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算是一個典型的香港青年，這個典型在大
學期間就充分得以釋放。」孫弘睿認為，香港作
為一個貿易城市的底色，它的核心規則是博弈二
字。2006年入暨南大學讀國際關係學，在校期間
開始做紅酒貿易創業。進出校園之間，遞出印有
總經理職務名片的感覺，孫弘睿至今想起來還會
咧嘴一笑：「不僅是初出茅廬不怕虎的闖勁，更
有一種世界我有的巨大信心。」牛刀小試是成功
了，但後來內地公職人員禁酒令的出台，讓孫弘
睿的紅酒生意宣告破產。

創業告失敗 打工闖電商
從小在公屋中長大，孫弘睿有「公屋仔」的

堅韌。為了生活，唯有打工。在合作夥伴的推
薦下，孫弘睿進入廣東一家本土服裝企業，負
責拓展電商渠道。憑着外語優勢和紅酒創業項

目攢下的渠道資源，孫弘睿帶着品牌服裝開展
網上銷售。2014年，企業參與線上「雙十一」
活動，銷售額出乎意料地闖進品類榜單前三
甲。

失業扮返工 南沙再起步
「第一次覺得內地發展太快，就是做了電商

事務之後。」孫弘睿表示，原本線下需要三五
天搭建的銷售鏈條，轉移到線上就需一個工作
日內優化流程，後來更發展為半個工作日的節
奏。這時孫弘睿意識到，內地電商的發展給香
港的傳統貿易方式帶來極大的衝擊，如不及時
調整，香港作為內地對接海外市場的「中間
人」角色有可能會被弱化。不過，由於企業很
快將發展重心調整回實體，電商部全體裁員，
孫弘睿宣布失業。

對於再一次折戟沉沙，孫弘睿笑言，戲劇源
於生活是真的。恰逢太太放產假，「有兩三個
月，自己假裝去上班。」幾個月拿不出家用，
紙包不住火。當時還在租樓住，那種漂泊的不
安感十分強烈。

好彩，天無絕人之路，曾經的合作夥伴拋來
橄欖枝：一起去南沙做跨境電商。那是2015年3
月，正巧趕上南沙自貿區成立。孫弘睿參與搭
建了南沙首個跨境直購商場，他主要負責建立
個人跨境報單稅系統及和政府商討跨境個稅標
準等事宜。商場初期顧客需要限流排隊1小時以
上才能進入，風頭一時無兩。不過，作為那時
廣東風信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創始合作人，孫
弘睿再一次發現自己職業上的優勢，一定程度
上依然來自「香港」這個國際貿易大都市的積
澱和養成。

事業起伏嘗甘苦 感嘆天無絕人路

我在 港青孫弘睿的灣區買

樓故事是這樣的：決定買下廣州荔灣

區的一套老舊二手學區房，首要考慮的是孩子的讀書

問題，其次是期望居所像梵高的畫一樣——太陽在屋前屋後，照亮着

生活在這裏的人。有朋友到他家作客後說，這裏彷彿韓劇《請回答1988》的開端

場景：夕陽西下，媽媽們各自在家門口呼喚子女回去吃飯，他們似倦鳥歸巢般散去。告

別學校宿舍、幾次租屋後，廣漂16年的孫弘睿終於擁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小家。房子的結構布

局都由他自己設計改造，而且能常改常新。這個個性化的安樂窩，不單隨時滿足孫弘睿的DIY喜好，更為

其女兒撐建起一個快樂童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廣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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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輕人喜歡把家當作自己的
「第二張臉」，孫弘睿也不例

外。在廣州讀書、工作十多年，曾
是內地電商的早期從業者，如今當
上金融投資孵化人，而當一回到
家，則成了家居布置達人、新晉園
藝愛好者，同時也是一個「差不多
就好」的爸爸，在「雞娃」（網絡
流行詞，指的是父母為讓孩子考出
好成績，安排學習和活動「進
補」）風潮下，致力於為女兒撐建
起一個快樂童年：她笑容能盡情綻
放，天馬行空地去想像，不用太有
束縛感。

喜歡老區氛圍 孩與同學為鄰
談到揀樓，和很多首先考慮大社

區、花園住宅的年輕人不一樣，在
港住公屋的孫弘睿更喜歡廣州老城
區的起居、飲食以及社區氛圍：下
樓即可穩妥解決飲食，孩子上學步
行5分鐘即達。同時，敢拆敢弄的
改造慾望，讓孫弘睿對理想家居環
境也有着十分堅定的標準：裝載個
性、存放愛好的綜合體空間。
或許這就是緣分吧，在看了30多

間房子之後，現在位於荔灣區的家
恰好就在合適的地點和時間遇到
了。70平方米的二手樓，當時的總
價300萬元人民幣左右。房子在地面
一樓，需要步行三層樓梯才到達小
區的連廊入口，類似於香港的G
層。
樓棟之間寬裕，因此這一層的住

戶都自主劃出一個方正的前院，或
種花、或養魚。盛開的花草成為鄰
里之間的天然圍牆，這份來自自然
的私隱感恰到好處。
老式小區的鄰里關係，在周末和

節假日得以敞開。老人屋前下棋，
孩子三五成群滑滑板車、玩樂高，
家家戶戶大都來去自如。「她養了8
條金魚。」女兒對同學家門口的金
魚缸如數家珍。搬到這裏孫弘睿才
驚喜發現，左右鄰居中有七八個是
女兒的同班同學。

改成兩房一廳 布置智能家居
孫弘睿也沒閒着，在家裏他隨時

都有DIY的靈感和衝動。
「老房子重新拆建裝修，也別有

洞天。」借助相關App的幫手，孫
弘睿一手包辦了設計方案。在他看
來，整個過程像是玩建構遊戲。原
本的小三房改造成了兩房一廳，全
屋配有家居智能語音小助手。
「小愛，開客廳的燈」、「小愛

開空調」，這種一呼即應的智能
「遊戲」不僅女兒喜歡，孫弘睿也

沉浸於互動之中。因為職業關係，
他也經常接觸不少智能家居創業項
目。在他看來，作為投資者，也需
要站在顧客、買家的角度去真實體
驗每一個產品的實際需求及同品類
的發展空間。

闢幸福小花園 建紓壓小窗戶
當了業主後的最大幸福感，孫弘

睿認為，更多的是在屋前自己一手
建造的小
花園。海
棠花、三
角梅、高
過人的網
購 銀 杏
樹，都是
孫弘睿親
自 栽 培
的。擺弄
盆景時，
路過的鄰
居有時會
駐 足 攀
談。他們
一嘴分享
驅 蚊 妙
招，一嘴感嘆花園好靚。
從前院小花園到客廳，

孫弘睿還搭建了一個入戶
前廳，晾曬、遮陽、孩子
的玩具收納，都一一安排
妥帖。進入客廳，長沙發左右兩側
的座位都配有電動按摩裝置。他設
想過，孩子在客廳玩玩具、看繪
本，自己和太太就在沙發兩側做按
摩。
還有一個相對秘密的紓壓空間，

就在主臥進門的左側。拉開布簾，
太太的化妝桌椅、自己的工作桌背
立開來，各有空間。「處理工作或
瀏覽新聞稍感疲憊後，放低椅背，
半躺下來，抬眼可見窗前的一片繁
花和新綠。」孫弘睿說，這扇躺着
就能看見風景的小窗也是自己改造
的。
這個煥然一新的家，一家人越住

越滿意。不管是現在還是接下來，
孫弘睿會因應每個家庭成員的需求
而作適度微調。孫弘睿說，不管是
換個城市打工創業，還是從出租屋
搬到自己的家，都是想要朝着理想
的生活、工作圖景，靠近一點，再
靠近一點。
自2020年新冠疫情持續至今，

孫弘睿也意識到，生活中最真實的
東西就是食物和愛。去感知個人和
社會、自然的種種關係，可解決不
少焦慮的情緒。

掃碼看片

創造型人才鳳毛麟角
盼政策惠及普通青年

荔灣區廣州酒家荔灣區廣州酒家、、街坊小食店街坊小食店

樓下糖水舖樓下糖水舖、、涼茶舖涼茶舖

前院花園前院花園

智能家居助手智能家居助手「「小愛小愛」」

廣廣漂漂十六年做業十六年做業主主
二手樓翻建安樂窩二手樓翻建安樂窩

「開窗者」這個角色，孫弘
睿認為很適合作為個人廣漂故
事的開場白。不管是在家裏工
作桌開一扇看得見的綠色小
窗，還是現下工作的核心重
點，他都是在做一個「開窗的
人」，展示恰好的風景。
在他遞來的名片上，職務信

息包括粵港澳（南沙城）國際
青創社區總經理、廣州韜晟醫
療器材有限公司董事長、廣州
專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事
業部總經理等多重身份。金融
投資之外，他時常受邀向港澳
青年分享灣區生活、工作經驗
故事。
作為一個在廣州娶妻生孩的

香港草根青年，孫弘睿發現，
當下孵化項目的共同之處在
於：創始人都是草根青年，項
目技術含量較高。

這是巧合還是潛意識下的首
選？本科學習國際政治關係的
孫弘睿，如今會反觀作為香港
青年在內地發展的處境。「有
一個稍顯無奈的發現：有創造
力的土生土長香港人才還是鳳
毛麟角。而內地各級政府在針
對港澳台僑青年制定優惠、扶
持政策時都有一種期待心理。
簡而言之，很多政策看上去都
是為高精尖人才制定，普通青
年要享有這些利好還存在藩
籬。」
孫弘睿說，期望和落差之

間，政策的制定人和受益群
體，或許都需要調整各自的思
維方式。更進一步說，在青年
優秀人才培育這一塊，香港政
府也要重新正視自身產業在特
色上的不足，而非一味高估現
有科研人才帶來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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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居

◆孫弘睿在自家
小花園種植百香果，
期待豐收的一天。

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攝

◆女兒和小區的同齡玩伴玩得好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孫弘睿和太
太有空來一次美
食之約。

受訪者供圖

◆◆ 孫弘睿親自設計孫弘睿親自設計
的家居改造方案的家居改造方案。。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胡若璋記者胡若璋 攝攝

◆為自己開一扇窗，闢出愜意的小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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