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香港當押業

當鋪是一種古老的行業，在香港繁華的街頭鬧市，只要你留

意，仍舊能找到上部蝙蝠狀，左右兩邊向上伸展，寫着店名，下

部葫蘆狀，上書兩個大字「大押」的招牌高掛在半空。雖然面對

銀行、財務公司多元化借貸服務的競爭，但是，當押業並沒有像

其他傳統行業般，在香港被淘汰或取代，它仍然扮演着歷史賦予

的角色。全港共有一百六十多家當鋪，憑着其靈活快捷的優勢，

顧客只須年滿歲數，出示身份證或護照，交上當品，待「二叔公」

估價後便可立即收到款項，不須任何審查，手續簡單快捷。

當押業歷史

《廣東通志》「經政略．十」載云︰

新安縣︰金行經紀稅銀一百両八錢。

當押十六間，共稅銀八十両。

田房稅契正額銀五十両。

科場正額銀十六両六錢六分七厘。

在道光元年（1821）時，本地區（編按︰指香港）屬新安縣地，當時

已有十六間當押店。十六間當押店共納稅銀八十両一年，即每間當押店年納

稅銀五両，當時的當押店，分佈於本地區墟市和城鎮當中，其中以元朗舊墟

較多。元朗店墟現有一座大王古廟，此廟建於康熙年間，廟中有一塊字跡已

模糊的碑記，碑上刻有捐款建築這間古廟的店號和人名，其中有幾間是當押

店，可辨認的有「晉源押」和「泰安押」兩間，相信這兩間當押店，是香港

最古的當押店了。

當押業是中國一種古老的行業，據《唐會要》所載，當押業在唐朝已形

成，到了宋朝已很發達，及到清代，廣東的當押業更為發達。在雍正年間，

廣州的當押業已成立「典當行分館」。廣州的《重修典當行分館碑記》開首

就這樣寫道︰

南海地當省會，當行凡數十間，其先原有會館，以墊隘弗堪，聿

謀創建，至雍正十三年（1733），始十地店壯之增……

又據楊端六的《清代貨幣金融史稿》第 118 頁指出︰

清朝對典當業徵收稅額及全國典當數目，據光緒二十三年戶部

奏︰直隸、江蘇等省，每座稅銀五両，雲南省稅銀四両、貴州省稅銀

三両、奉天省二両五錢。

參照《廣東通志》所記，廣東的當押店每年稅銀五両，說明是一個正

確的稅銀數字。因此在香港開埠之初，由於勞苦大眾到來參加開發，人數

驟增，原開設於元朗、大埔等墟市

的當押店，便紛紛到港島來展開業

務。因此這個行業在開始立足於英

人統治下的香港時，仍沿用中國當

押店的傳統方式押物，從管理到當

票的形式，以及當鋪的門面設計、

當鋪的招牌，都是和原有中國的當

鋪一脈相承的。

（魯言︰〈香港當押業滄桑史〉，《香港掌

故》（4），頁 62-63。香港：廣角鏡出版社，

1977 年。）

香港最古老的當鋪「晉源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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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觀與設計

當鋪的間隔和結構，有其傳統及獨特的一面，當中不少設計更蘊含了中

國傳統文化的特色。

結構─昔日當鋪多是一幢四五層高的青磚大樓，門窗封閉，樓上數

層作存放貨物之用。較大型的當鋪更會建有由花崗石砌成、數層高的貨樓。

而近年設於商業大廈的當鋪，則多數由地鋪及內設樓梯打通閣樓或二樓，作

為貨倉。為什麼當鋪要設貨倉呢？因為典當者可能於當押期間隨時付錢贖回

物品，故此將物品貯存於當鋪附近是必要的。而當鋪附近最安全又伸手可及

的，自然是樓上自家的倉庫了。

招牌─當鋪門口懸掛之招牌的設計均大同小異，多數底部為圓形，頂

端有一隻蝠鼠型態的圖案，有倒吊蝙蝠含着金錢的吉祥意思，寓意福（蝠）

臨、福蔭。招牌上除有該當鋪的字號外，中央寫有「押」字，十分搶眼，老

遠亦可望見。

遮羞板─以物質錢，來典當者的經濟一定有困難。始終不是光彩的

事，不想給街坊看見乃是人之常情，故此當鋪大門中央設有一幅大屏風，俗

稱「遮羞板」，用作阻隔當鋪櫃位前發生的情況，不讓街外行人看見當鋪內

當客，保護私隱，保住面子。此外，該屏風亦可作隔音之用，減低街外鬧市

的喧囂對當鋪的滋擾。

櫃枱─鋪內櫃枱的高度逾六尺，連成年人亦未必看得見坐在裏面的朝

奉。典當者看不見朝奉的舉動，方便朝奉隨意檢驗客人典當的物品。同時，

這種設計或多或少也是在跟顧客打心理戰，營造出居高臨下的感覺︰朝奉高

高在上，氣勢凌人；而站在下面的典當者就彷彿地位卑微、渺小，到來當鋪

必是有求於朝奉。一旦當客心怯，和朝奉討價還價時就會處於劣勢。最後抱

着「但求朝奉接受典當，肯付錢就算」的心態，即使朝奉出價不太合理亦會

乖乖接受。

（聖保羅書院︰《從當鋪的發展看香港社會經濟的變遷》，頁8-9。香港：聖保羅書院，2008年。）

   行內術語

出 質 典物人叫出質人，此名稱現為法律上採用。

追 貓 即是在當鋪當後生。

朝 奉
在當鋪鑑別估價的人。由於櫃枱高，來當物的人要將物品

高舉給店員，好像「上朝奉聖」般，「朝奉」這個名稱可

能由此而來。

馬 紙 即號碼紙，是繫在押物上的紙條，以便日後在貨倉尋找。

碼 房 麻雀館內開設的押物房，由當鋪派人主持。

落 碼
在麻雀館內，賭徒將身上物品典當（落），以換取現金或

籌碼。

雜 架 指鐘、古玩等物品，起源於三十年代。

月 曆
指「農曆」。由於農曆比陽曆的計算是每月少一至兩天，

而過了一天就要多付一個月利息。

二 叔 公 指鑑別及估價的那個人，即是當鋪的朝奉。

流 當 品 即物品斷當。

大 耳 窿
現在指放高利貸人。起源於香港開埠，由於他們會把硬幣

放在耳窿，示意有錢借給人。

雷 公 轟 指「九出十三歸」的押物利息與雷公轟般可怕。

遮 醜 板 進門後的大屏風，使街上行人見不到店內的情況。

種 蟲 友 專門在物品上做手腳，然後向當鋪騙取金錢的「古惑仔」。

長 生 庫
當鋪起源於佛教的長生庫，後自立門戶，仍用了這個名稱

一段時間。另外亦曾經被稱為貨庫、解庫、抵當庫、解典

庫、貨鋪。

九 出
十 三 歸

當鋪收取的利息計算方法。即物品值十元，但實際只借九

元，但贖回卻需要十三元。

（聖保羅書院︰《從當鋪的發展看香港社會經濟的變遷》，頁11。香港：聖保羅書院，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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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真偽「二叔公」

當鋪經營手法數十年以來變化不大，當鋪櫃枱很高，典當人要把物品高

舉，俗稱「舉獅觀圖」；然後向朝奉說要當多少，例如「要二千」；朝奉又俗

稱為「二叔公」，其檢視物品後還價，如「千五當唔當？」不願當者便取回

物品，願當者朝奉便唱說「爛勞力士錶一隻」，然後查看當者身份證及地址，

寫下當票，然後將現金連同當票一併交予當客拿走。

以前當朝奉，因掌握當鋪賺蝕，連當鋪東主也對他敬畏三分。一旦當入

假錶、假玉等膺品，當鋪便蒙受損失；朝奉如果鑑別眼光到家，當鋪自然會

賺錢。

當鋪除賺取利息外，還會變賣一些過期未贖的物品，物件有價，扣除成

本，可能有很可觀的利潤。

（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頁 84-85。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 年。）

有當有贖

戰後本港百業待興，生活艱苦迫人。不少基層市民無以維生，要靠典當

家中物品過活，為當鋪帶來不少生意。典當物品換錢開飯的事屢見不鮮。例

如早上以十元典當了戒指，晚上收到工錢，以十一元贖回，差額便是利息。

典當憑據是「當票」，以前當票大小仿如今天半張原稿紙般大小。典當

過程由掌櫃負責，用毛筆書寫，字跡潦草。今天已改用原子筆書寫，為配合

市場需要，遇到外藉人士或菲律賓人典當，更會額外多發一張英文收據。

（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頁 84。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 年。）

香港老字號

「德榮大押」位於中環德輔道中，樓高四層，在眾多新式商廈包圍之中，

古樸的建築特別引人注目。頂樓掛着一面寫上「1940」的牌匾，標誌着當鋪

有六十多年的歷史。現時的德榮大押地下繼續經營，上面數層則已空置。踏

入其大門，對着是一扇銀色的金屬屏風，以防路人看見內裏情況，避免典當

人尷尬。內裏是過頭高的櫃枱，典當人也看不到當鋪的內部情況。

（梁炳華主編︰《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頁 85。香港：中西區區議會，2003 年。）

位於灣仔莊士敦道的「和昌大押」是香港最古老的當鋪之一。它建於

1888 年，主人是香港當鋪大王羅肇唐。2003 年香港政府市區重建區以

二千五百多萬元買下了和昌大押物業，將其作為文物保護項目，並闢出新址

令其繼續經營。

（刑健︰《香港特色》，頁 74。香港：香港中國新聞出版社，2006 年。）

大押當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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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價值

也許你會奇怪，既然香港銀行多過米鋪，財務公司又多的是，為何「大

押」還有存在價值？事實上，當鋪和銀行相似，都憑抵押品貸款收息。但是

當鋪這個古老的金融機構卻有其靈活之處︰在今天，當品多是金銀珠寶、手

錶相機、金筆打火機等體積小的貴重物品，因此經營者只要一個小鋪面或最

多一層樓、幾個店員加上一個夾萬（保險箱）就夠了；而典當者多是中下層

人士和家庭主婦 4，交上當品，估了價，立即付現，濟了燃眉之急。何況當鋪

每年僅休息十天而已，連星期天和公眾假期都營業。因此，在馬季，在年

關，在投注站旁，在麻將館旁，「大押」業務興焉！

（陳可焜：《香港風物漫話》，頁 69。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年。）

問題討論

1. 為什麼當鋪仍能在現代社會生存？

2. 現代的財務公司和當鋪有什麼分別？

3. 你現在最希望擁有什麼？你能拿什麼已有的東西來押當呢？

4	 近幾年愈來愈多外籍傭工光顧當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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