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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志海是香港土生土長的著名室內設計師，畢業於香港理工大學室內設計系。像很多同學一

樣，畢業後總夢想有自己的公司，創一番事業。經過十多年的努力，Tony的頭銜現已不止於

是一位出色的室內設計師，他同時是多份家居設計雜誌的專欄作家、電視樓市節目嘉賓主持及

評論員，更是一位以專業知識和能力為慈善機構服務的非一般義工。多重身份的背後，大力支

持他的竟是德蘭修女的一句話…… 

當人們想找人幫忙設計，有感不知何去

何從 (No where) 的時候，劉志海的公司

就「Now Here」恭候。這正是他為自己

公司取名 NOWHERE
®
的原意。 

劉志海 

用大愛做小事的室內設計師 

 

劉志海在理工大學修讀了兩年設計文憑課程，復再唸了三年學位課

程，經過了五年磨劍的歲月，就像每一個設計系的畢業生一樣，他

也想在市場上爭取機會讓他大展拳腳。不過，就算他願意苦幹，他

畢業時碰巧市道不算興旺，好不容易才加入了某家公司，總算有機

會爭取一些工作經驗。 

「我是九八年畢業的，當年的經濟環境很一般，市道算是有點艱難

的，求職也不容易。」Tony 說：「雖說經濟不好，但仍是有機會

的。正是因為有些人在不景氣時欲小本創業，因此造就了不少聘用

設計師的機會。也因為市道不好，店主希望用較漂亮的店面吸引多些顧客，順應這種環

境，也就有了對室內設計師的需求了。」同時，以前市道好，店主會聘用大公司、大設計

師樓，但遇上市道逆轉，始會考慮起用規模較小的設計師樓，甚至是自由身的設計師。劉

志海在畢業一年半後，最初就是以「個體戶」的形式開始

走上他的創業路。 

「室內設計講求創作、意念，基本的『謀生工具』其實也

不多。在理大時，我們已被訓練至只要有一筆在手，便能

隨時隨地把所想的表現出來。不像其他的設計學院，他們

比較著重用電腦使用。可是，有些軟件是會慢慢被淘汰

的，懂得某套軟件，對一時的求職或有幫助，但在日後，

甚至是永遠，懂得最基礎的技能才是永恆。我們在理大練

就的正是這種永久可以用得著的技能，只要有一筆在手，

靠一張嘴巴，即很容易地把構思給客人表述。」Tony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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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作品已遍及中國、台灣、韓

國、新加坡及泰國等地。 

 

 
接受電視台訪問 
 

「幸運的是我一邊做，一邊有人欣賞。」 

Tony 指室內設計師這一行很有趣，什麼都得懂，而日常的工作就像建立一個品牌似的，當

一位設計師有很多人認識以後，人們知道他屬哪一種風格，只要看過他的作品後喜歡和欣

賞，在相互反應下，生意就會越來越多。就像 Tony，由於他經常應雜誌報紙的邀請分享他

設計的作品，或是分享設計的潮流，久而久之，他吸引的觀眾和讀者越來越多，直接和間

接地吸引了更多的客人。而出鏡率越高，媒體的交叉吸引力就越大，不單電視，電台、報

章和雜誌訪問以至專欄寫作等等，猶如滾雪球一樣，把他的名氣一再推高，伴隨的自然是

不住的生意和合作。給他累積下來的不單有經驗，還有親和力及人氣，在那不知不覺間，

他的品牌就這樣建立起來了。不消五六年的時間，越來越多大品牌也主動登門邀請他合

作。 

雖然不斷有這種宣傳推廣的機會，但劉志海每一次都仍然很

緊張有關自己的報道。「我不會忘記第一次雜誌訪問的事，

因為得到人家的認同不是那麼容易的，要讓別人繼續認同你

的時候，其實是一種鞭策。所以我很在乎每一篇報道，我的

緊張是認真的，我在乎那個訪問，是要對自己說的負責

任。」 

很多人形容創業是摸著石頭過河，謹慎而行，見一步走一步。「其實我也是一樣，小心翼

翼地走，不過，原來我發現走了一步後就會再見另一步，走著走著，慢慢就會望見對岸，

回個頭去，有人正在叫你，卻發覺你已經走了很遠了！」Tony 說：「原來是沒有岸的，那

視乎你的胸襟志向有多大而已。」 

Tony 摸過的石頭其實也不平滑。有些人或許看室內設計師很有生活品味、很風光，出入時

尚地方和客人攀談設計方案，賺錢挺容易的。可是，另一方面

他們要和裝修工人走在最前線，用的是另一種南轅北轍的溝通

方法。 

「哪有人知道自己的苦呢？有一次我在東莞的工廠做了一批家

具，獨欠噴油和包裝而已，誰知道那工廠突然關門，錢沒了，

貨沒了，但我總不能夠因為他欠我的就把損失轉嫁到客戶身上

呀。誠信是很重要的！那時候的生意已經營了五六年，很辛苦

才建立起品牌，總不能因為這樣就毀了。」經一事長一智，結

果他立刻找了另外一家工廠，實地考察過其實力，做足了工

夫，更仔細地釐定合作條款。「真的要忍得住那一道氣！結果

供應商能認真地給我們趕工，可說是好人有好報吧，那次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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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幫助傷殘人士設計家居 

 

 
劉志海努力建立的公司文化：關心

人、關心文化、關心環境。其公司

已連續五年獲得「商界展關懷」的

讚許標誌。 

 

 

 

 

是準時交貨，也因此認識了一家生產速度很高的公司，促成以後更好的合作。」Tony 說：

「客人當然不會知道當中發生了什麼事，所以說，一個人有多能幹不重要，重要是你的群

組有多強。不光是我一個人能幹，應是大家一起能幹。有時候只要他們懂得『報案』，讓

我及早知道要面對的問題，不讓客人問得啞口無言，那已是一大幫助了。」 

提到他的創業心得，Tony 說：「心態很重要，就算要比較，就跟比你差的人比較好了。做

人要有『信、愛、望』，相信自己，分享愛，和有盼望。今日沒生意嗎？明天就會有，不

要以為沒有人欣賞自己，覺得沒有機會。好像以前某段日子，很久都沒有人找我做事了，

我就想到，即使沒有人找我，我也可以找人的。時勢不讓你做英雄，你想做英雄，做時勢

出來吧，自己做點事情給別人家看好了。舉個例，你有沒有用心做好一件事情呢？簡單如

掛一盞燈，高度如何，有沒有刻意用心的打造，別人是會欣賞得到的。就算未有別人欣

賞，第一個欣賞的不就是你自己嗎？你自己知道能否做好某件事情，做出來的已是一種風

格。抱怨沒有跨國公司來找嗎？如果一家在北京的公司找上門來，你懂說普通話嗎？所

以，不要說機會不在，而是你準備好了沒有？」 

作為一位室內設計師，Tony 深深明白人們總是有同樣的希冀，就是都想有一個很舒適和溫

暖的家。他的客人名單有富有的 CEO，也有由慈善機構轉介的「有需要人士」。 

「住在漂亮的家是有錢人的事，平民就不可能有這種機會？

不是的。原來室內設計師是可以捐『服務』的！」Tony說。 

曾經有慈善機構冒昧地登門來訪，想請他幫助一位傷殘人士

設計家居。這個「唐突」的想法加上只有五千元的物料費，

確實為 Tony 帶來了挑戰。他最後「捐」出他的時間、設計

和心思，把一個房屋署跟足指引，「以為」適合殘障人士居

住的公屋單位重點改造，結果令

那位極有需要的殘障朋友享受著

一個屬於自己，活得方便而溫暖的家。 

從前的設計師多埋首在自己的工作室裡默默工作，而他則選擇

多走出去、多曝光，以自己的工作，以至他擔當義工的故事來

感染別人，讓正能量發揮得更多更廣。在他的帶領下，他的同

事們也樂於以所學所用的專業知識，以義工的名義貢獻社會，

為有需要的人士建造一個屬於他們的美麗之家。「我既欣賞又

崇拜的德蘭修女說的：用大愛做小事。我心裡總記掛著這句

話。做好每件小的事，我深信自然有大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