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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 南北行（二） 

 

  作為商會的「南北九公所」於 1868 年成立，公所自設「更練」（警

衛）及「水車」（消防）隊。在上環一帶持鳥槍巡邏的更練，一直運

作至 1970 年代初。 

 

  1870 年代，南北行區伸延至再填海獲致的永樂坊（永樂街），部

分南北行商的財富已凌駕洋商。當時港府的稅收，百份之九十是來自

以南北行商為主的華商。 

 

  1880 年代，經營參茸藥材有百隆堂及天草堂等。現時則有百成堂

及開業於 1920 年代的百昌堂等。 

 

  戰前，南北行的入口米商共有十六家，包括老牌的乾泰隆、南和

行，還有鉅發源、振盛行及榮豐隆等。不少米商亦經營遠洋船務。當

時，白米的主要來源地為暹羅（泰國）及安南，部份為內地。入口米

商的存倉量，是根據政府批出的「點子」者。 

 

  米商最大的存倉量是七點子，每一點子是二萬四千蔴包（稱為「藍

線包」）袋，每袋裝米一百七十三斤，七點子即共約二千九百萬斤。 

 

  存米的「公倉」主要為均益倉（現均益大廈所在），以及九龍倉

（現高樂花園住宅和海港城所在）。 

 

  南北行商號，皆各佔整幢連鋪位的三、四層高的唐樓，亦有打通

至背樓的皇后大道西者，每家商號有職員三、四十人，不少職員的老、

病、死，皆在店內度過。 

 

  淪陷時期，以及 1950 年代初的韓戰，對南北行的業務有重大的

打擊。1954 年，入口米商由十六家增至包括西商在內的二十九家。而

南北行商亦紛紛遷往其它附近的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