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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内容概要

本书以十岁的普通小女孩为主角，通过孩童的眼睛用第一人称讲述成人世界里因妄念而滋生各种欲望
的故事，在天真懵懂的人性之初，冷眼旁观过这一幕幕魑魅世事、魍魉玄奇的人间百态。
全文伊始，以极富江南文化的古江都城（扬州）里一条柳青街上的小饭馆展开，饭馆有位来历不明的
神秘美貌老板娘，每日严谨勤劳亲手烹调出各色人间美食，招待所有无论身份高贵的官绅还是三教九
流、甚至灵妖饿鬼，平凡之中却能觑见每个人自己立场都有的私心与欲望，她就如欲望化身的上古幻
兽饕餮，是因人心永远不足而滋生的欲望才存在，也如映照欲望的明镜，时刻照见又觊觎着谁的欲望
，将不同的美食满足人类的口腹，却伺机将人不同的欲望交换与吞噬。
========================================
美食与惊悚的完美结合中，天涯莲蓬鬼话第一热帖，中国版《恐怖宠物店》。本年度最值得一流的玄
幻小说。
江都古城，欢香馆内，如花美眷竟是上古幻兽化身；魑魅世事，魍魉玄奇，珍馐佳肴无非人世欲望沉
迷。

Page 2



《饕餮娘子》

作者简介

佟婕，网名道葭。本籍沈阳，满族血统后裔，现居岭南古邑广州。予自幼浑噩懒散，不求上进，迄今
甘有六载，仍不晓大义，唯汲汲于洞悉天人之妙，探寻古今之微，品评饕餮之食，挥洒稚拙之门。常
欲寻人不经意间峰回路转，以脱旧来窠臼，奔何事与愿违，四顾茫然，乃腆颜码字，混迹求生，京已
焉哉！

Page 3



《饕餮娘子》

书籍目录

一 神仙醋
二 蔷薇糕
三 阿胶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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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莲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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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纸花蜜
十三 明珠羹
十四 菊花骨
附录 鬼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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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章节摘录

　　一 神仙醋　　都近郊乡下，有一处柳青街的“欢香馆”，可是本地客如云来的有名特色　　饭馆
。　　这家饭馆也不知是哪一年就突然冒出来的，当家的是一位老板娘，自称姓陶，北方过来的人。
她年约三十，生得窈窕白皙，朱唇潋滟，妩媚动人；夏日里常穿一身素洁的青蓝色小碎花葛布衣衫，
下厨时裹着一色的包头，迎来送往间，大方得体，童叟无欺；待邻里街坊也都格外和蔼热情，所以人
戏称桃花三娘子，后来又干脆直呼桃三娘了。　　桃三娘的厨艺很快在江都一带有了名气，天南地北
的小吃大菜，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偶尔说起家乡的什么，她又能找到菜肉食材的，稍一琢磨就能做出
一模一样的来，保证让离乡背井出来跑生意的客人吃得开心满意。　　她的小店也因此名声大噪，附
近乡里人家，甚至有想把女儿送来跟她学操持技艺的，可桃三娘总是婉言谢绝，谦虚地笑着说自家这
是微薄小店糊口伎俩，不值一提。　　后来，街坊四邻看她平曰里不怎么与人交际，没有丈夫儿女，
又不见任何亲戚走动，手下几个伙计唯有低头做事，从来不问不答，性情木讷。时间一长，就有人议
论起这桃三娘有点古怪。更离谱的，还有入传言，桃三娘虽然擅烹调菜肴，可其实最喜欢吃的，竟是
脑子，不止一次有人见过她晚上在自家小灶上，煮出一大盆白花花，不知是猪还是牛的脑子，一个人
吃得津津有味⋯⋯久而久之，当地人对她也就敬而远之起来。只是来往客商歇脚打尖的，依然络绎不
绝。　　唯有我，却觉得桃三娘是最可亲的人。我家就住欢香馆对面的竹枝儿巷口，爹爹是做木匠的
，整日里游走于东家西家，敲敲打打没有停歇的时候；娘则忙于许多针黹活计，十指穿缝间，日子也
能更细密。　　我从小总自己玩，没事趴在自家窗台上，就能闻见路口对面欢香馆飘过来的饭菜香气
，也看得见老板娘忙忙碌碌的身影。　　长大一点，有时就跑到欢香馆门前附近，见桃三娘正摊开一
些竹篾簸箕晒茄子干或豆角干，也过去帮帮她忙，她总笑着夸我懂事，临了有时还在我嘴里塞一块梅
糖。　　天气好的黄道吉日里，我总能看见桃三娘把浸泡过的豆子拌好，在自家院子里造酱油。一边
帮她打把下手，一边听她娓娓道来造酱的秘诀：“下酱的日子最忌讳‘水日’，这一天造酱油肯定不
成的，会生虫。若已经长虫了，可以拿六七个草乌头，每个切四块，排在坛底，酱里有虫也即死，永
不再生⋯⋯等到中秋后，可以放一杯左右甘草，就不会生霉花子⋯⋯蚕豆酱油味道更妙，拿五月收下
的蚕豆一斗，煮熟去壳，白面三斗，滚水六斗，晒七日，入盐八斤⋯⋯”　　这样的日子长了，我到
欢香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客官里面请！客官想吃点什么？”　　“嗨，都是老主顾了，桃三
娘，来碟韭菜炒鸡蛋，椒末麻油拌个猪耳丝，打个火腿豆腐汤，两碗米饭！”　　“好咧，跑堂的快
给客官上茶！”　　一迭声吆喝下去，不一时，酒足饭饱，那客商把随身带来放在桌上的一个大包袱
拍了拍，朝桃三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桃三娘，买根簪子吧？我刚从金陵进的货，卖给你，肯定
是最实惠的价码。”　　桃三娘笑吟吟过来：“知道你的都是好东西，但我不喜欢，我整天忙里忙外
的，戴这些不方便。”　　“是、是，桃花三娘子花容月貌，不打扮也比一般人强百倍，叫什么唇不
点而丹，眉不画而翠⋯⋯”　　“得！吃好喝好了就拿我取笑是吧？小心下回我给你饭里下巴豆。”
桃三娘从一排柜子底下端出一小口坛子，开了封口，拿勺子舀出一点尝尝。　　旁有人看着好奇：“
哟，桃三娘，又是什么好东西？”　　桃三娘笑了笑，不答。　　这个时候，我正在巷子口闲晃，忽
然见一人从路的一头慢慢踱来。是个穿青布长衫的后生，却是本地官洲渡头摆渡张老汉的独子张玉才
，勤奋上进的读书人，虽然他长相干净整齐，但黄黄瘦瘦的总有那么点寒酸相。张玉才为人平日最是
谨小慎微，隔三差五帮人写个帖子、代笔一封信，也能聊以糊口。可今日见他，却是眉头深锁，神情
懊丧，魂不守舍地就走进欢香馆去，我出于好奇，便也往店门口挨近过去，只听他甫一进去就喊：“
跑堂的，去给我打斤酒来。”　　跑堂的引他到一张桌子坐下：“客官您是要哪种酒啊？烧春还是梨
花白？太雕竹叶青？”　　“随便随便！”张玉才不耐烦摆手，自兜里抓出一把钱撒桌上，“你看着
办吧。”跑堂的捡起钱算了算：“好，您稍等。”　　不一会儿，就捧来了一碟花生米，一碟五香豆
，一个约半斤的锡酒壶：“客官慢用。”　　桃三娘在柜台那儿冷眼看着，只见他倒满一杯酒就往嘴
里灌，一口喝干，再倒一杯，一连灌下三杯去，那样子就是不会喝酒的人。果不其然，他立刻就呛得
满脸通红，剧烈咳嗽起来。　　“哎呀，你们怎么都不认得吗？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本地街坊来了
，更要好好招待，李二，快去把我做的糟鸭蛋拿两个来。”桃三娘赶忙走过来，朝张玉才道，“你是
张家的小哥吧？喝酒也别太猛了，得吃点东西垫垫。”　　张玉才被酒呛得晕头转向的：“你、你别
来管我⋯⋯”　　我在外面听见是桃三娘糟的鸭蛋，就忍不住流口水了。她糟的鸭蛋味道和形状都很
新异，洗净鸭蛋放进她秘制的陈糟坛子里，存放七天后取出，鸭蛋就会软糯如绵，再用小巧方形木匝
盛煮，即成方蛋，切片吃着鲜味无比。　　看那张玉才不领情，桃三娘也不生气，依旧笑眯眯地转身

Page 5



《饕餮娘子》

去招呼别的客人，这里过路行脚的人，来去匆匆，自然也没人过多去注意这个后生。　　我好奇地在
欢香馆门口两棵核桃树下挪来挪去，不时拿眼偷瞄一下店里的情景。只见那张玉才咳嗽完了，又再灌
了自己两杯，迅速就脸红筋凸起来，根本就是存心要灌醉自己的模样。我看他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
委屈，却又无从发泄，恐怕他喝醉了还要闹事吧？桃三娘应该早看在眼里了，怎么她这会儿也不言语
呢？　　我又望向桃三娘，正巧她也看见了我，就招呼道：“桃月儿啊，几天没看见你了。”说着，
她就走到店门前来，声音略压低，“我刚点了一壶梅卤茶，别人我可不给他喝，你来。”她伸手牵我
，我就跟着她进去了，到柜台旁一张小桌子坐了，桃三娘给我倒来茶。　　我正要喝，突然只听“哐
当”一声碎响，我们一齐看过去，只见那张玉才手上满是鲜血，桌上地上都是一些碎了的酒杯渣子。
他却不知道痛似的，先是定定地看着自己的手一阵，接着竟捶打起桌子号啕大哭起来。　　店里众人
都看得傻了眼，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　　只听他一边哭一边还口齿不清地喊：“椒盐、椒盐⋯⋯
”　　我一头雾水，也听得新鲜，小声与旁边桃三娘说：“三、三娘，他说什么⋯⋯椒盐？”　　桃
三娘抿嘴笑笑没回答我，有人结账，她拿起算盘拨打起来，纤纤笋玉一般的手指飞快跳动着，煞是好
看。　　我却害怕起来，我过去从未看见过喝醉了会发这么大酒疯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玉才，只见他
满手血流不止，双臂使劲挥舞着。旁边一桌有个离他最近的客人，刚起身想避开他远点的时候，他冷
不丁地突然过去一把攥住那人衣服：“这个世上哪有这样的事？啊！你说啊，这人、这人，偏偏有人
想得的却得不到，想说的话，也不能说啊！怎么就⋯⋯椒盐！⋯⋯”　　他继续大喊大叫，把这倒霉
的客人吓得不轻。店里伙计过去拉他，看他平日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这会儿却一把将伙计甩得跌出
去老远。　　我吓傻了：“三、三娘⋯⋯”　　回头却见桃三娘慢条斯理地把她方才尝过味道的坛子
打开，用舀子舀出一勺放迸一酒杯里，然后拿着酒杯朝张玉才走过去。　　那张玉才已经放开那倒霉
蛋，“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继续挥舞血淋淋的手大哭，桃三娘伸手一拍他：“张小哥，有话好说
嘛，来，三娘再敬你一杯。”　　张玉才原本谁都不答理的，桃三娘这么一句，他顿时就停下来，回
头眼睛发直地看了看她，再看看她手里的酒，接了过去，又毫不犹豫一口喝尽。刚一入口，他便脸色
一变，眼睛猛地一瞪，手里的杯子掉落，整个人像只破口袋一般，往地上一歪倒，就失去知觉了。　
　“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凑着头过来看。　　桃三娘却不以为异，
转身吩咐道：“哎呀，各位多多包涵啊！这位客官他不胜酒力，实在不好意思。李二，快把张小哥扶
起来，他喝太多醉倒了。何大，拿醒酒石来。”　　众人本来与张玉才不认识，也就散开不管这闲事
了。众人回自己桌上，吃饭的继续吃，结账的结了走，不一会儿店里就清静下来。　　李二把张玉才
扶到一个地方歪着，等何大拿来醒酒石放进他嘴里，便也都各自去忙活各自的事去了。　　我看张玉
才半晌没动了，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桃三娘的身影依旧是忙忙碌碌的，那副处变不惊的气度，让我
打心底佩服。她完全不像我娘或者其他我所认识的婶姨姑婆那样，碰到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叫，做饭
的手艺，也比那些人强⋯⋯就在我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桃三娘已经利落地把客人都打发完了，回到
柜台前看我：“桃月儿，想什么呢？”　　我摇摇头。　　她笑眯眯地拧拧我的鼻尖：“三娘最喜欢
小桃月儿了，知道为什么吗？”　　我又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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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媒体关注与评论

　　所谓“民之质矣，日用饮食”，中华美食之道向来博大精深，佟婕的《饕餮娘子》便由此入手，
巧运匠心，自一啄一饮间折射出浮生六道，善恶殊途。全书铅华洗尽，清艳朴质，于夏日风前、冬夜
炉边读来，尤惬襟怀。　　——知名网络作家 迦楼罗火翼　　民以食为天，岂不知民亦以食为乐？谁
都有口腹之欲，谁亦都有八卦之心，道葭把这两者用精彩的故事、幽默诙谐的语言结合在一起，这就
是《饕餮娘子》引起轰动的原因吧！　　——天涯莲蓬鬼话版主 莲蓬　　此书堪比日本秋乃茉莉之《
恐怖宠物店》，却无丝毫飘忽的和氏风昧。而充溢着浓郁的民俗志怪色彩和中国古典文化气息。其平
凡而亲切的人生百态，让人陶醉的江南风韵，娓娓从容的秀美文字，消弥了故事原有的肃杀与血腥，
使一切温馨而神秘。　　——《今古传奇》故事版主编 孟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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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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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精彩书评

1、写得很不错的一部小说，里面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的，三娘很神秘，桃月这个小姑娘很可爱，有
天赋，有爱心，难得的是作者在设定是并没有把她写成万能加圣母型的，真是有别于现在很多的小说
，反而更真实，推荐，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结局啊
2、现在看了，就是一般的鬼故事罢了，没什么意思，一个个小故事，一份份美食惹人垂涎，不过穿
帮的是，书的主角是个十岁的南方小女生，她煮饭给妈妈吃不可能是韭菜炒鸡蛋，我的朋友里有不少
南方人，据我所知，南方人都不爱吃韭菜的，嫌有味道，就像你去了南方小城买早点，说来俩韭菜包
子或者胡萝卜包子，老板会告诉你他们这里只有雪菜包子或者梅干菜包子，南北饮食习惯不同，你这
样写，地道南方人肯定笑掉大牙，我看了书的作者是个北方人，所以我表示理解。
3、这本书一开始自己是在天涯上看的呵呵，故事情节吸引人，还有不少美食的做法，把悬疑、美食
、鬼怪结合在了一起，作者很厉害哦！看到了后面，作者在天涯更新得很慢了啊，今天进豆瓣才发现
原来出书了，虽然不怎么赞同这种做法，但这本书应该是值得一看的
4、美食和志怪并行的一个故事，生活气息很浓，没有其他作者那些好高骛远布局最后自己又圆不上
的丑态，作者构架故事很稳，就是一个小镇子上的一个又一个故事，人物丰满圆润，众生百态，虽然
不能说真的描写出了众生相了吧，但是比起那些人物模板化的小说还是要强太多的。强烈推荐去看，
好多美食！！！
5、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是我得了甲流被隔离的时候~~早学校的宿舍~~没有网~~又能拿着手机看小说~~
在那种烦躁的心情下看着饕餮娘子让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了~~一直看一直看知道手机没有电了~~知
道所有的电池都没有电了~~~
6、最初也是在莲蓬鬼话看了《饕餮娘子》，故事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常常叫我看的不知时间，欲
罢不能。最喜欢的还是春阳那一段，娈童+饿鬼，性格温和，对待弟弟又温馨，又好心救下小桃月，
虽然十几岁，但是人生已经很纠结了，真希望他可以跟小桃月有点感情戏，就算没有，也可以跟小武
有点感情戏。满足广大腐女们的不断YY
7、最初是在天涯上看连载，看急了就找脱水版，后来又去了书店，这样的故事总是很吸引我，因为
总得来说算是导人向善的，因果报应，是否又真是如此呢？有没有报应我是不知道，可是不要贪心，
我懂⋯⋯
8、女主像人格分裂一样，一会乖巧懂事一会又不听话，看的神烦，那么多次一点也不长教训，十二
三的孩子吃过几次亏应该也懂理了吧，偏偏每次故事的引出都是因为女主好奇惹麻烦，二十多个故事
啊！！！哪那么多的好奇心啊，换个方式开始不行吗
9、惟有孩子的眼中看得出黑白。那些怪异的荒诞的人、事，这个十岁的孩子一一经历。为何？因为
她纯真没有贪欲。书里遍布美食，故起名饕餮。又何止美食呢？人类源源不断的欲望，是为饕餮。有
贪欲，就有了掠夺，有了杀戮。结局城破败人难存，固然让人伤感。但又何尝不是欲望造成的呢。佛
家云因果。种下一粒子，必然结得一朵花。埋藏在人身体里的强大欲望，最终必反给人不好的结局。
所以清心寡欲，岁岁平安。
10、看着看着，感觉和恐怖宠物店很像。开头都很有韵味，口味吊起来之后，结局不如恐怖宠物店那
么耐人寻味。不过文笔不错~故事小有看头。
11、最初被这本书吸引，是她打着中国版《恐怖宠物店》的旗号，同时又和美食沾边，两个我都喜欢
的元素，自然会拿来看看。开头两篇并不觉得惊艳，总觉得故事有些简单没头尾，作者文笔一般。不
过越往后能感受到作者渐入佳境，人物之间的关系渐渐复杂，情节也更加引人入胜。我是两部一起看
的，看到最后月儿入了严家之后，故事又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看完后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书中描
述的人物，鬼怪，哪个不有着自己的特性，人也好鬼也好，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所属道不相同罢了
。
12、这本书刚开始看的时候有些后悔，因为并不是我想买的类型。当初买的时候主要是看了网上评论
很好，我也没怎么看内容介绍。原来是短篇故事集（我最爱长篇呀！），然而看上一段发现自己居然
被吸引了。作品采用第一人称，主要写她与饭店老板桃三娘（饕餮是也）之间涉及的种种鬼怪故事。
书中介绍的种种美味先不说，每个故事都让人能想到一幅幅特别生动的画——年画？反正味道特别浓
厚。刚开始的桃三娘让人觉得恐怖，她的那句：这世上本没有十足的坏人，只有十足的欲望。”特别
经典，不过，后来的三娘却成了侠义的好妖。最最绝的是里边居然出现了一个绝色风华的春阳，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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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身为饿鬼的痛苦，又有向善的挣扎。虽然阅尽言情，但是他对女主的情感还是着实令我颠倒。我也说
不清为什么。虽然后来春阳回去饿鬼道了。不过这本书据说还在连载，没有写完。所以我心里还是盼
望着春阳能够再和女主续缘的。
13、作者的文笔淡雅而清新，有着淡淡古风与丝丝江南水乡的氤氲，再加上扑鼻的食物香气，让人不
由地心醉。一年前从天涯鬼话开始追，道葭坚持没有坑，真让人感动。
14、文笔清新，看《饕餮娘子》有种类似看第八号当铺的感觉，看书的时候时总希望在书中人物落难
时，三娘可以及时帮一把，但一人之力不可能照顾的面面俱到。每个人看那书都有自己独特的感受，
我想每个看完书的人心中都会期望有一个三娘陪在自己身边吧。
15、这本书可以说是影响了我的后半生。对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热情就是因这本书而起的。从小就想
着要开一家餐馆，可是具体是什么餐馆却没有细思索过，还好看了它。一直就觉得，做菜是一件很神
奇的事情。同样的原料同样的方法同样的器具...总之在客观相同的情况下出自两个人手的料理为什么
会那么不同？后来才慢慢懂得，做菜啊，其是也是在作人，你的性格心性品质甚至在做菜时的想法都
会体现在菜里面。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自然就不会有味道完全相同的两道菜。而对酸甜苦
辣咸的喜好，也应着每个人的心境，变得各不相同。对这人世间欲望感兴趣的桃三娘，正是一个绝佳
的美食家。她参透了料理的含义，摸清了食与欲的联系，所以她超脱她冷静，因为她看清这生活到底
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叫她饕餮。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推测未来的人类将不会再靠吃东西维
持体力，营养液的存在将为我们节省下大量时间。但是，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吃，从来就不
只是为了活，我们更多的是为了生活。在那细嚼慢咽之际，酸甜苦辣之间，我们品出的是人生的百味
，事态的万千。所以一个不懂得吃的人，他的人生必定是可悲的。现在满大街的快餐食品，侵占的也
不仅仅是我们的健康，还有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以后的以后，我们的子孙会不会对满汉全席
一无所知，会不会忘记川鲁粤闽苏浙湘徽...如果真是那样，我想恐怕连看惯风云的桃三娘也会叹息吧
，叹息这世间之人，怎么会越活越忘本。而那时的她，怕也是只能煮一锅乱顿，泼向这杂乱的世间了
吧。
16、是在麦格时光这个订阅号里面看到几个小故事作为一个系列的连载，然后就被吸引了。喜欢这样
子的故事：1.描写的是各种美食，虽然吃不到，但是有关美食的描写依然会让我觉得很满足，很温暖
；能那么细致的对待食物的人，必定是懂生活的人。民以食为天，历朝历代，改了天，换了皇帝，不
变的就是家家户户的饮食啊。2.喜欢这样的文笔，白描写意的环境，工笔细刻的美食，描绘一个有生
机却不过分热闹的小城，像极我的家乡，像极那时候的生活。3.喜欢这样的人设，美貌的老板娘，淡
定从容，永远是笑盈盈，永远是胸有成竹，明明看透了一切，依然恰如其分的生活到那个环境当中；
可爱乖巧的月儿，就是那么乖那么讨人喜欢（我也不是个熊孩子呀）；慢吞吞傻乎乎的小乌龟对应霸
气顽皮的小武。哪怕是隔壁家的婶娘也是一副絮絮叨叨家长里短，但也不讨人厌的老孺人形象，十分
鲜活。每个小故事里面的人物形象都挺有特色的。4.喜欢这个的结局。前面看作者回复月儿的感情状
况，肯定有人陪着她的，我就一直在期待着男主的出现，心想，这是篇不错的以美食为噱头的小言
啊~ 看到春阳出现，真是个貌美高冷的男主啊，我想，难道月儿将来也要变成饿鬼遭受饥饿吗？或者
伟大的春阳能变成正常人类，带领一帮牛鬼蛇神改邪归正？看到和公子出现，莫非最后小月儿要从了
这个清贵神秘的茶公子？亦正亦邪不好捉摸啊，月儿可别制不住他——不料竟是条蛇妖。看了大半，
小武时灵时不灵的从乌龟变成了顽皮的小男孩，还时不时的逗逗月儿，真是可爱，真是欢喜冤家，我
想这是男主不错了。小武打死和公子的时候，简直不能更帅了——被月儿批评小乌龟乱吃东西，真是
笑死我啦。看男主养成计划。不料，作者并不遂我的意。有点莫名其妙跑出来的严二公子，月儿就这
么被买回去了。又要变成主仆的言情了吗？可是严二公子对月儿并不上心，而且身子弱，神经兮兮的
。小武时不时刷个存在，快点长大把月儿救出去吧·····当我还在垂涎桃三娘的美食，当我还在
为小乌龟着急，当我还在想着大鸟和子儿出现的莫名其妙，生硬突兀的时候，各种事情就接踵而来，
忠仆生病，神龙出现，火灾，瘟疫，偷盗，起义，生离，死别，国破，家亡，流离，逃亡·····
·纷至沓来，一环扣着一环，一波接着一波，一浪赛过一浪。还未等心掉回下来复又悬回上去，国不
再国，家不成家，连桃三娘的欢香馆也关闭了·····然后就是后记了。个人觉得，这个后记写得
太好了。那一盘盘美食，那一个个故事，那一些些人儿，竟都成了前尘往事。那些光怪陆离，那些匪
夷所思，都不过南柯一梦。江都，距离广东实在是太远了。最后陪着月儿的，就是这个严二公子了。
当我还沉浸在每个小故事里的时候，作者告诉我，其实这些就是奶奶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想到要
写论文还不如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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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十分不错，在闹书荒的时候看的，美食+诡异，但不乏是俗世道理、情怀。值得一看~有些美食看
的真是让人口水滴答啊。。。- -
18、细想，几乎每次读书都是偶然。需找消遣，偶然知晓，便沉迷于书中之景，甚至不得释卷。许久
未得古风短篇，又甚爱怪谈志异，于笔者文体也稍有追求。幸得此书，颇为欣慰更甚欢喜。书中结构
简浅，于一垂髫女娃的视角，了得扬州貌美神秘女子勤勉烹饪出绝世佳肴，以窥视世间之欲望，以欲
为饵，以欲交换。结局稍稍仓促，倒觉得阅卷之欲已然与表面。
19、起初是在天涯上看到的一个配音版，忽然有了兴趣，费劲千辛万苦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版本，不
料想中间还是会有某些缺失，而结尾也没有完全结束。刚在网上查了下，的确还没有写完，多亏没有
写完，桃月儿在被卖掉之后的命运会如何呢？很牵挂这个孩子，而我也更愿意延续文字中的美味感受
。只是作者更新的速度实在是慢啊，平均一个月写两篇，写了快两年，真是急煞了读者。想来喜欢这
个故事主要是因为喜欢里面对美食用心精致的描写，仿佛从文字里就已能看见形，闻到味，尝进鲜。
至于那些神魔鬼怪参与的邪恶倒成了其次。桃三娘这个角色似乎亦正亦邪，时而冷漠时而善良，也许
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对她的定位也一再改变吧，似乎到后来她已不再遵循最初那种“以吃掉别人的欲
望来满足自己”的宗旨，而文中的主角也已变成了“我”桃月儿，桃三娘倒有些像西游记里孙悟空请
来捉妖的神仙。。不过，不管怎么变化，只要能把这个既美好又邪恶的故事快点讲完，我就满足了。
另，一直有个疑问，桃三娘既然如此厌恶人间的欲望，为什么对桃月儿经常“犯馋”的欲望视而不见
呢？
20、魍魉尘世，古法美食。link: http://www.tianya.cn/techforum/content/16/615299.shtml
21、如果没读过此文的同学，我想说忽略这诡异的封面吧，午后，捧一杯香茗，细细品尝《饕餮娘子
》、桃三娘，不会让你失望的！
22、真的觉得这是本很不错的书。江都城，欢香馆，桃三娘...书中所带出的任何事物，都自然而然的
沾染着袅袅江南的韵致，不铺张，不奢华，和其他书相比，这本书更多的是一种洗尽铅华岁月缓缓流
转的脉脉情致，语言尽管乡野，却不庸俗，更多的是在温馨平淡中一种生化。书里似乎没有大喜也没
有大悲，可掩卷后，也许是在阳光慵懒的午后，江南的细雨、三月的落花、秦淮的流水、小院的炊烟
、以及风韵顾盼撑着油纸伞立于桥头的女子...终究会在记忆里幻化出一种精致，女子的痴情，少年的
无奈，人性的善恶也终究会在心间缓慢成形。一种素色的温馨。比江南之于十倍的风情，只能追溯的
美好
23、封面的美女好漂亮~书中连续不断的美食令人口水直流，食指大动，恨不得立马奔向厨房实践一
番⋯⋯无奈宿舍有限啊~~
24、最早看饕餮娘子是在天涯莲蓬鬼话上，说实在的经常在这个版块混的大多都是些追求怪力乱神刺
激的人，我也不例外。但真正能沉下心来一点点细细读下来的只有这本书，那种文字间清清爽爽的感
觉，不经意间淡淡流露出的悲悯都深深吸引了我。当然还有书中那一道道的美味佳肴，相信读过《随
园食单》的人会更有体会。全文伊始，以极富江南文化的古江都城（扬州）里一条柳青街上的小饭馆
展开，饭馆有位来历不明的神秘美貌老板娘，每日严谨勤劳亲手烹调出各色人间美食，招待所有无论
身份高贵的官绅还是三教九流、甚至灵妖饿鬼，平凡之中却能觑见每个人自己立场都有的私心与欲望
，她就如欲望化身的上古幻兽饕餮，是因人心永远不足而滋生的欲望才存在，也如映照欲望的明镜，
时刻照见又觊觎着谁的欲望，将不同的美食满足人类的口腹，却伺机将人不同的欲望交换与吞噬。其
实这样的道理要是凭空说出来我肯定会觉得很没意思，但是配上故事效果就大不同。作者无疑是个将
故事的高手，他摒弃传统血腥神怪杀戮模式，向读者展现一个温和又形象富有生趣的古代饮食人文故
事，具有三言二拍的小说韵味，主要以各种古法烹调美食以及率真无做作地流露自然人情世故内涵而
贯穿全文。其中以十岁的普通小女孩为主角，通过孩童的眼睛用第一人称讲述成人世界里因妄念而滋
生各种欲望的故事，在天真懵懂的人性之初，冷眼旁观过这一幕幕魑魅世事、魍魉玄奇的人间百态。
全书另一个别致的地方在于，每个相对独立的章节都以一种非常雅致的食物命名，如神仙醋、芙蓉糕
、阿胶肉、蛇木耳、焦茶水、莲花豆，但每个故事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整个故事圆融完整。这
种将美食与灵异结合得如此完整的书确实现在不多见。总而言之，如果你喜欢不那么血腥的灵异，如
果你对美食感兴趣，如果你对中国古典民俗感兴趣，如果你想挑一本可以在睡觉前倚着枕头舒舒服服
翻看的书，这本书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
25、可以当菜谱的灵异小说，书中有大段文字描写美食的制作方法，写的很详细，可以当菜谱用。该
书使我想到一句谚语：你想笑，先让别人笑。西方传说中，地狱的魔鬼直白的以人类的灵魂为标的，

Page 11



《饕餮娘子》

与人类做交易。桃三娘以美食为外衣满足人类的欲望，也是满足自己的暗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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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饕餮娘子》的笔记-第1页

        02. 蔷薇糕 

原文：我笑说：“三娘你眼中看人，却也没有十足的坏人呢。”

18. 金谷酒 - 

原文：桃三娘笑道：“读书人有几种，除了真正能领悟圣贤道理的那一种以外，剩下的就是酸腐之物
，比我醋坛子里泡的鱼胙还要难闻。”

18. 金谷酒 - 

原文：之后桃三娘还和我说笑过：“你可知道那种人的欲望是怎样？那些酸腐日日看书，大多因为前
人有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看那些戏文里通通都是些穷白读书人遇到情深意重
的富贵女子，对他们百般恩爱痴缠，其实那都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欲望罢了，个个自负才高八斗，其实
不过只有八斗想入非非！”

21. 五色饺 - 

原文：你爹娘不管做下什么决定，旁人是无法改变的，再说眼下灾祸频发，世道混乱，风气禀赋因着
人心变坏，也日渐销薄了，一人一身，往后想要安驻立地，恐怕都难上加难，你不管到哪，但凡记住
不懈不怠、三思后行，与人忍、让为先，人生在世，一饮一啄皆有定数，造化也是由人自己的行事前
后论结果⋯⋯俗话也说无缘不聚，你若能得失心淡些，时候到了，也许便有分晓。

25. 九回肠 -

原文：桃三娘笑道：“月儿，三娘今天为你践行这顿饭，也是在你的今生送你的最后一程。你们两个
人，其实注定了今生该有一段姻缘，也是前尘往时种下的因，必须偿还的夙愿；只需记住，从此往南
走，不拘几千里，也不必往那人间繁华的去处停留，只找个山水闲适的境界，男耕女织转眼几十年便
过，不也是乐事？”

24. 奈何包 - 

原文：春阳背对着我们，脸上什么表情看不到，但却沉默了一下缓缓道：“人间气数的薄恶皆来自人
心，妖鬼顶多不过做个为虐的帮闲，你有这功夫怎不去游说那些权欲主导之人？”

24. 奈何包 - 

原文：趁玉叶走开，桃三娘低声对我说道：“月儿，方才在下面听到的话必要三缄其口，千万别漏给
任何人知道。月儿，过去我说过的话你都还记着？造化是由人自己的行事前后论结果，无缘不聚，无
聚不散；往后无论严家如何，江都如何，三娘只嘱咐你一句，好生看待自己。”桃三娘从未说过这样
的话，我心头涌上很不祥的感觉：“三娘，严家出什么大事了？李家也有相干么？接下来会怎样？”

2、《饕餮娘子》的笔记-醉桃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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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娘子》

        鬼婴们出生便饥渴焦灼，往往出现的状况就是，那些婴孩们在母亲面前，开始互相啃噬就近身边
的兄弟姊妹的血肉，直到啃噬到最后一个为止。。。人類何嘗不是呢？

3、《饕餮娘子》的笔记-金丝粉

        “那个长沙人，有不少骨董玩意儿。”桃三娘自己也拈了一片橘肉进嘴，随即酸得眯起眼睛：“
他手上戴的那串玉石珠子，据说是以前长沙国王棺材里拿出来的呢。”BUG。在还有“长沙王”这个
概念的时代，玉制品由于稀缺是不随葬的，而是代之以木雕的仿品。而且就当时的工艺而言，不太可
能琢出圆润的玉石珠子。

4、《饕餮娘子》的笔记-醉桃童

        饿鬼也分不同级别的，虽然大多都得承受诸如冷、热、饥、渴、疲累不堪等苦楚，但在饿鬼道中
，其中一些饿鬼也是颇有福德，天生具有神通力量，喜欢欺压别的同类，甚至跑到人间，依附在一些
与它们有相似特征的人类身边，利用那些人类的阴暗心理，激发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从中伺机侵
害更多人类⋯⋯最终好让他们，也变成和它们一样的饿鬼为止。

5、《饕餮娘子》的笔记-第6页

        哈哈哈哈 为啥小姑娘老回家做鸡蛋炒韭菜

6、《饕餮娘子》的笔记-桃三娘的菜谱：造酱、糟醋萝卜、馄饨、羊羔酒、灌馅蛋、糟姜

        听她娓娓道来造酱的秘诀：“下酱的日子最忌讳‘水日’，这一天造酱油肯定不成的，会生虫。
若已经长虫了，可以拿六七个草乌头，每个切四块，排在坛底，酱里有虫也即死，永不再生⋯⋯等到
中秋后，可以放一杯左右甘草，就不会生霉花子⋯⋯蚕豆酱油味道更妙，拿五月收下的蚕豆一斗，煮
熟去壳，白面三斗，滚水六斗，晒七日，入盐八斤⋯⋯”她的糟醋萝卜，也是一绝。将整根萝卜的皮
旋切开，但中间不可断，仍包裹萝卜本身，一起风干后，加入炒盐、干花椒、莳萝揉透才加入糖醋。
之后再把萝卜切片晾干，再加一遍炒盐、干花椒、莳萝揉一起，加糖醋入缸。桃三娘对做馄饨也很有
一套；做汤馄饨的话，白面二斤、盐六钱，入水和匀后，得反复揉搓百遍，末了掺一点绿豆粉擀皮，
看她手快如飞，一片片馄饨皮特别薄，而肉馅必须是精瘦肉，去干净皮、筋、肥膘，加椒末、杏仁粉
、甜酱、芝麻盐、素油等，起锅的开水不能太多，锅里先放竹制的衬底，这样水沸腾了以后馄饨才不
会破，后再加入鸭骨熬好的冬笋鲜汤，馄饨下锅后，先不搅动，汤一边沸腾一边洒进冷水，也不盖锅
盖，直至馄饨浮起，这样才能做到面皮坚韧而口感润滑。只见桃三娘已经预先浸了一石的糯米在一口
大缸里，何大买回了七斤肥羊羔肉，桃三娘另起一锅，把它洗净后加水一起放进锅去，再枰了十四两
酒曲，和一斤煮过去掉苦味的杏仁一起，同羊肉一起大火煮炖。
我极少见过用羊肉做酒的，三娘说因为她是北方人，从小羊羔酒却是常见的。北地冰寒，羊羔肉在北
方冬天是极普遍而又上等的肉食。待会儿等到羊肉煮烂，约有七斗的汁水，就好用它来拌糯米了，拌
完糯米再加一两木香，只要这期间不犯水，盖缸十日之后，出来的羊羔酒便最是味道甘清，补身强肾
的了。我打心地佩服她做菜这股从不嫌麻烦的劲儿，另外还有一种灌馅蛋也是，将鸭蛋放入滚水略焯
，约莫里面蛋白刚刚凝结，就拿出凿小孔倒出蛋黄，然后再灌入各种馅，或是切碎的红椒末肉糜，或
是火腿菇笋；重新上锅蒸熟，剥壳装小盘，客人买一碗腊八粥，她便送一枚灌馅蛋。所有的生姜，桃
三娘都必须仔细挑选过的，首先要做的是姜霜，这东西是专门以备秋天吃蟹所用的；就是把偏老的姜
块擦洗干净后，带湿就将它磨碎，放在绢布上滤过，日阳下晒干成霜状就是了，把它一小瓷瓶地装好
，有时还可以卖给一些长途走远路，又有脾胃虚寒症的客人，让他们平时饮食之中加进去，便还能省
却掉不少养生保养的繁琐。
把老姜都做了姜霜，剩下嫩姜，就可以做蜜姜和糟姜了。
蜜姜很简单，就是餐前的小吃，嫩姜切小片，烫过水去部分辣味，蜜糖浸就成；而糟姜，则得仔细，
小心不能伤了皮，也不能碰生水，用干布擦干净之后，晾半干，准备了姜五斤，就得有五斤的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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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二斤，拌好了入瓮封存，而如果想要姜入色鲜红好看，那还的加入当天早晨开放的紫红色牵牛花，
去蒂拌糖再与姜一同封存，七天之后就可以开瓮来吃了，风味尤其特别。

7、《饕餮娘子》的笔记-醉桃童

        ＂身在饿鬼道的饿鬼，只要活着一天，都得忍受饿肚子，它们能闻见世间所有美食佳肴的香味，
但因为它们口中会不断喷出火焰，把送到嘴边的食物全部烧成焦炭，所以它们从来都没有一次能真正
把食物吃进自己肚子里的。＂自己也是個愛吃之人，難道我已有個餓鬼在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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