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穗八成食肆經營困難降價攬客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四月二日

電】一大早待在爺爺奶奶的懷裡，到茶
樓吃上幾籠最愛的蝦餃、燒賣、鳳爪，
是很多廣東90後最溫馨的童年回憶。廣
州美術學院四個學生則將最傳統的早茶
元素應用到潮流產品上，設計出系列服
裝、流行配飾，以及文具與電子產品，
希望通過貼近年輕人的創意，喚醒年輕
人對傳統早茶的興趣和認識。

「朝早」，就是廣東話中早晨的意
思。設計者之一的阮展豪告訴記者， 「
『朝早』既代表了以廣東地區為主的晨

間飲食文化早茶，亦象徵着年輕一代的
青春活力和積極向上。」

在工作室中，記者見到了 「朝早」
的概念店模型，傳統的馬賽克地磚、蒸
籠、菜牌、牌匾等，經過現代感的再設
計，整個店面風格既復古又具有流行感
， 「水滾茶靚」、 「有大食大」、 「爽
手」、 「霸位」等標語式的裝飾，既親
切又突出了嶺南文化中早茶的精粹。

除了概念店，在四個90後筆下，蒸
籠眼鏡、蝦餃零錢包、茶壺指針加茶杯
數字的手表……每一個設計都既搞怪又
時尚。阮展豪說，通過提取早茶的食物

和俗語元素來設計的一系列服飾和產品
，用潮流的角度去推廣早茶文化，可以
引領年輕一代發現其魅力，從而傳承早
茶文化。

「食在廣州」揚名海內外，但缺乏
統一的形象宣傳一直為人詬病，因此雖
然目前 「朝早」系列仍是設計階段，還
沒有投產，但不少飲食業人士都對此非
常感興趣，認為有助於宣傳廣州美食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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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黃寶儀廣州四月二日
電】在經歷連續十多年雙位數增長後，
2014年廣州餐飲消費增幅首次不足10%，
增速呈放緩趨勢同比增長僅7.8%，低於
全國9.7%的增速，八成企業經營困難，
當中以老字號面臨問題最多。如今高端
酒樓紛紛降價加入團購促消費，老字號
推出快餐系列拓新客源，平價餐廳取消
最低消費搶客……廣州各大酒樓食肆紛
紛出招，期求再次擦亮 「食在廣州」招
牌。

2015年才過去短短三個月，廣州餐
飲業已先後傳來壞消息─廣州第一家西
餐廳太平館新年租金猛漲5倍再遇生存危
機、111年歷史的廣州老字號雲香酒樓關
門。市場意識不強，加上管理和創新能
力不足等制約因素，使老字號在餐飲增
速減緩的大環境下生存更加艱難。另一
方面，由於老顧客對老字號有深厚的感
情，因此老字號為適應市場轉變作出的

經營調整也不容易被接受，如2014年初
香港四洲集團的泮溪酒家將宴會廳改成
日貨超市，最後就因反對聲音強烈而擱
淺。

餐飲業消費增速大幅下降
根據廣州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去年廣州住宿餐飲業消費增長僅為
7.8%，與過去十多年13%左右的增速相比
大幅下降。廣州地區餐飲行業協會秘書
長符波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近年餐飲
行業走進轉型的陣痛期，消費增量不明
顯，而成本又在日益上漲，面臨巨大的
生存壓力。雖然廣州已經獲批成為餐飲
稅費減負的試點，相關部門也向企業收
集了意見並上報，但目前仍沒有回覆。

中國烹飪協會指出，當前大眾化餐
飲突顯出強勁的市場需求，是整個行業
趨穩回暖的最大動力。廣州市飲食行業
商會秘書長倪弘也告訴記者，包括老字

號在內的80%以上企業經營困難，約10%
左右盈利理想的企業以小規模、年輕化
為主。為適應當前市場需求，廣州大小
餐飲企業紛紛出招，如珠江新城不少國
際知名的五星酒店都加入了團購大軍，
位於文昌路的廣州酒家老店做起了外賣
生意，大眾化酒樓紛紛取消包間、最低
消費限制等。

慶典活動在廣州增城仙村鎮
舉行，百歲饒公親臨現場，與一眾
海內外嘉賓共同主持了揭幕儀式，並向
研究院顧問委員會成員頒發了聘書。

百歲饒公親臨 頒發聘書
國學大師饒宗頤以曠世之才，文通六國，學富五車

，堪為一代鴻儒，與季羨林先生並稱 「北季南饒」。極
富傳奇色彩的是，與季先生學院體系的背景不同，饒老
乃憑藉自學苦讀成才，通曉六國語言，研究領域囊括了上
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等十多門
類，數十年積澱後在不少領域獨闢蹊徑、開荒播種：他是
第一位講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者；他首次將敦煌
寫本《文心雕龍》公之於世，又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
一人。

這位被當代 「最後的通儒」的國學大師，擁有百科全
書式的深厚學養，令後輩學者難以望其項背。業界普遍認
為，年輕一輩要繼承饒老學術衣缽並不容易。香港大學饒
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表示，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在
增城的落成，將成為海內外饒學研究的在內地的第一個重
鎮，也可以看作香港饒宗頤學術館的 「姐妹館」，將為饒
學在內地尋找後繼者提供便利。

「饒荷盛放」畫展同期揭幕
開幕儀式現場，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也掛牌成立。

據悉，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及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
啟動運作之後，將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舉辦饒學及相關學
術文化交流研討會，出版發布饒學及相關學術研究成果和
書籍，同時還將與世界各地著名學府、研究中心合作，開
展文化學術領域的培訓講座，着力打造一個兼具國際性、
權威性的饒宗頤學藝研究中心，深入鑽研饒公博大精深的
論著和藝術作品，鼓勵海內外學者投身於中華傳統文化的
學術研究。

2日當天，由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主辦的 「饒荷盛
放」畫展也同期揭幕。作為一位極富才情的藝術家，饒公
擅長山水與人物畫，且均能在佔人筆意之上有所發展，形
成強烈的個人風格。其書畫作品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
傳承與創新的深沉思考和積極探索，是其豐厚學養和豐茂
才情的結晶，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傳世價值。此次畫展
囊括饒公由上世紀80年代以來所繪的荷花畫作，展示 「饒
荷」形成與發展的歷程。

廣州市委常委、增城區委書記歐陽衛民、增城區區長
羅思源、中山大學校長羅俊、中山大學副校長陳春聲、中
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大公報》董事長兼社長姜在
忠、大公報副總編輯鍾蘊晴等嘉賓出席了揭幕儀式。

內地首個饒學交流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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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兩位校長手中接過該
校首屆顧問董事會名譽主

席牌匾，以及泛着黃暈的一份80年前印
有饒宗頤姓名的中山大學花名冊時，這
位銀髮白眉的國學大師禁不住反覆端詳
，臉上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一位博學鴻儒，一所嶺南上庠，相
識相知近八十載，結下了難以磨滅的情
緣：饒宗頤19歲成為國立中山大學廣東
通志館最年輕的纂修，打下深厚的學術
根基；21歲欲隨中大西遷雲南，因病滯
留香港，與中大人情誼不斷；一別故校
三十載，又因中大盛邀重歸家鄉，與中
山大學曾憲通等教授開展合作研究，並
受聘為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名譽
主任，成為中山大學首位名譽教授
…… 「我的學問是中山大學濡染出來的
，中山大學對我的一生都有影響。」這
位望百之年的國學大師多次表達對中大
的感激之情。

中山大學校長羅俊院士介紹，饒宗
頤先生與中山大學有着八十載的學術情
緣。饒宗頤先生的學問風範，一直是中
大師生的楷模，饒老所秉持的萬古不磨
之意與中流自在之心，具有深厚的精神
內涵，他一生追求 「求是、求真、求正
」的探究精神和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恰是中大十字校訓 「博學、審問、慎思
、明辨、篤行」的生動闡釋和最佳典範
。饒宗頤先生的學術道路和學術成就，
也足以告訴後來的學者，潛心問學、厚
積薄發才是守護民族文化，維繫學術命
脈的 「正途」。

羅俊院士表示，此次聘任饒宗頤先
生為中山大學首屆顧問董事會名譽主席
，希望以此激勵中大學子及校友，學習
饒宗頤先生的治學與為人。另外，校方
還特別找到當年印有饒宗頤名字的中山
大學花名冊，作為敬賀饒老百歲華誕的
一份獨特心意。對此，面容清癯、劍眉
星目的饒老多次雙手作揖，微笑默念 「
感謝、感謝！」

廣州市饒宗頤
學術藝術館位於廣
州增城仙村鎮，佔
地面積約3000平方
米，其建築風格承
襲典雅古樸的潮汕
建築傳統，並以潮
州木雕等精緻藝術
品和精緻園林等作

為建築物構件或裝飾，內設藝文展示廳、書畫展覽廳
、選堂文庫館、學術交流樓等。

【大公報記者 鄭曼玲】

承襲潮汕建築風格

話你知

穗饒宗頤學術藝術館落成穗饒宗頤學術藝術館落成

▲廣州百年老字號雲香酒樓上月初突
然關門，令食客嘆息不已 資料圖片

▲「朝早」設計者們正在對蒸籠眼鏡進
行修改完善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攝

【【大公報記者劉慧華大公報記者劉慧華、、鄭曼玲廣州四月二日電鄭曼玲廣州四月二日電】】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暨中廣州市饒宗頤學術藝術館暨中
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22日在穗揭幕日在穗揭幕，，這是繼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這是繼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香港浸會大學饒香港浸會大學饒
宗頤國學院之後宗頤國學院之後，，又一以饒宗頤命名的學術交流機構又一以饒宗頤命名的學術交流機構，，亦是內地第一個饒學研究機亦是內地第一個饒學研究機
構構。。主辦方希望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活動主辦方希望通過舉辦各種研討活動，，深入鑽研饒公博大精深的論著和藝術作深入鑽研饒公博大精深的論著和藝術作

品品，，鼓勵更多學者投身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鼓勵更多學者投身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促進海內外文化交流合作促進海內外文化交流合作。。

▲▶饒宗頤書畫作品
大公報記者鄭曼玲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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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內外嘉賓參觀饒宗頤學術藝術館海內外嘉賓參觀饒宗頤學術藝術館
大公報記者鄭曼玲攝大公報記者鄭曼玲攝 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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