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香港涼茶

廣東人愛喝涼茶，涼茶鋪一般都備有數種到十數種的涼茶出

售，常見的有五花茶、銀菊茶、廿四味、「王老吉」、竹蔗水、

生魚葛菜水等。以往的涼茶鋪，多設有煲涼茶的廚房，自家煲煮

涼茶。上世紀六十年代，人們都愛到涼茶鋪聽收音機。有些涼茶

鋪更安裝了點唱機，客人可投幣點唱流行歌曲。今天，很多涼茶

鋪的涼茶都改由「山寨式」的工廠大量煲煮了，甚至發展到現代

的沖劑和包裝飲品，在超級市場售賣，以迎合時尚的需要。而涼

茶鋪也不再專賣涼茶了，還兼售甜品和蘿蔔糕、魚蛋等小食。今

天，涼茶已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民族傳統而獨特的飲

食文化。

話說涼茶

顧名思義，「涼茶」就是指由藥性寒、涼的藥物組成，具有清熱解毒，

滋陰降火等作用，用於治療實熱和虛熱症的湯藥。

廣東地處亞熱帶，為沿海地區，氣候温暖潮濕，加之飲食習慣（如嗜食

煎炒燥熱、海鮮、山珍野味）等因素，因而患病以熱症居多。所以廣東民間

飲涼茶的習慣很普遍，如感冒、濕滯用「盒仔茶」；濕熱飲「五花茶」；咽痛

煲苦瓜乾、水瓜殼；咳嗽飲「羅漢果」茶；發熱用倒扣草煎水代茶；肝熱煲

雞骨草；尿痛煲車前草等等。而且不同的地區，涼茶亦各有特色，如湛江傷

風咳茶、沙溪涼茶、羅浮山涼茶、石岐涼茶等。

（秦艷芬編：《廣東涼茶》，頁 1-2。廣州：廣東科技出版社，2002 年。）

香港涼茶的發展歷程

香港涼茶文化的發展歷程和香港人的歷史是息息相關的。十九至二十世

紀中後期，香港人普遍對中醫藥很重視，對西醫缺乏信任，經常依靠飲用涼

茶以防治疾病。許多香港的涼茶事業都是家族生意，屬於小規模的經營方式

或連鎖店式的經營手法。一般都是創辦人創立療效好的涼茶配方，其後代根

據這個家傳的配方或稍加改良而煎製涼茶，將其家族的涼茶事業以一代傳一

代的方式繼承下去，每間涼茶鋪都會有一套獨門秘方。

二十世紀二十至五十年代是涼茶事業發展的黃金時期，香港的街頭巷尾

到處可見連鎖的涼茶鋪。有些涼茶鋪除了出售傳統涼茶外，還會售賣一些生

草藥，供市民買回家煲煎服用，有些也會出售一些小吃，涼茶鋪更成為了平

民百姓的平價娛樂場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西醫普及化降低了人們對涼茶的關注度，現存的涼

茶事業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和淘汰後，傳統的涼茶鋪只剩下了一些強者企業，

同時，一些新式的涼茶事業亦應運而生。新式的涼茶店除了涼茶，還兼賣和

涼茶有相近功能的草本健康飲品、龜苓膏、甜品、茶葉蛋等。一些涼茶企業

同時推出包裝式的涼茶飲料、沖劑，於涼茶鋪、便利店及超級市場均有出

售，以便開拓更加廣闊的營銷市場。

廿四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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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涼茶在近代有狹義和廣義兩個定義。狹義的涼茶指傳統的涼茶，

口感苦澀，具有顯著療效，配方多來自民間，歷史悠久，如「廿四味」；廣

義的涼茶指採用具有清熱消暑功效的中草藥及藥食兩用的食物，性味以甘涼

為主，起保健和清涼解暑作用的草本健康飲品，如「五花茶」、「羅漢果靈芝

茶」、「火麻仁」等。

（陳虎彪、郭岳峰編著：《香港涼茶與龜苓膏》，頁 40-41。香港：萬里機構．得利書局出版，

2009 年。）

香港涼茶鋪鼻祖

香港最老的涼茶店是王老吉涼茶鋪。王老吉老鋪於清代道光年間創立，

原設在廣州市靖遠街（現在廣州人民公園東側一角）。香港分店最初開設於

荷里活道文武廟旁邊，賣涼茶是副業，主要業務是裝涼茶包運銷海外各地。

（謝永光編著：《香港中醫藥史話》，頁 75。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王老吉原名王澤邦，又名王吉，王氏家族是廣東土著。王老吉在清代嘉

慶元年（1796）已在廣州行醫賣藥。他在臨床中發現有不少人因大暑天受天

氣影響而發熱上火得病，於是他用崗梅根、五指柑、山芝麻等十多種嶺南草

藥熬成藥茶給病人喝。一些患了感冒、喉痛、咳嗽或消化不良的人喝了這種

又苦又澀的藥茶，病情即會好轉，王老吉從此聲名大噪，人們把這種藥茶稱

作「王老吉涼茶」。王老吉去世後，由兒子王貴祥承繼父業。為了方便華僑

採購涼茶，王氏家族於清代道光二年（1821）分別派人到香港、澳門開設王

老吉涼茶分店。原設荷里活道文武廟旁邊的香港老鋪，於 1915 年遷往中環

鴨巴甸街 2 號 A 繼續經營。這家老店已有 70 年歷史，直到 1985 年由於業

主收回拆建，不得不結束門市業務。王老吉老鋪雖因拆建而停業，他的後人

仍然接掌祖業，並不斷改變經營方式。由於科技的進步，已將舊涼茶包改為

現代化沖劑，不斷推陳出新，將業務發揚光大。

（謝永光編著：《香港中醫藥史話》，頁 77。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舊式涼茶店的生活情趣

舊日的涼茶店，可說是獨沽一味，即使包括有苦（二十四味、水翁花之

類）、有甜（五花茶、銀菊茶、火麻仁、竹蔗水等等），一律叫做涼茶。有些

店鋪還附送陳皮梅、嘉應子一類涼果，讓客人喝過苦茶之後作為爽口之用。

涼茶鋪用以盛載涼茶的銅壺，每間商店都採用同一形式，作為一種賣藥標

誌。銅壺的形狀似鼎非鼎，似壺非壺。通常每間涼茶鋪都裝設兩個，一個用

來載苦茶，一個載甜茶。戰前涼茶鋪的銅壺一般作葫蘆形，戰後初期也是這

樣。到六十年代，由於打銅師傅認為製造葫蘆形銅壺的工藝太花時間，成本

太高，才將形式略為改變。但改變之後，仍然可以看得出是由葫蘆變形而成。

舊日的涼茶店店內多設有收音機與「麗的呼聲」（有線廣播），顧客可以

坐在店內慢慢享受，聆聽天空小說以及特備的粵曲節目、粵劇轉播、足球賽

事等等，成為一種生活情趣。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廣東涼茶有清熱解毒、健

胃消滯、利尿祛濕之功，是一種不可缺少的保健飲品。當時還是停留在舊式

社會生活的年代，娛樂條件不如今天的豐盛，一般市民只靠聽收音機及有線

廣播排遣時光，小市民僅花費一兩角錢極低廉

的消費，即可在涼茶鋪消磨

一個晚上。涼茶鋪還供應當

天報紙，任由閱讀。有些涼

茶店還裝設點唱機，幾十支

受歡迎的流行曲，就可以吸

引一批愛聽歌的青少年。當

時的涼茶店被認為是勞苦大

眾工餘的好去處。

（謝永光編著：《香港中醫藥史

話》，頁 79-80。香港：三聯書店（香

港）有限公司，1998 年。）

銅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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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涼茶店

涼茶味苦價廉，應該是不利於經營，不容易致富，卻因為得到普羅大眾

的擁護，歷百餘年仍經營不衰。時至今日，小島上許多地方已被拆毀重建，

面目全非，許多古老行業已式微，唯獨涼茶業仍能保持不墜，沒有被時間淘

汰，總算是保留了一點香港的獨有文化。

近年來香港樓價不斷上漲，鋪租昂貴，只賣涼茶自然不可能應付得來，

因此採用多元化方式經營，成為一種新趨勢。隨着社會發展，傳統的涼茶店

紛紛推陳出新，不僅以連銷店形式經營且擴大銷售的食物品種，愈來愈多涼

茶店擴大其經營範圈。為了適合現代人士口味和多種選擇，除了提供傳統的

二十四味、酸梅湯、火麻仁、蔗汁、銀菊露之外，更以「龜苓膏」作招牌貨。

夏天還出售汽水、果汁、西米露、蔗汁糕、馬荳糕等凍品，冬天則有煎蘿蔔

糕、馬蹄糕，還有炸雞腿、雞翼、湯丸等小食。

從表面看來，香港涼茶業在八十年代以後似有新的轉機，但嚴格說來，

大多數只是有名無實。這種新式涼茶店實際上是以推銷利潤深厚的「龜苓膏」

為主，兼及其他小食和甜品，涼茶只屬陪襯品種，並非主流所在。反而在街

邊攤檔仍有小販售賣涼茶，包括二十四味、五花茶、崩大碗等等，仍然受到

街坊群眾的歡迎。

（謝永光編著：《香港中醫藥史話》，頁 81-83。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 年。）

問題討論

1. 你曾經喝過什麼涼茶？你在什麼情況下去喝涼茶？

2. 你喜歡到傳統涼茶店還是新式涼茶店？為什麼？

3. 為什麼涼茶可以列為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呢？它有何獨特之處？

六、香港地道小食
香港的地道特色小食為人所津津樂道，種類非常多，據 2003

年《飲食男女》雜誌的介紹，就列舉了五十種經典小食，有燒賣、

臭豆腐、煎釀三寶、咖喱魷魚、砵仔糕、魚蛋、煨蕃薯等，不論

是穿西裝打領帶的上班族，或是穿着校服的學生，都可見到他們

站在一檔檔小販檔攤前品嘗這些小食。這些小食伴隨着香港人的

成長，甜的、鹹的、酸的、辣的，滋味無窮。這不止於個人的懷

舊情意，更是香港人的一份集體回憶，也是突顯港人文化身份價

值的一個媒介。隨着全球化的潮流，香港的「街頭小食」亦被帶

到了其他地方，並冠以「港式」的名銜。

  小學生最愛

第 2 屆全港小學生齊投票︰投票結果（總票數：137,464）

「 候 選 地 道 食 品 」 名 單 所 得 票 數

1 雞蛋仔 * 3 1 , 4 1 3

2 港式奶茶 21 , 4 3 4

3 龜苓膏 13 , 7 3 2

4 雲吞麪 13 , 7 0 2

5 魚蛋 11 , 0 4 7

6 點心 10 , 9 3 4

7 蛋撻 9 , 1 1 8

8 魚肉燒賣 9 , 0 5 5

9 砵仔糕 8 , 8 4 6

1 0 菠蘿油 8 , 1 8 3

* 獲得最高票數的地道食品

（2011 全港學生動起來「第 2 屆全港小學生齊投票」，見 http://www.studentmoveup.com.hk/
highlightdetails.php?i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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