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藍店得道多助 冀助港青北上
屢遭泛暴騷擾 堅守和而不同 盼糾青年偏見

顏色經

濟圈粗暴地撕裂

香港，屢受無理打壓

欺凌的「藍店」堅拒向惡勢力低頭，抗爭

逾半年，有店舖敵不過經濟不景，走上結業

之路，雖然生意可以暫時不做，

但店家與暴徒勢不兩立的風

骨不滅。也有「藍店」化

危為機，再創一片天，

其中鯉魚門銀龍咖啡茶

座的老闆娘李凱瑚因出

席撐警活動，惹來煽暴

派惡搞、騷擾，李凱瑚

卻不屈不撓，憑着愛

國赤子之心獲內地食

家追捧，正籌備到深

圳開分店。李凱瑚坦

言，香港始終是她的

根，無意放棄香港，進

軍內地只為幫港青帶路

北上，冀能化解港青對內

地的誤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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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龍咖啡茶座廣獲市民及內地遊客支持銀龍咖啡茶座廣獲市民及內地遊客支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茶座內貼滿支持警察的海報茶座內貼滿支持警察的海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同道贈送致敬字句同道贈送致敬字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莊太量表示莊太量表示，，抵制抵制「「藍藍
店店」」將禍及整個經濟體系將禍及整個經濟體系，，
「「黃店黃店」」也不能獨善其身也不能獨善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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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記瀰漫黑恐 老闆伙計噤聲

拒走數即遭抹黑 無辜食店焗結業
縱暴派提倡「黃色經濟圈」概念，
藉此惡意針對、攻擊持不同政見的
「藍店」，此舉無疑是製造「黑色恐
怖」，目的是強迫所有商店歸順於縱
暴派，迫使店方對暴徒的惡行隻眼開
隻眼閉。但黃、藍如何定性？答案可
以是「莫須有」。其中，葵芳一間食
店只因為不許黑衣魔走數，以及呻生
意轉差等，就被標籤為「藍店」，過
去4個多月被「黃絲」在網上欺凌中
傷，店方因此踏上結業之路，宣佈農
曆新年後關門大吉，可見這個顏色經
濟圈不可理喻。

着「埋單」先即激嬲黑魔
屹立葵涌廣場近20年的小店「輕鬆

一下」，近日店東在店內懸掛橫額宣
佈農曆新年後光榮退休。隨即引起一
眾「黃絲」網民興奮不已，在社交平
台大肆慶祝，又說：「我們要繼續努
力，將所有藍店趕盡殺絕。」

該店慘成「黃絲」霸凌的目標，源
於一個匪夷所思的原因。有黑衣魔在
網上透露，8月5日晚上葵芳暴亂期
間，警方施放催淚彈，大批暴徒走避
到該廣場，還扮食客惠顧「輕鬆一
下」，點餐後另一批黑衣魔也走避到
該廣場，老闆怕有人趁亂走數，便着
客人先「埋單」付錢，即引起黑衣魔

不滿，「你唔係怕我哋食完唔畀錢
呀？有無關心我哋？何況食物都未送
上，急咩？」
其實點完餐畀錢是天經地道的事，

黑衣魔的不滿原因令人摸不着頭腦，
什麼「有無關心我哋？」老闆打開門
做生意，什麼也是成本，要求客人付
清賬單無可厚非。最後黑衣魔應老闆

的要求「埋單」，卻懷恨在心，直至
10月他們的「仇口」更深，有次一班
黑衣魔聽到老闆向食客訴苦說：「呢
幾個月生意×晒街，成咁×多日的示
威遊行，都唔知搞到幾時。」

難敵網絡謠言 老闆黯然退休
自此一班「黃絲」對該店的狙擊升

級，瘋狂地在網上口誅筆伐，肆意中
傷、抨擊該店，不時誣告該店的食物
不潔淨，食後不適；又有人指它是
「垃圾小店」四處散播失實的食評。
持續4個多月的網上欺凌後，該店決
定黯然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到場了解，發

現該名店東年約50歲，仍未屆退休年
齡，不少熟客知道他退休也大感詫異
和可惜，但店東被「黃絲」搞後，說
話十分謹慎，未有再向食客訴苦，只
輕輕說：「想休息一下。」記者也表
明身份邀請訪問，惟他也婉拒了。

■■李凱瑚展示回流伯伯贈送給她李凱瑚展示回流伯伯贈送給她
的英鎊的英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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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張貼了李凱瑚與
店內張貼了李凱瑚與「「一哥一哥」」鄧炳強的合照鄧炳強的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輕輕鬆一下鬆一下」」難難敵黑衣魔欺凌敵黑衣魔欺凌，，日前宣佈將在農曆新年後結業日前宣佈將在農曆新年後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唔好諗住你走得甩，唔會放過你！」過去逾
半年，李凱瑚接獲的恐嚇電話如雪片般飛

來，內容盡是不堪入耳的惡毒咒罵。這些故意惡搞
的煽暴派支持者甚至致電多個政府部門「報流
料」，一時投訴該店食物不潔、一時指該店有僭建
物等，一下子眾多「莫須有」的罪名衝着該店而
來，「除了社署外，幾乎所有政府部門都不約而
同稱接獲投訴，接踵而來上門進行調查。」李凱
瑚對此大感無奈，也花費大量金錢為店舖內有損
耗的設施作維修，以免被煽暴派抓到疏漏進行滅
聲行動。
豈料，煽暴派仍不罷休，李凱瑚憶述，早前

一行黑衣魔先後幾次到該店外高叫口號，滋擾
店舖，也曾一度進入店內高呼「呢間係舐狗
店」。她聞訊便走到他們面前，禮貌地請他們
離開。

「無論你咩政見，我都歡迎你」
面對煽暴派的針對，李凱瑚極有風度說：

「食物不涉及政見，無論你係咩政見，我都歡
迎你嚟。」她把這句話付諸實行，曾經有身
穿黑衫黑褲戴黑口罩的人上門，她從容地坐
在其對面，熱誠地問：「啲嘢好唔好食？」
黑衣人最後感「無癮」離去。也有老顧客向

她直言，「我唔同意你嘅政見，但好掛住你嘅奶茶
和西多士，會繼續幫襯。」和而不同的態度最讓她
欣慰，「我很珍惜這些由食物而建立的關係。」
煽暴派的惡搞，雖然令店舖收入一度跌到只剩一

兩成，但她「是其是，非其非」的不屈不撓精神，
卻贏得正義之士垂青，來自四面八方的港

人、內地遊客等蜂擁惠顧打氣。她最感動的是，一
名移居海外50年的老翁，為表態撐警及支持她，特
意回港光顧，並贈她一張英鎊。
縱然受到打壓，李凱瑚卻「愈戰愈勇」，現正籌

備在深圳開設分店，但強調無意離開、放棄香港。
她透露，在內地開設分店的念頭早於2017年，惟當
時投資者希望她能全身投入內地市場，但她不捨得

香港的店舖而拒絕。

內地名氣大增 獲招攬開分店
一場修例風波令該店在內地名氣大增，再度

吸引投資者招攬到深圳開分店，李凱瑚今次爽
快答應，原因是對方承諾保留香港總舵。她透
露，進軍內地有幾個原因，其中一個包含小小
私心：「這間小店是母親所創，好想在她有生之
年看到間舖衝出香港，令她欣慰和安心。」
另一個原因是，開店也能答謝內地同胞一直支

持，但最重要是想為香港年輕人帶路了解內地，
「因為從修例風波中看到他們對祖國有誤解、仇
恨和恐懼。」她表示，香港未來的處境困難，需
要更多人帶頭開拓內地市場，鋪路為港青到內地
闖一闖，「日後我會為有意到內地發展的港青提
供協助，但條件是要親身在內地一段時間，加深了
解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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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令不
同政治立場的市民
變得壁壘分明，部
分人倡議改變一貫
以市場主導、價格
質量較勁的消費習
慣，選擇性地光顧
與自己持相同政治
立場的商舖，促成了所謂藍、黃色經濟圈。但有
經濟學者直言，香港經濟體系的不同持份者環環
相扣，抵制「藍店」不單影響店舖的老闆，也影
響到整個經濟體系，最終「黃店」也不能獨善其
身，受經濟不景氣所累而倒閉。

煽暴派文宣組近月不時煽動支持者「懲罰」（意
指惠顧）與他們立場相同的「黃店」，部分食肆因
而大排長龍；而一些被標籤為「藍店」的食肆則生
意大減。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一間食肆除了有老闆外，亦有
其他小股東及職員等持份者，他們的立場未必與店
舖老闆相同，「單憑老闆立場就作出標籤，呼籲抵
制對店舖的其他持份者不公平。」

莊太量又認為，「黃色經濟圈」只是偽命題，
現實中不可能全面實行，「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
派系，但沒有地方的經濟活動會按政治立場而作
出區分，美國亦不會這樣做，只得回教徒因為受
教條約束，會堅持只光顧某些指定商戶及購買經
特定方式處理的食物，以符合教義要求，但行為
與政見無關。」

「盲撐」難持續「藍店」料獲勝
「黃色經濟圈」在現時的緊張政治氣氛下，雖然於餐飲等

小部分行業獲部分人「盲撐」，但莊太量認為做法難以持
續，「香港最重要的經濟支柱是貿易及金融，要與外國做生
意，他們不可能有『黃色經濟圈』理念，事實上現時無一間
銀行明顯站在『黃色』一方，難道『黃絲』一律不用銀行服
務嗎？」

經濟活動更涉及勞動市場，莊太量指香港現時大部分資本
仍然集中在「藍色」一方，他認為若有人堅持要將「黃」、
「藍」作出區分，最後獲勝的亦只會是「藍店」，「現時主
要是『黃』的抵制『藍』，『藍』的是按往常習慣生活和經
商，如果『藍』的作出反制，例如不聘用『黃絲』，相信大
批『黃絲』會失業，不能繼續支持『黃店』。」

他警告，一旦「藍店」被抵制以致生意不景，會造成「骨
牌效應」拖垮整個經濟體系，屆時「黃店」也淪為「陪葬
品」。他感慨說：「堅持在經濟活動上作出政治立場區分，
只會造成兩敗俱傷。」

持續逾半年的修例風波，令過往是
市民「打牙骹」的餐廳食肆，瀰漫
「黑色恐怖」，店員及店東都變得慎
言，怕被煽暴者聽到與其政見不同的
言論後，隨時「以言入罪」，惡搞該

店，甚至引起大批網民罷食。種種例
子足見食肆的「黑色恐怖」有多恐
怖，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也慨嘆，從業員失
去暢所欲言的自由，「員工及老闆都

變得謹言，因為不知何時說錯話而影
響公司，感到壓力十分大。」
他透露，曾有小店的老闆口頭上對
員工說，盡量不要在店內談社會事件，
與熟客攀談要小心。郭宏興又說：「其

實不止餐廳，社會亦失去能隨便說話的
自由氣氛，言論自由都無埋。」
對於網民發起的「黃色經濟圈」、

「黃幫襯」的活動，郭宏興認為，整體
市道不景氣，「黃色經濟圈」是一個宣
傳噱頭，讓與煽暴派隨波逐流的「黃
店」有一線生機。他又直言，「黃店」
無標準，難道叫幾句口號便是「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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