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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在黄浦江畔白手起家的法国人于恩，在电
子商务、餐饮、互联网等领域创办了多家公
司。在上海生活的十几年间，他见证了城市的
飞速发展。
在近日由新民晚报联合复旦大学管理学

院举办的“洋掌柜沙龙”活动上，他分享了自己
的创业经历。他说，在上海，最能感受“时代的
风向”，并表示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将继续带领
团队扎根中国市场，也希望帮助更多中国企业
出海发展。
于恩大学学的是商业和贸易专业。“硕士

学习期间，有个到上海学习的交换生计划，我
就报了名。”于恩回忆，交换生项目包括在法国
西部城市南特学习6个月，然后分别在北京和
上海学习2个月。2007年4月，于恩第一次来
到上海。交换生项目结束后，于恩又在上海进
行了为期6个月的实习。
硕士毕业后，于恩选择在上海创业。他先

是创办了一家出口贸易公司。公司走上正轨
后，他又收购了一家品质管控公司。“很快，我

发现男性定制商务衬衫是个可以进入的领
域。”于恩决定通过电子商务，为市场提供高品
质且价格亲民的商务衬衫。
于恩找了一家网络公司为自己开发一个

电子商务平台，但合作并不理想。于是，于恩
另请专业人员，搭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电子商
务平台。在电子商务刚刚兴起的时代，“如何
优化公司网站”的困惑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
是。“这就是商机！”就这样，于恩顺势成立了自
己的ITConsultis（IT咨询）公司。
在ITC，于恩是首席执行官，弟弟奥瑞利恩

担任总经理。“ITC的第一个项目仅价值400美
元，是为上海的一家餐厅提供电子商务平台方
案。”于恩回忆。从小项目起步，随着项目的积
累，ITC的专业性、品质得到市场认可。
如今，ITC的业务范围已从网站、应用程

序、网页设计与开发，扩展到战略与咨询领域。
在于恩看来，如今在中国创业的成本可能

不低于欧洲的一些城市。“但中国依然是创业
的沃土。就具体机遇而言，中国经济的韧性和

不断增长的消费市场值得关注。”于恩强调。
于恩的太太是美国人，两人在上海订婚、

完婚。夫妻俩喜欢一起探索上海的新餐厅，于
恩说，当年刚到上海的时候，这里的进口产品
远不如现在丰富。“如今的上海，到处都是世界
各地的美食餐馆和琳琅满目的进口产品，让第
一次来访的外国人更容易感到宾至如归。”于
恩说。 通讯员 桑普

掌柜：MicheleAboro
店名:ABORO
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昌化路等

用故乡美食搭桥梁
意大利厨师的半生岁月融入上海

女拳王在沪挑战自我
世界冠军和伙伴相信：每个人都能站上拳台

掌柜:MarcoBarbieri
店名:大马可意大利餐厅（DaMarco）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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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柜：克里斯蒂安·德维尔

店名：Fotografiska影像艺术中心
地址：上海市光复路静安苏河湾

苏州河畔，光复路
上，一座巨型仓库。

厚重的水泥框架
结构建筑透出浓浓的
艺术气息。这是世界
顶级影像艺术中心之
一Fotografiska（以下
简称FOTO）在全球
的第五座、亚洲的第
一座艺术中心，由法
国艺术收藏家克里斯
蒂安·德维尔于2023
年创立。上周四，又
一场重磅影像展——
“巴西已故传奇摄影
师塞巴斯提奥·萨尔
加多的全球首场个人
回顾展”开展，吸引众
多观众到场观摩。

德维尔出生在法
国巴黎，先后在美国、
法国、土耳其、印度尼
西亚等国家生活、学
习和工作。2005年，
德维尔到中国，从此留
下。他曾在一家大型
跨国公司担任CEO，
因为总部要派他去另
一个国家工作，而他
又舍不得离开中国，
便选择辞职。

德维尔从20岁开始就涉足艺术收藏
领域，收藏的对象多为摄影主题作品。
德维尔介绍，FOTO之所以定址苏州河
畔，缘于他2021年在上海的一次考察。
当时他一眼相中了这座有着现代主义风
格的百年历史建筑。经过两年改造，这个
4600平方米的工业空间蜕变为影像艺术
综合体，并于2023年10月正式启幕。

在上海，德维尔想要向公众呈现一座
门类齐聚的“影像艺术MALL”。在FOTO
的一层、二层、三层均设有展厅，第三层还
布置了公共空间，观众会受邀在此探讨对
于展览的理解。第四层是中心打造的酒
吧，室内外巨大的空间为观者提供了动静
皆宜的休憩场所。赏苏州河风景，品
FOTO特调饮品，是德维尔想为观众提供
的独特体验。与世界各地的Fotografiska
一样，上海FOTO也秉承了晚间11时闭馆
的传统。超长的开放时间，对艺术爱好者
来说特别友好。开幕以来，艺术爱好者尤
其是摄影爱好者纷至沓来。从纪实摄影
到艺术摄影，从引进全球名家到扶持本土
新人，FOTO延续了Fotografiska在摄影领
域的一贯追求。
“我的3个女儿如今在世界不同的角

落追求理想与抱负，但她们都在中国长
大，从牙牙学语到学有所长。”德维尔说自
己与中国的缘分是种双向选择，而在这
里，他找到了值得停驻的精神原乡。

通讯员 宋伟 本报记者 吴雪舟

今年4月，Michele在上海创办的第二家拳
馆开进了国际浓度很高的“新天地”商圈。开
业当天，众多拳迷及沪上瑜伽、健身圈人士来
这里为Michele捧场。不少身材高大的男拳迷
在她面前都“毕恭毕敬”，在他们心中，
“MicheleAboro就是传奇”。

如果说作为职业拳手是事业的“上半场”，
那么这14年间，Michele将事业的“下半场”稳
稳扎根在了上海——拳馆不仅是挥洒汗水的
训练场，更是传递力量与信念的精神港湾。绰
号“热火”（TheHeat）的英国籍尼日利亚裔女
拳击手Michele以技术、力量而闻名拳坛。她
共获得包括WIBF（国际女子拳击联合会）世界
超轻量级冠军在内的7次世界冠军，且无败
绩。作为拳击手，Michele常年在世界各国训
练、比赛。退役后，她在事业伙伴MascaYuen
的召唤下来到上海。Masca是荷兰籍华裔，身
兼艺术摄影师、呼吸训练师等多重身份。

Michele发现，上海的各项基础设施都很
不错，但拳馆却不多。“2011年我来到上海时，

这里刚举办过一届成功的世界博览会，我相信
这里的人们会爱上拳击运动的。”Michele出生
在英国伦敦，成长在佩卡姆。“我成长的环境
中，拳击馆之多就好比现在的上海到处是咖啡
馆、便利店、博物馆一样。”凭借勇气和毅力，
Michele把拳击运动作为一生的事业。2020
年，她的名字被写入国际女子拳击名人堂。退
役后，Michele转型为教练、推广人，致力于让
更多的伙伴加入拳击这项运动。

2014年，Michele和Masca在静安区昌化
路上创办了第一家ABORO。400多平方米的
场地里，最吸人眼球的还是那张拳台。在拳台
上摆个造型？为什么不呢？当然，并不是每个
人都有勇气站上拳台去战斗！“我的愿景是创
建一个围绕拳击的社区，为人们提供一种可以
改变他们生活的培训。通过训练，每个人都可
以站上拳台。”创业之始，她就为拳击爱好者开
发了Boxhale和TheAcademy两个体系的课
程。同时，为了帮助人们通过“三个月一周六
练”实现站上拳台的梦想，她还创办了AKO

（AKNOCKOUT）拳击训练营。AKO从2014
年举办至今，见证200余位业余拳击手站上拳
台挑战自我。AKO收取的门票收入部分会捐
助给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用于治疗和手术。
褪去职业拳坛的荣光，Michele正以另一

种姿态挥击人生重拳。正如Michele在湖滨新
店开馆仪式上说的“Bepartofourlegend。
让我们和上海一起‘拳力向前’！”

通讯员 宋圣柠

走进上海东诸安浜路的一家酒店公寓，底
层餐厅的烟火气便裹着黄油与罗勒的香气扑
面而来。餐厅门口矗立着一幅主厨Marco
Barbieri的大型画像。他面带笑容，仿佛正热
情地邀请路人：“快来品尝正宗意大利美食。”

Marco出生于意大利托斯卡纳，原本攻读
计算机编程的他，因五年制课程漫长，转而投身
两年制烹饪学习，从此与美食结缘。怀揣厨师
毕业证，他曾辗转纽约、瑞士、德国等地，直至被
新加坡餐厅PastaFresca派往上海分店，开启了
与这座城市的牵绊。1995年中国春节前夕，26
岁的Marco搭乘的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
一年后，Marco跳槽到赤道酒店，经理是意

大利人。Marco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半，后来又
去了新加坡假日酒店工作。

1999年，Marco与妻子回上海休假时，曾
在赤道酒店共事的一位同事已成为东诸安浜
路一家酒店公寓的总经理。她告诉Marco，公
寓一楼的咖啡馆正好没人打理，如果他愿意接
手，无需租金。Marco当即应允下来，自己负责

后厨，妻子负责运营。就这样，大马可意大利
餐厅诞生了。
创业初期，Marco用中国米做烩饭、自制意

面，口味和厨艺都严格遵循意大利传统。口口
相传，食客们纷至沓来。如今，各大平台上食
客好评如潮：“在这里，不可能吃到番茄酱制
品”“这里非常适合意大利人来怀念家乡”……
食客们将这里誉为“呈现最地道意大利风味的
餐厅之一”。
如今，这家藏在街角的餐厅已成为多元文

化的“会客厅”。26年来，也见证了无数人的人
生片段，最初到访的一些客人至今仍保持每周
光顾的频次，当年跟着父母来的孩子已经带着
下一代来赴约。

2023年底，Marco被授予上海国际旅游形
象公益推广大使。“自1995年扎根于此，我已将
半生岁月融入这座城市。”他常向意大利亲友展
示上海的地铁网络、电影节海报，还有他最爱
的露营地——从东北到新疆，他驾着房车走遍
中国，却始终觉得“上海是最特别的存在”。

如今，Marco仍在续写上海故事：通过短视
频向全球推介上海的石库门、小笼包。30载时
光流转，从当年在酒吧里探讨食材的年轻厨
师，到如今带着国际友人打卡武康路的“城市
推荐官”，Marco用美食搭起桥梁，让更多人看
见——当意大利的热情遇上上海的活力，便能
孕育出最动人的“双向奔赴”。

通讯员 任竹青 本报记者 梅璎迪

掌柜：YoanRigartLenisa（于恩）
店名：ITConsultis（ITC）
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襄阳南路

十几年间法国小伙见证上海的飞速发展

从卖衬衫到IT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