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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香樓早期的股東合照蓮香樓早期的股東合照。。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18891889年年（（清代光緒清代光緒1515年年））
在廣州西關成立在廣州西關成立，，原名原名「「連香樓連香樓」，」，售售
賣婚慶糕點賣婚慶糕點

1910年（清宣統2年）
翰林學士陳如岳惠顧「連香樓」後，大
讚其蓮蓉做得出色，並建議改名「蓮香
樓」；同年由廣州「茶樓大王」譚新義
收購，易名「蓮香大茶樓」，經營茶
市、晚市及宴席

1918年
廣州蓮香樓掌櫃顏樂天（第一代傳人）
籌備開設香港分店

1927年8月10日（第一代蓮香樓）
中環蓮香樓於皇后大道中138號開業

1928年
旺角廣東道蓮香樓分店開業，至70年
代結業

1980年（第二代蓮香樓）
中環店遷往中環威靈頓街117號

1996年6月4日（第三代蓮香樓）
蓮香樓再遷至威靈頓街160號至164號
曾昭灝大廈營業

2019年2月
蓮香樓經營至該年2月底休業，3月由
老夥計接手經營，易名「蓮香茶室」

2020年3月11日
顏氏第四代傳人重新接手，重新改名「蓮
香樓」

百年不老蓮香情

老字號蓮香樓於2003年沙士期間，
仍能賺取薄利維持收支平衡，惟今次
新冠肺炎疫情，蓮香樓的經營環境進
一步艱難，同樣的無情疫症爆發，為
何有截然不同的情況？原因是沙士前
沒有爆發社會事件，但今次卻不同
了，黑暴打殘香港經濟基調，加上疫
情爆發，成了壓垮市道的最後一根稻
草。餐飲業損失慘重，酒樓業更是首
當其衝。蓮香樓數十名員工毋須減
薪，每月只放取兩日無薪假，並暫停
晚市，慳返燈油火爉。

雖虧本不能做壞招牌
蓮香樓經理冼少良表示，茶樓地處

中環，可兼做本地街坊、上班族及外
地遊客的生意，但去年修例風波觸發
的暴力衝擊，威靈頓街一帶如同死
城，該茶樓的生意損失近一半，今年
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拖垮疲弱
的經濟，該茶樓的生意僅剩約三成。
冼少良說：「現在已經完全沒有遊

客，周末中環也沒有上班族捧場。」

為慳返燈油火爉，該茶樓暫停晚市，
營業時間改為早上6點至下午4點，冼
少良說，「雖然現在是虧本經營，但
不能做壞了招牌，不能停業，惟有暫
停晚市，待疫情結束後再考慮重
開。」
他搖頭唏噓地說：「以前呢個時候

做唔停，邊有時間同你傾？」採訪當
日，正值午市繁忙時間，但該茶樓整
個二樓的顧客屈指可數，連一成都不
到，昔日喧鬧嘈雜的茶樓，如今面對
疫情也難免冷清淒慘。雖然生意大
減，但該茶樓沒有減薪，冼少良說：
「大家要齊心協力抗疫，每個人（每
月）放兩日無薪假而已。」
面對如此狀況，蓮香樓第四代傳人

顏漢彬表示：「社會事件和肺炎疫情
都是我們無法預料的，現在惟有繼續
堅持下去，希望疫情結束後能迎來轉
機。」並會確保所有夥計在工作時戴
好口罩，及加強清潔和消毒力度，會
在每日收市後延長清潔時間，確保食
客和夥計健康安全。

暴疫壓垮市道

堅持盼迎轉機

■■近日下午茶時間近日下午茶時間，，店內顧客屈指可數店內顧客屈指可數。。

再現金漆招牌

傳承茶樓文化

屹立中環威靈頓街的「蓮香樓」，不僅傳承着傳統的廣東飲茶文化，更承載着港人的

集體回憶。經歷近一個世紀的風霜洗禮，蓮香樓去年一度不敵時代巨輪瀕臨結業，幸獲

一班老夥計掏心掏肺夾「老本」接手，改名「蓮香茶室」繼續經營。以為坎坷過後有晴

天，詎料遭逢去年黑色暴力風暴吹襲，更禍不單行的是遇上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老夥

計們蝕到入肉，使這間碩果僅存極富老香港味道的茶樓再面臨執笠危機。

一度意興闌珊的蓮香樓第四代傳人顏漢彬不忍百年基業塌下，毅然在逆市下重新接手，他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說：「他們（夥計）支撐不下去了，是時候應該由我出來保住這個百年招牌。」今日起，「蓮香茶

室」將改回「蓮香樓」，延續這份由老夥計與老闆接力打造的百年傳奇。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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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環威靈頓街街
角有一個地標，矚目巨

型的霓虹燈招牌，紅紅綠綠投射着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茶樓風味，它
就是「蓮香樓」。進內，茶樓裝潢
古舊，格局充滿歲月痕跡，茶盅泡
茶、大水煲……相信市面上極少有
茶樓仍採用這類茶具，牆上還掛有
多幅古色古香的字畫，不過一間茶
樓茶具裝潢也是配角，茶客才是主
角，惟在市道低迷下，該茶樓的客
人稀疏。

昔高朋滿座 今門可羅雀
經理冼少良表示，往常的中午是

蓮香樓最繁忙的時刻，「日日都爆
晒棚」，茶客來自五湖四海，除了
周圍的街坊和中環的上班族，世界
各地都有遊客慕名而來。冼少良對
蓮香樓供應的食物更是充滿信心，
如數家珍說：「這裡茶、點心、糕
餅樣樣都出晒名。」水滾茶靚更使
該茶樓馳名中外，從來不愁生意。
但在暴力衝擊和新冠肺炎疫情的

輪番打擊下，茶客也卻步，不敢外
出用膳，以致該茶樓門可羅雀。冼
少良表示，去年的暴力衝擊使該茶
樓元氣大傷，生意損失近一半，今
年再爆發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雪上
加霜，生意目前僅剩約三成。
去年接手經營的老夥計財力不

足，難以維持下去。

拆樓迫休業 老夥計續命
香港蓮香樓由廣州蓮香樓掌櫃顏

樂天於1927年在港創立，曾經歷兩
次搬遷，但都離不開中環區。顏氏
家族四代人苦心經營近一個世紀，
不僅見證了香港飲茶文化的歷史，

更承載着近百年
來 茶 客

們的談笑風
生。但去年2月，蓮香樓經歷了開
業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因所在物
業被收購，地產商計劃重建，該大
廈拆遷在即，再加上本就面臨的現
代飲食業衝擊，蓮香樓在未能找到
新址重開前，顏氏家族決定休業。
除茶客外，最不忍心見到歷史終

結的便是蓮香樓的老夥計們，數名
老夥計更扛起重擔以特許經營方式
接手經營，改名為「蓮香茶室」，
營業模式及茶樓格局基本不變，大
部分原班人馬得以保留。顏氏第四
代傳人顏漢彬透露，放下近百年的
家業是十分遺憾的，但當時想能交
給老夥計們延續蓮香樓的風格，繼
續照顧茶客，也是令人欣慰的事。
豈料老夥計接手後不到3個月，

就出現暴力衝擊對餐飲業的嚴重打
擊。冼少良表示，那時候每逢周末
中環都不得安寧，茶客都「唔敢出
街」。本以為今年可以重整旗鼓，
惜新冠肺炎疫情又在香港蔓延，沒
有了遊客的光顧，「蓮香茶室」
生意繼續大幅下跌，「一直靠班
街坊捧場撐住。」接手近一年的
老夥計們已蝕無可蝕、無法支
撐，走投無路之時，他們決定請
顏氏家族重新接手。

不捨蓮香情 舊老闆出手
顏漢彬感慨道：「去年我們放手
時，這班老夥計不忍看到蓮香樓的
歷史就這麼完結，決定接手經營；
現在，他們支撐不下去了，我是時
候應該出來保住這個百年招牌。」
去年，老夥計們不捨「蓮香」的
情，做了新老闆；今年，新老闆頂
不住，舊老闆就來接力延續這份
「蓮香」情。
據悉，蓮香樓所在物業曾昭灝
大廈的拆遷計劃仍未定案，隨
時有拆遷危機，但顏漢彬表
示，「既然現在還沒有
消息，那就在這裡繼
續做好蓮香樓。」

■■蓮香樓使用的古色茶盅

蓮香樓使用的古色茶盅。。

■■大茶煲為大茶煲為
求做到求做到「「水水
滾茶靚滾茶靚」。」。

■■店內店內「「推車仔推車仔」」如如
今買少見少今買少見少。。

■■蓮花標誌已沿用幾十年蓮花標誌已沿用幾十年。。

近百年歷史的「蓮香
樓」雖然搬遷過兩次，
又曾易名，但今日起再
次復用「蓮香樓」金漆
招牌，肩負傳承廣東飲
食文化的使命。香港蓮
香樓與廣州西關的糕餅
店「蓮香大茶樓」一脈
相承，廣州蓮香於清代
光 緒 15 年 間 （1889
年）創業，原名「連香
樓」，後於1927年在香

港旺角及皇后大道中設分店，又經歷兩次搬遷，
於1996年遷於現址中環威靈頓街160至164號。

蓮花標誌沿用數十年
蓮香樓（之前又名蓮香茶室）是香港為

數不多保持着傳統習俗的茶樓，這裡不
單保留着推車仔的文化，且為求「水滾茶
靚」，夥計仍使用水煲沏茶。除此之外，蓮
香樓一直使用自家設計的茶具，茶盅及杯碟上
的蓮花標誌均是第三代傳人所設計，至今已沿
用幾十年。
本港著名掌故專家鄭寶鴻是該茶樓的

老顧客，經常到此歎一盅兩件。另外，
資深傳媒人鄭明仁也是捧場
客，他曾向傳媒表示該茶
樓充滿濃濃老香港的味
道，最大特色是
保留茶盅泡茶的
傳統，他又表示
茶樓予人「地踎」
印象，用餐時能夠隨
意，拘謹感盡消除。

■■位於中環的位於中環的
「「蓮香樓蓮香樓」」承承
載港人的集體載港人的集體
回憶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