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商助推深圳油畫村 曾攬兩三千畫工大隊

港女福建教拳 重燃搏擊魅力
從健身教練到主理經營 實現自我價值
雙手與臉齊高，肘端在胸下，左手出

輕拳，右手出重拳，身體隨拳移動……

師從香港首個全職拳擊運動員黃浩洋的

陳瓊（英文名Kay），如今已在福建廈

門健身室從事拳擊健身教練逾兩年，這是她每天工作的狀態。戴上

拳擊手套的Kay說話不再輕聲細語，目光變得堅定，毫不猶豫地出

拳、爆發。「作為一名職業的拳擊手，我有着別人沒有的知識和經

驗，廈門健身行業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有巨大的市場潛力，我很看

好廈門。」Kay如是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廈門報道

■在香港第59屆體育節上，Kay榮
膺54kg級別金牌時與教練黃浩洋的
合影。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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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y開玩笑說，師傅黃浩洋是她的「男神」。「師傅原不收女
生，剛好遇到我這個不怕痛不怕苦的女
生，就收我做徒弟了。」Kay就此和拳
擊結緣。「兩年前香港健身市場已經飽
和，作為健身教練，我的業績壓力非常
大，早有轉行的想法，後來認識了一個
在廈門台資健身室上班的台灣朋友，她
建議我嘗試進入內地的健身行業。」

廈門消費力高 健身教練天堂
在朋友的鼓勵下，2015年 4月底，
Kay來到廈門，決定在朋友的健身室上
班。「兩年多前，廈門健身室只有幾
家，生意很好，發展前景一流。廈門的
中產人士很注重健康，消費能力很高，
絕對是健身教練的天堂。但是這一行在
廈門很新，管理體制不成熟，教練水平
不高，對我來講發揮空間更大。」
Kay回憶道：「當時廈門健身室都沒
有拳擊課程，因為我是拳擊運動員，也
是教練，可讓顧客獲得不同的體驗，這
和一般減肥拳擊有很大分別。」Kay認
為，重拾那個健康自信的自己就是搏擊
的魅力，讓更多人認識拳擊，同時希望
讓更多人通過學習拳擊強身健體，亦是
她最真實的拳擊夢。

女性教拳惹矚目 客慕名而來
在Kay教拳的過程中，有很多女性慕

名而來，包括醫生、辣媽、空姐、總
裁……她們學拳擊的目的各不相同，有
的為了塑造好身材，有的遭受了生活打
擊，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我在

濱北店的全真健身室上班不到兩個月，
已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存在，要來學拳
擊，但是當時我很忙，已有很多顧客。
同時，我還培訓一些教練，讓更多會員
能感受拳擊的魅力。」
「顧客口耳相傳，畢竟女教練教拳擊
蠻惹人矚目的。」兩年半內地執業生涯
感受頗多，Kay認為「香港顧客較理
性，內地不少顧客認為跟教練相處不
錯，投緣就好。內地顧客對健身沒有基
本概念，不太清楚教練水平」。
Kay笑着吐槽，其實內地產生健身教

練速度太快，他們還沒學會拳擊，只參
加幾天所謂的培訓就成為教練了，「因
為這個原因反而凸顯我更吃香了」。

資深教練少 水平差距大
Kay透露，香港健身教練起碼都要當

半年的學徒，兩三年只能算一個「菜鳥
（指新手）」，「而這裡的教練一年就
覺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最近一直在招教
練，來面試的都很自負，經驗都只有一
兩年。」
從廈門全真健身室跳槽到福隆健身

室，Kay表示，「之前東家的管理較保
守，現在的發展空間更大，從體制管理
到培訓經營模式，都是
我和搭檔一手一腳
創造經營的，現
在教練部表現出
色。」Kay注重
自我價值的實
現，首選良好的
成長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深圳大芬油畫村在發展過程中，獲得不少
香港油畫商的推動和支持，包括年逾75歲
的港商、香港國際美術家協會會長蔡騰。
蔡騰1979年赴港學習油畫和經商，上世紀
八十年代中，他返回深圳布吉創辦公司從
事油畫出口業務，高峰期曾吸引兩三千名
畫工大隊，為推動深圳大芬油畫村發展作
出貢獻。他還花三年創作了反映潮汕農村
春耕和秋收的兩幅巨型油畫《鄉村舊
事》，被稱為現代「清明上河圖」，目前
市場估價達2億元（人民幣，下同）。
蔡騰於1967年中山大學英語專業畢業，

先在軍隊鍛煉三年後，在粵北山區當十年
赤腳醫生。正是當赤腳醫生時長期給人治
病、採草藥，為後來油畫創作積累了豐富
的素材。1979年他迎來事業的轉機，在香
港的父親接他到港工作。此時，他對香港
充滿新鮮感和奮鬥的激情，他先在一家油
畫創作及出口公司工作，上世紀七十年代
末，香港出現一群畫師，在特別快的時間
畫出有特異風格的一系列油畫。通過向香
港當地和外國來港的畫家請教油畫知識和
技巧，蔡騰積累了油畫知識、創作技巧和
油畫經營的經驗。

接外國訂單 賺第一桶金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與人合作成立油

畫公司，聘請專業畫師，專接外國訂單，
按照外國顧客的要求創作油畫，這為他賺
得了人生第一桶金。由於海外訂單如雪片
般飛來，難以及時完成訂單的蔡騰想起，
深圳緊臨香港，成本低又方便快捷。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深圳成為香港畫商

發展業務的天堂。蔡騰先在深圳下步廟開
創辦事處，成了全國油畫集散點。隨着深
圳的高速發展，租金快速上升，許多油畫
工廠離開一線到二線布吉辦廠。受低租金
的吸引，高峰時從外省吸引兩三千名合約
畫工，他們住在大芬村，吃住和畫畫均在
住所或商舖完成，由此吸引了境外大批買
家前來下訂單，並帶動兩萬人就業。因雪
球越滾越大，大芬油畫村從此誕生。

鄉土題材作品 細膩細節獲好評
然而，2008年世界金融風暴讓中國油畫

出口的訂單銳減，畫工們面臨汰弱留強的
大洗牌，部分畫工逆流而上創作迎合新市
場需要的油畫。
蔡騰也潛心創作，憑藉自己對潮汕的記

憶，於2008年至2011年創作了反映潮汕地
區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春耕和秋
收兩幅巨型油畫—《春耕播種》和《秋收
喜悅》，即《鄉村舊事》。它們分別高2米
寬12米，描繪了當時農民勤勞樸素的快樂
生活，展現深厚的鄉村文化，有農民插
秧、挑秧、收割、小孩河裡游泳等兩百個
人物，個個栩栩如生，獲國際藝術界好
評。德國一藝術教授評價「兩巨作具世紀
紀念意義，是世界文化瑰寶」，國內外藝
術評論家、傳媒評價《鄉村舊事》是「現
代清明上河圖」。他透露，目前，市場有
拍賣公司對該兩幅畫估價達2億元。

「2015年4月底，我第一次來
到廈門濱北，馬上就愛上廈門
了。濱北屬於廈門的富人區，安
全乾淨，人口密度低，也有不少
外國人，而且消費比香港低。我
在廈門認識的朋友都很友善，有
文化有教養，相處完全不成問
題，我們經常結伴外出旅行。」

Kay發現廈門很多新奇有趣的事
物，如街上售賣早餐的小販會把
錢盒放在桌上，讓客人自動找零
錢。她感恩在適應過程中沒有遇
到特別的困難。

新增港人自助購票 體現國家關心
對於內地人可以直接網購高鐵

票後刷二代身份證上車，Kay曾
很羨慕，因她要跑到福建的火車
站售票窗口現場購票。「這令我
覺得不方便，加上櫃枱不多，每
次都要排隊輪候，買票取票時間
都難以預計。」去年底，福建省
內有27台自動售取票機新增港
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自助購取

票功能，當Kay得知後興奮地
表示，內地積極回應港人的訴
求，讓港人在內地出行更加順
暢，從細節上可以體現國家對
香港的關心。
Kay表示很滿意當前的狀態，

目前在廈門有自己的朋友、事業
及團隊，暫時沒打算回港發展。
「我的接受能力蠻高，慢慢探索
廈門這座新奇的城市，過程中會
有很美的收穫。」

「看到我的學員越來越喜
歡拳擊，我就特別有成就
感，感覺自己的價值實現
了。」Kay 說，她在拳擊課
上對學員非常嚴格，不管用
什麼辦法必須讓學員完成規
定的任務。很多學員上課後
發現，原來說話斯文的教
練 ， 課 上 秒 變 為 「 女 魔
頭」，示範時拳拳生風，監督
時說一不二。

查字典 教洋客
阿拉伯人Nouf是Kay認識的

第一位外國會員。Kay笑言，
「在接觸Nouf之前從沒有用過
英語教學，之前在全真健身

室，經理以為我是香港人英文
一定很厲害，第一次接觸Nouf
時，我完全沒辦法正常溝
通。」Kay續說，在上課前她
需要查字典，做好功課後帶
Nouf運動。
「後來我的口語變得蠻

好。」Kay感慨說，如果在香
港，她可能永遠都不會接觸到
外國會員，「因為在香港工作
時，外國健身會員有專門的同
事進行接洽。」
從全真到福隆兩年半的時

間 中 ， Nouf 一 直 追 隨 着
Kay，半年前鼓足勇氣接觸
boxing。 用 Nouf 的 話 說 ，
「與其說是堅持，倒不如說

是不捨得放棄。」
Kay 提及一名 45 歲的女顧

客，「實在太胖了影響健康，
半輩子沒運動過，現在短短四
個月，她減了25公斤。原本最
簡單的動作也會讓她有挫敗
感，到後來變得很自信，到處
說自己有個香港健身教練，買
衣服從三個加大碼變成細碼。
曾經所有人勸她別浪費時間，
腿太粗減不下來，結果現在變
成每天都穿緊身褲。」
在大多數眼中，拳擊運動較
男性化，但在Kay看來，「拳
擊是一場心理和身體的戰爭。
它向心理提出挑戰，但也在做
運動時，教你沉浸其中。」

斯文妹變「女魔頭」拳拳生風贏得信賴

打造事業團隊 探索廈門奇趣

■■KayKay（（左左））對廈門的健身行業充滿對廈門的健身行業充滿
憧憬憧憬。。 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香港文匯報記者蘇榕蓉攝攝

■Kay（後排右一）和教練團隊們一起去泰國進行打拳培訓。 受訪者供圖

■蔡騰創作的《鄉村舊事》秋收油畫，描繪潮汕地區豐收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鄉村舊事鄉村舊事》》春耕油畫描繪成人耕春耕油畫描繪成人耕
田田、、小孩在河裡游泳等景象小孩在河裡游泳等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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