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世奇人读后感(模板9篇)
当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相信大家的视野一定开拓了不少吧，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什么样的读后感才能对
得起这个作品所表达的含义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读
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一

读了大作家冯骥才写的《俗世奇人》一书，我明白了一个道
理：高手不是天生的`，都是“练”出来的！（读了什么文章，
悟出了什么道理）

《俗世奇人》由18个短篇小说组成，每篇作品塑造了一位身
怀绝技的高手形象。（用100～150字简介原文内容）

透过书中各位身怀绝技的高手，我看到了他们背后一个巨大
无比的文字——“练”！他们的这些绝技，一定都不是天生
的，而是经过后天不断地努力训练，才获得的。（用一句话
评议原文：文中的主要角色表现怎样，原因是什么，或结果
怎样。引出下文的联系实际）

由此，我想到了自己的经历。上学期，妈妈给我报了一个素
描班，上了几节课后，我发现我比其他同学画得差了好几个
层次，甚至比我还小的弟弟妹妹们，都画得比我好，让我一
下子自信全无了。也许我天生就不适合画素描吧！我决定放
弃了……妈妈用鼓励的目光看着我:“你这么快就不想学了？
学素描可是你一直的愿望哦！孩子，不管什么事，都是从不
会到会，再到熟练的！慢慢来，不要太心急。只要你认真画、
努力画，就一定能画好的！”在妈妈的鼓励下，经过老师的
辅导，我坚持每天画一幅，三个多月后，我就画出了100多幅
素描。在学习结业时，我获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被老
师誉为“素描高手”。



明白“高手都是‘练’出来的”这个道理后，我请妈妈又为
我报了北京李宝龙老师的“作文秘诀”课。哇，“作文秘
诀”的方法简单有效，真好！

我也坚持每天用“作文秘诀”练写一篇作文。坚持三个多月
后，我练写了100多篇习作！今天暑假，李宝龙老师通知我去
北京参加由中央教科院主办的“全国少年现场作文竞赛”，
因为有平时练写的基础，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280位作文参赛
选手，我从容自信，行云流水……评选揭晓，我荣获了一等
奖，被许多朋友称为“作文高手”！只有我知道，这“高
手”的背后，是三个多月挥洒汗水的反复“练写”！（联系
学习，或生活、思想实际，谈感想。详写）

大作家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一书，让我深受启发，也让我
坚定确信：高手不是天生的，都是“练”出来的！（照应开
头，读了什么书，悟出了什么道理）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二

《俗世奇人》这本书讲的是在平凡的世间生活着有各式各样
的、独一无二的本领的人，在当时那算得上是赫赫有名。

他们每人只要有独一无二的绝技或者是另有绝活的，那就一
定有绰号，比如说：像刷子李、刻砖刘、泥人张、风筝魏、
机器王、苏金散等等。津门人好把这种人的性，和他拿手擅
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时间一长，名字不知道，倒知道一
个响当当的绰号。

生活是平凡的，但不是平淡的。平凡的生活中同样也是波澜
起伏，妙趣横生。冯骥才老师的《俗世奇人》说得好，“手
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在平凡的生活中，这
些有“绝技”的奇人，生活会平淡吗？但问题的关键在
于，“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
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



这一套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地地道道是码头上的一种活
法。”

得有真本事，才不会平淡啊！没有真本事，岂只平凡、平淡，
还会更加糟糕，把生活过得一塌糊涂。

我们要把平凡的生活过得不平淡。就得靠那份才艺，不只是
在那时候这套是种活法，就今时今日才华也是人不可缺少的
啊。在这时代有才华的人不怕遇不上伯乐，只怕才华比不上
别人。随着社会的进步，物尽天择，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这不算残酷，这只是一个事实而已。

《俗世奇人》中的奇人并不是样样精通，但他们却把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受人尊敬，当今社会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成
为面面俱到的全才，但必须得有一门精通！

只要有一技之长，我们就会是俗世奇人这本书里的人物，在
这些人身上，许多有趣的故事和高超的技艺都深深地印在了
我的心里。

读完了《俗世奇人》，我受益匪浅：那些俗世奇人一开始并
非全都是奇人，而是在一次次磨练后练出来的，就像于谦的
诗里写的一样“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我们
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并不是天オ，所谓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
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现代童话之父安徒生曾说过“一
个人必须经过一番刻苦奋斗，才会有所成就”。所以我们应
该好好学习，积极进取，将来才能有所成就，这样，我们也
能成为“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三

这学期，我去书店买了一本书，书名叫《俗世奇人》。书是
一个人的良师益友，有了书，就有了无穷的财富，有了书，
一个人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俗世奇人》主要讲了：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
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
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不难，既在显耀上层，
更在市井民间。

我最感兴趣的是《泥人张》；他在饮酒时，来了一位大名鼎
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贩盐赚
下金山的张锦文。人们在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
一称。手艺人靠手吃饭，用手赚钱。海张五拿泥人张取笑，
人家泥人张不生气，用泥捏了个海张五。把海张五气得面红
耳赤。

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子上还贴着个白纸条，上面使
墨笔写着：贱卖海张五估衣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
乐完了找熟人来看，在一块儿乐。

三天后，海张五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
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是“贱卖海张五”这
事却传了一百多年，直到今个儿。

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
但都是俗人俗人，小说里的人，不奇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
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是真人真事。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四

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同学在老师家补习，他有一本书，一听
是冯骥才写的，我就向他借。一看，名字叫《俗世奇人》，
我津津有味的读起来。

《俗世奇人》里面的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讲得都是发生
在码头上的。



一天，张大力到侯家后，看到这把锁，也看到了上边的字，
便俯下身子，使手问一问，轻轻一撼，竟然摇动起来，而且
赛摇一竹篮子，人们看到了，都赶紧围上来看。只见张大力
手握锁把，腰一挺劲，大石锁被他轻易地举到空中胳膊笔直
不弯，脸上遍布笑容老板上来笑嘻嘻的说：“张老师，您没
看锁下还有一行字吗？”张大力怔了一下，石锁下写着：唯
独张大力举起来不算！

张大力大笑起来，扔了石锁，扬长而去！

我最后的感受是：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出生各
样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奇人；小说里的人，不奇传
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是真人真事啊！

就在这个月里。对！你没有听错。就在这个月里，我读了
《俗世奇人》这本书。写这本书的作者是冯翼才，我想学过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的同学都应该认识他，因为其中一课《刷
子李》就是他写的，也是出自《俗世奇人》的。

其中含有许多有趣的小故事，如：《苏七块》，《好嘴杨
巴》，《张大力人》，《冯五人》，《泥人张》等等等等。
他的代表作含有《神鞭》和《三寸金莲》，都很好看，也很
有趣，非常有意思。

冯翼才通过这些名人或奇人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名人很多，
并且天津是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近百余年，举凡中华
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即在显耀
之上，更在民间之中。

其中许多名人都有一个简称大约都是三个字，前两个字是他
的长处，也就是特长，特点。后一个字是他的性。如：“刷
子李”，“背头杨”，“泥人张”等等。

我推荐大家也来读一读这本书。



今天，我把《俗世奇人》这本书看完了，这本书很有意义，
是冯骥才写的，写的是很早以前发生在天津的人和事。作者
把当时发生在社会上的人和事记录下来，每一个人就是一篇
故事，这些故事看起来是各自独立，实际上它们是共通的。

这本书描述的每一个人都各有特点，比如：泥人张，能在很
短时间捏出一个个鲜活的泥人来；苏七块，能凭手的感觉迅
速将病人的骨折部位复原；刷子李，可以在长时间刷墙时身
上不沾一滴泥浆；张大力，能一口气举起常人举不起的石
锁……这些人在当时被老百姓视为奇人。

我从他们身上受到很大启示：他们都是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
认真观察，仔细琢磨，刻苦训练，并且靠顽强的坚持，认真
做好一件事并取得了成功，受到了人们的认可，为当时的社
会做出了贡献。

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书中这些人的精神，任何事情不分大小、
不论贵贱，只要去仔细观察，认真学习和探索，不是见困难
就让而是见困难就上，并通过自己艰苦努力，什么事都是可
以做成的。

暑假我想每个人都应该多多少少会读几本好看的课外书吧！
我就看了一本书叫《俗世奇人》听名字就觉得新鲜，好看。
这本书的作者是冯骥才老师写的。

这本书中讲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这写人物各个都有不同
的本领如：苏七块、刷子李、好嘴杨巴……其中刷子李这个
人物我们在五年级的课文中还读到过了呢，刷子李的技术高
超，精艺求精。在刷墙的时候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刷墙的时
候必须穿着一身的黑服刷漆，而且不能沾到漆，这就是其中
的一位奇人。这本小说里通过讲那些奇事来描写奇人，要想
在天津码头混着就必须有着别人没有的本事才行，不强活不
成，一强就出生了各样空前绝后的人物，都是俗世俗人；小
说里的人，不奇传不成，要是一奇就会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



事情，但全是真人真事。书中还有一位大夫更是奇，因为他
姓苏所以大家都叫他苏大夫，还有的背地里叫他苏七块，这
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是这样的，因为苏大夫这个人他给人
看病都只要七块钱，不管有多严重的病。但是，你不给他七
块钱他是不会给你医的，在他那儿看病不管严不严重这么一
下就好了，有一件事就更能体现出他这个苏七块这个外号了。

那天，开三轮车的张四闯了进来，往门上一靠，左手托着右
手脑袋瓜还淌着汗，病的不轻啊！这七块钱张四开一天的车
也没有可苏大夫是一个斩钉截铁的人，没有七块钱当然不医
了，直到有一个人给张四钱苏大夫才肯医。

这本《俗世奇人》真的很好看，希望大家也去看看。

我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一口气读完。因为这本书里面有许
多好词好句，四字词语多的无法数数，所以作者用上这些词
才把这本书写得神奇，书里的18个故事，作者把它写得生动
形象。

当我读完这一本《俗世奇人》，我马上就想起了每一次写作
文。我写作文总是很难下笔，下笔了我还是思前想后，不知
从何下笔。可是这位作者是写的那么生动形象啊！我猜作者
应该读过不少书，所以知识广阔，用上了好词好句。正所谓：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我希望大家要多读书，才能获得受益匪浅的知识。

今天，我在读一本老师推荐的书《俗世奇人》，这本书我一
口气给看完了，看完后我受益匪浅。

《俗世奇人》读后感为什么我一口气看完了呢？因为这本书
太好看了，这本书里的人是非常神奇的，比如：苏七块，他
医治胳膊，不等病人觉疼，断骨头就接上了。刷子李，他用
白油漆刷墙，自己却穿上一身黑衣服，连一点白粉都不会落



到身上。张大力，他身强力蛮，力大没边，一下子就能举起
青石大锁。认牙，他治牙不用问病人，只要往里瞅一眼全知
道，一下子就治好了。……他们都是各有绝活的，这样才能
在天津界混下去呀！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五

越是俗的世道，就越是奇人百出。

题记

也许是厌倦了华丽高贵的词藻，或者是千篇一律的剧情，我
已经很久没有触碰过散文、小说一类的书籍，但仍有一本书
在我的心中熠熠生辉，那就是《俗世奇人》，一股浓浓天津
腔的小说。

也许是我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没有其他人读后感中写的与作
者达到心灵的共鸣。我觉得我读这本书时更像在天津某个小
茶馆里听着一个穿灰袍的大爷说书。也没有传说中似与作者
促膝长谈，而是像听个神采奕奕的老头在说一些传奇的人，
一些传奇的事。

犹记得小时候喜欢听故事，听爷爷用重重的南京话跟我说一
些他的见闻，有一些我至今还记得。那种浓浓的地方色彩，
就像杨七杨八的茶汤，只不过他们的茶汤有一种天津的味道，
而爷爷的故事有一种南京的感动。我想，我现在这么热爱南
京，要得益于爷爷吧。

生活可以平凡，但不可以平淡这是这本书教给我的大道理。
可以没有苏七块的妙手回春，也可以没有刷子李的技艺高超，
但不可没有自己的绝活。得有真本事，才不会平淡啊!我不禁
想到不久以后的中考，是啊，这时代有才华的人不怕遇不上
伯乐，只怕才华比不上别人。随着社会的进步，物尽天择，



强者生存，弱者淘汰，这是我们应明白的事实。手艺人靠的
是手，手上就必须得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
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发蔫，靠边呆。话粗理不粗，可
我呢，没有静下来干某一件事。打游戏，打上职业联赛了吗?
没有。学习，考得很好吗?也不是。浑浑噩噩什么事也没做好。
不可能成为面面俱到的人才，但必须要有一样精通，才能在
社会上有立足之地。

抬头看看阴沉的天，案上还铺陈着杂乱的作业，心情就跟自
己的前途一样迷茫，很想问自己快乐吗幸福吗，俗世里，做
俗事，做着和别人一样的事，过差不多的生活，但真正明白
的是，现在不能真的沉沦，若不奋起一击，会连最后闪耀的
机会都没有。合上书，懂得一件事，在平凡中，造就不凡。

评：书不见得每个字都读，只要读出一种味道，读出个乐来
就好，季同学既务实，又多一份思量。之前的几篇文章像喝
了苦茶，苦中思人生。这篇像是吃了甜藕，咂咂嘴的功夫就
小小励志了一番。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六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这本书由独立的
故事组成，以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市井生活为背景，讲述了来
自五湖四海的“奇人”在天津卫发生的各种轶事。该书文字
精简，半白半文，带有“三言两拍”笔意。人物无奇不有，
内容宽广地道，语言功底深厚，还以境写人，来描述当时社
会背景之下的人生百态。

天津卫多能人，也多趣事，更多的是生活气。正如冯骥才在
文中所对比的，同样是卖药糖这件事，在北京卖药糖的，谁
骂官骂得好，就卖的多，因此“大兵黄”从段祺瑞骂到袁世
凯，药糖也骂得最好。可到了天津卫就不同了，这里最重要
的一个特色就是市井。天津人民心里头是生活，但凡和吃喝
玩乐有关的都喜欢，还必须得有绝活。



因此才有了《俗世奇人》，冯骥才描述了在天津卫中各行各
业的奇人们。就像他在序言里写的：天津这块地里边，有碱
有盐还有硝，因而生出各色性格的人，又热又辣又爽又嘎又
不好惹。天津卫的孩子也是听着一群群乡土怪客和民间英雄
的故事长大的，在冯骥才的眼中，如果没有这些奇人，就不
知道什么叫做天津卫了。所以，初看《俗世奇人》，大多关
注的都是一个“奇”字，关注那一个个写的生龙活虎的奇人，
却很少思考这些“奇”为何单单集中在天津卫。

在天津卫的三岔口，走江湖卖艺的都跑到这里赚钱吃饭，为
了生存练就一身精湛的绝活，所以但凡高人能人奇人都要在
这里露一手。这里是商埠，南来北往的船只停留在这里，正
是这样一个大杂烩交汇之地，多元、有趣，通过了解此时此
地的人物故事，也能窥见那个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百态。正像
书中所言：“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就不知道嘛是天津卫”。

三十六行，大家都想方设法招揽生意，这里凭本事说话。就像
《俗世奇人》中所说的“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
神仙”。身上穿一身黑，干完活没有一个白点的刷子李；用
舌头画画的的唐四爷在被别人暗算，导致冲着画纸打了个喷
嚏，却借势画了一幅梅花图，化腐朽为神奇；捏谁像谁的泥
人张……正是因为这些手艺人的绝活，才让他们在天津卫站
稳脚跟，也被天津人将他们的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到
一起了称呼，久而久之，名字反倒没人知道，只有这么一个
绰号。

天津卫多能人奇人，也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今天这字画招
人喜欢，就一时间卖得洛阳纸贵，明天又有什么吃的突然就
红遍整个天津卫。天津吃的有三大样：十八街麻花、耳朵眼
炸糕、狗不理包子，用朴素的语言来解释，就是一点面、一
点糖、一点肉。玩的也有三样：泥人张、风筝魏和杨柳青年
画，也就是一块泥、一张纸、一点颜色。在这里，哪怕是最
普通无奇的东西，因为一双巧手，也可以成为天底下最珍贵
的宝贝。



天津卫之所以在那个时代繁华热闹，在冯骥才心中认为是因
为它的包容。它宽容地为各阶层的人提供了容身之地，劫富
济贫的燕子李三，因在渔船上为躲雨的皇上做了一碗面鱼而
扬名的龙袍郑，酒量惊人的酒婆，力大如牛精通医术的苏七
块，善于认画然偶有失误的蓝眼，把青石大锁像摇竹篮那样
甩的张大力……有些人正气凛然，有些人却存在许多缺陷和
不足，有些人在显耀之层，更多人却在市井之间。可天津卫
就像个宽厚的老人，欢迎着三教九流。

合上书，我不禁想：一个地方因为奇人奇才奇事出名，只是
一时，必须不断要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才能够持续这种奇。
天津卫有水陆码头，洋人带来各种新奇有趣的东西，国内各
地的能人也闻风来到天津卫大显神通，五方杂居，才能让天
津卫成为群英荟萃之地吧。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七

读完了《俗世奇人》这本书，我忍不住在心中暗暗感慨: 这
本书实在是太精彩了！而且它还告诉了我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
(不长，但会令人回味)：人得讲规矩！

天津卫码头上各行各业都有几个活神仙，最让我喜爱与佩服
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七块”——苏金散大夫了！苏金散
是一名“神医”，他手下的动作更是“干净麻利快”，他立
了个规矩——凡是来看病的人，无论贵贫亲疏，都得拿七块
银元码放在台子上，他才肯看病。

有一次，他请了两位牌友到他家里打牌，正玩在兴头上，忽
然三轮车夫李四来看病，他捂着手臂，脸上流露出了痛苦的
神色，明显是骨折了。苏大夫没理他，继续打自己的牌。李
四知道是那七块银元的关系，可三轮车夫都是干一天吃一天，
别说七块，就是一块也拿不出来。于是他哀求着苏金散
说：“苏大夫，这七块银元我暂时拿不出来，你行行好，把
我先治了，以后我会还你的。”他说话时还夹杂着断断续续



地呻吟声，可苏大夫就像没听见一样，理也没理他。牙医华
大夫是出了名的心善，他推辞说要上厕所，走出后院悄悄交
给李四七块银元，没等李四感谢，就悄悄地走了回去。

李四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把七块银元“哗”的一下撒在柜
台上，这下比按门铃还快，苏大夫已经出现在柜台旁，李四
咬着牙，准备重重挨几下，没想到苏大夫却说：“治好
了。”就回去打牌了。

打了一会儿，人都散尽了，华大夫正准备离开，突然，苏大
夫伸出手拦住他，交给他七块银元，在华大夫的惊愕中说道：
“有句话，还得对您说，您别以为我这人心不善，只是我立
的规矩不能改!”

看到这里就知道苏金散大夫并不是一个“认钱不认人”的人
了，但他更是深知立的规矩不能随便改，不然以后别人听说
了纷纷欠着，就不好办了。所以只好硬起心肠不理张四。所
以他也是迫不得已的啊！

正所谓“无规矩则不成方圆”嘛！

俗话说的好，“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城市的缩小版”。那么，
一个城市便是一个时代的缩小版了。如果在生活中我们每个
人都讲规矩，我们的城市不就秩序井然了吗？那么我们所处
的时代会不会达到古人所说的“大同”社会呢？看来人真得
讲规矩呀！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八

俗世奇人这一本书是写一些在我们这个世上的一些奇特的人。
有：苏七块、刷了李、酒婆、死鸟、张大力而我，要写酒婆。

故事的内容是：有一个酒馆，它只买一种洒。这种酒的酒味
很，一喝，人就会洒脱洒脱的。最洒脱的就是洒婆。她是这



小酒馆的头号酒鬼。她一进门，就会掏出两角钱入到柜台上。
老板把半碗递过去，她接过酒碗，碗底一翻，酒便一直落胜
中。她一路东倒西歪向北去，走出一百多少就到了一个十字
路口，车来车往。酒婆一到这儿就醒了。好端端地穿街而过。
老板其实每次都往酒里掺水。老板缺德，必得反应，人近六
十，没儿没女，八成要绝后。可一日，老板娘爱酸爱辣，居
然有喜了。老板给佛爷叩头时，动了良心，再也不往酒里掺
水了，就是这日，酒婆又来，把钱掏出给老板。老板把真酒
给了她，她一喝完就转悠了起来，当到了路。她竟然没醒，
直接到了大马路上，直接被车拼死了。

我认为酒婆的死在于老板，但是最大的责任在酒婆。酒婆自
己不能忍受这种酒就直接不喝了嘛、而且老板以后不能往酒
里掺水。你必须要让客人知道这个酒真实的味道是怎样。这
样才能让他们知道下一次不再喝。而且这样你也就诚实了。
你诚实后一定会有更多人来喝的。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事。

有一次，我各我的同学一起玩陀螺。我拿着我的改装的陀
螺pk对方的烈风空翼。比赛开始了，我用发射飞快地把陀螺
发射出去，对方也是，呼呼呼的声音从陀螺那传来。我的陀
螺攻击一下他的陀螺，他的陀螺攻击我的陀螺，就在这时，
他的陀螺有一点倾斜，我的陀螺猛攻了一下他的陀螺的致命
弱点——中轴。他的陀螺开始摇动了，最后一击！他的陀螺
被我打败了，但是，他陀螺的中轴掉了，我说我帮你弄好吧。
说着我就开始弄中轴了。不！中轴坏了。你赔啊！我一看到
这情况，溜了。

做人一定权小心不然一些失误。小心使得万年船嘛。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九

大千世界之中，有这么一群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高超的



技艺，书写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故事。有一本书用最真诚
的笔触记录下了这群人，这就是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书中的故事都选自清末民初时代的天津，文中半文半白，多
采用民间传说故事，书中文字极富“津调”，读着读着，仿
佛自己已经成为天津人了。

书中描绘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技艺高超的
刷子李：匠心独具的草人郭：以理服人的泥人张。一个个老
天津人的故事，无不叫人拍案叫绝，心悦诚服。

其实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看似平凡却并不平凡的手艺人。我
的老师张老师就是一位特别的“手艺人”。张老师不知疲倦
地教育我们，用自己的勤劳浇灌着祖国的花朵。每当张老师
走过我身旁，我总能感觉到一股清凉的风吹进我的心田。张
老师就是用爱，用温暖，把人世间的美好教给了我们这些小
小的幼苗。张老师总是不厌其烦的给我们讲解知识，有时甚
至讲得嗓子沙哑，但张老师总是说：“只要你们长大了有出
息，我觉得我再苦再累也值得。”啊，张老师是一位平凡
的“手艺人”，但在我眼中她却是不平凡的。这些千千万万
的手艺人，每一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都有属于自己的精
神，或是无私奉献，或是勤学苦练，或是以仁待人，每一个
手艺人都是一个传奇!

啊，不平凡的手艺人呀!他们在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中，散发
着微光，当这些微光汇聚在一起时，就会变成耀眼的光束!

《俗世奇人》，大千世界众生相，字里行间你我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