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材生隻身闖上海贏未來
內地機遇處處 港青北上靠才幹寫下創業成功故事

香港名校畢業的高材生，所選專業也屬熱門，卻不願意將人生終極目標定格在歐美

大國，而是隻身跑來無親無故的上海闖蕩。等到攢下了一些積蓄之後，卻又開始更艱

苦的創業。這是在說笑嗎？劉奮洋和曹深誠用他們的真實經歷告訴我們，並不是。

從皇仁書院走出的乖乖仔劉奮洋，因為看好內地經濟的發展，在英國杜倫大學金融

專業一畢業就奔赴上海找工作。「滬漂」數年後，他大膽拿出全部8萬元人民幣積

蓄，創辦了粵語培訓平台「港你知」。得益於對市場需求的精準把握，目前他的公司

已經成為內地小有名氣的專業語言培訓機構。

畢業於拔萃男書院的運動達人曹深誠很早就立志學醫，用專業知識幫助更多運動員

和運動愛好者。因為上海的高校有頂尖的運動醫學專業，他毅然奔赴申城，並憑借自

己的努力，成為進入滬上公立醫院的首位香港醫生。看準了健康中國和全民健身成為

國家戰略的契機，他自己創辦了國際醫療機構，集結各路醫療人才交流互鑒，進一步

助力體育強國建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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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納全球智慧助內地發展運動醫學

劉奮洋來上海工作，在很多人眼裏是不折
不扣的自討苦吃。從皇仁畢業後，他考

取了英國杜倫大學修習金融學，當時若留在英
國，或返回香港家人身邊找工作，應該會更加
簡單輕鬆。但他坦言對內地有發自內心的眷
戀，學生時期多次來內地遊學、實習就被內地
一派欣欣向榮景象所感染。反觀國外，很多歐
美老牌經濟大國在經歷了多次金融危機後始終
一蹶不振。「我感覺上海比倫敦還好。」因
此，畢業後到上海求職成為首選。

首份工作起薪僅每月4000元
不過，「滬漂」生活並沒有想像那麼輕鬆。
劉奮洋帶着家人的資助和從小到大積攢下來的
壓歲錢，從香港搭乘過境巴士到深圳機場再飛
上海，因為這樣至少可以節約幾百塊。在上海
起步之初，也是住房與人合租，出行全靠公交
和步行。最尷尬的是，海投200多份簡歷，才
收到20多個offer，第一份工作的起薪是每月
4,000元（人民幣，下同）。這當然不敢告訴
家人。為了補貼生活，他找到一家大型語言培
訓機構兼職教粵語，每周一至周四的晚間和周
末全天都要上課，換來每月9,000至10,000元

的額外收入。沒想到的是，這一門副業之後卻
成為了他的主業。
劉奮洋告訴記者，教學工作讓他發現內地語

言培訓市場的火爆，決定拿出幾年工作攢下的
8萬元開始創業。還有很重要的一點是，他看
到內地粵語的需求量並不小，但此前卻沒有專
門機構。所以，儘管英語培訓很熱門，短期賺
錢更快，他還是下決心扎進了另一個空白的市
場。從小有愛國愛港情懷的他，還浪漫地選取
張學友的粵語歌《講你知》的諧音來為機構命
名，「港你知」，就是要把粵語和香港文化
「講」給更多人「知」。
在自己跑遍職能部門拿到營業所需的證照

後，劉奮洋在長寧區一座辦公樓以1,200元月
租金租了一張辦公桌，老闆兼任接線員和保
潔。但開張之初首先遇到的就是推廣難題。回
憶初期的日子，他笑着說，「記得有很多人最
初聽到『港你知』，第一反應是茶餐廳。然
而，轉眼就會花完的數萬元啟動資金，根本無
法支撐他去投商業廣告。若是上街發傳單，覆
蓋面不廣也不夠精準。他測算過，半年內沒有
足夠業務，「我已做好重回公司打工的準
備。」

巧借相親節目賺名氣
山窮水盡之際，在朋友推薦下，劉奮洋報名
參加了上海東方衛視的相親類綜藝節目《百裏
挑一》，不過當時的他毫無求偶之心，一門心
思想着打響機構知名度。沒想到的是，他在節
目現場贏得了滿堂彩。節目播出第二天就接到
了不少諮詢報名電話。也是從那時起，「港你
知」的業務逐漸走上快車道。
多年的獨立自主，也讓劉奮洋在企業經營上
更加謹慎和冷靜。彼時，內地培訓機構幾乎滿
大街都是，但他始終堅持不盲目擴張，不亂找
加盟，並結合教育培訓行業的特點和盈利模
式，認準了「內容為王」的重要性。因此他在
人才引入上很捨得投入，專門聘請語言學、教
育學人士組成專業團隊，編寫教材，定製課
程。「我自己也不是教育和語言學專業出身，
都要從零開始學。」

感悟「內容為王 文化立魂」
據劉奮洋介紹，「港你知」最初的學員大致
分三部分，有想要與香港上司、客戶加強交流
的跨國公司員工，還有一些是將要赴粵語區工
作、求學的，當然也不乏喜愛香港文化的TVB
電視劇、粵語歌曲的忠粉。針對不同的人群，
他們研發了不同的課程，還插入古漢語精粹、
香港地名、地鐵站名普及，並慢慢增加了「粵
語正音班」、「企業培訓粵語」、「粵菜烹
飪」、「內地香港文化差異」等特色內容。疫
情結束後，又新增了《煲劇學粵語》、《港樂
歌詞發音教學》和《粵讀古詩詞》等錄播
課。這些課程不僅能幫助學員輕鬆學好
粵語，還能通過經典的港樂和古詩
詞感受文化的魅力。
內地蓬勃興起的線上
經濟，也讓劉奮洋
較早嗅到了新
機會。「港
你知」
成

立後兩年，便開始布局線上課程。沒有想到的
是，這一步先手棋，為他們在疫情期間保留了
一盞微光，並成為企業日後行穩致遠的關鍵。

搶佔新媒體先機 成功轉型
如今，「港你知」已經成功轉型為以在線教
學為主的多媒體粵語學習平台，累計學員超過
十萬人次，在線課程已覆蓋全球 60多個城
市，並不斷接到各類企業和機關單位的線下培
訓訂單。
劉奮洋還介紹，除了電腦網絡教學，針對日
益龐大的手機族，他們也開發了小程序、直播
等多元教學手段。就在近期，又新推出了結合
AI技術的《粵語口語跟讀糾音打卡營》，通過
數據分析，後台系統會從多個維度對學員進行
分析，包括學習時長、正確率、活躍度等等。
這樣，老師可以更全面了解同學們的學習情
況，並提供針對性的建議，幫大家突破學習瓶
頸。
在劉奮洋的設想中，新媒體和新技術還幫助
他們突破了地域限制，能更好推動粵語「出
海」，以粵語為媒更好弘揚中華文化。「我們
將繼續幫助大家提高粵語學習效果。此外，我
們將繼續向世界講好漢語方言的故事。通過粵
語這一橋樑，促進大家與港澳及海外華人華
僑的溝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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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深誠的心目中，如今在上海忙到
飛起的生活，正是年少時的夢想。因
此，他每天都累，並快樂着。得益於
『健康中國』和『全民運動健身』兩大
國家戰略的深入實施，以及體育強國建
設的深入人心，這位從小就立志學醫的
運動達人由衷感嘆：「我實在想不到還
有哪裏，可以有那麼集中的機會。我也
希望繼續努力為國家發展和人民健康貢
獻力量。」

學生時代起一直熱愛運動
曹深誠學生時代就是運動健將，曾代

表香港隊參加各類國際比賽。說起自己
的醫科啟蒙，他最難忘的是拔萃男書院
的生物老師。這位當年會考生物實驗考
全港第一的老師，自己的會考解剖得了
28 分，卻在授課時給曹深誠打了 28.5
分。「他說之前沒有見過比他好的。」這
對年少的他是莫大的鼓舞，第一時間，他
就想到要做外科醫生，「我又喜歡運動，
所以自然而然就想學習一項本領，把兩者
結合起來，幫助更多運動員。」
中學畢業後，曹深誠考入有港澳台生

招收名額的福建醫科大學。報考研究生
時，面對北大醫科和上海醫學院（復旦
醫學院前身）兩所名校，因為後者有
「運動創傷」專業，他毫不猶豫選了上
海，並幸運地成為內地運動醫學領軍人
物陳世益教授的學生。研究生畢業後，
曹深誠進入上海華山醫院工作，還是上

海公立醫院招聘的首位港人醫生。

曾參與多項大賽醫療保障
「運動醫學」理念的普及，內地要晚

於香港。據曹醫生介紹，華山醫院在運
動醫學方面是內地的權威，在他的職業
生涯起步階段，就有機會參與大量的體
壇世界名將診治。還有令他難忘的，是
越來越多國際賽事選擇在內地舉辦，讓
他有更多機會參與賽事醫療保障：北京
奧運會、世界一級方程式錦標賽、世界
花樣滑冰大獎賽、國際泳聯世界錦標
賽、國際滑聯短道速滑世界錦標賽、上
海馬拉松……從早期的場邊醫生，逐步
提升到賽事首席醫療官、醫療顧問、醫
療指揮等等，這都為他日後自己創業累
積了更多臨床經驗。
不過，真正下決心告別公立醫院舒適
圈，扎根上海成立醫療集團，還是因為
他看到，隨着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運動醫學被更加重視。「近
幾年，運動損傷預防和康復治療的需求
明顯增長。同時，內地同胞的醫療消費
能力也在提升，比起從前，患者更捨得
花錢接受更先進的治療手段和康復技
術。還有就是，政府還接連出台一系列
對健康產業發展的支持政策，如近期商
務部又宣布支持引導符合條件的外資企
業參與醫療領域開放試點等等，都為他
們提供了一個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
曹深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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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深誠在普陀區註冊成立的是一家醫生集
團，集結了一大批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專
家。平日裏大家在不同醫療機構服務，遇到有
重大賽事，還能組團參與醫療保障。還有很重
要的一點是，來自不同教育背景的醫療人才能
夠在一個平台交流互鑒，也使更多有效診療手
法的探索成為可能。「法國手法治療師、巴西
康復理療師、美國整脊醫師、中國內地及中國
台灣地區物理治療師，和骨科運動醫學不同領
域的外科醫生等等。」
在曹深誠看來，如今的運動醫學還有一個值
得拓展的領域，就是教育不斷湧現的運動愛好
者們科學合理運動，更有效「預防創傷」。他
指出，相對來說，內地運動達人甚至專業運動
員在創傷預防方面的理念和實踐，與香港尚有
差距。有的是太拚，有的是認為運動量越大越

好，不知不覺間就傷了。因此他不斷努力着，
並結合團隊力量，透過科研、看診、公益講座
等多種渠道向公眾傳播專業知識，讓運動更高
效、運動更快樂、運動的年限更長。「我都希
望自己可以運動到99歲或100歲。」
值得一提的是，幾年的創業，還讓曹深誠充
分感受到內地營商環境帶來的便利，政府辦事
流程簡化，效率提升，「很多地方還設有創業
園區或孵化器，為初創企業提供辦公場地、諮
詢服務等配套支持。相關部門比如稅務、工
商、科技等，也非常願意提供指導和幫助，推
動整個創業環境變得更加友好和支持創新。」
目前他已經在醞釀擴大業務規模，並加強人才
培養。「期待隨着經濟發展，生活質量進一步
提高，更多人能享受運動帶來的快樂和幸
福。」

●劉奮洋目前帶領着一個近30人的團隊，服務海內外的學員。 受訪者供圖

● 曹深誠曾是上海
公立醫院的首位港人
醫生。

受訪者供圖

● 劉奮洋與上海創業起步的
工位。當年，他在這張月租
1,200元的辦公桌上，創辦
了「港你知」。受訪者供圖

● 制定受傷後的康
復訓練計劃，是曹深
誠日常的重要工作。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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