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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籠製作技藝 

1. 蒸籠製作技藝的源流和發展 

蒸籠是用作蒸製食物的用具，以竹為材料。製作工序包括開料、裝嵌及織底等。蒸製食

物的做法由來已久。自古代起，雖然用作蒸製的用具材料和形制都不盡相同，但蒸製的

概念和方法卻是一致：利用熱水的蒸汽加熱烹熟食材。 

甗和蒸製 

在竹製蒸籠發明前，中國地域的先民利用工具作蒸製食物的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仰韶文

化時期（約為公元前 5000 年至公元前 3000 年前），以陶甗（音同演）為蒸製工具，其

後演變至青銅製。 

 

1.1 不同地域的蒸籠 – 廣東地區 

香港茶樓所用的小型蒸籠和廣州的蒸籠在用料和設計上都一脈相承。因為運輸成本較低，

蒸籠質素也高，廣東的蒸籠竹材多選用位處同省 - 羅定的羅竹。 

羅竹種植條件一般要求年平均溫度在 12°C至 22°C間，不需人工施肥和額外防治病蟲害，

故種植成本不高。 

1.2 不同地域的蒸籠 –福建地區 

福建地區多產茅竹，製作蒸籠所用的茅竹多數為楠竹，成林後竹身較厚，因其粗大和堅

固而特別適合製作大蒸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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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蒸籠製作技藝在香港的流傳與現況 

戰後到 1980 年代 

二戰後，香港人口急速上升，到茶樓享用點心是香港市民的日常活動，而蒸籠是茶樓的

必需品，故此蒸籠製作行業也曾興盛。在蒸籠製作品的種類上，可概略分為兩大類：蒸

製大量點心，直徑達半米至一米的大蒸籠；蒸製單碟數枚點心，精緻的小蒸籠。 

1960 -1970 年代香港經濟創高峰，飲食行業受惠。當時製作蒸籠需要三到四名師傅分工

合作：一位師傅將原材料開料；一位製作竹片；一個「埋料」組合蒸籠。平均一組師傅

每天只可製作二十多個蒸籠，可見蒸籠製作之繁複和人手短缺。 

除了入口竹材外，當時已有商舖從廣東的工場訂購蒸籠，再轉售供應到香港酒樓。中國

內地尚未開放市場時，香港亦憑著轉口港優勢，將蒸籠外銷出口。 

 

1970 年代政府宣傳香港旅遊的海報 (圖：香港大學圖書館) 

 

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及其影響 

踏入 1980 年代，本地酒樓對蒸籠的需求繼續增加。有師傅曾在一年內接受了約十萬個

蒸籠的訂單，但本地師傅數量難以跟上，更顯人手不足，亦使本地製作的蒸籠愈見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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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國際間，除了中式餐館及海外港人對蒸籠有需求外，

自 1970 年代起，人們愈發注重飲食健康，而蒸製正是健

康飲食的其中一法，受到西方人士青睞。 

隨着香港的經濟發展令人均收入上升，蒸籠製作行業的

薪酬則相形見絀。加上需要學師，工作時間長，亦被社

會認為是屬於勞動工作的藍領，令入行人數減少。 

 

        (圖：香港大學圖書館) 

改革開放後，內地的低成本生產衝擊本地蒸籠製作行業。工場北移令本地的蒸籠師傅更

難有生存空間。而竹子的加工也最好靠近原材料出產處，因此內地加工更有質素保證。

面對競爭，有師傅則堅持利用傳統蒸籠的技藝和手法製作。 

 

與時並進的蒸籠 

電腦化和管理方式的進步增加了蒸籠的流轉，

也減低了茶樓備用蒸籠的數量。 

雖然今天蒸籠製作行業式微，但亦有業者與時

並進。有師傅和設計師合作，專攻現代化和精細

廚具；亦有師傅和藝術家合作，在傳統技藝的基

礎上增添藝術家的個人創作。 

 

 

3. 蒸籠的工序和所用工具 

3.1 工序（廣東羅竹蒸籠） 

原料的處理 

竹子需為種植三年以上的健康羅竹，砍下後以能夠就地處理的為上品，即場削去竹枝、

竹葉、竹頭竹尾後，即可保持成品品質。 

剛砍下的竹筒為圓筒形，需盡快加工，製成適合蒸籠所用的扁平竹片。這個工序稱為「開

片」，將竹片的竹青和竹囊去掉，再削鋸成需要的厚度和長度，之後需要自然風乾至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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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濕度，然後「曬片成型」。師傅會把竹片配以不同模具，再加壓和烘焗成型，烘焗時

火候不能太大，以防材料變色需要捨棄，只有沒被烘壞的竹片才可放進倉庫封存備用。 

 

加工和定型 - 製作外圍、頂竹、子口 

師傅之後需要進行加工及定型，處理「外圍、頂竹、子口」部分。蒸籠的圓形外殼，行

內稱為「外圍」。師傅把曬乾或烘乾的竹片分類好，再按要求捲成圓形，在圓形接駁處

用鐵線和藤線固定和穿好後，即成為外圍。 

「頂竹」又稱「彈竹」，是蒸籠內壁的主體材料。內壁的頂竹分上下兩個部份。師傅在

添加頂竹時須令竹片層次間緊緊結合，把整個蒸籠造得堅固和圓正。 

「子口」是蒸籠的頂部，用來固定和密封蒸籠蓋子的結構。 

 

安裝 - 安裝籠底、打竹釘 

接着，師傅會處理蒸籠底部。師傅製作「籠底」來分隔蒸籠的上下半部，其也是用來盛

載食物的蒸格，由直向的籠橋和橫向的籠線交互編織而成，可供水蒸汽通過，亦能負重

蒸籠底部。籠橋寬約 2 厘米，用量較少，兩端需切裁斜角以對應蒸籠的圓形弧度；籠線

寬約 1 厘米，用量較多，籠線間的距離需保持在約 1 厘米間。安裝籠底時，師傅先用數

支籠橋卡入籠框內作支撐，再將竹板嵌入子口間的縫隙，並在兩者的交接處鑽孔。固定

好橫直竹片後，師傅會逐條添上較薄的籠線，並在每條籠線的交接處用白皮藤條穿插纏

好，以直角捆綁編織。 

傳統的蒸籠全由竹製，不使用金屬，即使釘子也是竹製的。 

 

編織籠蓋 

製造籠都是需要預先製好外圍，按要求捲成圓形，再用銅線或藤條穿好固定。 

籠蓋內部同樣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中間以蓋頂分隔。籠蓋上半部用上約四條寬約 3 至 8

厘米的竹片組合；下半部則使用了兩條寬約 2 厘米的竹片，全須捲成圓形，緊貼籠蓋壁

內。最後，將兩層編好的竹笪（竹條編織的竹席）剪成圓形，嵌入籠蓋上下竹條間的縫

隙，再打孔、入竹釘捶緊固定。籠蓋的竹笪用竹條編成，一般都以人字形和半字形編織

法為主，最後在蓋頂以細藤裝上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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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具 

竹刀 

劈開竹枝需要使用專門的工具 — 竹刀。竹刀刀

背比一般刀子寬闊，在破開竹子時可以平均地分

開兩條竹條。竹刀刀鋒上厚下薄令其適合用於蒸

籠製作各個工序：可削去竹枝的外皮，外皮又可

供切削編織成蒸籠蓋；斬開竹枝成竹條，再裁切

成適合規格的大小；蒸籠接近完工時，用於削去

多餘的竹釘等等。 

 

手鑽 

傳統蒸籠講究手作，手鑽由一長一短的竹枝組

合，再加上繩子和鑽頭組成。師傅需要打竹釘

時，會先把手鑽以十字形擺放，然後拉動長竹，

連接長竹的繩子會驅動短竹和鑽頭轉動，即可

鑽孔。現在手鑽已被更省時省力的電鑽取代。 

 

 

竹夾 

竹材原為扁平的竹片形狀，要將其屈曲成圓形，

需要用上竹夾。竹夾為木製，寬度稍寬以便固定

竹材。師傅在製作蒸籠時，會先把竹材的頭尾兩

端材屈曲，作成圓形，再用竹夾夾緊以定位，最

後再用上手鑽和打竹釘，如此蒸籠的圓形籠身便

會成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