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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茶樓、茶室 
   

  最早的茶樓，是於 1846年在威靈頓街近鴨巴甸街開設的杏花樓。

該茶樓於同年遷往皇后大道中 325 號，變身為大酒家。 

 

  1850 年代，有位於蘭桂芳的楊蘭記，以及威靈頓街的雲來。 

 

  1880 年代起開張的茶樓，位於皇后大道中的，有雲來斜對面的得

雲、附近的三元、得名及三多，大道西的瓊香，以及灣仔大道東的悅

珠等。 

 

  1900 年起的茶樓，則有富華、武彝仙館，多男及平香等，後兩者

一直經營至 1990 年代。 

 

  由 1910 年代起，則有馬玉山、第一樓、嶺南、高陞、慶雲、清

華閣、添男、萬國等。嶺南於 1927 年變身為蓮香。同時的著名茶樓

還有灣仔的祿元居及九龍的得如和旺角的蓮香分號等。 

 

  1930 年代的新茶樓有中區的陸羽、西區的雲香、得男、正心；灣

仔的冠海、九龍的一定好、品心、大昌，添丁、雲來、有男和信興等。 

 

  1950 年代的茶樓茶室有：中西區的嶺南、中秋月、西豪、貴如、

龍香、瑞華、義芳，灣仔的雙喜、龍鳳、英男、德心，以及九龍的雲

天、龍如、統一、龍鳳及天海等。 

 

  茶樓，茶居或茶室，一般是佔整幢唐樓連鋪面，亦有打通兩三幢

唐樓者。此外亦有只佔一間鋪位的「地踎茶室」。市民喜往「嘆」茶

及吃點心，即所謂「一盅兩件」，為吸引茶客，不多茶樓每星期轉換

點心的品種，即所謂「星期美點」。茶樓亦注重午、晚的飯市。茶樓

的另一主要收入，為售賣中秋月餅。 

 

  由 1960 年代起，舊唐樓陸續被清拆，除少部份可在新廈經營外，

大部份隨而結束營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