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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 大牌檔 
 

  由開埠時起，已有不少販賣熟食或食物的攤檔，在各區的街邊開

設，當中包括固定攤位以及肩挑的流動小販。 

 

  二十世紀初，這類攤檔集中於中環士丹利街、吉士笠街、士丹頓

街、灣仔道及交加街，油麻地的新填地街一帶。 

 

  1920 年，有不少食檔開設於九龍塘宋王台的聖山腳，以及附近的

啟義道和西貢道。 

 

  1927 年，政府開始對大牌檔的規格以及蓋蓬等作出管制。 

 

  1935 年，再進一步管制，較大型或用流動木車販賣者，要領大牌，

乃「大牌檔」名稱的由來。1947 年，再將小販攤檔分為 7 種，最大的

為徑營熟食的大牌檔，其牌照的尺寸亦為最大。 

 

  和平後的大牌檔，遍佈於港九各區街道，包括港島的士丹頓街、

士丹利街、禧利街、威利蔴街、急庇利街、交加街、盧押道、柯布連

道，九龍的北京道、吳松街、南昌街，及桂林街等。 

 

  大牌檔主要販賣油器腸粆粥品、魚蛋粉麵、燒鹵味飯、小菜炒賣、

潮州食品、糖水及咖啡奶茶等。亦有賣煎堆、豬肺湯、薄餅以及雲吞

麵等。 

 

  1960 年前後，為大牌檔的全盛期，檔主及僱員超過一萬人。不少

出售獨特風味食品之檔口，稍後成為名店。 

 

  不過，大牌檔亦往往因阻塞交通而遭投訴及檢控。 

 

  由 1970 年代初起，當局以錢補收回，以及遷往新街市熟食樓層

的方法，以取締大牌檔，導致大量減縮。現時，只餘下二十多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