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區有大事 – 中西區 

即將失落的飲食文化 – 大牌檔 
 
中西區，集合著新穎的建築，標誌著香港的繁榮；同時，又有不少具地道文化

特色的事物，見證著香港歷史的演變，伴隨著港人成長和經歷時代的變遷。這種

新、舊的融合、摩登與地道文化並存，使這區更具吸引力，而「大牌檔」，是當

中一大特色。  
 

小資料 
大牌檔中的「牌」字究竟應該用「牌」還是「排」呢？ 
 
應該是「牌」字才正確。 
『大牌檔』一名的由來，是政府因應不同的檔口形式而發放不同的營業牌照。當

中「大牌」是佔地較大及售賣熟食用的牌照，所以便稱為大牌檔。 
 
至於「排」字亦是有起源的。除了因為市民的誤寫外，原來由於當時的大牌檔外

是排著一排排的長桌，佔地大，所以被人誤稱為 大「排」檔。 
 
但無論是「大牌」還是「大排」檔的叫法，均無損港人對其熱鬧、隨和及無拘束

的飲食方式的鍾愛。 

 
現時全香港的「大牌檔」寥寥無幾，大部份都因為政府的「自然流失政策」而

被迫結業，留下來的就只有中西區中環裡的十間及其他地區合共二十九間的大牌

檔。 
 

小資料 
政府對大牌檔所採取的自然流失政策究竟是什麼？ 
 
在八十年代初，政府對大牌檔使用自然流失政策，是指停止再發新的牌照。而舊

牌照持有者，當其自身或配偶離世後，牌照的擁有權便不能由家屬繼承，最後檔

口會因為沒有有效牌照而被迫結業或搬遷。 

 
 
 
 



大牌檔的起源： 

 
大牌檔是五，六十年代間出現的產物。二次大戰過後，全港百廢待興，人們找

不到工作，便不斷有人於街邊設置一些小檔舖售賣熟食，漸漸地發展成大牌檔的

模式。其中，中環的大牌檔可算是眾多檔口中的「始祖」。當時他們出現於吉士

笠街、威靈頓街、禧利街及至上環。不長的一段街道，卻同時有幾十間的食舖叫

賣，可想像場面是多麼熱鬧。 
 
前立法會議員勞永樂醫生認為，大牌檔的出現，對香港經濟的復蘇作出了貢

獻：「對於當時香港社會來說，這是一個解決大眾失業的途徑，亦照顧很多人飲

食的需要，並提供一個聚合的場所，所以對香港是有意義的。」 

過去的大牌檔： 

 
那時的市民在一張張長桌旁邊，坐在一個個矮小的椅子上，不管風吹雨打，在

鐵皮或帆布搭建的假屋簷下，享受著熱辣辣的食物；欣賞著師傅們像耍雜技般的

煮食技巧，喧鬧嘈雜、吆喝聲此起彼落，這卻是人民喜愛的、享受的，也是香港

獨有的，自創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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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問卷調查一共訪問了 334 位不同年齡人仕的意見 , 圖中顯示曾光顧大

牌檔的市民佔大多數, 證明大牌檔仍有其吸引力，並不比其他食肆遜色。 

逃不過的命運： 

 
衛生情況一向是大牌檔的「致命傷」，政府指大牌檔衛生情況太差，影響市容，

對環境造成滋擾及容易成為傳染病傳播的地方等等。勞永樂醫生亦不得不認同政

府的說法：「大牌檔的衛生情況並不理想, 因為六十年代，香港缺水，令衛生情

況變壞。香港街頭食肆不清潔，環境不衛生，碗碟不乾淨，導致疾病比較容易傳

播。」 



 
自八十年代起，政府對大牌檔的衛生問題不能容忍，因此採取 「自然流失」 的

制度。到底政府採取的措施如何對大牌檔的經營造成影響，我們曾訪問了一位大

排檔的經營者。 
 

個案： 
已經與丈夫於中環經營大牌檔「陳泗記」十五年的老闆娘，對於「自然流失

政策」十分不滿：「我覺得這個大牌檔的飲食文化是香港獨有的, 值得保留。曾

經有立法會議員說大牌檔應被取代, 因為經營的辛苦, 吃的也辛苦, 但我覺得如

果顧客覺得辛苦就不會光顧我們吧! 」 的確,，訪問當日，「陳泗記」可說是坐無

虛席。 

真的是大牌檔的錯嗎？ 

當我們問到有關衛生問題時, 老闆娘則贊成要改善衛生情況, 但政府應該出一

分力：「政府高官根本不清楚實際情況。就例如街道的去水系統, 政府就連覆蓋

渠道的鐵片都沒有提供, 蟑螂老鼠都藏在裡面。其實政府應該做好外觀及修理的

工作, 不但能改善衛生情況, 又能吸引顧客。若果把帳蓬, 抽油氣系統, 地面等修

理好, 我覺得這樣大牌檔的形象已經能改善很多了。人們看到了會覺得舒服。但

切勿使用太先進的設施, 因為很多人都懷念摺枱摺凳, 這才叫大排檔。」 

 
政府不斷批評大牌檔的問題，但反思一下：政府為大牌檔經營者付出的，又有

多少呢？單純地迫使他們搬至樓上熟食中心經營，真的能像政府主觀的想法一

樣，既能保持原有風味特色，又能解決衛生問題嗎？再想想，與其要他們搬遷，

何不幫助他們修整檔裡的衛生設施，令他們能把香港大牌檔的特色風味，繼續延

續下去呢? 
 

政府建議將大牌檔改為樓上/普通食肆,

這樣能保持大牌檔原有的風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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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顯示, 大部份被訪者認為把大牌檔改為樓上/普通食肆並不能保留其

風格, 可見大多數人並不贊成政府的做法，因為這會逼使具特色的飲食文化消

失。 

  

你認為政府是否有需要重新開放

大牌檔拍照註冊？

應該

254

不應該

78

無意見

2

 
另外, 調查亦指出大部份被訪者希望政府給大牌檔一條生路, 讓這個見證著香

港歷史發展的集體回憶可以延續下去。 

大牌檔的現在和將來： 

 
為了應付不同時代的需求, 老闆娘亦因此而作出了轉變 ：「我現在標榜無味精

及少油的健康小菜, 以前大牌檔, 一定要鑊氣十足, 但因為隨著時代的變遷, 人

們都追求健康, 所以我作出改變。」 

 
至於大牌檔沒落的原因, 勞永樂醫生認為是因為大牌檔的價值已經大大地減

少：「現時很多人覺得大牌檔應該被保留，因為它是一個集體回憶，但其實人們

對大牌檔的需求己經不大，這大大沖淡了其重要性。大牌檔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市

場選擇增加，街道重建，時代轉變以及飲食集團興起等，並不是衛生問題。」 
 
老闆娘卻不認同這個講法, 她認為業界的競爭並不影響大牌檔：「我完全不覺

得有任何競爭, 每個人都要做好自己本份, 每間食店所賣的都不同。快餐店提供

的食物有別於我們。 尤其是冬天, 晚上我滾湯的時候, 人們下班經過, 當他們聞

到湯的香味及感受到湯的溫暖時, 便會自自然然地走過來。」 

 
大牌檔面對著各方面的問題。昔日的風光，他們為香港人泡製的獨有飲食模式

及集體回憶，都會隨著大牌檔的式微而逐一消失。以前的人沒有嫌棄它，為何到

了今時今日, 到了追求保留文化遺產的時候，大牌檔卻被無情地扼殺呢？這個正

是我們及政府需要再細心思慮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