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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1、《山河小岁月》姊妹篇，一部色香味俱全的民国故事集；
2、在客厅谈真学问，于厨房窥真性情。深谙“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有做菜好手艺傍身的凶太太们
不怕先生不听话；
3、24道私房菜谱，让你一次偷师个够！
内容简介：
食物是探寻民国岁月的一把钥匙，有了它们，我们和那些闪光的名字之间，仿佛有了一座桥。
作者从“吃”下手，切入张爱玲、张大千、吴宓、黄侃、钱锺书、张恨水、周氏兄弟等二十余位民国
时代文化大师的私生活，细数各位大咖的口味、嗜好、趣闻、雅事，并以此理出我们所熟悉的印象中
难得的“陌生”。款款细述间，将这些大师再次予以生动描画、使之丰满。浓浓烟火气息中，这些文
人的吃货本色一览无余——这，才是真实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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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作者简介

李舒，女，复旦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
好读书不求甚解，
好唱戏不务正业，
好八卦囫囵吞枣，
好历史走马观花，
好美食不远庖厨。
著有《艺术巨匠赵孟頫》《方召麐》《山河小岁月》。
在《Vista看天下》、腾讯“大家”“入流”等设有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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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书籍目录

1. 张爱玲的美食地图
2. 张大千的牛肉面
3. 张学良和他的“转转会”
4. 宋美龄的沙拉和蒋介石的臭苋菜梗
5. 馋人黄侃
6. 张恨水：其实你不懂火腿
7. 唐鲁孙的火车餐
8. 西南联大的蒙自下午茶
9. 吴宓教授的“恩格尔指数”
10. 朱自清是饿死的吗？
11. 王世襄的巧克力圣代
12. 甜到哀伤的周氏兄弟
13. 爱下馆子的鲁迅和不爱下馆子的沈从文
14. 沈从文的湘行美味
15. 郁达夫的胃口
16. 胡适的狮吼牌烧杂烩
17. 四大名旦与酒
18. 杜月笙的草头圈子
19. 钱锺书的海外月子餐
20. 俞平伯家外的楼外楼
21. 邵洵美巴黎寻亲记
22. 邵洵美念念不忘的“功德林”
23. 厨神杨步伟
24. 康有为的流亡美食之旅
食单二十四味：
1.张爱玲的下午茶里，怎么少得了可颂？
2.一碗川味面，吃出张大千的乡愁
3.王世襄牌葱花蛋，重要的是用心
4.洋芋火腿青豆饭，张恨水不懂，希望你懂
5.方召麐风格的红烧排骨
6.要美丽，跟着美龄拌沙拉吧
7.早安，来份蒋总统菜泡饭
8.手冲一杯咖啡，遥想西南联大
9.汽锅鸡，首先你需要一个汽锅
10.不蒸馒头蒸窝头
11.过桥米线，吃了变个沈从文
12.河东狮吼的蛋饺，你敢吃吗？
13.红酒炖梨，小醉怡情
14.甜到哀伤的红豆白玉乳
15.王映霞牌醒酒汤
16.谢寿康，你认识这条黄鱼吗？
17.赵元任家的大白菜清汤翅
18.美人汪精卫的美人肝
19.红烧肉也是有流派的
20.很想推荐给赵四小姐的醉虾
21.草头圈子，吃完像杜月笙那样霸气
22.鲁迅常吃的酿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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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23.康同璧牌罗宋汤
24.猜猜黄侃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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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精彩短评

1、比想象中要好。
2、人与食物的关系，总是如此奇妙。明明前一秒还是爱恨情仇，后一秒倏然插入一碗昏黄灯光下的
赤豆糖粥，就多了许多柔情。

3、闲来没事随手翻翻，很轻松的一本书，最喜欢钱钟书与杨绛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
4、历史小说化演绎化，是有趣的。
5、生活情趣
6、在MUJI读的，真不错也相当于图书馆了！
吃货嘛，大家懂得，不论贵贱，总有办法的！
最感动的是钱钟书那篇！印象最深的是讲康有为那篇。
7、打发无聊时光的一本小书。名人轶事，让我们在闲暇时间可以看到民国大拿们人间烟火的一面吧
⋯⋯
8、一篇篇分开来看还行，集中看受不了。
9、第一份工作是美食编辑，当时烦恼文字写的不出彩，为此专门去看别人是怎么写美食的。后来辗
转换了几份工作，对美食书的好感反而有增无减。看这本书时觉得吃这件事，真的特别能拉近人的距
离，张爱玲、鲁迅、沈从文、胡适⋯⋯这些遥远的风云人物，因为和吃沾了边，顿觉整个人都有了烟
火味。
10、文笔一般，说民国说的肤浅，说吃的也说的肤浅，整个钱钟书的那段全是摘录，没啥大劲的一本
书。
11、过年看个轻松，吃货会比较爱。
12、其实和太太并没太大关系，但是关于饮食的雅文趣事，总是美的
13、有意思，抄也是本事。
14、美食诱人，民国名人的故事更吸引人，透露出名人烟火气的一面
15、#推荐#很有意思的书，美食和八卦杂合在一起，太满足我等看客的好奇心了。看到大师们的日常
总也离不开吃食，突然觉得自己写的流水账也没那么无聊。虽然八卦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完全
挑起了兴趣让人想一探究竟。
16、就凭这个新颖的创意，就值两颗星。然后就没了，写的无聊。有关抄袭的问题，我记得最清楚的
是关于杨绛那段。连人称都不改一下直接粘贴是嘛！我要不要也出本书！洗稿都不会吗！
17、介绍了许多民国时期的文人与美食之间的逸闻趣事，书后附有菜谱。
18、据说涉嫌抄袭 我也确实看到了熟悉的片段。。。
19、果然文人多浪漫，也爱吃
20、闲暇时候翻翻看还挺有乐趣，民国大师们和吃有关的小故事。每篇文章把各种史料摘到一起，弄
成小主题还蛮有意思。书的最后还有食谱。

我最喜欢关于西南联大的几篇和《钱钟书的月子餐》，民国大师们仿佛被拉近了距离，变得生动活泼
起来，有的十指不沾阳春水完全不会做饭，有的痴迷下馆子花掉所有积蓄，有的在困难环境中还坚持
喝一杯手冲咖啡。

我看网上说作者涉嫌抄袭，我没仔细考证，但是大家还是慎重。
21、还可以有个书名：《网红同款美食》
22、还挺好看的。
23、最恨盗版！
24、2017.2 除了看民国大咖吃东西，顺便去八卦了下他们的情史
25、说实话⋯没想到这么可爱的一本书居然是抄袭的，失望了
26、很好吃的一本书呀 从吃开始看各人的经历 人生百态不过是天天的柴米油盐 寻常百姓的生活一样 
看到了民国的朋友圈 好玩又好吃 有美食有朋友爱人相伴 夫复合求
27、读书时觉得文笔清新娓娓道来引人入胜，还想买齐作者其余作品，一搜才知她一贯抄袭。应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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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是有才华的人呀，可惜。
28、感觉没有公众号里的文章动人⋯
29、民国史结合美食，挺有意思的，暂时给四星。若是抄袭，则负分
30、三星半 有趣的书
31、还是不喜欢读这种类型的书，半纪实半文学的。一方面我自己历史特别差，对这种书的真实性总
是充满质疑；另一方面，书里参杂着作者为了丰富内容而加的描写演绎，总觉得敷衍不够真挚，非常
矫情⋯
32、刚听说是抄袭？？？？删了评分了
33、没想到是抄的
34、既然抄袭，那就╮(╯▽╰)╭
35、 信息量很大！印象最深的是张学良的转转会，大概是因为以前没看过这部分。
36、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这个作者很可疑
37、用食物串起民国大师们，看熟悉而敬仰的名字过着普通人的柴米油盐生活，很有意思。
38、浓浓的烟火气，有的人家，明明前一秒还是爱恨情愁，后一秒突然插入一碗昏黄灯光下的赤豆粥
。最喜欢“钱钟书的月子餐”，客厅里谈学问，厨房里见真性情。另外觉得萧乾作为沈从文的“迷妹
”有点儿可爱。
39、有意思
40、食物的故事有趣，但始终不喜欢妄下臆断的语气，谁就能断定饮食西式的美龄定不会喜欢美龄粥
呢？无非也就是看些太太们饭局上的民国八卦罢了。
41、很多民国轶事，颇有趣。
42、让人很饿的一本书⋯
43、难看，还抄袭。
44、近期读的比较有意思的书，完全就是民国大八卦。
名人吃货们的食谱里，仿佛又找到自己大吃大喝的理由，哈哈~
45、很有意思的小文
46、本来想给五分的，看到涉嫌抄袭。打个三颗星吧
47、很轻松有趣。虽然名叫太太的厨房，但其实有太太，有老公，有单身男女。100年前那些风姿绰约
的民国名人们，在饮食方面有自己的倾心和偏好。还有100年后的今天，烹调方式和习惯似乎并未变化
太多。读完这本书，我最想干的事居然是买一个气锅。。
48、对民国史有启发，当作闲书读着玩还可以，也可以做旅游指南。至于抄袭，没有仔细研究，但至
少书的立意新颖。
49、把这条线索拉出来看看蛮有意思
50、是喜欢的年代和人，故事有些单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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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精彩书评

1、最近关于这本书的报道和介绍很是不少，不过好像都没有提到《唐鲁孙的火车餐》一章，是因为
关于著名老饕唐鲁孙的文章太多了，这一篇显得不够精彩？但是火车餐是个大题目啊。最近看到一些
资料，过去“中国四大名鸡”（有翅膀的那种）——德州扒鸡、道口烧鸡、符离集烧鸡、沟帮子熏鸡
，分别以德州（津浦路/今京沪铁路）、道口（平汉路/今京广铁路安阳站）、符离集（津浦路/今京沪
铁路）、沟帮子（京奉路或北宁路/今京沈京哈铁路）这些车站集散地命名，都是清末民初随着铁路发
展而渐渐有名的。在周边农村炮制，到车站集中发售，一百余年里随着铁路发展而名声传遍全国。唐
鲁孙在德州站火车窗口买扒鸡见证的就是这个过程。熏鸡烧鸡在北方各地都很常见，许多地方的熏鸡
、卤鸡历史也很久，甚至可以上溯几百年。例如陕西的三原熏鸡；安徽的无为板鸭也很好，但没有铁
路经过那里，所以过去外省知道无为板鸭的人很少（其实本省人也多闻其名，少见其容）。而且，这
些个名鸡们都是北方特产（上饶鸡腿不服），跟清末民国的铁路主干线主要在北方应该有些关系，例
如津浦线到南京浦口为止，平汉路到汉口中断。而这些北方鸡的做法大抵都卤重、盐重、烂熟，特别
有鲁菜的特点，也宜于火车旅程保存与食用，又与火车互相成全，结成良缘，所谓”适合的才是最好
的“。不过，上面说的道口烧鸡的成名，也有说跟铁路无关的。与德州、符离集相比，道口距铁路确
实还有几十里地。相反，道口原是到黄河边的渡口，它的成名可能倒与水运有关了。总之还是离不开
交通因素，酒香也怕巷子深。据说道口烧鸡在顺治年间就已名声在外了，而今天在途经安阳的火车上
，广播是这么播的：”乾隆皇帝南巡，途经道口，饿了，可怜皇上没饭吃，只有吃鸡......&quot;唐鲁孙
买扒鸡是在德州这样一个短暂停留的小站（当时来说），提示了当地美食能否成名也与这些站距离核
心城市的车程有关，毕竟大站上下车的人多，如果很快就到站了，完全可以忍一忍，下车吃大餐，烧
鸡之类便宜的火车餐吸引力还是有限。台湾铁路“奋起湖便当”的兴衰可兹佐证。1982年以前，阿里
山公路未通，小火车几乎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奋起湖便当开卖之前，进山游客只能在嘉义买便当，到
了中午，饭菜已经发酸，难以下咽。1961年起，旅客逐渐在奋起湖靠站时买当地便当，毕竟比起嘉义
酸便当要好吃得多，传说之下，竟成名产。1982年阿里山公路通车，奋起湖便当就卖不掉了。老板们
只好转型，走高档路线，刚好大陆游客渐多，也吃这一套。便当算是度过危机。扯远了。总体而言，
李舒是一位合格的，甚至优秀的讲述者。从《山河小岁月》到《民国太太的厨房》，她对叙述节奏的
把控十分精准，何时放，何时收，恰到好处。以写周作人的晚年为例：自尊心极强的周作人，为了患
病的妻子，频频写信给香港的友人鲍耀明求助，请他寄来当时北京匮乏的物资。但是随着文革局势的
恶化，这样的求助也越来越难实现，妻子去世，身患重病的周作人屡屡写信给当局请求安乐死。写到
这里，李舒没有继续交代周的结局，只用了他八十岁的一方印——“寿则多辱”。戛然而止。这是写
得最让我叹服的一节，读到这里，我差点没流下泪来。缺憾也有。本书所写虽多是名人琐事，但毕竟
也是历史。而历史写作中，“一切不可追溯的材料都不是可信的材料”。作者显然很用心地查索了大
量文献，甚至吸收了许多学术研究的成果，当不是仅仅想随便写一部名人八卦。但本书在注释方面不
够完善，有很多材料明明是引用，却未标明来源。倘若读者有兴趣进一步深入阅读却无从追溯，岂不
可惜！希望重版时，或者下一部作品中，作者可以注意这个问题。
2、胡兰成说民国世界山河浩荡，纵有诸般不如意，亦到底敞阳。民国世界刀兵短接，人生颠沛流离
，但知识分子们总归有一种家国情怀。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讲到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教她的
女儿罗仪凤烤吐司的方法，罗仪凤想用烤箱烤制，而康同璧却建议她试着用铁丝烤面包。她说：“要
是有一天，你们没有烤箱了，也要学会用铁丝烤出一样脆的吐司来。这才是你们真正要学会的，而且
现在就要学会。”民国政府时期，风云人物聚集，名人与名菜相得益彰。譬如蒋介石最钟情的“大汤
黄鱼”、张学良最爱的红烧肉、于右任的“红焖牛掌”，梅兰芳的“软兜”，汪精卫的“美人肝”，
都是民国南京城中脍炙人口的经典名菜。民国菜跨越百年历史，这里有军政故事、江湖野史，承载了
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旧都南京有不少民国风的菜馆。曾去过一家餐厅，坐落在以那个年代标志性年份
“1912”命名的街区。餐厅装饰颇具民国气息，留声机里流出民国小调，穿着旗袍的服务员穿梭不停
，红烧肉、白玉虾仁、迎宾小食⋯⋯徜徉于此间，民国风物犹存。张爱玲不会做饭，即使是胡兰成，
也从来没有吃过张爱玲亲手做的饭。她笔下的人物吃得随意。《十八春》里写世钧到曼桢家，“顾太
太临时添了一样皮蛋炒鸡蛋，又派孩子去买了些熏鱼酱肉，把这几样菜都拥挤地放在世钧的一方”。
《桂花蒸 阿小悲秋》里写阿小备菜，哥儿达还要两个甜菜，“摊两个煎饼好了”，阿小说没有面粉，
他说：“就用鸡蛋，不用面粉也行。”这倒有点像张恨水。在一次饭局中，张恨水说起《金粉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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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太太的厨房》

里写金燕西生病的情节有“红楼之味”，厨房准备几样清淡的粥菜，其中有一碟拌鸭掌。饭局当中的
一位资深吃货私下告诉张恨水，鸭掌不太容易消化，富贵人家生病，肯定不会吃这道菜，所以不如改
成云腿拌荠菜。张恨水听后不以为然，因为他从来没有吃过这道菜。大概是在北平，人们不擅料理云
腿的缘故。张恨水在写作高峰期，一年有六部长篇小说连载。传言报馆的人来要稿子，张恨水有次在
麻将局上一时脱不开身，只好一手麻将，一手文章。全家三十多口人，凭着一支健笔，好在吃得还算
不错。李舒说，食物是必须与人在一起的，如果失去了那些荡气回肠的故事，美食本身的趣味便又减
了几分，孤零零的，少了滋味。她曾经写过《山河小岁月》，“离家去国，绵长岁月在壮阔山河里游
走，是为民国。”作为山河小岁月的姊妹篇，《民国太太的厨房》着重记述民国文人们的美食性情。
埋首于故纸堆里的伉俪世家，他们的厨房里餐桌上定有不一样的风情记趣。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
里写道：“屈指算算生活中真正令人快乐的事物时，一个聪明的人将会发现食是第一样。”《民国太
太的厨房》里记述的爱人师友之间的情谊，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只能印刻在我们的回忆之中，但翻开
书本，桌子上的菜还是热气腾腾：江冬秀的烧杂烩、杨步伟的食社小菜、赵四小姐的炒醉虾⋯⋯每一
处情节都需要细细品评，每一餐饭菜都值得眷恋回味。这本书融合了两个诱人的主题：名人的生活和
关于吃喝的传说，想看民国八卦和别样的菜谱，不妨从《民国太太的厨房》里，追寻几十年前逝去的
情意。
3、今天上近代史，看到少帅英俊的脸庞，又想起他在台湾给赵小姐写的信:总说自己吃了什么，或又
吃到了她喜欢的食物从而想起了她，柔情似徐志摩。对于上个世纪的人物，我们只能通过教科书般的
事迹来了解——体现了人物什么什么样的性格与精神。
        食物作为载体继承了记忆与感情。一知晓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民国人物喜欢吃什么，这些美食和
他们又有什么联系，饱含了怎样的感情，仿佛马上有血有肉起来。张爱玲在国外看到了什么食物，想
念了什么人，怀旧了儿时的哪里，忆起了哪段时光，都是带有感情的，下次再看到闻到尝到这些食物
，上次存档的情绪与记忆便再次浮现。
        我们憧憬这个令人着迷的年代，这些潇洒的军人，画家和作家等又吸引着我们。通过食物，这些
名字变得亲切起来，就像身边的朋友一样。
4、
5、——评《民国太太的厨房》文/蓦烟如雪食物是最温暖的一道武器。不用一兵一器就可以收服一群
人。古人言，民以食为天，可见食物的力量有多大，从古至今，美食是代代相传的，从现在去看民国
，他们也一样。有幸捧读到李舒的这本《 民国太太的厨房》，它就像一本家常，每一道都有不同的滋
味。这里说的是吃，但承载的是记忆。就像她说，“启功先生认为最好喝的饮料是雪碧，喝完一杯要
用水涮涮“不能浪费”。周有光先生觉得，可乐鸡翅是人类跨世纪的一大发明，比任何佳肴都要美味
。还有贺友直喜欢油豆腐线粉和鸭血粉丝汤，抱怨现在的多有奇怪的油耗气⋯⋯作者李舒谈及了写这
本书的缘分，“我硕士研究的也是民国时期的报刊，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研究这一类。平时遇到比较
好的（素材），我会有意识地记下来。”其实寻找这些素材可能需要些时日，但是能寻得到在于有没
有心。而作者恰恰带着那份痴迷，寻找到了24道味蕾的历史，从张爱玲的美食地图中的香肠卷，到张
大千牛肉面里的潜伏的红颜知己，从张学良转转会里的一聊书画，二谈美食，三讲风月，到宋美龄的
沙拉和蒋介石的臭苋菜梗，从张恨水的不懂吃火腿到鲁迅热爱火腿的故事⋯⋯这里的每一页都是故事
，作者旁征博引，字字珠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种搪塞，反而有了干货之感。此外，为了考证鲁迅、
周作人兄弟的日本美食生活，作者特地找到当时他们居住的夏目漱石故居，又翻遍周作人日记寻各种
美食的蛛丝马迹。这些靠谱的细节，让人有了一种走回历史的感觉。书中，还穿插了一些小线路图，
甚至贴心的小插画，最让我喜欢的是最后，食单，她把二十四种味道，都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了
出来，甚至把食材和做法都详细的列了出来，这等贴心，可谓暖流。在尾声，她会把这些菜谱的来历
和她去寻找资料过程的感受一一倾诉在书中，表面似乎大部分写了食材菜单，但作者用民国往事给它
锦上添花。在书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些大师走下神坛也是一个个吃货，他们也有钟爱的美食。不管
是政治家、美食家抑或者书画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所爱，想起胡适家的烧杂烩，江冬秀的荷包蛋，萧
红的饺子，毛福梅的雪里红，都是这里闪现过的拿手菜。这里不是太太的厨房，这是大家们的烟火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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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7页

            胡兰成也说她“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鹦哥”。

2、《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94页

        这次的栗馒头，最终也有谷崎润一郎买好，先寄给鲍耀明，再由后者寄给周作人。
3月24日，这盒辗转东京、香港的栗馒头终于到了周作人手中，同时寄来的还有猪肉罐头、方糖、奶粉
和药物。拿到包裹时，周作人最感慨的，居然是栗馒头的“原盒无损”。然而，信子夫人的病情加重
，这时连日思夜想的思乡之物，也吃不进去了。

3、《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56页

        大学时有一段时间迷上红楼，把从周汝昌到林语堂到俞伯平再到张爱玲的研究，只要图书馆有的
，都通通读了一遍。还记得有一本是谁谁（也是民国著名文人）反对俞伯平，从小说的结构,主次等等
方面证明程高续本比前八十回好，让我不高兴了好几天。毕竟，除去佚失的部分不谈，就光文笔而言
，曹也高出几个档次。程高的人物灵魂都淡了许多，呆板得很，语句也几乎都是主-谓-宾不带变动的
。
话说鱼生真好吃啊

4、《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22页

        唐德刚作的口述史中，张学良口述是最失败的。这位双子男明明自己找上门，却不聊“西安事变
”和“东北易帜”的内幕，津津乐道的是和那些女朋友的桃色故事，真真愁怀了踏实认真的处女座唐
德刚

5、《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97页

        寿则多辱                

6、《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35页

        难怪当时报纸上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7、《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12页

        你也来回哪去哦，河豚嘟嘟嘟嘟，福德和特头肚肚饿了。特头DVD了了了了哦？特爷爷特耶特耶
耶耶

8、《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26页

        赵四小姐下厨⋯⋯春天是砂锅鱼头，夏天是清烧豌豆，秋天有炒醉虾，冬天来个北京火锅。她的
豌豆，先用鸡鸭汤浸泡过，烧时用肉汤加鲜奶调汁，成菜汤汁乳白，豌豆翠绿。那道被张大千赞扬的
“炒醉虾”，先把海虾仁放酒里泡两小时，再下锅爆炒。

9、《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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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嗓子不好的，不抽烟不喝酒也好不了；嗓子好的，抽烟喝酒也坏不了。”

程砚秋

10、《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84页

        “羊羹”这名称，和羊肉毫无关系，是用小豆做成馅，加糖凝结成块，切成长条，在日本算是贵
重的点心。芥川龙之介讨厌羊羹，据说是因为“羊羹”两个字长得很恶心，就好像会长出毛一样。根
据周作人的考证，羊羹在中国原本叫做羊肝饼，因为饼的颜色很像羊肝，传到日本，便讹传成为羊羹
。

11、《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46页

        面对妻子的贤惠和坚强，钱钟书也“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杨绛出院那天，她回到家里，
公寓虽然一团乱，却充满一股熟悉的香味，灶上炖着一锅泛着金黄色油光的鸡汤，汤中有点点翠绿，
那是钱钟书特意剥的嫩蚕豆瓣——那是他和杨绛的家乡，在五月会吃的应季风物。他盛好鸡汤，端着
催她喝下，那一刻，她记了一辈子，很多很多年过去，他已驾鹤西去，女儿也撒手人寰。她还是记得
那个中午，她喝着鸡汤，他看着她。

12、《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42页

        杨绛先生是我们一家三口唯一都喜爱的作家。每次看到她的文字，就想起有篇文章写道，原本的
资本家大小姐，留洋回来的女士，在文革时落难时仍旧保持着优雅的情调，和女儿在炉子上用四根铁
丝架着馒头当面包烤，作为下午茶点心。人不可无傲骨么。

13、《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52页

        1938年5月，滇南边陲小城蒙自。
当地人觉得，这一年的夏天似乎来早了。
⋯⋯
这种感受，来自家中女孩子们的衣袖。

14、《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8页

        张爱玲是我在大学时最着迷的国内作家，她的小说特别有感染力，能轻易调动起人的情绪来，而
她的散文和文学研究是我的最爱，简直能如数家珍。这一章节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15、《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2233页

        定哦，的，的，德意志战车碾碎后喂

16、《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97页

               1966 年，周作人和鲍耀明停止了通信。8月24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11 号，宣布对周作人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红卫兵命令81岁的周作人跪下，老实交代罪行，并用皮带抽打他。后来，鲍
耀明收到周丰一寄给他的周作人日记，这天起，周作人写了六十多年的日记也被迫停止。
    周作人的孙子周吉宜当时16 岁，他回到家里时，看见祖父则倒在屋前的地上。“他始终侧着身，用
胳膊肘撑起上身，撑不住了就换另一边，我从没见过他仰天躺着。”周作人以这样的斯文不肯扫地，
在地上待了两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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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梅干、盐煎饼与和果子只能存在于他的记忆中，红卫兵给周作人定的生活标准是每月10 元，周
家老保姆是 15 元。粮店被红卫兵告知，只能卖给周作人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是玉米面糊糊就酱豆腐
。由于营养不良和长时间躺着， 他的两条腿很快浮肿。
    周作人写过不止一封信给周恩来，他好几次在皱巴巴的四百字红格稿纸上写下请求“政府颁布安乐
死卫生条例”的“呈文”，让儿媳避开红卫兵送去派出所。他八十岁时刻的那方印章，正是他晚年的
写照——

    寿则多辱。

17、《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43页

        对火腿不感兴趣的张恨水⋯⋯病后胃口不开，吃不下东西⋯⋯就让人做了云腿拌荠菜配粥⋯⋯所
谓粥菜逸品，今得之矣。

18、《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3页

        摩耶生炒牛肉⋯⋯把里脊牛肉切成薄片，用筛子在水龙头下洗冲20分钟，加少许芡粉调水，然后
急火热油与发好的木耳同时下锅

19、《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121页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下结论，女人不怕凶，打一巴掌之后给甜枣吃，被打的那个肉肉面颊悄悄吞
吃下去，之前的疼便在味觉的刺激下渐渐淡下去，这样的男人，多半还是心宽的好人，找到，千万不
可错过。

20、《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28页

        那时，曾从大陆传来消息，包括宋美龄的“美庐”在内的庐山名人别墅即将开售，广告语也石破
天惊：“蒋介石失去的，毛泽东拥有的，你都可以买到！”

21、《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80页

        在麦当劳窄窄的白色桌子旁，扬之水问赵萝蕤年轻的时候为什么选择了陈梦家。那是她的外号叫
“林黛玉”，有许多追求者呢！但她却追求了陈梦家。“'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他的诗？''不不不，我
最讨厌他的诗。''那为了什么呢？''因为他长得漂亮。'”

22、《民国太太的厨房》的笔记-第2121页

        来k222？你说5a？你说过2！！！你是2151615451512！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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