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家廚房」設有一個室外的露台。
張偉民 攝

■「茶。家廚房」裝修簡約。 張偉民 攝

■「茶。家」旁的巷子，是許多人放鬆生
活的據點。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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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香港貢獻香港 陳穆儀骨子裡的那一份愜意，或許與她從小在
台灣長大有關，媽媽是台灣人，十歲才搬回香

港住。台灣「小清新」的下午茶店不勝枚舉，她也曾
經動過在台灣開店的念頭，在當地做了半年的市場調
查，最後還是說服了自己：「回香港開店，意義不同，
帶給港人的東西會更多。」
其實在開「茶。家」之前，陳穆儀也經歷了很長的

「迷惘期」。她大學赴英修讀法律，回港做了4年律
師，雖然收入不菲，卻越發覺得工作不能給自己帶來快
樂和滿足，似乎對世界沒有貢獻。陳穆儀搖頭大呼：
「我真的不是一個好律師啦，只會認真做好份內之事，
不多花一分鐘」。離開法律界，她確定要幹一番事業，
卻也沒有明確的目標，便又去巴黎讀了一年的MBA，讓
自己靜下心，思考如何規劃人生。法國人對生活的熱情
感染了她，兜兜轉轉，她決定開茶舖。

自小與茶結緣
聊起和茶的緣分，陳穆儀回想，是從小跟着父母喝茶。

從懂事起，幾乎每天下午皆會和父母坐着一起喝茶、吃蛋
糕，那時也不講究，有什麼喝什麼。長大後外出旅行，鍾
愛走訪各地的茶園，留下茶農的資料，研究各地對茶的製
作和泡法。等到「茶。家」開業，進茶的渠道也就多元化
了，世界各地的茶品均能拿回店中，與客人分享。

品茶講究心境
在陳穆儀看來，喝茶是最簡單的事情。她不去追求那

些複雜的泡茶、煮茶方法，只要茶的質量好，放在杯子
裡還是茶壺裡，並無分別。最講究的，是品茶人的心
境。在4個地方生活過，她覺得相比而言，台灣對茶的
認識最多，茶葉品牌也多；英國和法國則懂得擁抱生
活；香港人沒有情調，只會度日，近年來才慢慢有年輕
人願意靜下心去「喝茶」。陳穆儀感嘆，在香港要自己
做老闆開店賺錢，只靠一家店很難生存，只有多開幾家
店才能獲得經濟效益。當初開「茶。家廚房」也是出於
必須，港大附近學生多，又有幾個新樓盤，為將來發展
早做準備。她還在網上開了「Plantation」，提供各種價
位的茶葉，還詳細介紹茶的具體使用方法，讓顧客對茶
有更深入的認識。
陳穆儀也有小小埋怨，香港寸金尺土，根本不可能做

到自己種茶，運用本地的材料，「花的力氣和回報根本
不成正比」。「茶。家」已經營業近5年，今年經濟形
勢轉差，加上顧客對品牌的新鮮感已過，她稱經營得有
些辛苦，今年以來就沒賺過錢。

港人生活節奏急促，事事追求速度，陳穆儀

（Nana）反其道而行之，放棄律師工作，創辦

「茶。家Teakha」，希望讓港人享受「慢生活」。

一間300呎的細茶舖，默默踡在太平山街一隅，與

客人一齊「寧靜以致遠」。2015年初因「佔路」，

「茶。家」一夜成名，她不禁感嘆：「那真是最困

難的一段時光。」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品茶靜心
助港人走更遠的路

▶陳穆儀放棄律師工作開茶舖，推廣「慢生
活」，希望港人能在生活中覓得寄託。張偉民 攝

▲陳穆儀指只要茶葉質量好，不用追求複雜的煮
茶方法。 張偉民 攝

即便時隔一年多，陳穆儀提起這場風波，還
是一臉無奈。「茶。家」旁有一條幽靜的

小巷，平日鮮有人出入，她便萌生創意，鋪上
綠油油的地墊，供客人聊天、看書，隨意享受
easy time，此舉很快受到了顧客的青睞。不過隨
後，有路人投訴茶舖佔用了公共空間，食環署
介入調查，並明令禁止再度使用。「茶。家」
不僅收到罰單，還被要求停業一周。

停業遇竊 屢遇風波
律師出身，陳穆儀自然對各項法律條例了如
指掌，佔用公共空間這一說法，其實處於法律
的「灰色地帶」。很多食店會在街上提供戶外
的座位給顧客，按理皆屬「違法」，但只要不
太誇張，食環署通常「隻眼開隻眼閉」。她雖
在小巷鋪了地墊，其實所有顧客也是以「拎
走」的方式，自發享受室外的空間，本意根本
不是為了增加生意。

陳穆儀還笑稱，那時如同「熱血青年」，在網
上發起簽名，呼籲客人周末帶坐墊或椅子到現場
享用公共空間，卻也無濟於事。更慘的是「屋漏
偏逢連夜雨」，茶室停業第二日就遭竊，店舖玻
璃窗被打爛，收銀機內4,000元現金不翼而飛。
再營業，香港迎來了雨季，室外空間不能用，加
上受外界輿論影響，生意一落千丈。
如今，風波早已不了了之，小巷反而成了一
個小小的文化基地，「茶。家」還在努力「慢
下來」。陳穆儀稱：「我不算一個嚴肅的生意
人，不會付錢去做marketing，但會用一些軟性
的方式吸引顧客，享受生活。」記者無意中發
現，港大附近新開一年多的「茶。家廚房
Teakha Kitchen」，設有一個室外的露台，花草
叢生，生機盎然，牆邊告示鼓勵客人攜寵物一
起享受歡樂時光。

文化活動 為客減壓
「茶。家」幾乎每周均會舉辦文化活動，小
型音樂會、手作教學等。「茶。家廚房」還會
邀請藝術家現場作畫，請茶農合辦品茶活動。
令陳穆儀最滿足的是，一些客人不僅把「茶。
家」當作一個茶室或者是餐廳，更多當成了生
活中的一個寄託場所，釋放壓力。這正是她最
想見到，也是正在做的事。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陳穆儀坦言有時

很難平衡「賺錢」和「慢下來」兩者的關係。
她完全不介意顧客在茶舖發呆、看書、聊天，
開店本意便是如此；但逢周末或者假期，店外
會排起長龍，等位時間有時很長，顧客難免有
意見。她一直在掙扎、思考，如何解決這個
「世紀難題」。身為員工或者老闆，很難開口
讓客人離開。

■陳穆儀去
旅行時，喜
歡走訪各地
茶園。
張偉民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小米聯合中
國銀聯昨日正式推出基於NFC的小米支付（Mi
Pay）。目前，小米支付覆蓋了中國建設銀行、招商銀
行等20家主流銀行的信用卡和儲蓄卡，同時支援上
海、深圳、北京、廣東、武漢和蘇州6個地區的公交
地鐵卡，初期階段小米支付的各項功能由升級MIUI 8
的小米5獨享。繼蘋果、三星、華為後，小米成為又
一家與中國銀聯達成合作推出支付功能的手機廠商。
小米官方介紹，小米用戶可以在小米錢包應用當

中，輸入銀行卡信息即可開通小米支付。在使用上，
用戶只需要將手機靠近支援銀聯雲閃付的POS機，
然後驗證指紋，並在POS機上輸入密碼即可。
現階段小米支付覆蓋了內地20家主流銀行、超過

1,000萬商戶，未來還將會陸續開通更多的銀行。除
了移動支付，小米支付還支援公交地鐵卡，目前小米
支付的刷公交地鐵卡功能已經在上海、深圳兩市開
通，還有北京、廣東、武漢和蘇州四個地區正在測試
中。

力寶對內房市場持保守態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楚倩）力寶（0226）董事

總經理及行政總裁李聯煒昨於股東會後表示，內地經
常推出調控政策，再加上項目建築周期長，故對內房
市場持保守態度。公司早前賣地所得資金，會用於債
券、ETF等產品，同時也會用作償還債務，現時公
司負債比率約在10%。他稱目前並不是好的投資時
期，公司會密切留意美國大選後的加息動向，再決定

投資方向。
力寶在美國的銅礦業務，上年度分部業績虧損3.36

億港元。李聯煒談及該業務時表示，經營困難主要是受
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拖累導致，公司已停止向項目投入新
資金，賬面值降至約一億元。出租業務方面，他稱公司
於新加坡持有約500萬方呎樓面，可作收租用途，估計
可為今個財政年度帶來10億至12億元租金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
天倫燃氣（1600）執行董事兼副總
經理馮毅昨於記者會表示，近年內
地多個不同產業遷移至三四線城市
及工業園區，令工商業的天然氣用
量隨之增加，故公司實行「煤改
氣」策略，冀吸引更多大中型工業
用戶。
據馮毅介紹，公司上半年的工商業
氣量同比大幅增長約95.3%，即使扣
除北京慧基項目的工商業銷氣量，銷
氣量仍上升約68.07%。相信隨着新
增工商業用戶陸續開始用氣，下半年
工商業銷氣量會繼續增加。
談及天然氣價格時，馮毅指內地

持續進行天然氣市場化改革，推動
使用天然氣的容量，預計下半年氣
價會維持下調趨勢，不過亦要觀察
內地政府相關政策的推出。他又
稱，未來一兩年將於中緬線、中俄
線及西三線加強城市燃氣發展，加
強長輸管道及加氣站的自建力度，
冀通過長輸管道的鋪設路徑以及加
氣站的網點佈局，拓展周邊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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