的元素，但卻只能

從“概念”的層面看，但若從平面設計的“表現”層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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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誇張，資訊爆炸的地方，在這樣的環境下，平面設計的

屬性應該是怎樣的？例如在地鐵裏，廣告的密度非常高，

是有別於其它大城市的，我們在視覺或思想上又有沒有一

個緩衝區去迎接不斷而來的資訊衝擊？奇怪的是仍有大量

的客戶仍然接受大堆資料放在單一地鐵扶手電梯廣告的設

計，也許他們忽略了當扶手電梯升降的時候，大約只有五

秒的時間去接收視覺上的訊息！（近來似乎大家都發現了這

個問題，已經有了一些

改進！）事實上，平面

設計都應該與我們的生

活環境和行為扣上緊密

的關係，這點包括生活

空間和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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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本身，因此無論我們是否採納這種宣傳方法，相信也能

做出好的設計，即 hard sell並不代表差的設計！反之，香

港的平面設計，就好像缺乏一種發展優質 hard sell設計的

動力，而且以往也欠缺一些實質的研究去支持這種發展，	

是否也錯失建立香港平面設計特色的機會？

設計師的立場和見解

由很多現況中都可以發現，大部份香港的平面設計都是根

據功能和市場導向的基礎上發展，設計師很少能夠按功能

和市場導向辦事，又有屬於自己的立場和見解，設計師自

己的立場和見解究竟有多少說服力？客戶對屬於設計師本

身的立場和見解所抱有的是什麼態度？這些也是建立香港

設計師的地位，提高設計品的獨特性和價值的因素，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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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本土特色又應該是怎樣的？當我們手拿一大堆外國

的設計作品集，觀看內裏精釆設計的時候，偶然都會去思

考其文字的處理對設計的影響，字數多少和字款的運用等

等，但我們很少留意外地人的說話形式對其文字處理的關

係，意思是指外地人說話時的語氣，節奏或感情運用等東

西，這些語言表達上的特性，很多時都會反映到其平面設

計上，字款和情感的關係、視覺空間（字數、字距、行距和

段距）和說話節奏的關係、字體大小和聲調的關係等。

	 回看香港的平面設計，我們在表達本土的語言文化於

平面設計的時候，我們所要帶出香港人的說話形式是怎樣

的呢？是溫文爾雅的介紹，還是高聲叫囂的叫賣，我想這

點還是留給讀者觀察和感受吧！

太硬銷了！

有一點是應該提出來思考，過往很多人對香港的廣告或平

面設計都會有一個粗略的評價，就是普遍都認為 hard sell

是本地廣告或平面設計的特色，或許這個評價來得有點過

時！但我們不妨可以再思考這個評價的成因，這個成因是

否合理？在各種客觀的條件下，我們的廣告和平面設計是

不是應該偏向 hard sell的表現手法？這當然是由產品的市

場定位來決定，但 hard sell本身只是一種方法，並不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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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設計的致命傷，就是缺乏了這種獨特性和價值，以致

未能達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境況！

愚公移山

在香港的環境下，我認為設計界對大眾的設計推廣或教

育是值得思考的。或許很多人知道設計的需要或其存在

價值，但對於如何處理牽涉設計的工作（針對非設計師而

又牽涉入設計工作的人士），或如何面對創意，就顯得不

成熟！這也是直接影響香港平面設計發展的主要因素。

	 要解決香港平面設計的種種問題，很多人認為是愚公

移山的行為！但無論如何，問題始終是問題，無疑時間大

勢會把問題轉化和解決，但在這個過程中，不知會有多少

的犧牲和無奈，因此在任何大前題下，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要團結，不是一小撮人的團結，也不是自我安慰的阿

Q精神，而是要大家一起站高一點，看遠一點，交出設計

心，做個真正敬業樂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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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切平面設計》易消化，文字淺白，分析到肉。

它是白切雞，件件獨到，要求實牙實齒去品嚐；它

是雞精，各設計從業員，包括學生、老師和設計師

的進補良方。

《切切平面設計》道盡了設計行業，包括設計教育

的種種迷思。這些迷思令不少年青人「誤入」創意

行業，其後更被冠以專業的光環，泥足深陷。陳嘉

興以設計學生和設計師的實戰經驗，有系統地鋪陳

出各種迷思，引發思考。

「思考」正是設計的基礎、設計學生的戰場、設計

師的生財工具。《切切平面設計》提醒大家，要思考

「設計」，走出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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