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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早年的銀號銀行業香港早年的銀號銀行業
□梁炳華

香港昔日銀行的服務對象多是殷商巨賈和達官貴人，櫃面
服務人員對衣着普通的市民態度並不友善，加上開戶金驚人，
又須名流紳士介紹及擔保，普羅市民難望獲得接待。英商銀行
的營業時間為早上十時至下午三時，門口有保安把守，開戶金
為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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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剛過，談幾副新年對聯。
民初推行新曆，但民間仍是多過舊

曆年。有聯云：
男女平權，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

理；
陰陽合曆，你過你的年，我過我的

年。
「男女平權」的學說也是在民初隨

着 「歐風東漸」而來的，故此聯將 「男
女平權」與 「陰陽合曆」並舉。作者據
說是王壬秋。

又一佚名聯云：
陰曆上面註陽曆，陽曆下腳註陰曆

，是陰陽不可偏廢；
舊年前頭過新年，新年罷手過舊年

，知新舊仍要並存。

這副對聯的作者是贊成對陽曆、陰
曆新年一樣過的。又一副贊成只過陽曆
新年的對聯則說：

三才以天地人為本；
一曆與歐美亞同春。
近代有聯聖之稱的方地山，某歲元

旦題聯云：
埋愁無地，淚眼看天，嘆事事都如

前日；
剪紙為花，摶泥作果，又匆匆過了

今年。
方地山做過縣官，後來做袁世凱的

門客，是 「皇二子」袁寒雲的老師，按
說不至如此潦倒，大概只是喜歡 「呻窮
」而已。倒是抗戰時，重慶某大學教授
題的一副春聯堪稱寫實：

年年難過年年過；
處處無家處處家。
我說方地山喜歡 「呻窮」，還有他

的兩副春聯可以作證。
他罷官後，做袁世凱門客，來往京

津之間，出入攜一姬人做伴，當時纏足
之風尚盛，他的姬人則是 「天足」（未

纏過腳的）。某歲，他撰一春聯，張之
門首云：

做七品官兒，無地皮可刮；
住三間屋子，擁天足自娛。
「地皮」對 「天足」，妙絕。但有

「三間屋子」，又有 「天足」姬人，即
使沒刮地皮，也不能算窮了。又某年歲
暮，袁世凱遣人問他回家度歲否，他書
一春聯回報：

出有車，食有魚，當代孟嘗能客我；
裘未敝，金未盡，今年季子不還家。
一副 「相公厚我」口脗，且捧袁為

孟嘗君，自令袁大樂了。
以《越縵堂日記》著名的清代文學

家李慈銘（1830 ─ 1894，光緒六年進
士），在光緒十二年（1886 年）除夕
題聯云：

藏書粗足五千卷；
開歲便稱六十翁。
夫子自道，質樸可喜。
以擅寫怪聯著稱的何淡如，也有一

副怪春聯：
天增歲月人增壽；
你有藤牌我有槍。
此聯若用之於今日的 「搶食世界」

，也是同樣適合的。

二次大戰前中西區的本地華資銀行不多
，只有東亞；至於本地成立的銀號則較多，
如恒生、永隆、廣安等。從廣州來的銀行有
中國銀行、廣東省銀行等，銀號則有永亨等
，提供存款、儲蓄等服務。

銀行工作被認為是高尚的，應徵者需要
兩名擔保人或舖保，擔保人須具有一定資產
，而且不可以是應徵者的親屬。入職由練習
生做起，按表現提升為見習辦事員、辦事員
、副主任、主任等。當年的主任相當於今天
的經理，具有相當的職權。

木箱解款保安全
由於銀行庫存大量現金，往往成為賊匪

搶劫的對象。在未有保安公司出現前，銀行
為了維護自身安全，每日點數時，都有職員
手持警笛（俗稱 「銀雞」），站在銀行外面
把守。當有意外發生，即可吹笛報警。銀行

也有較傳統的保安方法，就是在銀行內的隱
蔽處，設置警鐘，連接到保安人員的崗位
上。

銀行另有聯保制度，如現金核點不符，
全部職員要負責賠償。這種制度利用職員互
相監視，避免職員作弊，保障了銀行的利益
。六十年代初銀行仍使用算盤計數，後來才
引入計算機，初期的計算機異常笨重，且用
手控，不易使用。約 1970 年已有小型電子
計算機，兩三年後已十分普遍。

昔日銀行由職員負責運鈔，其後才逐步
交由保安公司解款。早期銀行如有大筆鈔票
交收，會自訂木箱盛載，木箱由厚木板製成
，箱外並無識認，須兩人以上才能搬動，要
用扁擔挑運。押運時還有人在後手持警笛監
察，如發生劫案，即吹起警笛報警。賊人打
劫，也難搬動這麼笨重的大木箱，加上扁擔
可作武器，令押運者稍為安心。

袋袋平安衫內衫
較為細額的鈔票運送時，為掩人耳目，

銀行會使用 「肚兜」交收， 「肚兜」像子彈
帶般貼身收藏，而當時流行唐
裝衫褲，較為寬鬆，穿了 「肚
兜」並不顯眼。為求安全，押
運者會坐人力車。

當年運送黃金，運送者為
保安全，會穿上一款特製的背
心型內衣，背心前後有許多小
袋用來盛載金塊。押運時可將
鈔票、黃金放在小袋內，穿上
背心，再罩上鬆身衣服作掩飾
，免被賊人發覺。

還有一款褲頭帶，分布製
及皮製的，在運送小量鈔票、
黃金時，可將黃金或錢鈔以褲
頭帶纏在腰間，以保安全。

外資銀行高層均是外籍人
士，要和低層職員溝通便要聘
請懂得外語的華人當經理。這

些華籍經理，人稱 「買辦」，是外國人高層
與華人溝通的橋樑，除推薦和擔保華人職員
外，買辦亦負責介紹華商與銀行高層往來及
借貸等。買辦收取佣金，但要對壞帳作擔保
及賠償。1960 年代滙豐銀行仍有 「買辦房
」，但買辦已改稱為 「華經理」。

1949年12月14日，莊世平創辦的南洋
商業銀行在香港正式開業。三十六年間，銀
行日益發展，由創辦時只有十八個員工和借
貸一萬美元，發展成為擁有五十家分行、員
工二千多人、總資產達七百三十三億港元、
實力雄厚的現代化商業銀行。在促進國家繁
榮、協助香港經濟發展方面，均作出了貢
獻。

銀號升級變銀行
廖創興銀行創辦於 1948 年，由廖寶珊

創立，行址位於中區永樂街一百二十八號，
原名 「廖創興儲蓄銀行」。廖寶珊為廣東潮
陽人，戰前已在港經營航運、貿易生意，包
括食米、糧油等；亦買入大批倉庫土地，故
有 「西環地王」之稱。後來，他又在銅鑼灣
、油尖旺等地區購地作發展用途。五十年代
，更購入德輔道中中國國貨公司舊址，興建
了今天的廖創興銀行總行。

廖創興銀行率先發起十元小額開戶，贈
送開戶禮品，並首創營業至晚上十時，星期

天不休息，鼓勵小市民儲蓄存款。頻密的小
額交易培養了員工的技巧，提供親切友善的
銀行服務。 「創興」二字正代表了廖寶珊創
業興旺的心意。

1961 年中，大量資金被抽調往認購新
上市的怡和洋行股份，廖創興銀行出現擠提
情況。數天後，廖寶珊逝世，幸得其他大銀
行撥款支援，才得以渡過難關。

九十年代廖創興銀行也率先進入中國內
地投資，在汕頭市開設分行。

永隆銀行成立於 1933 年，位於文咸東
街三十七號，當年為一家銀號。以往銀號或
名店都會找著名書法家題字，但永隆銀號開
業時， 「永隆」二字卻是由創辦人伍宜孫親
筆題字，可見其書法造詣深厚。據稱這招牌
現仍存放在銀行銀庫內，整潔地掛在牆上，
好像守護着銀行一般。

1937 年，永隆遷至皇后大道中一百一
十二號擴充營業。當年日軍大舉侵華，內地
資金及人流湧至香港。商紳雲集，但當時銀
行界懂普通話的人較少，對懂兩文三語的人
才需求甚殷。永隆當年已着重英語和普通話
的培訓，鼓勵從業員學習，以便與官商溝通
，令業務更具優勢。

（摘自《香港中西區地方掌故》，中西
區區議會出版）

1924 年，香港開始有訓練電影演
員的機構，它就是民新演員養成所。

民新演員養成所是民新影片公司設
在廣州的電影演員訓練機構。主要是為
了培養 「民新」的第一部故事片《胭脂
》的演員而開設的。

它設在廣州寶華路，多寶坊一間
「探花第」（一個名叫李文田的清朝探

花的物業）。它招收了 30 名學生（其
中男女老幼都有）。養成所的導師由關
文清、梁少坡、黎北海等擔任。經過短
期訓練，學員都參與了《胭脂》的演出
。後來，他們還合資在廣州攝製過一部
影片。可惜的是，限於時間、環境、條
件等，沒培養出優秀的電影人才。學員
中亦沒有一個長期在電影界工作。

民新演員養成所雖然是香港培養電
影演員的機構，可是它並不是在香港開

設，而且只辦了一屆，便沒有再辦下去。
真正在香港開設的，第一間稍具規模的演員養

成所，是聯華演員養成所。它是 1930 年，聯華影
片公司香港分廠在香港創辦的。所址設在北角名園
片場內。它辦了二屆。它的導師亦是關文清、黎北
海、梁少坡等。聯華演員養成所辦得很有成績，它
培養出不少優秀電影人才，例如後來成為香港名導
演的李鐵、黃岱、石友宇和名演員胡戎、唐醒圖、
馮潔貞等。

中國最早的電影演員訓練機構，是上海的中華
電影學校。它創辦於 1922 年，創辦人是顧肯夫。
它是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間電影學校。由於該校的
師資好（有洪琛、鄭正秋、汪煦昌、陳壽蔭等），
教學認真（學員要花360小時，修習包括編劇、導
演、表演、攝影、化妝、舞蹈、歌唱等 10 個學科
），因此培養出名聞全國的胡蝶、王元龍等傑出演
員。

台灣很遲才有培養電影人才的學校。第一間名
叫 「國立藝術學校」。它的影劇科，成立於 1955
年。它是頗具規模的正規電影學校，歷年來，培養
出不少人才，有如現在香港工作的名導演孫仲和桂
治洪都是 「藝專」的學生，其他知名的學生，還有
名導演丁善璽，名演員歸亞蕾、名影評人梁良等。
「藝專」影劇科的負責人李樹良，亦是該校早期的

優秀畢業生。
（摘自《香港電影掌故》，廣角鏡出版社）

兩男夾一女──嬲，這是個什麼字？說廣州話的人
會告訴你，這個字讀nɐu， 「生氣」的意思： 「發嬲」
即 「發火、生氣」， 「好嬲佢」、 「嬲死佢」即 「很生
他的氣」， 「激嬲人」就是 「把人家給惹火兒了」，等
等。

若問為什麼 「嬲」字會有這種解釋呢？回答說：一
個女的被兩個男的夾在中間， 「唔嬲就假」──不生氣
才怪呢。

可是，客家人卻說，我們可不把 「嬲」作 「生氣」
解。在客家話中，這個字讀liau，是 「玩兒」的意思：
「同亻厓做下嬲」就是 「跟我一起玩」， 「去伢屋卡嬲

」就是 「到我家玩去」， 「嬲到天光」就是 「一直玩到
天亮」……為什麼？兩男一女在一起，就是 「在一塊兒
玩」嘛。

但你如果拿這個字去問潮州人，潮州人卻會說這個
字讀hiou，是 「奇怪、稀奇」的意思──一個女人居然
夾在兩個男人中間，豈不是 「怪事一樁」？

而福建晉江一帶卻有人說，這個字我們閩南讀hiau
，表示的是 「女人風騷、放蕩」的意思。明擺着的嘛，一個女人和
兩個男人搞在一起，不是放蕩是什麼？

各有各的說法。究竟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
查《新華字典》， 「嬲，niau，戲弄，糾纏。」
查《現代漢語詞典》，注音、解釋與字典同，只是前面表示

「現代不常用的字」。
查《康熙字典》：
「嬲，《廣韻》奴鳥切，音嬈，擾也。

《嵇康與山濤書》：足下若嬲之不置。
王安石： 「嬲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臘。」
這樣看來， 「生氣、玩、奇怪、放蕩」等意思與現代漢語工具

書中所註的解釋不合，與古義也不一致。因此，這是一個方言字。
是古字在方言中的殘留。

（摘自《妙語方言》，香港中華書局）

那天攀北區紅花嶺，遠眺深圳大小梧
桐，俯瞰沙頭角海，感受邊陲小鎮的迷人
風光。

沙頭角昔為南中國海防軍事要塞，設
有 「大鵬所城」 。

據說，一名清朝的大臣巡視沙頭角時

，給大鵬灣的優美風光深深吸引，題了
「日出沙頭，月懸海角」 之句詩。自此，

便有 「沙頭角」 之名字。
圖為從紅花嶺上鳥瞰沙頭角海邊的一

條小村莊。

這是內地於1998年1月5日發行的生
肖郵票的第七套。

郵票畫面第一枚 「虎虎生威」（50
分），是山西省黎城縣黎城布老虎的正面
像（原作者為高秋英）。小老虎四肢叉開
，虎頭對着前方，大大的眼睛以專注的目
光正視着人們，兩隻耳朵豎着。粗壯有力
的尾巴高高翹起，顯示着它的精明強悍，
洋溢着雄渾厚重的氣質和活潑旺盛的生機
。第二枚 「氣貫長虹」（150分），取唐
代大書法家顏真卿所書《斐將軍詩》中的
草書 「虎」字為圖。整個畫面以簡取勝。

選用該 「虎」字，是取其一筆連貫的神韻，喻全年
通達順暢之意。

（摘自《新中國50年郵票鑒賞大全》，人民
郵電出版社）

香港中資公司自1872年起，歷經百年滄桑，迄今正邁入
行業巨頭時代。

《香港中資財團》（見圖）是第一部系統全面、資料詳
實、深入研究香港中資企業發展歷史的著作。主要內容分為
九章，先以民族企業招商局掀起話題，追溯香港中資百年演
變，繼而探索香港中資於國家改革開放以來起伏跌宕的發展
軌跡，對香港經濟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全面總結了中資企

業於三個重要的發展
階段── 「窗口企業
」階段、 「紅籌企業
」階段和行業巨頭階
段中的得失經驗。

全書結構嚴謹、
脈絡清晰、資料詳實
，沒有迴避個別中資
企業所產生的負面問
題，很有學術參考價
值。

新春貼門聯，是中國人的傳統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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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香港中資財團
著者：郭國燦
出版：香港三聯
版次：2009年10月

第一版
定價：HK$1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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