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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課 山貨店鋪 
 

  1870 年代己有很多徑營食具、瓷器、盆桶、紅瓦、草類、竹器、

木具、以及蔴繩蒲包的山貨店，在中西區以及油麻區開設。 

 

  當中，亦可細分為藤器店、蒲包行、瓷器及缸瓦鋪、竹器及草蓆

藤蓆莊、木盆桶和器具店以至鹹水草店等。 

 

  用作打包裝載貨以便運輸（材料為草類及蔴）的蒲包行，於十九

世紀中迄至 1970 年代，早期為一頗重要的行業，單是載運白米的蔴

包，己有很多大的需求，蒲包行多集中於西營盤區。 

 

  竹器店除供應竹木器和日用品外，還有供搭棚和紮作用的竹支和

蔑等。與其業務相近的為木盆桶店，遍佈全港九各區。在鋁及塑膠製

的盆桶盛行之前，木製器皿，由洗臉盆、水桶，以至糞桶等，皆為木

製。 

 

  藤器當中，主要為藤椅及供載運物品的藤籃和學童的書籃，1950

年代，才被書包等所取代。著名的藤器店為皇后大道中恆祥盛和灣仔

克街的復隆。 

 

  大部份山貨店皆經營缸瓦器具及瓷器，亦有不少瓷莊，一間著名

瓷莊為晉隆生。其它著名的還有荷李活道的利豐及王慶豐等。 

 

  早期，有不少經營木屐的山貨店和屐莊，1950 年代後期，漸被塑

膠拖鞋所取代。 

 

  有若干間山貨及木器舖，兼營「箍煲」及「補鑊」的生意，即是

用鐵線，將破裂的瓦煲或新煲箍緊，又用鐵窩釘修補穿孔的破鑊，以

延長兩者的「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