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早期硬幣：

1903年的五仙硬幣

所有在1866至1933年間鑄造的

香港五仙硬幣，包括1903年的

五仙硬幣都是以白銀鑄造。

1903年的五仙硬幣重1.37克，

約相當於三分六厘（0.036兩），

因此簡稱為「三六」。

二十世紀初，果菜欄所用的暗語

是以「之辰斗馬蘇零」代表一、

二、三、四、五、六，因此簡稱

「三六」的五仙便被通稱為

「斗零」。「斗零」這個稱號相當普

及，即使到1989年五仙停止流

通後仍一直沿用。

1903年的五仙直徑15毫米，正

面為英皇愛德華七世的半身像。

當時五仙是一名普通工人的大半

日工資，可購買白米兩至三斤，

或乘坐天星小輪一程。

1903年五仙硬幣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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