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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偉
*

簡約而率真　創意於瞬間
‧平面設計創作隨想‧

自藝術邊緣切入設計中心

在進修平面設計專業之前，我就酷愛藝術。我

曾於 1986-1988 年間在澳門文化學會創辦的芭蕾舞

團任業餘芭蕾舞演員，隨後修讀了兩年的建築設計

及三年的西方繪畫、美術史和平面設計等藝術課

程，同時參加了不少藝術活動和展覽，從 1990 年第

三屆澳門藝術雙年展迄今的各屆澳門視覺藝術年展

皆熱情投入參與，為的是不斷從中汲取養份。我於

1990 年入職澳門文化司署，先在文物保護部門負責

繪圖工作，不久轉往設計部門，此後接觸的都是有

關文化藝術的平面設計工作，也就很快愛上這一行

當。 1992 年我獲得澳門文化司署助學金前往里斯本

大學學習葡萄牙語言和文化藝術課程，其間去歐洲

參觀各種現代藝術設計展覽和博物館，加深瞭解到

了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共性和異質，促使我對文

化史和藝術平面設計產生了極大興趣。我返回澳門

後因工作需要日日夜夜接觸美術設計的關係，恰好

遇上澳門理工學院開辦平面設計課程，我就去報讀

上學了。

左：2000年最重要的是甚麼？
提高人類環保意識和節省自然
能源（問號相似於“ 2”，紅色
意指“自然能源”，問號連接着
兩個“圈”意喻 2000）。
右：當今提倡環保是不是太遲
了？（“腦”的圖形意指“環保
意識”，逆轉的問號加上兩個
“線圈”，意喻人類在公元前兩
千年就應具有“環保意識”
了）。

2000主題海報
2000 年 79 cm x 100 cm

澳門設計雙年度 2001 銀獎

 *張國偉，澳門青年藝術設計家，現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設計師。作品獲德國設計獎之獎中獎競賽提名、 IF國際設計獎、紅點國

際設計獎、芝加哥優秀設計獎、美國設計年鑑金、銀獎、國際海報展榮譽提名獎、香港設計展銀獎、澳門創意大獎、評審大獎和金

獎、澳門藝展一等獎和最佳作品、中國平面設計藝術大展全場金獎及本地和國際設計獎一百多項，作品曾展於所有歐美重要國際海

報雙年展中，獲歐美及亞洲博物館和設計年鑑所收錄收藏各十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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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雜 誌 2009

天份何來　盡力而為

天份對於一個人來說固然重要，如果得天獨厚

而擁有它，做任何事當然易獲成功。我開始接觸設

計時，就頻頻向各位老師發問這麼一個問題：“如

果我缺乏想象力、不懂繪畫、沒花多少時間去做

（⋯⋯），以後可不可以、能不能夠成為一位設計

師？是否做任何事情總須先深思熟慮，沒有把握倒

不如不做？”我此生出現了太多類似上述的含餬答

案，而那些問題總令我不知該怎樣才好？我總想讓

自己去印證一下，一個缺少天份的人若全身心投入

做一件事，其結果又將如何？我想，祇要你認為所

做的事是值得去做的，而其最壞結果若仍可接受的

話，那就全心全意去做吧！人生如此才算得精彩！

為此，我求學時對歐美日等平面設計前沿作品格外

費神關注，曾將拙作寄給歐洲著名的設計師討教，

千方百計去打探歐洲平面設計的各類資訊。我的大

四畢業論文就是探討現代平面設計新趨向之“個人

性”及“非設計性”這類問題。

我撰寫那篇畢業論文時，深深感到極大的痛

苦，甚至產生了逆反心理。我初以為，自己的論點

不需要刻意去蒐羅“證據”就可以成立；老師卻多次

指點我說，要找出客觀論據才成論文。這使我更加

苦惱了。論證現代平面設計的新路向談何容易？然

而，我對這個課題一直牽腸掛肚，甚至廢寢忘餐。

那四年的專業學習先是給了我很多啟發，末了卻給

我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猛烈衝擊！怎樣的資格和才能

才算是一名到位的設計師？我自個兒認為，世界上

那些傑出的設計師毋疑都是真正的藝術家，他們的

思想和才華早已拋離我們至少有好些年代了。我竟

然就因此而為他們迷狂起來了，一發而不可收拾，

急着去翻閱了無數書本，到處去追尋大師們留下的

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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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線和濩字元素結合，在空間自由而隨意震動趮來，讓人感受中國音樂旋律的獨特之處：一如高山流水，隨意之中略顯拘謹，柔和之中卻藏剛韌。

中國音樂 2007 年　79 cm x 110 cm 　　2007年澳門視覺藝術年展最佳作品獎（海報類）． 2008 年《亞太設計年鑑》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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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問收穫  但求耕耘

我求學時常想，大腦中樞的“記憶卡”通常祇用

了極小部分，如果善用腦中的“白卡”增加其“疊碼”

功能，那不就可以延異而積累成“天份”了嗎？我為

此自作聰明起來，常於晚間十時放學回家，就加班

加點“疊碼”過半夜三更乃至通宵達旦。每當胡弄出

自己鍾意的作品時，一股興奮之情驀然躍上心頭，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好。記得還是在大二時，學校

舉辦一個以中國古錢為主題的設計活動，我買了幾

本中國古錢史資料，弄清楚中國古錢源流及其形態

如貝、布、刀、錢之類的區別，做好設計前的學術

知識準備，然後埋頭埋腦進行設計，每張海報選用

一種貨幣形態，加上古文解說；當四張海報拼合為

一時，整個畫面就顯現了中國古錢形態由起源至統

一的一幅發展史圖示。這一習作僥倖獲得  '  98 首

屆全國藝術設計大展之全場金獎。那次大展賽共有

十八位評審，其中八位來自世界各地，十位來自全

國各省市，約有六千多件國內作品和五百多件國外

作品參選，先評出二百多件入選作品，再篩選出若

干得獎作品，令人翹首難及。自己萬萬不敢去想拙

作竟名列前茅，一舉獲得全場關愛，這反而令我受

寵若驚內心深感羞愧，因為自己初出茅廬的稚嫩之

作實不敢存有任何奢望。

書法想寫得好，也許要寫到筆端乾涸
甚至連人也乾涸的時候。“好的書法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而是要一
生不停地練習   　 筆和人是分不開
的。”

中國書法　2000 年 70 cm x 100 cm

獲2001《美國芝加哥國際設計競賽》之
Good Design Award

並入選美國科羅拉多國際海報邀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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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海報用一種貨幣形態加上古文解說。當四張海報拼合為一時，整幅大畫面就顯示了中國古錢幣形態演進的歷史。

中國古錢　1998年　(70 cm x 100 cm) x 4　　獲 1998年首屆中國平面設計藝術大展全場金獎． 1999 第四屆澳門藝術雙年展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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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艱難的創作過程最重要

盡力而為，朝着目標蔔伏前進，那種像夜戰的

緊迫感真令人激動！每時每刻渴望有神來之筆於夢

中生華，必須去面對一堆稿紙殫精竭慮，在人生艱

困的奮鬥時刻得以享受藝術創作的甘霖，那又是多

麼美好難得的經歷啊！當你抵達一個目標時，或許已

失去了先前那份渴望圓夢的興奮心情，重要的是又要

重新投入另一段摸黑前行的荊途。

在投入創作的時刻，先須涉入主題形象的意

涵，分析資料，精研細究，作出定位，然後不斷向

自己提出問題並着手去解決問題，面對不同主題確

定不同的時空和物象，經過反覆分解層疊構成，恰

如其份地捕捉藝術想象的光影，發掘其潛在的獨特

性和內在衝擊的斷層，直接切入瞬間感受，勾勒率

真而簡約的意象，構成線條和色彩的奏鳴，勇於去

迎接藝術靈感掀起的激動和狂喜⋯⋯

一張白紙從無到有，從一無所有到充分地表現

自己的個性，它成為可以溝通的“良媒”。這種創作

過程自有一種神聖的感覺，很難用筆墨去形容。作

品獲得觀眾認同，當然開心，然而更享受的卻是自

己用心將自己的人生哲理賦予作品之中。雖然祇是

平面設計的東西，它卻是有思想有靈魂的，足以令自

己怦然心動！唯有設計才可使我全身心地投入，讓我

獲得最大的滿足感。

設計師自身的經歷太重要了，除了基礎理論的

把握之外，在成長過程中所有用心領略的東西，對

社會的體察和思考，都將凝鑄成為設計過程創作靈

感的定音錘。設計工作最終要解決創意美學問題，要

令廣大受眾在接近藝術衝擊波的驚喜瞬間感悟到了由

藝術創意構成的令人叫絕的那種至性至美境界。似玉非玉，似石非石，玉和石時常是分不開的。
這張海報以漢字古文的“玉”字和“石”字之形態作為設計意涵。

玉器展海報 1998 年 70 cm x 100 cm

2001 年參展法國肖蒙國際海報節

澳門樂團系列海報之七：法蘭西印象 2005年 79 cm x 110 cm

獲 2006 年澳門設計雙年展金獎和評審大獎

文字和樂器結合構成音樂主題具有層次感的第一個字母
而畫面的空間感試圖去表現演奏時柔而和強弱交錯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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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以三種語言作為基本要素，構成中國功夫稱之為“梅花椿”的擂臺，隱喻參賽者若想在此令人眼花繚
亂的藝術比武中脫穎而出談何容易。

澳門樂團 07-08季刊  17cm x 27 cm

獲 2009 年美國圖形設計年鑑金獎

這是一本樂譜。好的音樂稱為天籟，那些寓於
自然狀態的音律，不論輕重，甚而是黑白或者
七彩， 它們構成了叩動心弦的節奏感，彷彿是
在生命的律動中生成。

第七屆澳門設計雙年展（07-08）  70 cm x 100 cm

獲 2001 年《美國圖形海報設計年鑑》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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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師的奧林匹克精神

澳門設計師參與國際平面設計競賽要比鄰近地

區的同行晚了好些年，直至 1995 年澳門才舉行第一

屆設計雙年展。本地區的設計作品首次亮相就湧現

了極具藝術秉賦的設計師如馬偉達、吳衛鳴等精

英。到 1996 年入選中國平面設計展的澳門作品就有

馬偉達、吳衛鳴和廖文暢，同年亞太區香港設計師

協會設計展和 I D N 設計競賽獲獎者也有吳衛鳴。

1998 年波蘭國際電腦海報雙年展入選的澳門設計師

既有馬偉達、吳衛鳴，還有我的作品。澳門青年設

計師在 9 0 年代中期忽然躋身各個國際設計藝術舞

臺，格外引人注目。

在世界各地最具影響力的設計雙年展計有法國肖

蒙、美國科羅拉多、日本富山、墨西哥、捷克布爾

諾、芬蘭拉赫蒂、波蘭華沙等。在商業產品設計方面

有德國 iF 設計獎、“Red dot”（紅點設計大獎）、

日本 G-MARK（優良設計獎）和美國 IDEA（傑出

工業設計獎），被譽為全球設計權威的四大獎項。而

德國設計獎 　  提名的獎中獎競賽，是德國最高形

式的設計獎，沒有別的設計獎對參賽作品設立如此嚴

格的標準，進入其設計競賽必須由德國設計委員會提

名，先決條件是已經獲得了國家級或國際級獎項。

我在求學期間就很想去歐洲深造，但環境未許

可，為了窺測歐美平面設計的趨向，祇有自己去尋

找機會。初時我參加了幾個歐美展，每當收到展刊

作品集時就有一番驚喜，我亦由此發現歐美設計風

格完全有異於亞洲地區。這就更加激起了我強烈的

求知慾。於是我下決心要多爭取參與國際展，親身

去探測感受世界各地的設計潮流。這使我得益非

淺，從 1998 年起我開始頻頻參加世界各地舉辦的設

計競賽：1998-2003年間先後有幸入選芝加哥、法國

肖蒙、美國科羅拉多、捷克布爾諾、日本富山、芬

蘭拉赫蒂、斯洛伐克特爾納瓦等國際海報展，說真

的，自己也十分樂意遠赴世界各地參加前沿設計

展，細心觀摩大膽取經。此前澳門設計師極罕參與這

些國際展覽，我感到任重道遠，絕不可放棄個人責

任，亦不可輕易失去難得的機遇；而自己作為一名澳

門設計師，也須以奧林匹克精神努力自勉。

空間、人體輪廓和琴身的三位一體

靈感的誘惑  2006 年　70 cm x 100 cm

獲 2006 年第九屆墨西哥國際海報雙年展榮譽提名獎

“白點紛紛”，寓示“青年男女”，粉紅象徵有情人終成眷
屬，整體形象則是一把“大葵扇”　  中國婚禮上稱為“紅
娘”（媒婆）手持之物。

中國電影《紅娘》 2000 年　70 cm x 100 cm

獲 2000 年美國芝加哥國際設計競賽之 Good Desig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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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from Macao !”

2000 年初，我收到美國科羅拉多國際海報展的

邀請函，準備按計劃出席那個重要的設計展，卻因

在展期之前突然發生 911 事件而取消行程。 2001 年

我去參加日本一個國際設計競賽，參加其中平面設

計項，作品被選入全場共四十三位評獎人的名單

上，比賽條件是作品在評獎前不得公開發表，而我

的作品卻剛被選入大阪的“東亞新銳平面設計 20 人

邀請展”（澳門被邀的設計師還有楊子健）。這事令

我左右為難，終於我決定退出評獎祇參與大阪展，

我即向主辦機構說明了。當我到大阪準備展出時，

主辦機構竟派代表到場問我是否再考慮拿作品回去

參加最後評審？我既已決定退出了，怎能食言？我

再次表明謝意。主辦機構代表就跟我說：“這次評

審主席田中一光先生非常喜歡你的設計作品。”我聽

完之後難免有點惘然若失，但還是覺得自己決不能見

異思遷，因而再三謝卻了主辦機構的一番好意。 2002年我出席捷克布爾諾平面設計雙年展，幾經

辛苦才輾轉到達布爾諾。它是捷克的重要城市之一，

雖然地域比較小，但給了我很好的感覺，與以前出席

法國肖蒙海報展的感覺有點相同。這城市不大，但展

覽辦得很成功。開幕當天，國際平面設計協會邀請我

參加一個非公開交流會，與會者有捷克平面設計師協

會成員、捷克字體協會成員、國際評審和國際平面協

會成員等。我在場上與捷克平面設計師協會會長交

談，他開口就問：“你是哪裡來的？”“來自澳門。”

“澳門在哪裡？”（⋯⋯）就是這種令老外摸不着腦門

的答案（“ I'm from Macao”）先後在法國肖蒙、日本

富山、波蘭華沙等各個展場重複出現，我每次都非解

釋一番澳門在世界地圖上的座標以及它與香港和廣州

之間的距離不可。然而這種不厭其煩的“自我詮釋”

倒使我樂在其中，甚至自視為乃一種獨有的享受，我

就是每每藉此可以立即切入與各國同行進行對話及交

換作品。我雖然不是澳門派往國際設計展的解說員，

但我面對着各國設計師同他們傾談的話題卻都是圍繞

澳門獨特的人文景觀和市民的藝術活動，致使他們不

約而同地十分嚮往要到澳門看一眼已有五百年中西交

會歷史的東方傳奇小都會，似乎自已成了澳門的一名

義務“文化使者”！

友誼東亞新銳平面設計邀請展　2001 年　79 cm x 110 cm

獲 2002 年《香港設計展 02》亞太區銀獎

它既像中國毛筆，又像“富士山”，
意在刻畫中日文化有所相通之形象。

截取中國木板印刷過程中的一瞬直接攝入設計意象

1999年古印刷展  73 cm x 103 cm

獲 1999 年澳門設計雙年展金獎



《詩．想》（林玉鳳詩集）  2007, 08
獲 2010年德國設計獎之獎中獎競賽提名． 2009 年德國 IF 傳意設計大獎 IF 獎． 2008 年德國紅點傳意設計大獎之紅點獎．澳門設計展評審大獎

．

這詩集是令人傷感的。詩用文字組合表達不同的情感和思緒，這就是詩的獨特之處。該詩集的封面設計用書名的“詩”和“想”兩字組合，以此表達詩
集之意境 。為在“想”字穿上一條黑繩，意想它將讀者與作者連在一起，對事物和情感有更深入的體驗。象徵悲情的黑繩連接在書中每首詩的字裡行
間，也就是貫串詩人的透露嘔心瀝血的情思。內頁用線條將每首詩的警句劃出，意欲讓讀者牽連着詩人心靈的脈動。書頁下半部分是留給讀者記錄感受
的飛白空間，希望讀者寫下各自的感受，與作者情感有所溝通，從而也把自己的“想”與作者的“詩”聯成一體，感同身受。



學術研究課題獎勵  2007 年　70 cm x 50 cm

從不同角度及層面深入發掘事物的本質，開拓研究的視野和表達學者的態度。

共慶澳門回歸祖國－中國藝術大展 2000 年　70 cm x 100 cm

用黃色雕刻刀替代毛筆插入墨硯
隱喻中國藝術萌生了“新思維方式”

新年快樂 2005 年　70 cm x 100 cm

獲 2005 年《美國傳意插圖年鑑》優異獎

強烈的中國喜慶色彩，農曆新年的愉悅氣氛。
透過孩童、鞭炮等傳統節目元素，巧用隱喻的簡潔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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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雜 誌 2009

混亂與整合

我曾向名位老師請教，怎樣才是最好的設計？

怎樣才能做到最好?各位老師回答不一樣，我也無所

適從，心裡愈發混亂。但混亂激發求知慾，促使我

四處去尋找設計大師的範例；每當看到一幅獨特的

作品時，自己就激動起來，想將所有大師的設計理

念都塞進自己的腦袋裡。然而即使那樣，到底還是

會因缺少自身元素而使所有 品變得一無是處。我

喜歡聽各國設計師講述他們的經歷和心得，更祈望

他們對自己多加指點甚至苛評。這是學習和反思自

身的好機會，往往就在這種交流過程中，我才真正

領會到了設計這一行之深不可測。藝術領域需要認

識的東西太多了，我看了不少頂尖級設計師的作

品，每每令內心感受到異常猛烈的衝擊波。他們那

些千變萬化的風格、意想天開的表達方式、格外敏

感而精確的藝術觸覺，都是獨創而無可替代的。創

作真的是無絕對，創作就是不可摹倣的獨特表現。

我外出看展覽回來，混亂的思緒總要長久滯留在腦

中，有時竟會使我自己發獃好幾個月，弄得自己真

不知道何物叫設計，更弄不清楚甚麼才算是真正的

藝術設計？然而混亂終須澄清，必須重新思考人

生，確定自己的路向，這叫逼自已去重整乾坤，去

開闢一片完全屬於自己耕耘的田地。

聖誕音樂會 2005 年　70 cm x 100 cm

2007 年《亞洲設計年鑑》收錄

聖誕鐘聲和禮物，構成聖誕節的主要元素；
將鐘的形態和祝辭結合起來，便成了聖誕樹的抽象構成。

夢幻蘇格蘭　2007 年　70 cm  x 100 cm

獲 2008 年澳門視覺藝術年展之最佳作品（海報類）獎
被 2008 年《亞太設計年鑑》收錄

小提琴側影和方格圖案錯合一體構成強弱交迭的層次感，畫面創
意在於表達觀眾所期待的音樂會的重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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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設計需要充沛的燃動力

藝術創作是隨意的，可選擇任何主題及題材去表達自己

的人生觀，表達自己對社會的態度，而毋須去理會虛有其表

的任何流行東西，也絕不去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情。當然，

從事平面設計萬萬不能隨心所欲，它務須保持着理性的冷靜

態度。設計師要解決問題，就要有針對性地去解決問題，隨

之注入熾熱的感性元素，絕妙地去把握藝術表達的獨特方

式。

一件好作品，自有它獨具的思想和靈魂，而且充滿感性

魅力。設計和藝術相依為命，而設計的理性和藝術的感性將

自然地融為一體。如果一個設計師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家兼心

理學家，那就最好不過了。設計祇是單純傳達信息那是絕對

不夠的，重要的是任何作品皆不能缺乏思想和靈魂，務必要

使觀眾獲得“第一印象”之後立即有所“反應”，產生聯想

從而釋放情感。藝術家和設計師祇有在追求人性化的創作目

標時，才能獲得自我淨化與靈感昇華的精神狀態，才可望使

得設計過程充滿了讓想象翅膀躍昇飛翔的燃動力。

絕妙好的音樂堪稱天籟⋯⋯

舞與樂  2000 年　21 cm  x 30 cm

好的舞蹈和音樂是沒有規限的，
是自然寫意的，
令人深有感觸的‥‥‥

第十四屆澳門國際音樂節
2000 年　70 cm x 100 cm

2001 藝術與設計雜誌
2002 廣告大觀
2003 臺灣放肆創意設計雜誌專訪

大自然發出的音樂是妙不可言的⋯⋯

黃河大合唱　2000 年　21 cm x 30 cm



幽靈船（漂泊的荷蘭人） 1999 年　79 cm x 110 cm

1999年波蘭切斯佐夫戲劇海報雙年展． 2002年捷克布爾諾國際設計雙年展

船在黑夜中航行而掠過的燈影  　 隱喻歌劇主角的情感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