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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风物》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回忆老北京风物的专题之作。作者久居燕京之广博见闻与别具风格之妙笔，堪称字字珠玑
，妙语天成，深情动人。本书可供今人了解民国时期老北京的生活细节，是研究北京历史、地理、业
态、民俗、方言、饮食等方面的重要文献，也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
编辑推荐：
民国北京城的长篇风俗画卷
《故都风物》简体字本大陆首次出版
了解老北京的一部指南手册
著名学者赵珩先生作序推荐
去趟民国，触摸北平的灵魂
精彩书评：

本书共分五章，分别记录了老北京的风情、业态、市肆、庙会、货声、习俗、游乐、饮食等诸多方面
⋯⋯记录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北京的市井生活，因多为社会中下层，故而内容平实，没有
丝毫的考据、雕琢之感。
陈鸿年先生此书的最大特色当属其文字的生动，对事物、人情的描述可称入木三分，如历其境。如果
没有长期在北京生活的经历是绝对不可企及的⋯⋯关于市井生活的描述，应该说是本书的又一特色，
陈先生以最平实的白描笔法，写尽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生活场景；也以动态的摹写叙述了一天从早
到晚，雨雪晴阴的四时风光。
——赵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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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风物》

作者简介

陈鸿年，世居北京，为燕都望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迁台，任职于台北市政府。公务之余，写作大
量回忆老北京风物与京剧的文章，曾在多家报刊开专栏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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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座儿的
手巾把儿
听蹭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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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暗角
第二章 里九外七——故都的名胜
哪吒城
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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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季分明——故都的节令
北平的天气
北国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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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 花炮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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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饼庆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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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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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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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五行八作——故都的行业
晓市 夜市 鬼市
挂幌子
柜房重地
切面铺
油盐店
猪肉杠
羊肉床子
点心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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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子菜
黄花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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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风物》

精彩短评

1、方言土语承载着老人对回不去的故乡的深深眷恋
2、北平和北京就像平行时空中的两座城市。
3、这本也被我们当成是亲子读物了。可能年代稍远，我们也算不得十足的土著，有些语言还是不太
能理解（有些个歇后语能给个注解就更好了）。读了前面几章后直接跳到名胜古迹那章，算是提前为
春游做准备。语言上，我觉得比较平时，不算出彩，轻拍。。。
4、陈鸿年四十年代末离开北平远赴台湾，用现在话说就叫吃过真东西，见过真玩意儿的主儿。老爷
子文笔也是真棒，亲切平和，透着生动，那个我不曾见过，老爷子又回不去的北平，只能在怹的文章
中咂摸滋味儿了。
5、好吃，好玩，好看的北京。美中不足的是，行文用筆過於煽情，或許是身在他處望故鄉的緣故吧
。
6、满目老北平的眷恋，故都的一草一木都在牵动着作者的心。看着这些文字，仿佛穿越到充满了人
情味的那个年代。有意思的是，很多物件、说法、习惯、风俗，虽然时光匆匆过了接近一个世纪，仍
在今天持续存在和发展。
7、这本和侠隐 看过最好看的北京的书 都是台湾来的
8、文笔算得上乡土，然而并不能让人喜欢。可能北京话自带一种牛逼哄哄的感觉？看在乡愁的份上
，给三星
9、2016年2月第1版
10、讲真，回忆能细致到这种程度...是要多思念
11、北京的魂，小缺憾是陈老的语言表述略逊于金，常，唐这三位老先生。
12、老北京的日常
13、活龙活现，北京话真美
14、这本书还没到馆时，就有读者来打听。四月上架，抢手之极，直到上周才被我借上。把口的小铺
，骆驼鞍儿的毛窝，搭格，切面铺⋯⋯看到这些字眼儿倍感亲切。虽然作者说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
四十年代的北平市井生活，但对于我也沟起许多儿时的记忆。最喜第一章＂和气的乡风＂
15、2016.9
16、就是对北京的那种老底子气息有种莫名的好感和迷恋，让人有想一探究竟的冲动
17、该书写掌故不如唐鲁孙，写吃不如汪曾祺，写民俗不如邓云乡，写玩耍不如金受申，但写北京人
情风物甚佳，尤其写吆喝声，“它不但有优美的调儿，细腻的形容，而且带着叫人馋涎欲滴的诱惑。
再遇到桑筒儿郝亮的，真实一嗓子能听一条胡同儿，如鹤唳长空，又像一支悦耳的短歌！”
18、仔细看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中间选了几节感兴趣的看了下。首先，这本书内容确实是地地道道
的北京味道，在北京租住的半年里，看到了很多书上提到的痕迹，而且作者的所用的语言与家乡方言
很相似，非常有亲切感。但是，作者完全采取口语化的写作方式，有些地方竟然不知说的是什么意思
。然后，书中提到很多事物和习俗如果没有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的话很难想象具体是什么样子。所
以，这本书感觉特别适合老北京人来读，读来或许会特别有同感，甚至能勾起特别多的回忆。而对于
对老北京不甚了解的读者，也许只能凭想象像逛逛博物馆一样走马观花的简单了解一下，难以触发更
多的感触。当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这本书也是很重要的一册史料。在老北京离我们渐行渐远之时
，尤其显得珍贵。
19、没想象中好玩，可能写的太平实。好多民俗没见过，以后也见不着了，倒是把一溜城门记熟了。
20、书中的掌故现实再也难寻其踪，美好的人与事遗失在艰难岁月，如今人事已非
21、孔网上看到的，存货已不多http://book.kongfz.com/19661/507747008/
22、引人入胜
23、老北京的魂，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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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风物》

精彩书评

1、《北平风物》，陈鸿年著，九州出版社，2016年2月第1版。作者是老北京，书中京都风物处处好。
对老北京风物了解固然重要，但关键是49年后赴台了，再不得返京。去国怀乡之思，皆在一篇篇家居
日常吃住行游的小文章中。令人感觉那是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因多有重复，读来不必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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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风物》

章节试读

1、《北平风物》的笔记-羊肉床子

        羊肉床子

  大一点的羊肉床子，瞧瞧人家弄得这份干净，放羊肉的案子，挂羊肉的杠子，刷得这份洁净。案子
四周，钉着一周遭铜钉儿，多会儿都是光鉴照人。
       拿案子上这杆秤说，是白铜的秤盘，白铜秤链儿，而且是白铜秤砣。清真回回的掌柜的，拿起放
下的时候，总是摔摔打打的，乒乒乓乓，稀里哗啦。拿起几回，摔打几回，大概羊肉床子是这规矩。
       从先北平好像没有屠宰场，因为羊肉床上宰羊，都在自己门口儿。大的羊肉床子，每日一清早儿
，一捆就是五六只大绵羊，旁边放着木头的血盆，等候大阿訇来念经。
       清真教的阿訇，穿着灰布棉袍，黑马褂儿，坐着洋车——因为他一早不定赶多少羊肉床子，所以
是坐着洋车，一跑一圈——夹着个布包，里头包着宰羊的刀。到了柜上，拿出刀来，嘴里念念有词，
在两个小伙子按着的羊脖子上，刷的一刀，血流如注，这只羊，伸伸腿儿，动两动，便乌嘟嘟了。
       随后是，剥去羊皮，切去羊头，剁去四蹄，取出下水，用水冲得一干二净，用铜的羊肉钩子，往
杠子上挂，您瞧这个肥！
       提起北方的绵羊，除去西北，能与媲美的不多。夏天放在青草地上，吃的小肉滚滚的，多厚多厚
的羊毛，拖在后面这个大尾巴，跟大锅盖似的，在后面嘟噜着。
       到大羊肉床子，冬境天买肉吃涮锅子，怎么也把您打发的舒舒服服的。一块块的肉，这是“上脑
儿”，这是“黄瓜条”，这是“腰窝”，这是“三岔儿”，真是指哪儿切哪儿，要什么有什么。离开
北平，到处也都有涮羊肉吃，也就是羊肉罢了！
       记得抗战前夕，在古都一块现大洋能切四斤好羊肉，管送到家门口，再吃点白菜粉条什么的，一
块钱的肉，够三四口人吃，热热和和的，有多好。
       到了夏境天儿，每个羊肉床子，都卖“烧羊肉”，刚炸出锅一块块的肉，放在一个大铜盘子上，
香味四射，顺风能闻里把地。
       下午的点心，如果几大枚，买一对儿羊蹄，或一个“腱子”，用手扯着吃俩芝麻烧饼，真是要多
香有多香。如果提溜回家一个大羊头，家里烙上一顿饼，熬上一锅水饭，大热的天，既不腻人，也相
当解馋。比较肉多一点的，还是羊脖子，比羊头又吃多了。
       假若说家里人口简单，这顿晚饭太好凑合了，就拿个锅到羊肉床子，买上毛儿七八的烧羊肉，另
带句话：“掌柜的，多来点儿汤！”这锅肉和汤，回去一见开儿，再买几大枚面条儿一下，烧羊肉拌
面。离开北平算别想了。
       差不多的羊肉床子，都分出个地方，外带卖羊肉包子。团团用手一挤，就是一个，冬天是羊肉白
菜的，夏天是羊肉韭菜的，每逢一打屉，小徒弟吆喝了：“羊肉的包儿来！新屉的，又得啦！”
       羊肉床子有的还代卖一种药，旁边挂个牌子，上写：“羊肝明目丸”，而且都经化验核准的，有
卫生局的执照。有的还卖芝麻酱烧饼，也卖糖火烧，面加红糖做的，黄不拉叽的，上面还盖个红印子
。还带蜜麻花，极甜极甜的。羊肉床子附带的买卖，全套都在这儿啦。
       有的羊肉床子，也带卖酸菜，卖多少钱的，他拿根马连草一拴，递给您了。如再买点羊肉，来一
锅羊肉酸菜热汤儿面，又暖和，又爽口，美极！
       提到酸菜，我又想起故都的冬天，家家生的小煤球炉子来了。急性子的人，等不及火着好了，还
冒着蓝火苗儿，便端进屋子来了。这股煤气，能把人熏死。每年冬天，死在这上面的人，还真不少。
治“煤熏着”的特效药，一不用到西药房去买，而不用请医生出马，只要到羊肉床子买一大枚酸菜，
多要汤儿，把冰冷扎牙的酸菜汤灌在中毒人的嘴里，轻的喝上几口，酸酸的，凉凉的，一会儿就好。
《北平风物》羊肉床子。陈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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