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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州話看社會百態 

俗語，今有稱為「潮語」，即當時民間常用之語句。廣州話俗語的出處非常不簡單，有些是過

去中原文化的承傳，有些和古代的一些神話、人物有關係，亦有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係，非常

有趣。廣州話俗語每一句都有其背後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因此有很頗強的生命力，

能够流傳至今。如「紮炮」指捱餓；「踎墩」指失業；有些則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例如「三

唔識七」、「一戙都冇」等，則與賭博有關。這些俗語有些被遺忘，有些卻不知其出處。 

廣州話俗語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但亦往往隨着時代的轉變而消逝。從俗語中了解過去社會

民生，檢視社會的發展。 

個男主持見老婆出國就「擒擒青」約小三行街，佢梗係「坐定粒六」，諗住今次「定過抬油」，

無死啦！點知竟然「搞出個大頭佛」，畀啲雜誌狗仔隊影晒相，仲唱通街，「呢鑊杰」啦……仲唔

「六國大封相」！都唔知點「收科」…… 

擒青 -- 匆忙、心急 

擒青一詞出自舞獅。南方舞獅，少不了 「採青。」所謂「青」，就是把一封利是，綁在一棵生

菜上。「青」有「高青」、「水青」與「蟹青」之分。「高青」是把「青」吊得高高的，「水青」是

把它放在水盆中，「蟹青」是用圓盤蓋著。醒獅採青，有祈求吉利之意。 

「採青」過程有一套既定的的功架和套路。獅子先要尋青，從遠處望見有「青」掛在門口，是

「望青」不知真假，故作驚訝狀，是「驚青」。上前用腳試探一下，是「試青」。探清虛實之後，

把「青」取入獅口內，是「吃青」。拿到「青」，在獅頭內將利是取下，然後將生菜從獅口拋出送

還給主人家，是「吐青」。主人家接青有「接財」之意；收到主人家利是之後會表演一段醉獅，

表示酒食豐盛，這就是採青最後一個程序，「醉青」。 

但如果為了急於多收幾家的利是，不將所有套路表演完，就去吃青，會被視為不敬，亦被譏為

「擒青」。 

搞出個大頭佛 -- 搞出麻煩 

每當喜慶、神誕，都會有金龍、獅子出現。南獅在舞動時，總會有一位頭戴大頭佛面具的人在

前面引路，後面跟着舞獅的和敲鑼打鼓的一群人，這群人看起來都是跟着大頭佛後面，由他引來，

由此引申出用大頭佛比喻帶來了一大串麻煩。 

定過抬油 - 辦事一定成功 

從前香港有不少出售花生油的油莊，油莊內設有油槽，自搾生油。搾生油的方法是將炒過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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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放在油槽內，利用人力將木楔迫壓花生，令到花生的油脂溢出，從油槽流至出口處，再用木桶

將流出的花生油載起來。每桶生油淨重十五斤，一對木桶即三十斤。油行將生油批發給零售商，

便由油行伙記將兩桶生油抬往零售商處。 

負責抬生油的伙記必須受過訓練，因為抬油不同抬水，抬水的時候如果身體搖動，桶內的水溢

出流在地上，是無關重要，但如果抬油好像抬水那樣，生油溢到地上，損失就大了。因此抬油伙

記抬油時，身體要夠穏，步履要夠定。「定過抬油」表示一切像抬油時那樣穩定，不會漏走，有

成功之意。 

放飛機 - 不守信用 

1911 年香港上空第一次出現飛機，不過當時是作飛行表演由於該次飛行表演在沙田舉行，鐵

路公司特別安排專車前往，並發出通告：「三月十八、十九、二十，一連三天，在沙田站附近演

放飛機。鐵路局特備專車來往沙田與九龍站，頭等來回票收銀二元一角，二等一元一角，三等三

角五仙。」 

表演舉行首天，火車載滿觀眾，前往沙田。沙田海灘搭有竹棚，並有樂隊演奏，連港督盧吉也

前往觀看但因為當天風勢太大，飛機未能起飛。第二天掛起藍旗，天氣不好，表演取消。第三天，

掛起紅旗，表示水漲，因為飛機是水上飛機，潮水漲，不能降落海灘。終於延至 3 月 27 日，

中午一時十五分，成功起飛， 但因風勢太大，只飛到離地面六十呎，便要降落。翌日，主辦飛

機表演的遠東航空公司刊登道歉啟事，一場盛事便草草收場，只餘下一句「放飛機」。 

新澤西 - 食水深唔入得口 

1953 年 8 月 20 日，美國第七艦隊一艘主力艦新澤西號到港，該艦司令卡拉克中將宣布，由

於該艦排水量達四萬五千噸，食水太深，未能進入鯉魚門，只能停泊於將軍澳海面，但歡迎市民

前往參觀。 

8 月 24 日起一連三天．油麻地小輪公司派出小輪載客前往參觀，但不能登艦，每日三班，收

費一元。一時間碼頭大排長龍，等候接駁小輪。由於太多人，有關方面公布，市民可以自備交通

工具來往該艦。結果私家遊艇、電船仔、木船甚至舢舨等傾巢而出，爭相觀艦，甚至有人打架，

有人跌落水，混亂非常。直至新澤西號開走，才回復一片平靜，但留下了一句口頭禪，泛稱廚師

剋扣買菜錢者為「新澤西」，即食水深，入不得口。現也引伸為謀取暴利。 

山埃貼士 - 輸死人 

貼士是從英文的 Tips 翻譯過來，即提示之意。山埃的學名為「氰」，分固態、液態及氣態，固

態是白色粉末狀結晶，誤食逾二百毫克，可於半小時內毒發身亡。山埃加鹽可變成氰化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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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燃燒，但遇潮濕空氣或與酸類接觸，則會發生化學反應，釋出劇毒，人體可經呼吸道感染致

死。 

1955 年 6 月 29 日，深水埗大埔道五經堂印刷廠，發生山埃中毒案。香港早年的印刷廠有包

伙食的傳統，稱為「福食」，是東主提供予僱員的一項福利。事緣當天，五經堂的工友每人科款

一元，交與伙頭特別加料煲湯，伙頭到了桂林街一家藥材店買了杜仲、淮山、杞子等七樣藥材，

連同豬腳同煲。當日上午十名工友在飲完豬腳湯後，腹痛如絞，伙頭未等到十字車到場，已經喪

命，其餘九人送院後，下午八人中毒死亡，唯一生還的余姓工人，幸好只飲了一口湯，覺得有苦

味便不再飲，只食了兩件豬腳，得以逃出鬼門關。後來經過警方調查，湯內有山埃成分，可能是

伙頭誤把山埃當為梳打粉來洗湯煲，或者是把山埃當作鹽來調味。 

山埃在印刷行業中必不可少，該次事故之後，香港的工業山埃必須染成橙紅色，稱為紅山埃。 

亦因為此次不幸事件，香港人才認識山埃這種劇毒，又創造了「山埃貼士」這句俗語。 

北角過啲 - 例遲 

北角西面以前叫七姊妹，上世紀 50 年代，南來的上海人帶着大量資金，紛紛在北角買地投資，

北角從此多了  「小上海」的稱號。七姊妹區的英皇道就開了一家麗池花園夜總會。創辦人李裁

法據說是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的門生。 

麗池夜總會長期有菲律賓樂隊、歌手駐場表演，亦舉辦過「香港小姐」選舉，此外，又有酒店、

餐廳、酒吧、半室內泳池、小型碼頭、小型高爾夫球場等娛樂休憩設施，對於六十多年前、剛經

歷戰亂不久的香港人來說，確實是一種矚目、嶄新的體驗。後來夜總會結業，原址改建為住宅，

名字也叫麗池大廈。麗池，廣府話諧音例遲，於是    北角過啲就係例遲。 

電燈杉掛老鼠箱 - 高矮懸殊 

1894 年香港發生鼠疫，病毒是由老鼠身上的虱子傳到人身上。衛生部門呼籲市民，合力將死

老鼠放進內有消毒藥水的密封鐵箱之內，以抑止病菌蔓延。衛生部門把老鼠箱掛在每條街 

道的其中幾條燈柱上，方便市民一旦發現死老鼠即將牠們放進箱內，再待市政署的 

工作人員前來收集和清理。初期街燈的燈柱是用木杉製造，故稱之為「電燈杉」。 

由於電燈杉極高，但老鼠箱很矮細，掛在一起成了強烈對比。「電燈杉掛老鼠箱」通常是形容

情侶高矮懸殊的特徵。 

洗太平地 - 一乾二淨、清袋 

「今日輸光輸淨，又試洗太平地」。十九世紀末，香港發生鼠疫。鼠疫又名黑死病，是高度的

傳染病，歐洲曾因此病死了三分之一人口。這種病來自老鼠屍體，由鼠蝨帶菌傳至人體，輾轉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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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為害甚大。當時的衛生條例強制消毒及清洗街道、房屋，未發病的  區域亦要清洗。 

到了指定的一個晴天，政府在街中準備一個大水缸，裡面裝滿白色消毒藥水，居民要將家中所

有家私木器放進去浸，曬乾後才拿回家中。居民叫這種行動為「洗太平地」，使到人人太平。後

來，掃蕩罪惡、清理黃、賭、毒，都稱為洗太平地。再引伸為一乾二淨。 

火燭鬼 - 心急 

香港開埠初期並無消防局，香港消防處的歷史源於 1868 年 5 月 9 日刊登於香港政府憲報的

以下文告：  「依照法例，總督有權從警隊及其他志願人士中挑選合適者組成一支隊伍，負責本

港的滅火工作…… ── 根據本條例成立的消防隊伍命名為香港消防隊，由香港消防隊監督統

領……」。當時全港消防隊有隊員 62 名，另有大約 100 名華籍志願人員輔助。除了華籍義勇消防

員之外，其他人等皆從外籍警員中挑選出任。當時消防局是隸屬於警署管理，平日如無火警，華

籍義勇消防員則無須在消防局內候命，亦無工資。 

1857 年中環威靈街五號警署落成。1868 年消防隊成立，第一所消防局就設於警署內。消防局

只有一名師爺駐守，當有火警發生，該區的火警鐘響起，駐守的師爺就會攀上瞭望台上，看看火

頭何處，然後趕回台下，搖動銅鐘，召集義勇消防員出發救火，而在警局辦公的外籍消防員就脫

掉警服，改穿消防衣，戴上頭盔，趕來救火。 

至於所謂義勇消防員，則是一批華籍苦力，平日沒有工開，就聚集在消防局對面的商戶騎樓底，

聽候火警鐘響起。一聽到師爺搖動銅鐘，就立即跑進消防局，分別發動救火車，搬出帆布救火喉，

放在車上，一切準備妥當，就戴上竹笠帽，拉走水車向火災現場出發。 

荷蘭水蓋 - 勳章 

「荷蘭水蓋」即汽水蓋。汽水其實是一瓶二氧化碳的水溶液，把大約 2～3 大氣壓的二氧化碳

密封在糖水里，就會有部份的二氧化碳氣體溶解在水中，二氧化碳在水中就形成碳酸，汽水給人

的那種刺激味道就是因为碳酸的緣故。汽水首次進入中國人的世界是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    

由一首荷蘭貨船運來。汽水由是被稱為「荷蘭水」，因此汽水蓋便被稱為「荷蘭水蓋」。 

汽水蓋是玩具，汽水蓋的底部是水松，小心把水松完整起出，把汽水蓋放於衫面上，再於衫的

反面將水松壓入汽水蓋的位置，那便可以將汽水蓋佩帶在衫上，一連幾個，有如勳章，當裝飾用。

今天以「荷蘭水蓋」形容勳章，源出於此。 

另一種玩法多為男童喜愛，首先將已取出水松的汽水蓋灌以蠟，使其增加重量，稱為「蠟雞」，

玩的時候，先在地上劃一個圈，每人把若干個汽水蓋放在圈內，然後輪流用中指及拇指將「蠟雞」

彈出，把圈內的汽水蓋撞出界外，並取去，獲得最多者為勝。現在的汽水蓋已沒有使用水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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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玩意又失落了。 

食色性也，食在廣府人眼中最重要。所以早晨見面就會問：飲咗茶未？中午見面就會問：食咗

晏未？ 

有錢樓上樓，冇錢地下踎   

所以當時流行一句俗語：「有錢樓上樓，冇錢地下踎。」飲茶，以前去茶樓飲茶的顧客都是一

般市民，但當中亦有分別。當時沒有冷氣，有些茶樓樓高兩三層，窗戶多，空氣流通，夏天都很

涼快，茶錢稍貴，收三分六厘；而樓下冇窗，較為侷促，茶錢相對較平，收二分四厘。 

另一種最平民化的茶館只收二厘，就稱為二厘館。 

摸茶杯底 - 私下商談 

上茶樓飲茶，茶樓伙計會按茶客要求將沖好的茗茶送上，茶客會將茶杯放入洗水盅內，然後將

滾茶沖入水盅，將茶杯再沖洗一次。由於茶很熱，令到茶杯也很燙手，手又可能不潔淨，不能用

手將茶杯拿起，於是用一雙筷子夾著茶杯邊，另一隻手以手指摸著茶杯的底部，令茶杯慢慢轉動，

使茶杯周遭都經熱水沖洗過。這程序就叫「摸茶杯底」。 

摸茶杯底是上茶樓飲茶的代名詞與人有事商量，通常都會上茶樓邊飲茶，邊商討；但與「摸酒

杯底」，意思有些不同。 

斟 - 商量 

斟，往杯盞裡倒飲料，例如：斟茶、斟酒。廣府人喜歡飲茶，飲茶時各人會不斷互相向對方的 

茶杯斟茶，這被視為禮貌。當眾人有事商量，通常都會約在茶樓飲茶，邊飲邊談，  一方面談論，

一方面互向對方的茶杯斟茶，於是「斟」成為商量、討論的代名詞。「斟世界」亦由此而來。 

食晏 – 食飯 

 「食晏未？一齊喇！」《淮南子》有謂「日至於桑野是謂晏食」，因此午飯稱為「食晏」。由「食

晏」引伸出來，將白飯稱為「晏」，亦可能與此有關，大碗叫「大晏」，細碗叫「細晏」。 

食過夜粥 - 學過功夫 

「食過幾晚夜粥，果然打得兩下」。 

話說當年武館常在晚上練功，一眾徒弟在練完功夫都會肚餓，師母於是趁師傅教功時，煲定一鍋

粥及準備好炒粉麵，給各徒弟在練功完畢後食用，「食夜粥」一詞就此衍生出來。 

細蓉 - 雲吞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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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吞麵最早於清末民初在廣州西關一帶出現，相傳是同治年間從湖南傳入。廣東地區的雲吞麵

在行內稱為「蓉」，有「大」、「細」蓉之分。 

據說以前的西關大少喜食雲吞麵，但又食得挑剔，每每嫌大碗，食相有失斯文。為了做生意，

雲吞麵舖遷就他們，將麵的分量減半，雲吞則不减，稱之為「細用」，與「粗用」對比而言，粗

用是給粗人食的。細用後來就說成「細蓉」，粗用就變成「大蓉」。廿多年前去食雲吞麵，還有「大」、

「細」蓉之分，到如今已無分大細了。 

冬前臘鴨 - 隻攋隻 

每年冬至前後是臘鴨上市之時，由於材料、時間、製作手工的差別，這些臘鴨有好有次，有肥

有瘦，油潤香氣也不一，立冬以後北風增強，那時後醃製的爲好，而立冬前醃制的就稍差些。但

有些店鋪爲了趕在立冬後   有較多的貨源上市，於是在立冬前就醃製。 

廣府人喜歡食臘鴨，一到年底冬至後就會到市場買臘鴨享用，而且會一對一對的買。爲了能增

加銷路，把冬前的臘鴨賣出去，店鋪就把一隻立冬後的臘鴨和一隻立冬前的臘鴨搭配一起銷售，

一隻肥的搭一隻瘦，一隻大搭一隻小的，這就是「冬前臘鴨只攋只」的由來。一般是指兩個性格

或者外型有差異的人走在一起，尤其是指夫妻，還暗喻有互補的意思。 

壽頭 - 愚蠢 

「壽頭」一詞與祭祀有關，也源於豬頭。清吳谷人《新年雜詠》中記： 「杭俗，歲終禮神尚

豬首，至年外猶足充饌。定買豬頭在冬至前，選皺紋如『壽』字者，謂之『壽字豬頭』。」豬被

認為蠢，豬頭更被視為極蠢之意。所以「壽頭」一詞，即隱指「豬頭」。 

砌生豬肉 - 誣告 

昔日鄉中春、秋二祭都有分豬肉的習俗。拜太公當日，鮮豬肉會分割成一份份，重量均等，放

在桌上，然後唱名，分配給合資格的鄉民，但不得選擇，此為太公分豬肉，人人有份。有說昔日

警局有疑犯被落案時，有些執法者會將一些未能偵破的案件，一份份的放在桌上鋪砌好，然後要

疑犯承認是他們所犯下，不得選擇，不能推卸，有如太公分豬肉，此為「砌生豬肉」。 

攝灶罅 - 嫁唔出 

昔日家中廚房都有灶頭，上面放炊具，下面有灶口，以便將柴草等燃料放入；但一些大戶人家

的灶頭較大，放柴草的灶口設於灶頭後面，灶口和廚房牆壁之間留有一條狹窄的通道，稱為灶罅。

通常廚子是男姓，站在灶頭前面煮餸菜，而俗稱妹仔的年輕的婢女，則在灶頭的後面按廚子的指

示，將柴草放入灶口。妹仔要放柴草，就要攝身走進那條灶罅。妹仔通常都是雲英未嫁，因此攝

灶罅就成為未嫁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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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狗公 - 充班 – 魚目混珠，冒充 

石狗公魚學名為白斑菖鮋，外形與石斑相似，是石斑近親，體形短小，難登大雅之堂，故一直

屈居廉價雜魚之列。石斑魚泛指鱸形目鮨科石斑魚亞寇裡的各屬魚類。為暖水性的大中型海產魚

類。其營養豐富，肉質細嫩潔白，是一種低脂肪、高蛋白的上等食用魚。石狗公魚一般小飯店只

用以滾湯。因為石斑的售價比石狗公貴，所以有人以石狗公冒充石斑出售。 

「斑」實為「班」，指「大班」。大班一詞相信來自民間口語，這種稱呼在鴉片戰爭前就有了。

「大班」這個詞，泛指當時在粵的外資洋行經理的稱謂。後來亦泛指外商銀行的董事會主席，經

理、司理，以至作為銀行與華商之間的橋樑 — 華人買辦。 

水魚 - 容易受騙 

水魚即鱉魚，俗稱甲魚，肉味鮮美、營養豐富，不僅是餐桌上的美味佳餚，而且是一種用途很

廣的滋補藥品。水魚樣子兇惡，如果在水中捉它，會咬人，但只要將水魚撈起放在桌上，一隻手

按著它的背部，另一隻手捉著其尾巴，然後提起，水魚便無法反抗，任人屠宰。 

失魂魚 - 冒失、精神不集中 

魚類在魚排，或魚塘中生活，水較平靜，一旦被人撈起，就會放進一個較小的魚缸，用車或小

船運到市場出售。這些魚習慣在魚塘或魚排中生活，一旦轉到較小的魚缸，就不適應。而且在運

送的過程中，車船不斷搖晃，魚缸內的水亦跟隨波動，有如大風大浪。魚亦在水中晃來晃去，往

往運到目的地時，魚會就會反應遲鈍，不肯游動，被稱之為失魂。 

而且在運送的過程中，車船不斷搖晃，魚缸內的水亦跟隨波動，有如大風大浪，魚亦在水中晃

來晃去，往往運到目的地時，魚會就會反應遲鈍，不肯游動，被稱之為失魂。據說失魂魚的魚味

亦會因此而變差。 

鱔稿 - 廣告文章 

報章所刊登的宣傳稿或賣人情的捧場文章，通稱「鱔稿」。「鱔稿」起源於上世紀三十年代香港。

當時有家南園酒家，酒家的陳司理與新聞界稔熟，報人到酒家進膳，不論人數，一律免茶。一位

報界前輩俞先生是南園常客，陳司理凡有宣傳文章，都請俞先生一手代辦。 

三十年代的酒家菜式並不多，沒有海鮮供應，南園酒家卻有一道名菜炆大鱔，由專人往大良採

購，每條二三十斤。當時未有冰箱，宰了大鱔，必須在兩三天內售出。大鱔賣不出，便血本無歸。

於是陳司理在門外用紅紙大書「本酒家將於某月某日生劏大鱔」，俞先生亦擬就宣傳稿送各報館，

請各報館免費刊登，宣傳稿標題通常是「南園酒家又劏大鱔」。久而久之，這些宣傳稿被稱為「鱔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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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頭 - 名花有主 

頭指花鱔頭，當時南園酒家經常會宰大鱔。花鱔頭有療效，以藥材燉鱔頭，能去頭風，功效甚

佳，所以有人爭購。鱔頭價高，要宰鱔，必須先有人認購鱔頭，方有利可圖，「認頭」一詞亦由

此而來。 

大頭蝦 - 做人不務實，冇記性 

此語出於《陳白沙集》：「大頭蝦，甘美不足，豐乎外，餒乎中，如人之不務實者。」 

指大頭蝦頭大冇腦。陳白沙原名陳獻章（1428—1500 年），明代思想家、教育家、書法家、詩

人，廣東唯一一位從祀孔廟的明代碩儒，主張學貴知疑、獨立思考，提倡較為自由開放的學風，

逐漸形成一個獨特學派，史稱江門學派。因為他是廣東新會江門白沙村人，人稱白沙先生，其著

作被匯編為《陳白沙集》。 

攣弮蝦米 - 身體彎曲，縮成一團 

廣州話詞典錄有「攣捐」，形容彎曲，「攣」是本字，指捲曲，《集韻》：「攣，手足曲病。」例

見《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蝦米為何會攣弓？ 

大的生蝦剝売曬乾便成蝦乾，但細的生蝦太細隻，只有將其煑熟才可剝売，煮熟的蝦會攣曲，又

縮到米粒咁細，所以叫攣弓蝦米。 

扮蟹 - 被捕 

蟹是橫行之物，有爪有螯，被捉到之時，蟹販會用水草將其綑綁，一來免走失，二來保留其體

力，免肉質受損， 三來免傷人。昔日有人犯法而被捉到，亦會五花大綁，送到衙門，有如綁蟹，

扮蟹來源於此。 

賣大飽 - 大減價，折讓 

「賣大飽」即大減價，大特價。此語與茶樓點心有關上世紀二十年代，廣州有間茶樓，為了招

徠顧客，推出一種大件夾抵食的大飽益街坊，此大飽有成隻碗咁大，肉餡豐富，有雞肉、叉燒、

鴨蛋、燒肉、燒鴨、筍片等。大飽價廉物美，每個只售「二分四銀」，平過叉燒飽，一個就够飽， 

可以慳番餐飯。當時吸引了不少茶客，「賣大飽」成為流行俗語。 

因為「賣大飽」可以吸引顧客，不少茶樓爭相效尤。其中有間「茗心」茶樓新開張，就在門外

豎起橫額：「新開張，賣大飽」作招徠，果然吸引不少茶客爭住幫趁買大飽。但發覺大飽並無特

別，餡料也是一般。正大失所望之時，有人發現大飽內有張用紙包着的五元港幣，跟着又有幾名

茶客食到港幣。買大飽有港紙送的消息傳出，茶樓門口大排長龍，等候大飽出籠。影響之下，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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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茶樓都賣大飽，成為必備點心。 

大飽成本高，利潤低，上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大同酒家曾有一對楹聯：「大飽易賣，大錢難撈，

針鼻削鐵，只向微中取利；同父來少，同子來多，檐前滴水，幾曾見過倒流？」 

賣剩蔗 - 冇人要 

昔日港人喜歡食蔗，因為蔗平，一年到晚都有售，特別睇電影時，更會人手一條，邊睇邊咬蔗。

生果檔主會先將甘蔗斬去蔗尾，然後將甘蔗分為約一呎長一條，排放在木頭車上，供顧客選購。

選好後生果檔主會用蔗鉋將蔗鉋去硬皮，客人就會用口嚼咬甘蔗，吸取蔗汁，然後吐出蔗渣。揀

蔗要識揀，一要擇蔗頭，因為够甜，二要蔗身够重，汁多，三要蔗節要少，因為蔗節很硬，不易

咬開。那些接近蔗尾或者蔗節較多的甘蔗就沒有人買。此為賣剩蔗，冇人肯要。 

阿茂整餅 - 無個樣整個樣  

阿茂真名為區茂，是昔日廣州市蓮香茶樓之做餅師傅。蓮香樓賣老婆餅、棗蓉酥、皮蛋酥等餅

食，區茂經常落鋪巡視，發現那一種餅食賣光就加做那種，即「無嗰樣整嗰樣」。本是褒義讚許

阿茂親力親為，現在卻形容畫蛇添足，變成貶義。 

豆泥 - 低級 

「豆泥」，即是低級之謂。其來源由餅食而來。南北朝以後，「胡餅」傳入中原，由是漸漸發展成

有餅餡餅餡分南北，南方以「蓮蓉」為貴，北方則重「棗泥」。 

廣府人除以蓮蓉做餡之外，還重「豆沙」，那是以紅豆搓餡，去皮存沙而成，若加入白礬，就

變成黑色。若用黃豆來做餡，就不叫豆沙，叫做「豆泥」。    但因為三種餅餡以蓮蓉最貴，豆

沙次之，豆泥則價最賤，因此凡是上不得大枱的東西，便都給人說為「豆泥」。由此引申出「豆

泥嘢」、「豆泥友」等，指物之低鄙，  人之不勝任。此語流行後，「豆泥」便改稱豆蓉或豆沙。 

埋單 - 結賬 

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備戰，向食肆加收百分之五的「飲食稅」。在

此之前，食客離枱，伙計會以「叫數」方式收款。一旦徵稅，食肆便要採取記賬制度，顧客拿了

單據到櫃面結賬，並納稅款，稱為「埋單」。埋有集齊的意思，食肆要集齊單據，以待稅務人員

查核。日治時期和戰後初期，仍須納飲食稅，後期取消了飲食稅，但「埋單」之語保留下來。內

地將埋單稱為買單。 

屈質 - 地方細，狹窄 

間屋好屈質，招呼唔到。房屋、房間地方細，侷促稱為屈質。屈，拗曲、凡曲而不伸、困窘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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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都叫屈；質是借字讀音，從「笮」中來。《說文解字》記載：「笮，迫也。」「屈笮」，後來寫

作「屈窄」，並變音讀作屈質。 

戙高床板 - 不眠不休 

昔日睡床很簡單，用原木做床板，床板每件厚約一英吋，長六英呎，闊一英呎，三呎床，就用

三塊床板架在床架上。四呎床就用四塊床板。夏天上面鋪一張草蓆，冬天鋪一張較厚的棉被或毛

毡當床褥，就是睡床。戙起床板，就表示唔睡覺。 

還有一句更誇張的，就是「戙起床板餓木蝨」，也是形容不眠不休。昔日，衛生條件很差，許

多人的家中都有一種愛吸人體血液的床蝨，因為專門藏身在床板的兩端，或者在床板的木縫內，

所以又稱「木蝨」，將牠殺死後有一種臭味，又叫「臭蟲」。到了晚上，人們入睡後，木蝨就會爬

出來，吸取人體的血液，吃飽後又躱回木板內。 

為了要將這些木蝨殺死，每隔幾日，人們就要將床板拿到街中，用手提高床板．然後放手讓床

板墮下，將木蝨震出來，跌落地上，此時就可用木屐將木蝨逐一殺死。這種動作叫做「頓木蝨」。

但是床板太重，拿到街上不方便，於是有人發明「木蝨棍」 

用一條一英吋至一英吋半，長約兩英呎的四方木條，木條四面隔一定距離鑽一個小孔，可以讓

木蝨鑽進去匿藏。木蝨棍放在床頭或床尾處，使木蝨不在躱在床板內，改而躱在木蝨棍中。這樣，

只要拿木蝨棍到街中，敲打木蝨棍，木蝨自然就會被震出來。 

另外，還衍生了一句俗語：「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蝨」。以前未有英泥之前，建屋是以糯米漿、

禾桿草、灰沙、紅糖等物拌勻，並用力夯實，待其乾透後，即非常堅硬，稱為夯土牆。而磚牆亦

以此種方法粘合，數百年都不會倒塌。因此，人們亦以煮熟的糯米 ，填塞木板隙縫窿罅，把木

蝨封殺。所以就有此句俗語的產生。 

倒塔咁早 - 未天光就開始 

塔指馬桶，俗稱屎塔。昔日本港的樓宇，大部份是唐樓，沒有廁所，住客大小二便，一是到街

中的公厠，否則就要在自己房中以痰盂解決，穢物就倒進放置廚房內的屎塔。一到晚上，住客就

要將屎塔提到門外樓梯頂處，以便清潔工人收取。 

這些負責倒屎塔的工人，大多數是女性，稱為夜香婦，俗稱倒屎婆。由於倒屎是厭惡性行業，

臭味遠傳，所以要在深夜十一、二時後進行。夜香婦將屎塔提至樓下，將穢物倒在運糞車的車斗

內，然後用清水將屎塔稍作清洗，放回原位。如此逐家逐戶進行，直至天光始行收工。如果住客

不事先將屎塔放置門外，她們會在門口大叫：   「倒塔！開門！」 

二叔公賣草紙 - 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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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香港的公厠很簡陋，没有厠紙供應，當時亦未有紙巾出現，一般人上公厠大解，要自備厠

紙。如果忘記帶，最常見的是以報紙代替。為了方便如廁者之需要，同時可賺取一些收入，負責

清潔厠所的工人，會在公厠門外放一張矮木枱，上面放一疊黃色的玉扣紙，稱為草紙，每張大約

丁方十英寸左右，每張五分錢，即斗零，以木方壓住。需要買草紙的人放下硬幣，便可自取草紙

一張。無人看檔，有否給錢，只有取草紙的人自己才知。此種經營方法，就稱之為二叔公賣草紙。 

俗語中很多都會提到二叔公，例如二叔公割禾 ── 望下橛、二叔公蒔田 ── 聽殃等。 

踎墩 - 失業 

上世紀初，香港有大量從事苦力的勞工，每日清晨到中上環一帶海旁碼頭等候僱主招聘開工。

那些苦力等得久了，便會蹲下來休息，俗稱「踎」。墩頭是在碼頭邊用來縛船纜的矮柱，他們會

「踎」在墩頭上，位置較高，容易讓工頭看見。這樣蹲在墩頭上待聘，即謂「踎墩」。 

炒魷魚 - 僱主辭退 

昔日打工，僱主會包食包住，打工仔要自備被鋪。在老板店中住宿，晚間睡覺時要展開被鋪，

起床就要將被鋪捲起收好。魷魚在鑊中受熱便會捲起來，好像捲起的鋪蓋。故此，炒魷魚是含蓄

一點的暗喻，表示打工仔被辭退了，要「執包袱」和「捲鋪蓋」離開。 

食穀種 - 食老本，殺雞取卵 

農民在收割稻米時，都會留下一批穀，作為下一次播種的種子，此為穀種。正常情況下，穀種

是不會用作糧食，因為把穀種吃掉，下一造就沒有種子，就會没有禾稻，就没有收成。但是如果

該年失收，缺乏糧食，農民就要被迫將穀種拿來食用。「食穀種」就相當於「殺雞取卵」，形容生

活窮困，迫不得已要「食老本」。 

混吉 - 得個講字，全無誠意 

舊日小型飯店每天出售的雞鴨肉類，會先用一鍋沸水弄熟，這鍋沸水有點肉味，加上一點味精，

就是一味清湯，凡顧客光臨，即免費奉送一碗清湯，但因為只有清水，沒有肉，空空如也。空不

好聽，改叫吉，這碗清湯就叫吉水。一些窮得沒飯吃之人，走進飯店坐下，伙記奉上吉水一碗，

他立即一飲而盡，跟著離去。對這些目的在於混一碗吉水填肚之行為，伙記稱之為 

「混吉」 ──  無幫襯。 

紮炮 - 沒有飯開 

香港人早期穿唐裝，褲子要用褲頭帶綁紮。褲頭帶通常用布或縐紗製成，窮等人家亦有用繩或

水草  替代。當時香港開設許多炮仗廠，炮仗的製作過程是先用土紙   捲成一個炮仗空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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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將這些空殼逐個豎起，排成六角形，再用繩圍著六邊形的炮仗殼，紮成一「餅」，稱為「紮炮」。

紮好炮後，用一條長針形的工具，逐一將炮仗殼內邊的底部封密，稱為「鑿炮」。最後在炮仗廠

灌入火藥和插引，再將炮仗口封密，便成為炮仗。 

炮仗空殼需要紮成六角形為一餅，但內部沒有火藥，空空如也。人若沒錢開飯，亦要將褲頭帶

紮緊，肚子卻如炮仗殼空空如也，故名為「紮炮」。 

食屎食著豆 - 好彩、因禍得福 

日治時期，香港糧食短缺。起初日軍強迫市民兌換軍票，以當時四元港幣換一元軍票，一斤大

米本來值兩毫軍票，後來升至一百軍票，甚至是三百元軍票；而每人每日獲配的大米從「六兩四

錢」降至「三兩二錢」，份量大約是半碗飯左右。因此有些人只能靠野菜、木薯維生。後來有人

發現，日軍的軍馬是食豆類植物，有時這些豆類未曾完全消化，就會被排泄出來，有人就在軍馬

的馬屎中找尋這些未曾消化的豆來充飢，就出現了這句充滿辛酸的俗語。 

炮仗頸 - 性格率直，毫不保留 

這句話與香港早期的爆仗工業有關。造炮仗最危險的工序是密封炮仗頂部，即「炮仗頸」時，

要注入火藥和插引。進行這項工序時，必須嚴防「撞火」。火藥爆炸不一定是煙火引起，炮仗廠

內嚴禁帶火柴進入，又不可以穿木屐，甚至連糖果也不能帶進廠內。 

因為工作關係，炮仗廠的地面必然會有火藥留下，如果穿木屐，和地上的火藥磨擦，就會撞出

火花，廠內的枱也不能移動，因為亦會引起磨擦，就算包糖果的糖紙也容易「撞火」，撞出火花

時，全廠就會爆炸。用「撞火」一詞形容脾氣暴躁，容易動怒，亦由此而來。 

扭紋 - 頑劣，不聽教 

「扭紋」出自「扭紋柴」一詞。昔日煮飯是燒柴薪的，一般家庭用來燒火的柴大致分兩種，一

種簡稱「坡柴」，來自新加坡，一種稱「雜柴」，來自南洋山打根一帶。前者都是屬於一種樹木的

樹身，較為粗大，木紋直，後者則是多種樹木的枝幹，較為幼身，因為有支節，所以木紋扭曲。

柴枝粗，放不入灶內，粗大的柴就需要用柴刀劈開，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條，這就是所謂的破柴

了。坡柴紋直，容易破．雜柴多扭紋，難破，「扭紋柴」就是指此，對那些難相處愛找麻煩的人，

稱為「扭紋柴」。小孩頑劣，就以「扭紋」來比喻。 

五十斤柴 - 一樂也 

昔日香港人所用之燃料通常是木柴，這些木柴出售時以斤為單位，一百斤為一擔，把木柴放進

一個以竹造成的 U 形柴絡，每個柴絡可放五十斤，一頭一絡，中間用扁擔挑起來，就合共一百

斤了。五十斤柴，就是一「樂（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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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担擔 - 大家一樣樣，並無分別 

昔日以肩膞挑重物，用一條扁擔將貨物分在兩端挑起，因此兩頭的貨物要一樣重。後來引伸到

兩個人都是一樣表現，為之「一担擔」。 

揪秤 - 不服氣，有異議 

秤是一種傳統的稱重工具，當使用時，一端有個鈎或者盤，另一端有秤砣。將要秤的貨物吊於

鈎上或者放在盤上，移動秤砣令貨物與秤桿兩邊平衡，就可知道貨物的重量。但如果有人質疑負

責秤貨物的人不公正，秤桿不平衡，就會上前用手執著秤桿，要求重秤，此為「揪秤」。 

起碼 - 最低限度 

碼是指「砝碼」，是一種秤算重量的用具。昔日用以量重的是天平或磅，一個天平或磅有多個

不同重量的砝碼，首先將貨物放上天平或磅的一端，然後在另一端放上相等重量的砝碼，就可秤

算出貨物的重量。每一個天平或磅都有一個最小最輕的砝碼，這就是「起碼」。 

敲竹槓 - 敲詐 

昔日未有汽車發明，交通工具只靠人力車及竹轎。遊人登山，會乘竹轎，中途轎夫停下來休息，

不斷以手敲打抬竹轎的竹桿，暗示遊人加些工錢，否則不再抬，故此引伸成敲詐。 

搭錯線 - 問非所答，言不及義 

最初出現電話時，使用者少，亦不是自動化，電話機亦不是如今的樣子。話筒與聽筒是分開，

不使用電話時，聽筒擱在話筒的掛勾上。要打電話給人，先要拿起聽筒，用手將話筒的勾輕力打

數次，電話機樓的接線生看到錶板上的燈閃亮，就會問你想接通的電話號碼，然後把來線插入對

方的正確出線插座，接通兩條電話線，便可通話。通話完畢後，錶板上的燈會熄滅，接線生就會

將線拔出收回，稱為收線。但有時接線生插錯插座，駁錯線，於是電話兩頭的人就說「搭錯線」，

由此表示互不相關，問非所答的意思。 

新絲蘿蔔皮 - 不配身份 

有錢人家愛穿皮草，此乃身份象徵，貴重的是貂、狐等珍稀獸皮，保暖又添聲價，雍容華麗。

皮草中有一種老羊皮，毛長色白，形如切得很的「蘿蔔絲」，因稱其為「新絲蘿蔔皮」。這種皮草

雖然保暖，但未能與貂、狐等皮草相比。社會地位不高的暴發戶學人穿這種皮草充撐場面，被嗤

之以鼻：「乜嘢新絲蘿蔔皮呀？」 

冇鞋挽屐走 - 速速、匆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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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以木製，屐頭部分釘上一塊闊約三、四吋的膠屐皮，分男、女裝，可以在家中穿着當拖鞋，

亦可出街當鞋着，在舊日香港人的衣着鞋襪中佔相當位置。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每對男裝木屐約

售三毫子，女裝屐因為有手描花卉圖案的貴些，每對約售五毫。 

木屐不易穿着，因為較重，特別是落樓梯，很容易踩得不穩而失足，如果奔跑，難度更大，好

易仆倒。想走得快，最好赤腳，用手挽着雙屐，一來走得快，二來對屐皮無咁容易爛。屐皮爛了，

又要花錢去換過一塊。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現了以樹膠材料製的拖鞋，因為是從日本傳過來，

所以叫日本拖，膠拖又分人字拖和十字拖兩種。由於輕便，舒適，木屐便遭淘汰。 

照田雞 - 睇相 

在街頭為人看相算命的人稱為睇相佬．通常只會在夜晚開檔。當有客人光顧，便會提起火水燈

照著客人的面及手，此時客人不能亂動，以便睇相佬看得清楚其面相或手相。此種情形有如鄉間

晚上捕捉田雞，一見到田雞便用燈照著，田雞便會不動，任人捉拿，故稱看相為「照田雞」。 

有紋有路 - 有條理 

做事有計劃、有條理、有步驟，   廣府人稱之為有紋有路。紋路本義是指人手的掌紋和指紋，

是個名詞。例如元朝劇作家關漢卿所撰雜劇《狀元堂陳母教子》一折，寫陳母的兒子老三赴京考

試前，誇下海口，說考取狀元有如「掌上觀紋，懷中取物 ── 這掌上觀紋，如同手掌裡紋路兒，

把手展開便見，覷那官則是個容易」。 

「紋路」一詞，傳到廣東後，變成形容詞，並根據掌紋及指紋的本義加以引伸，成了有系統、

有條理的代詞。 

黃綠醫生 - 騙詐，不學無術 

「病咗咁多日都未好番，唔好再睇呢個黃綠醫生喇。」「黃綠」應為「黃六」。根據上世紀三十

年代孔仲南所著《廣東俗語考‧卷九‧釋性質》：「黃六，虛偽無實謂之黃六。有黃六先生。黃黃六

六之說。相傳黃巢兄弟六 人。巢居第六而詐。故曰騙詐為黃六。」 

燉冬菇 - 降職 

早年香港華籍警員的警帽像一隻冬菇，是沿用清朝軍帽的款式。帽用竹片編織而成，俗稱竹節

帽。警員分「軍裝」及「便衣」兩種，軍裝須穿制服，便衣不用。由軍裝調至便衣被視為一種「升

調」，意味著做得出色，得到上司賞識。但當便衣警察犯錯，便被「下調」再任軍裝，又要戴上

那頂形似冬菇的警帽，俗稱「燉冬菇」。這裡的「燉」不能解作「煮」，而是「燉」與「褪」音近，

暗含倒退之意。此俗語先在警界流行，後變成社會上俗語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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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全盤說出 

此語源出於以前鴨蛋街的蛋店工人數蛋，他們左手一抓五隻，右手一抓又是五隻，一面數，一

面唸唸有詞：「一個五、兩個十、三個十五、四個二十……」。如此一直數下去，清清楚楚，絕少

出錯。後來人們把「和盤托出」說成「一五一十，講晒出嚟。」 

拉布 - 拖延 

「入咗一球就打拉布，係度拖延時間」。「拉布」出於本地足球。足球賽中，其中一方領先，想

控球在腳以保持勝果，就不思進攻，只把球在中場傳來傳去，極力拖延時間，廣州或香港球圈中

人稱之為「拉布」，如同紗廠曬場上工人的工作模樣。早年香港紗廠林立，布匹在染房染好後，

要拿上曬場拉直掛晾曬乾。工人要把布匹拉直來晾曬，拉來拉去，太陽猛烈加上風大，根本不必

掛晾，布匹已拉乾了。「拉布」就是把對手的體力和時間拉乾消耗，慢慢由足球賽 

之術語變成俗語。 

賓虛咁嘅場面 - 大場面，人山人海 

賓虛是一套美國荷李活電影，以 70 米厘闊銀幕方式拍攝，1961 年尾在香港上演。故事講述

賓虛（由查路登希士頓飾演）本是一位猶太王子，後被朋友馬沙拉（由史提芬杯飾演）出賣，淪

為奴隸。賓虛幾經磨難，終於重獲自由，向仇人發起了挑戰。片中不乏大場面，特別是壓軸一場

馬車大賽，人聲嘈雜，車仰馬翻的鏡頭影像，令當年的觀眾嘆為觀止。後來，大家一 

見到人多熱鬧的場面，就會用「賓虛咁嘅場面」來形容。 

沙漠梟雄 - 塵夾冇水 

此句亦出自一套外國電影「沙漠梟雄」，英文名直譯為「阿拉伯的勞倫士」，由英國明星彼德奧

圖飾演主角勞倫士。1965 年 2 月 19 日在香港上映，非常賣座。電影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

英國軍官勞倫士在開羅情報部及英國外交部阿拉伯局任職，期間拉攏阿拉伯部族，協助阿拉伯起

義對抗奧斯曼帝國的事蹟。全片大部份外景都在沙漠地區拍攝，只見沙塵，不見水源。因而產生

了這句俗語。 

賭，不單是賭博，昔日還是一種娛樂，不少俗語都和賭有關。 

食夾棍 - 瞞上欺下，從中取利 

「夾棍」是清朝的一種刑具，用法是以兩條木棍夾着犯人雙腿，施加壓力，令犯人雙腿被夾 

至紅腫疼痛。「食夾棍」一詞則源於牌九，「食」這個動詞有接受、承受的意思，食夾棍就表示兩

面都受着。當莊閒兩家點數相同時，一律由莊家勝，出現莊家大小通吃的局面。在日常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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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中間人在買家與賣家不知情的情況下從中取利，就叫「食夾棍」。 

坐定粒六 - 絕對有把握 

舊日很多賭博都用「骰子」進行，其中一種叫「擲牛六」，即是擲一粒骰子鬥點數大。骰子有

六面，由一至六，最大就是六。如果擲得六，當然有贏無輸。 

走雞 - 錯過 

「雞」就是賭博用具中的骰子。有種賭法是把一粒骰子擲放碗中，直至骰子自行轉動至停止，

再看其頂的點數多少而決定勝負。如果太大力擲骰，骰子跳出碗外，這叫「走雞」，擲出的數字

不算，要重新再擲。久而久之，「走雞」就變成錯過的意思。 

三唔識七 - 絕無關係 

昔日有一種以天九牌來做賭博的玩法，叫「合十」或「密十」。每人取兩隻天九牌，兩隻牌點

數之和，最大是九點；最細、必輸是十點，即密十。 

一戙都冇 - 無辦法 

天九牌分文子、武子兩種牌，組合有數種，如一對、三隻、四隻，當中又分文對和武對。莊家

先出牌，閒家（即其他參加者）要出同類組合的牌，例如文打文，但文不能打武。不能打，沒牌

可出，唯有墊，即放下相同數目的牌，這一疊牌就是「一戙牌」。下家如有牌可出，便能贏得上

家那一戙牌。玩到最後一隻，人家出牌，自己如無一戙牌在手，即使有大牌亦不能打，還要輸雙

倍。 

打骰 - 指揮一切   

以前牌九檔做莊的人，以擲骰子的點數決定取牌次序，稱為「打骰」。除了打骰之外，做莊的

人還有權決定從左或右開始取牌和取牌的方式。 

揭盅 - 真相大白 

揭盅此語出自番攤，賭番攤是用一個金屬造的蓋子，將抓出來的攤子蓋住。這蓋子的形狀似茶

盅的蓋子，攤館中人稱為「盅」。賭徒下注猜測盅蓋下面的攤子開甚麼攤。停止下注後，扒攤子

的人將盅蓋揭開，用竹籤把攤子扒開，就知道開甚麼攤，因此將「揭盅」引伸為真相大白的代名

詞。 

三扒兩撥 - 做事迅速，動作簡單 

昔日一種賭博名番攤，先把一堆好像鈕扣的攤子用一個盅蓋著，開攤時把盅揭開，用一條竹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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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堆攤子撥一旁，然後以四個一組地扒開，稱為「一皮」。如果趕時間，不依規則，急急要把

攤子扒完，就會三扒兩撥。 

磨爛蓆 - 不肯離開 

昔日賭檔的桌面鋪以草蓆，所有的賭具，賭金都放在上面，如果有差人冚檔，賭主就會捲起張

蓆，將賭具賭金包起一走了之。差人冚檔，首先會將賭具及賭金收起，作為證據，那些賭金就稱

為「蓆面錢」。因為那些賭具，例如骰盅、攤皮，都放在草蓆之上，開賭之時．經常磨來磨去．

磨得多，草席就會爛，此謂之「磨爛蓆」。因此，爛賭之人會被稱為磨爛蓆。 

渣 - 水皮，冇用 

「渣」一詞起源於鬥雀。香港以前有鬥雀賭博。用來投注的鬥雀有三種，稱為武雀，一是畫眉、

二是豬屎渣、三是鵪鶉。豬屎渣正名為鵲鴝，青黑色白胸小鳥，長尾，喜在垃圾堆、荒地、山溝

水邊，以及人家園地裡覓食，非常粗生，身價很低。豬屎渣之打是因為爭地盤，鬥豬屎渣時先將

兩個雀籠緊貼，籠口對籠口，兩雀就會隔籠啄鬥。到了相當時候，雙方籠主就會就各自拉起籠門，

兩隻豬屎渣就會為守土而起惡戰。惡戰結束，鬥輸之雀會縮伏在籠底，勝方稱為一渣，輸者為二

渣，此時勝方雀主就會向對方說：「真係渣」。 

落疊 - 中計，落入陷阱  

落疊應為「落踏」，出處是鬥雀。以前省港兩地流行鬥雀，俗稱打雀。其中一種鬥雀以畫眉鳥

為主。「落踏」一詞正出自打雀這活動。鬥雀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將與鬥雀的兩個鳥籠先門對

門，再把門慢慢拉起，畫眉鳥會立即振奮起來，由鳥籠的橫枝跳下鳥下面的半圓形踏腳，再進入

對方的鳥籠，打個你死我活。另一種方法是用一個較大，稱為打籠的雀籠，雙方引誘自己的鬥雀

由鳥籠上的橫枝跳下，再進入打籠，稱為過籠。 

兩雀相遇後打個你死我活。而鳥籠上的橫枝名為雀踏。此種由鳥踏跳下的動作稱作「落踏」。

「落踏」一詞後泛引用為中計，落入陷阱。亦有說落疊此語出自賭場。疊碼又稱沓碼，沓是疊或

堆起的意思，疊碼是一種賭場招攬客人的手法。賭場通過一些俗稱疊碼仔的人，帶一些客人到某

賭場賭錢。疊碼仔把客人的現金碼換成泥碼，賭場就按疊碼仔所換取的現金碼數量，發放佣金給

他們。疊碼仔換的現金碼越多，佣金就越多。疊碼仔的工作是尋找賭客客源、鼓勵賭客到賭場博

彩，稱之為落疊。 

搶閘 - 爭先，快人一步 

搶閘一詞亦是馬場術語。賽馬是將出賽馬匹排列在一條直線上，前面有一個閘將馬攔住，賽馬

開始，司閘員便將閘門拉開，騎師便立即策馬搶先跑出。當年賽馬所用的閘有如打排球的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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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長竹竿把網串起，開跑時向上拉。有經驗的騎師會在網閘剛剛拉起時搶先策馬而出，稱為「搶

閘」。 

造馬 - 做假，不公平、操縱結果 

「造馬」，形容某些不公正的事，卻視為理所當然。此句在賽馬圈內最為流行，即是預先操縱

賽馬結果。賽馬應該是在公平之下競賽，但有人預早內定某一匹冷馬跑出，並做了手腳，令另一

匹大熱門馬匹倒灶，因而贏大錢，就叫造馬。後來用「造馬」來形容有人預先操縱事態發展結果。

同樣是操控結果的說法，亦有「打假波」一詞，來自球類比賽。呢個男仔咁奀瘦，竟然被選為大

隻先生，擺明係造馬喇！ 

踢腳 - 忙碌，應付不來 

「今日咁多客，做到踢晒腳！」踢腳一詞出自馬場，當馬匹出賽時，一群馬匹擠在一起向前奔

跑，看起來好像會腳踢腳，而事實但上亦有些馬會自己的後腳和前腳相踢。以踢腳形容工作突如

其來，忙於應付，有如馬場的「踢腳馬」。 

六國大封相 -血案 

粵劇是昔日港人喜愛的娛樂之一，不少俗語源出於此戰國時候，鬼谷子學生蘇秦到六國游說合

縱之計，目的是破壞張儀連橫之計，保護、聯合六國不被強秦所侵。蘇秦口才了得，受六國諸侯

聘為六國國相，佩六國相印，風光一時無兩。粵劇戲班在每一台戲公演前，照例先上演一場「排

場」戲「六國大封相」。「六國大封相」出場人數最多，全個戲班上下幾十人都有份演出，並且從

角色崗位中知道某人的身份職位。 

1951 年，灣仔駱克道一個姓朱的租客因長期失業，遭人白眼，他常言：「總有一日做齣『六國

大封相』你哋睇！」11 月 5 日，他狂性大發，操刀殺人燒屋，引致三死三傷，成為當時大新聞，

不料他所說的「六國大封相」竟是發狂斬人！這件慘案令「六國大封相」成了血腥暴力事件的代

名詞。 

做場大龍鳳 - 合謀，熱鬧 

此語出自香港早期一個著名大戲班「大龍劇鳳團」。大龍鳳劇團成立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由何少保擔任班主，鳳凰女及麥炳榮擔綱，演出過著名粵劇《鳳閣恩仇未了情》、《百戰榮歸迎彩

鳳》、《刁蠻元帥莽將軍》及唐滌生所編撰的《韓信一怒斬虞姬》，大受歡迎，成為當時的粵劇班

霸。 

廣東大戲，是糅合唱做唸打、樂師配樂、戲台服飾、抽象形體等等的表演藝術。每台大戲演出

之前，都需有綵排，多方配合，因此就有了暗喻、虛擬、假定的意思。而大龍鳳是當時最得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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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班，因此就將產生了「大龍鳳」作為代名詞。 

耍花槍 - 打情駡俏 

耍花槍其實是一種舞台上的演出，花槍是一條木造的長槍，槍頭是鈍的，槍身纏以花布，所以稱

為花槍。表演時兩人互持花槍對打，只注重花式，並非真的打個你死我活。夫妻或情侶間的吵鬧，

亦只小打小鬧，亦非真的反面，有如「耍花槍」。 

大花面抺眼淚 - 離行離迾 

大花面是粵劇中的一個行當。粵劇的行當分工最初仿效湖廣漢劇班，分為末、淨、生、旦、丑、

外、小、貼、夫、雜十個 行當。「大花面」就是指粵劇「淨角」的一張臉。因這類角色多為粗獷

剛強的人物，面上色彩較豐富以突顯其鮮明個性，眼睛及嘴巴附近會塗上黑色，眉毛亦會畫得長

長並向上翹起以表現威嚴。當演劇要抺眼淚時，大花臉不能用手真的抺面，要離面隔空假意地抺。

「離行離迾」即離開行列，也比喻做事離開了規範。 

爆棚 - 滿座 

舊日郷下做大戲是臨時蓋戲棚的，觀眾多，擠得戲棚水泄不通，猶如迫爆戲棚，現在借喻滿座、

容納不下。 

啱線 - 剛剛好 

粵曲有各種梆黃皮腔、工尺譜。中樂師在演奏前，彼此要調校樂器的絃線，免得唔啱音。絃樂

多是兩條線，一條「合」線，一條「尺」線，雙絃譜中之「合尺線」只得五個音階：「合士乙上

工」，樂師一邊調校絃索，一邊猛拉猛彈，發出「何車、何車」之聲。校啱絃索，撞啱音，就叫

「啱線」，即係剛剛好。而另一句俗語：「合晒何車」亦因而產生。近日亦流行一句「啱 Key」，

字面意思似乎一樣，但啱 Key 的意思是同聲同氣。「正想搵你飲茶，竟然喺呢度撞到，真啱線!」 

撞板 - 做錯，碰壁 

「撞板」不是撞向木板，而是與粵曲中的丁板有關。傳統粵曲講求的節奏稱為「丁板」。如果

唱曲的人不按節奏唱，便會撞「丁板」。唱啱節奏，就稱為「有板有眼」。後來廣府人將闖禍或者

遇事不順亦喻為撞板 

收科 - 結束 

「而家亂哂大籠，問你點收科？」「科」，原指戲劇中人物動作的結束，亦指戲劇的結尾。收科

是結束人物動作或完場。如果安排出錯就收唔到科。另外還有一句「煞科」，意即最一後場演出，

亦出自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