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後港人在深圳辦理
相關機動車及駕駛證業
務將可提前在網上預

約。深圳市交警局日前推出車管所業務「網上預
約」服務，全市每日13個服務點可同時為1,040名
申請人預約辦理業務。申請人登錄深圳市公安局
交通警察局網上車管所即可。

網址：http://cgs.stc.gov.cn/
據深圳交警局車管處副處長溫偉中介紹，網上預

約服務項目包括補領機動車行駛證、補領機動車號
牌、車主基本信息變更（姓名、身份證明名稱及號
碼）等機動車業務6項；駕駛證補證換證、駕駛證
註銷、駕駛人年度體檢延期、駕駛證期滿換證、恢
復駕駛資格、駕駛人審驗等駕駛證業務7項。

港人憑回鄉證登記
根據網上預約協議書，申請人須憑本人身份證

明（港澳人士可憑回鄉證等做為身份證明）進行

預約，每天每人限預約2次。如需撤銷預約，須至
少提前半個工作日在網站預約申請頁面進行撤
銷，否則視為失約。對於在6個月內申請人失約累
計達到3次的，車管所將在12個月內不再受理該申
請人的網上預約申請。

不可代辦採實名制
溫偉中表示，為防止出現黃牛黨，預約業務不

接受代辦，需本人前來辦理，預約採用實名制，
請如實錄入個人信息，否則不予受理。在選擇預
約日期和時段時，如系統未能顯示，表示該時間
段預約已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黃鎮源和鍾爵麟，一個懂酒，一

個愛茶。這兩個北上創業的港漢在

香港廣東外商公會認識後，一拍即

合，合作在深圳成立了一個酒與藝術結合的展示

館，決志找出「紅酒與茶的共同點」，把中國的茶

文化和法國的酒文化發揚光大，然後搬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張瀛戈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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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進黃鎮源和鍾爵麟在深圳共同經營的紅酒
藝術展覽館，映入眼簾的是一幅精美絕倫

的佛像，室內金黃色的燈光映得展館惟妙惟肖。
大廳內的吧台上井然有序的放 不同種類的紅
酒，走進一間房，記者頓時被眼前的景象驚呆
了：十餘幅栩栩如生的佛像，給人感覺不像是紅
酒店，倒更像是一間「藝術品珍藏工作室」。

展館似藝苑 檀香飄樂韻
為甚麼展覽館看 更像是一間藝術工作室？黃

鎮源看出了記者的疑問，但他並沒有馬上解答，
而是帶我們來到了另外一間房，還未走進去，就

隱隱約約聞到了淡淡的檀香的味道伴隨 優雅的
音樂聲，「在這裡，你可以放下煩惱，穿上漢服
坐下來一邊品茶一邊暢聊中國文化、聊茶道、聊
藝術，走出去，你又可以品嚐不同口味的紅酒，
欣賞形態各異的畫像，這是我的理念—將中西
方文化交融在一起」。黃鎮源說。

探討茶文化 奇想突湧現
黃鎮源的父親在香港經營一間針織衫加工廠，

作為家中獨子的他從小就過 衣食無憂的生活。
2003年黃鎮源從澳大利亞留學回來之後便回到香
港開始接手家族生意，對於這個七尺男兒來講，

終日與服裝接觸顯得枯燥乏味。
在一次外商公會的活動中黃鎮源結識了在內

地經營茶生意的港人鍾爵麟，在通過鍾爵麟與
他探討中國茶文化的過程中，黃鎮源也開始思
考如何品茶，並在腦中突然想到一個近乎是不
可能的想法，何不把茶與紅酒結合起來，讓中
西方文化交融在一起呢？讓不同國家了解彼此
的文化是多麼有意義的事，這個創意使黃鎮源
興奮得徹夜未眠。他回憶說：「我的人生在那
一刻終於找到了方向，接手家族生意固然穩
妥，但對我而言人生少了豐富性，對這個世界
也不會有甚麼意義。」

兩年赴澳法 學習品紅酒
於是，這個衣食無憂的「富二代」決定放棄接

手家族生意，開始了他的創業之路。讓他感到欣
慰的是，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訴家人之後，家人
都很支持他的決定。於是，他獨自一人前往澳
洲、法國等地利用兩年的時間去品嚐近2,000種紅
酒。黃鎮源說：「以前我並不喜歡喝酒，我認為
它是人們交際的工具而已。後來，我漸漸認識
—品酒跟喝酒是不同的，品酒要按規矩，從色
澤、掛壁、氣味去一一體驗，我越研究酒，就越

喜歡酒，就越離不開酒。」
回國之後，黃鎮源便選擇在深圳開啟他們的創

業之旅，也是從那時起，黃鎮源開始了往返深港
兩地的雙城生活。創業初期，讓黃鎮源困惑的
是，如何找到紅酒與茶的共同點，如何讓人們認
識到紅酒與茶也可以屬於同一個文化。

酒廊伴茶莊 憧憬殺回港
他在不斷地探究與學習中逐漸體會到，中國的

茶文明是源遠流長的，法國酒文明也是幾千年的
歷史，發源的時代都是那麼的悠長。茶是一種植
物，葡萄也是，可以說是上天一起給予兩個不相
同區域的人類最棒的禮物了。

黃鎮源說，我們需要做的是，提供這樣一個
場所，來讓大家坐在一起，了解中西方文化，
讓彼此的溝通可以更上一層樓。就這樣，在經
過二三年的籌備後，他們的紅酒與藝術結合的
展示館正式在深圳掛牌了，而且就選在鍾爵麟
的茶莊旁。他欣然表示：「等到時機成熟，我
決定把它帶到香港，讓香港市民也可以在繁忙
的工作之餘來到我們的展覽館放鬆身心，紓緩
一天的壓力。下一步，我還打算幫鍾爵麟把茶
莊也搬過去！」

只要談及文化，鍾爵麟就有聊不

完的話題，在他看來文化是趣味性

的東西，當文化與商品結合的時

候，商品就會變得商機無限。以香

港為例，鍾爵麟認為香港的商業模

式早已被定位了，年青一代想要在香

港創業，無論多努力基本都很難有成

就，而唯一尚未定位好的就是文化，「文

化的商業價值很高」。鍾爵麟稱，從藝術

品收藏市場鼎盛現狀可見一斑。

字畫紫砂壺 收藏如戀情

在日常生活中，鍾爵麟也會進行一些

字畫、紫砂壺等的收藏，他形象地用男

女戀情來形容自己對那些藝術品的熱

愛。「喜愛收藏茶壺的人，看 茶壺的

工藝造型如此優美，就如同男孩看女孩

的眼光一樣，越看越愛不釋手。」 在鍾

爵麟看來，帶有文化內涵的商品，沒有

走下坡的可能。

組合新模式 穩固再推廣

2009年，鍾爵麟在香港廣東外商公會

認識了港人的黃鎮源，同樣對紅酒有

一定的理解的兩人一拍即合成立了一個

酒與藝術結合的展示館，不僅做紅酒亦

做油畫和檀香。成立這個展示館，鍾爵

麟坦言，在商言商，是看中了紅酒的前

景。但單純賣酒這樣的道路顯然已經過

於普通，「看 油畫品酒，就和聽 古

箏品茶一樣，我們想借『紅酒+油畫』

的新組合模式在內地推廣，打好基礎後

再推向香港」。

商品含文化
商機即無限

黃鎮源懂酒，鍾爵麟則愛茶。採訪當
日，記者與鍾的聊天是在悠揚的古箏聲和
淡淡的普洱茶香中開始的。一副無框眼
鏡，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鍾爵麟以書生的
儒雅緩慢地陳述 茶的歷史，以及自己對
茶文化的見解。他說品一泡普洱茶就如同
品位人生的每一個階段，需耐心、細心慢

慢感受。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在內地創業的文化
人，他計劃在48歲前拿到浙江大學茶博士的學
位，然後組建一個和他一樣熱愛茶的團隊，將
茶文化帶到香港甚至歐美國家。

品茶三步驟人生同意境
「品茶，你如何理解品字的三個口？」在鍾

爵麟的茶藝工作室中，他以嫻熟的技巧泡出三
杯生普洱茶後拋出一個大多數人並未關注，也
不知如何回答的問題。指 一杯顏色清澈的
茶，他說，第一個口在於「觀色」，年限不長的
生普洱顏色略顯黃綠；第二個口在於「聞味」，
生普洱有穩重深沉的木頭味，不似熟普洱帶有
果香和菊香；第三個口在於「品韻」，略有點苦
甘味是生普洱最大的特點。「這是品茶的三個
基本步驟，與品位人生有 相同的意境」。

原做機械業 浙大學農科
現年40歲的鍾爵麟本職是在香港及內地從事

機械設備製造業，2003年，一個偶爾的機會，
他開始接觸茶，並對茶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為了深入了解這個行業，鍾爵麟毅然決定
重歸學堂拿起課本，目前他是浙江大學農業科

山茶科方向的一名本
科生。「我的目標是
在48歲之前拿到茶博
士的學位，這樣人生
就圓滿多了。」鍾爵
麟稱，研究茶已經成
為他人生最大的樂
趣，而他的研究不是
停留在表面的，不只
是了解茶的歷史，不
只是懂得怎麼判斷茶
葉好壞，「在甚麼時
間段採摘茶葉最好，
陽光霧水經緯度會對
茶葉產生怎樣的影

響，這些都必須懂，所以我要讀書」。鍾爵麟
說，接下來有時間他還會到江蘇等盛產茶壺的
地區實地考察茶壺製作工藝，更加系統地學習
茶文化。

寶安開茶行 當作試金石
在鍾爵麟的身上，不僅沒能感受到香港這個

繁忙、節奏極快的都市給他帶來的急促感，看
他舉手投足間所透露出的從容，聽 他講訴

一段段歷史典故，彷彿回到唐朝與陸羽一起品
茶。「這是學茶帶給我的轉變，沒有悠閒的心
境就無法品出茶的真諦。」鍾爵麟告訴每一個
與他一起品茶的人，品茶須慢，尤其是好茶，
每一泡都是有年齡、有層次感的，「很多人喜
歡一眼就給茶定性，但如果願意給時間慢慢去
品，會有更多不同理解和感受。人與人交往也
是這樣，需要時間慢慢了解才能透徹」。

「我希望有朝一日Tea Room（茶室），可以
和Starbucks（星巴克）那樣風靡全世界。」不
久前，鍾爵麟在深圳寶安開了一家茶行作為他
拓展茶文化的試金石，之後他想在攻讀碩士、
博士學位的幾年間，找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將
寶安這家店的模式複製到香港，成立香港茶文
化旗艦店。

盼港開旗艦店 推廣茶文化
在他的設想中，旗艦店中有中國溫婉的女孩

彈 古箏，有穿 旗袍的漂亮女孩教導客人如
何泡茶，店內還需擺設 各種各樣與茶相關的
藝術品。「香港喝酒的人很多，品茶的人相對
較少，主要是社區中的老人家和有一定社會財
富的大老闆。我希望能先在這部分人當中推廣
茶文化。」鍾爵麟笑言，目前香港也已經有些
學校開設了茶藝班，通過學茶藝來幫學生減
壓，茶文化已開始在年輕一輩當中推廣，「如
果可能，更大膽點，我還想把這樣的旗艦店推
廣到歐美國家，讓他們不再喝咖啡，也改學喝
茶，浸入中國的東方茶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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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酒展館入口處有佛像油畫。李薇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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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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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創業顯優雅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一
懂
酒

一
愛
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