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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 銀器銀飾店 

 
  除金首飾外，市民亦喜歡佩戴銀首飾，亦供應銀手鈪或腳鈪給小

孩穿戴。很多家庭備有銀筷子，據說可驗出食物內的毒素。 

 

  部份百貨公司及銀器店，亦會製造銀餐具、用品、裝飾品，以及

各類競賽的冠亞季軍獎盃或銀碟。早期，外國人喜歡購置的，是銀製

的帆船、人力車、轎子以及煙盒。 

 

  1860 年，一間位於皇后大道中約 60 號的華隆，已有銀器出售。

此外，有一間開業於 1885 年的惠記，現時仍在太子大廈營業。大百

貨公司如永安、大新及連卡佛，早期亦設有銀器部。 

 

  早期的銀器巧匠正是來自內地的上海、北京和廣州等地，在港開

設工場並教練學徒。工場集中於荷李活道、依利近街、士丹頓街和華

賢坊一帶。一幢位於依利近街 3 號的唐樓，為多名銀器巧匠和學徒的

作坊及住宅，以姓劉和姓嚴的較多。 

 

  戰後的銀器店，還有皇后大道中的德興、萬興；城隍街的廖葉記；

「二奶巷」（安和里）的蕭坤記及永隆；以及百步梯（歌賦街尾段）

的莫金記及蘇福記等。還有若干間設於油麻地和旺角的上海街，以及

深水埗的汝州街等。 

 

  由 1950 年代起，「學師仔」（學徒）大部分喜歡較「輕巧」而

入息較高的金飾和珠鑽的鑲作，「新入行」者少。而老師傅亦紛紛退

休及謝世，可說是「買少見少」。現時，技術高超者只餘下一位葉錦

添師傅。他的每件精湛傑作，旋即成為珍同拱璧的藝術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