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俗世奇人读书心得(模板19篇)
通过教学反思，教师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
差异。以下是一些成功的教学反思案例，每一篇都有独特的
教学经验和感悟，希望能给大家启示与思考。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一

暑假里，妈妈给我买了一本冯骥才著的《俗世奇人》，一回
家，我就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讲得是清末民初天津卫作为一个水陆主要道，码头上
的人不强活不成，为了生存练就一身精湛的绝活，成为了天
津卫的奇人。这本书写得非常好，每位奇人独立为一个章节，
还配上了插图。冯骥才用了各种描写方法和修辞方法，突出
了每位人物的.神奇、奇异的特点，每读完一个章节后，奇人
异事就像放电影般在我的脑海里呈现，作者把人物写得栩栩
如生，让人身临其境。

苏七块是个神医，他给病人看病，眼疾手快，不等人觉得疼，
骨头已经接上了，但他有他的规矩，看病时，必须拿出七元
钱才能看病，不然的话，他就不管，苏七块就因此得名。但
他并不是爱财如命，不然也不会还给华大夫的七块钱还有免
掉张四药钱，因为他严守自己立下的规矩不能破。

在这本书里，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刷子李，他干活也制定了
一套严格的规矩，刷墙时必须身穿一身黑，如果干完活后身
上有一个白点，就白刷不用钱。刷子李刷墙的时候，非常的
仔细，就是坐下来休息的时候，他还在观察墙面有什么地方
刷得缺乏，被刷子李刷过得墙，不放什么装饰品，呆在房子
里，就像神仙一般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象刷子李一
样给自己订一套规矩，必须认真仔细，有不对的地方必须及
时改正，做到完美无瑕。



作者冯骥才在书中说得好：“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
有绝活”。所以我作为学生当前必须好好地学习，在学习中
成长，学得一技之长，为我们的将来打好根底。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二

星期六，妈妈接我时，带来了《俗世奇人》这本书，光看书
名，就知道书中人物个个身怀绝技。我便津津有味地读起来。

这本书主要讲了在天津水陆码头有着一些奇人妙事》。有必
得先拿出七块银元才肯瞧病的苏七块；有手艺高超的刷子李，
也有爱喝酒的酒婆。不过，令我最敬佩的还是“大回”。他
专攻钓鱼。手里一根竹竿子，就是钓鱼竿；一个使针敲成的
钩，就是鱼钩；一根纳鞋底子用的`上了蜡的细线绳，就是鱼
线；还有一片鸽子的羽毛拴在线绳上，就是鱼漂。只凭这几
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他蹲在坑边，顶多七天，能把坑里几
千条鱼钓光了。连鱼秧子也逃不过。但他最厉害的还是钓王
八。王八被鱼钩勾住之后，便用两只前爪子抓住水草。大回
就从腰间摸出一个铜环，套在鱼竿上，顺着鱼线下去，王八
就扬起前爪子一档，便松开下边的草，就舒舒服服地提上来
了。

这些人就是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下去，一强就生出各样空
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奇人；像这小说里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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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2在这个寒假里，我看了许多有益的书籍，比如：曹雪芹的
《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传》、马克·吐温的《百万英
镑》······数不胜数。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属
《俗世奇人》这本书了。

刚看的时候，我对奇人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有所怀疑，
再往下看就信以为真了，全都是真人真事。



书中着黑衣黑鞋刷墙，不沾一滴白点的刷子李，只认牙不认
人的华大夫，好嘴杨巴······一个个活灵活现，真实
反应了那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堪称“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总共十八篇，每人一篇，各不相关。此书故事
简短，语言通俗易懂，读完全书，让人惊叹不已：奇人妙事，
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真值得一看，建议你有空也看看哦！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三

在这个寒假里，我阅读了冯骥才老先生写的《俗世奇人》一
书。我对书里的人物非常的钦佩，而且他们各种各样的独家
绝活让我大开眼界。

其中我最佩服的人是刷子李。刷子李有一个绝活：就是刷墙
的时候衣服上不会染上一点点油漆，如果沾上就不收费。有
一次，徒弟在给刷子李端茶点烟的时候，发现师傅的裤子上
有一个白点，但是用手一捏，白点却消失了，仔细一看，原
来是师傅抽烟时不小心烫破一个小洞。通过这个故事让我们
明白了在仔细观察后才能下定论这个道理。

其实在《俗世奇人》中，这些高人并非是样样精通的，所
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句话请牢牢记住在大家心里吧。

在我所读过的小说中，我觉得《俗世奇人》这本书最富有传
奇色彩，让人百看不厌。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主要说了在天津卫码头上，
发生了许多奇人奇事，这些人的故事，无一不让我们啧啧称
赞，有个顺口溜：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
样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头的人，不奇传
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都是真人真事。
说的正是这本书。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一个人或
许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的才能可能是无人能及的，是独
一无二的。

冯骥才通过《俗世奇人》向读者呈现了一位位在平凡、庸碌
的世界里千奇百怪的，有着高超技艺的奇人。

就说第一章里的苏七块吧，病人每次到他这来看病，首先要
交上7块押金才行，否则不给医。在别人看来，是因为他小气，
其实是因为他立下了规矩。规矩既然定下了，就不能随意更
改，如果人人都随意更改规矩，岂不天下大乱?正所谓：无规
矩不成方圆。

另一位奇人刷子李也让我为之惊叹。他那高超的技艺绝非一
日而就。我们应该学习他那份执着、专注的精神。

“蓝眼”，大家都说他是古董行的专家，只是人外有人，天
外有天啊，专家变成了砖家。既然“蓝眼”有辩识古董真假
的技能，那必定也有造假方面的专家。“蓝眼”他败在了黄
三爷手里，可见黄三爷的`造假功夫，不是一般的高啊，居然
能把古董行的专家“蓝眼”耍得团团转。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才能，至于能不能把自己的才能发挥
好，发挥到极致，那就各凭本事了。相信大家读完这本书都
有不同的感想，那些奇人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定会历久弥新!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五

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这是冯骥才在《俗世
奇人》中写的一句话。书中天津卫的手艺人各个有绝活，简
直令人叹为观止。在这么多精彩纷呈的小故事里，我最喜欢
的便是《苏七块》这个故事。



苏七块是一个大夫的名字。乍一听，还真有点不明白，咋还
有个这样的名字呢？原来是因为他有个特别的规矩，那就是
给人瞧病，无论亲疏贫富，必得先拿七块银元扣在案上，他
才肯瞧病，否则绝不搭理。所以苏七块这个称号就在爱起绰
号的天津人嘴里传开了，真名真姓倒是没什么人知道了。

有一天，一个车夫因摔坏了胳膊，去找苏大夫医治。虽然疼
的够劲，但因为他拿不出来七块银元，苏大夫只是打牌，对
他的痛苦和哀求视而不见。好一个狠心的讲原则的苏七块啊！

而心善的牙医华大夫看不下去了，背地里塞给了车夫七块银
元。有了银元，苏大夫搅起袖子，几下子就把车夫的胳膊接
上了，还送给了车夫几包活血的药。看到这里，我十分佩服
苏大夫的医术，几下捏骨，左拉右推，上顶下压不一会就治
好了一个人，简直是妙手回春。同时我也在心里骂这苏七块
真是个见钱眼开的无良医生。

等人散后，苏大夫却把银元还给了华大夫。还说了：您别以
为我这人心底不善，只是我这立的规矩不能改。

这下我可看不懂了。说苏七块他吝啬，嗜财如命吧；他却将
银元还给了华大夫。说他自私冷漠吧；但他却慷慨地送了车
夫几包药。真是个怪人。

但后来我细想了一下，也就明白了。

首先，他有些有原则，他立的规矩人人都要遵守，人人平等。
规则立出来可不就是让人遵守的吗？如果遇到可怜人，同情
心泛滥，破了规矩，那规矩的设立就没了意义，因为它以后
也可以被各种各样的原因理由破坏。只有讲原则才能保护规
矩的执行。

苏医生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体谅车夫，知道车夫再也没
钱付药钱了，就体贴地直接送车夫几包药。他体谅华大夫，



怕华大夫帮人的事传出去，会有很多无赖让华大夫无偿行医，
所以他等人散后才与他说。

因为他的有原则，所以他会给人一种冷漠，不讲情面的.感觉，
而事实上他的内心是极富同情心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了岛田
洋七的《佐贺的超级阿嬷》中的一句经典句子：让人察觉不
到的体贴才是真正的体贴，真正的关切。

苏七块给了我一种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感觉，感觉他好像
生活在身边一般。因为我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外冷内热的好
人，他们讲冷冰冰的原则，但同时也会给人以温暖的帮助。
或许就像老师说的：看人物角度不能太单一，因为每个人物
都是立体的，多面的，要把人物写得看得见摸得着才好而苏
七块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多面性的立体的人。冯骥才真不愧为
一个大作家。《俗世奇人》的故事我还会继续读下去。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六

《俗世奇人》是由冯骥才以清末天津市井生活为背景而创作
的短篇小说。素材均是收集于长期流传津门的民间传说，故
事生动有趣，惟妙惟肖，吸引了大部分读者的喜爱。

故事中写了很多清末天津的民间人物，他们各有各自的特点，
各有各自的本领。比如苏七块、刷子李、泥人张、酒婆等等
等等的传奇人物。

在我脑海中印象最深的还是要数刷子李和泥人张了。

刷子李是一位粉刷匠，还荣登了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刷
子李的技艺可是天津城里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他刷浆时必穿
一身黑，干活得利索，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他还给自己立
下一个规矩，只要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人家就是这么
任性就是这么厉害。当然了这本领也不是天生就会的，是他
一天一天练出来的'，手艺不是吹出来的，要从一撇一那开始，



好好学本事。

泥人张原名张明山。他的彩塑是一种深得百姓厚爱的传统民
间艺术品。他只要和人对民座谈，搏土于手，不动声色，瞬
息而成，栩栩如生。他的故事那可是有趣的很。

有天，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面喝酒，这时走进来一个阔绰、
大脑袋、架势挺牛的人横冲直撞往里走，那人就是海张五。
泥人张并没有理会这位张五爷，只是自管自吃饭。但不一会
儿，海张五那边就开始议论起了泥人张，海张五用他那大粗
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
一阵欢笑，纯属在找泥人张的乐子。可泥人张也不是好欺负
的，第二天就摆出一个摊子，摆的都是海张五的泥像，还贴
个白条上面写着：贱卖海张五。最后还是海张五派人花大价
钱买下了这些泥人。

当然了，还有很多好看、有趣的故事都蕴藏在这本书中。

借着暑假的闲暇时间，我重新翻阅了冯骥才的《俗世奇人》。
尽管初中时有所阅读，但有点记不清了，所以我决定重新阅
读这本书。

这是一本小说，讲的是旧时天津卫里那些十分有名的人，这
些人大都是平民出生，但个个都身怀绝技，为世人所惊叹，
书中有十多个篇幅，讲的是不同职业，不同身世，不同绝活
的人，作者把这些人写的活灵活现，有趣极了。

书中难免有些奇人会吸引我们读者的兴趣，泥人张在我眼中
就是一个特立独行，有骨气的人。他怀有一身好绝活，捏泥
人是他吃饭的手艺，他捏的泥人活灵活现，生动传神，招人
喜爱，天津界排第一。有一天，海张五在天庆馆侮辱泥人张，
海张五是个有钱人，横行霸道，当官的也让他三分，但泥人
张不把海天五放在眼里，他只管喝酒吃菜，忍无可忍后抓了
把泥，在袖子里捏出个海张五，啪的一下放在桌上，走了。



之后，摊子上就整了一出“贱卖海张五”，引来了重人说笑。
不久，海张五花了大价钱买下了所有的泥人，据说连模子也
买走了，这事在天津卫闹的沸沸扬扬，好一阵子才停呢。

有趣的故事情节是我阅读这本书的动力，生动的人物形象，
以及很多突出的文笔，是我值得学习的地方，比如写人物时
该怎么写更生动，这本书就是很好的教材，或者事情首尾串
联，需要做怎样的手法，怎样更好地作好前后呼应等等，都
可以从这本书中学习到很多。也许我第一次看时是看书故事
和人，再一次看时就会留意书中的有趣写法。

我也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也许你早早看过了，不过再看一遍
这本书时，一定会像我一样另有所获。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七

《俗世奇人》这本书的封面我很喜欢，有一种古典气息，蓝
色的书皮，黑白的简笔画，以及那自由的毛笔字都让我感受
到这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我兴高采烈的捧着它从书城回到
家中，兴致勃勃的将它一气呵成的读完，然后小心翼翼的将
它安放到书架上，它的特别，让它成了书架上移到别样的风
景线。

里面的内容也引人入胜，在课堂上学习《刷子李》的时候，
我就觉得意犹未尽，等我读完一整本后，更是有一种震撼，
里面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才干，那是别人替代不了的。苏
七块是一个有脾气的怪医生，刷子李是一个有本事的手艺人，
张大力是一个有本领的好汉，蓝眼是一个身怀绝技的艺人，
杨巴则有一副巧嘴，华大夫的牙术可谓顶天了，泥人张捏泥
人的本领更是独一无二，在大回手上就没有钓不上的鱼。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的一篇《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鳌》，
李金鳌虽然是一个混混头儿，但他的重情重义却也是让人啧
啧称赞的。他的一番话，更是让我久久的思考，他说道“杨



老板，我这人，向例只交朋友，不交钱。想想看，您我这段
交情，有来有往，打谁手里过过钱？谁又看见过钱？折腾来
蒸腾去，不都是那些情义吗？钱再多也经不住花，可咱们的
交情使不完！”人和人之间之所以能维持关系不应该靠金钱，
所依靠应该是情谊，这样的感情不会因为钱财有所改变，随
着时间的.流失，显得是更加珍贵的。

我们的生活不缺少这样的奇人异事，更多的时候，是我们的
眼睛忽略了，他们存在我们的生活点点滴滴之中，是生活也
是传奇，这个年纪的我，也许在很多地方有不足，但我肯定
也有自己的专长，我热爱运动，我要选一种姿态，让自己活
得无可替代。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八

上学期我读了一本好书——《俗世奇人》。《俗世奇人》这
本书写了清末民初天津卫的奇人们、发生的奇事。这些是我
们生活中所见不到的，作者冯骥才就将他们灵活现的展现在
我们眼前。在众多奇人中，我最喜欢的还要数刷子李了。因
为我觉得刷子李的刷墙技术真是太高超了。

你看这一句，“别不信，他还跟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要
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刷子李对自己也太苛刻了，你
说，这刷墙的人无论是蘸浆还是粉刷，总是会掉一两滴在身
上，而且又没人规定刷子李必须保持衣服干净，他还给自己
立下这样的规矩，实在难以理解。

曹小三，只见师傅的手臂悠然摆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
点，和着琴音，每一摆刷，那长长的带浆的毛刷便在墙上啪
的清脆一响，极是好听。曹小三惊得目瞪口呆，连我都觉得
不可思议，这哪是一个粉刷匠在粉刷呀!

可是事情好像并不如此，“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
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看见刷子李裤子上出现了一个白点，



如黄豆大小，”难道刷子李的那手绝活是假的?他并不是那么
神?枉我那么佩服他!可我总觉得事情还没完。

我继续往下，看着看着，我不禁笑出声来，真是让我松了口
气，原来那个白点是一个破了的小洞，刷子李刚才点烟烧的
一个小洞，里面的白衬裤映衬，看起来就像一个小白点。曹
小三傻了，我也敬佩得哑口无言了!

《俗世奇人》里面没有一个人不奇，也没有一个故事不精彩，
我推荐大家看这本书，实在是太精彩了!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九

《俗世奇人》主要讲了一些人在天津的有趣故事，有不少人
都有着难以练成、十分高超的绝活，其中泥人张的绝活可厉
害的很，别看它只是个捏泥的`，但它可不好惹。

泥人张在饭店里吃饭，张海五这个鼎鼎有名的大官也来了，
把泥人张侮辱了一番，可是泥人张也不理张海五，捏了个张
海五的头就走了，那泥可和张海五那趾高气扬的头一样啊，
可谁知道第二天，泥人张又把张海五的泥人捏了几十个，和
海张五一模一样，还写着“贱卖张海五”，这下知道泥人张
有多不好惹了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像张海五那样随便侮辱别人，当时觉得
没啥事，其实背后的能人多了去了，今日你惹别人，来日你
可不一定翻得起身，就算你没被人家弄翻，侮辱别人也会让
你收获道德败坏的名声。再说，人家泥人张也是奇人，要是
泥人张啥本事没有，也只能忍气吞生，所以，要想让人家不
惹你，靠的还是自己的真本事，把自己的命运握到自己的手
中，别人才不敢惹你。

我们班也有一位惹不起的人，那就是叶木木，首先她学习成
绩好的很，所以老师有时候就会让她去批改作业，她批改完



作业自然知道谁考的好谁不好，那条你惹了她，她把你的'丑
事告诉全班那可就惨了。再说了，人家读的书多，说话从不
出言不逊，只是轻轻一句话你就哑口无言。还有，人家还学
了拳击，你跟她硬打也打不过。最后老师还给了她一个“班
长”的职位，这下，谁也惹不起。这就叫有真本事才没人敢
惹你。

所以说，不要指望别人，也不要随便侮辱别人，把命运握到
自己手中，像泥人张那样，提升自己才是王道!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

是天生下来的神力，还是每天坚持不懈的成果？没错，是坚
持不懈的`成果啊！如果你认为他们是生下来就有这等技能，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没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跑步，都是一步
一步沿着成长的路线来的，这肯定不会有人有异议。所以，
结果很明显。

我也要向他们一样努力，坚持不懈，成功的道路多着呢！但
拿现在的我来和他们比较，他们是奇人，我呢？我就像一只
趴在玻璃上的苍蝇，前途一片光明，但又找不到出路，啊，
耶！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一

看到这本书的封面时，原以为这是一本散文集。打开一看才
发现是本短篇小说，而且讲述了很多有奇特技艺或做出怪异
举动人。看了其中一些故事，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行为。

《酒婆》中的老板本来是卖掺水的假酒，一直到也是相安无
事，当他打算重新做人，开始卖真酒时，不料却间接地害死
了一个人。文章最后一段写了老板发现祸根出在自己身上，
酒馆里的酒客们想必也知道事情的原委。他们对肚中的酒一
清二楚，酒婆出事那天的酒是真酒，他们也能尝出来，再结



合酒婆与平日不同的旋转方式和酒的效果，便可以想到问题
出在酒身上。这使老板迷茫了，每个犯了错的人改过自新时
都会受到阻挠，也会迷惑于自己是否真的该放弃原本的生活，
但坚持下去，坚定自己正确的选择总会见到曙光。不过，若
是从一开始就卖真酒，也不会发生这些事了。

《认牙》使我感到了华大夫对工作的认真程度，这不是忘我，
是忘他人啊。医完病人的`牙后完全不记得病人的长相或许可
以认为是大夫的记性不好。但不记得人却能认出自己医过的
牙这就证明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牙齿上了。那个通缉要犯
估计就是认为华大夫记性不好，不记得病人而医术又好，才
去他那修牙的，却不曾想他记牙不记人。当医生能当到华大
夫这种境界，也十分难得了。

看了《小达子》后在想，那中年男子的怀表链可能也是从哪
个达官贵人身上偷来的。不禁觉得很好笑，两个小偷拿着别
人的东西，抽过来，取回去。小达子以为这次赚大钱了，而
那男子却认为一笨手笨脚的小偷干这行当就算了，但偷的居
然是他的东西，心里肯定也在嘲讽小达子，顺便给他上一堂
课。两个小偷比谁的偷技高超，败者没再出现在最容易偷钱
的地方，看来无论谁，做哪个职业的人都是有尊严的。

俗世奇人，平凡世界里与众不同的人，他们做出了奇特的事
情。庸俗的世界不是你平凡的理由。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二

《俗世奇人》最大的亮点在于“俗”和“奇”。——这是我
看了之后最直观的想法。

的确，这本书的妙处在于“俗”和“奇”两个字。更有特色
的是作者用恰当的方言渲染，让人沉醉其中。其中《泥人张》
是我最喜欢的故事。



《泥人张》中，权贵义子海彰武，是现世的化身。文章中的
海彰武：狂妄自大，大头，矮胖，身后的爪牙也是威猛无比，
好像也很厉害。再看看饭里的人，看到海彰武来了，都闭上
嘴，生怕得罪海彰武，海彰武也乐得尽兴。啊，这一幕让我
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庸俗！

偏偏在这个俗世里，有那么多陌生的人，无视权贵的虚张声
势。泥人张，本名。泥人张一定是巨大的。当他看到张海五
次走进商店时，他没有提高声音，好像他是聋子。还是自己
吃饭，东张西望，观察人的表情。这些人怕海，但泥人张却
不怕！为什么？因为泥人张是工匠，所以让我知道了工匠的
好处。

嘿！这一来，不干了，又开始跟身边的人谈论泥人张，谈论
泥人张的种种是非。都说“艺术家胆大”，泥人张真的是挖
鞋底，挖下泥巴，一次两次的挤出个人身材。我不停地说话。
还给我。唧唧吃食物。良久，泥人“啪”的一声，张把泥人
按在桌子上，结账离开了。海彰武义愤填膺：“没人要这破
手艺卖！没想到，‘第二天，街上出现了一排泥人，上面写着
‘卖海五’。

神奇！平凡的`世界里有这么奇怪的人！泥人张不仅工艺精湛，
而且演技精湛。令我惊讶的是，泥人张在任何时候都是平静
如水的。也让我体会到了陌生人的味道和心情。我认为这是
我们需要学习的。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三

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手艺人堪堪自保的不
少，但能得一手公认的绝活，却也并非易事。冯骥才像一位
画家，一字一笔将一百年前的人事物活生生地立在人前。

天津卫，就是一个标准的市井闹市，天津卫的奇人就像天津
卫的看戏一样，两个字：绝了。这二字又倒着印证了天津卫。



这并非太平盛世，三教五流，鱼龙混杂。尔虞我诈，勾心斗
角，反目成仇，也无非是为了自保。或许正因如此，更从在
此扬名的却是不少奇人。

《认牙》这篇文章是我印象最深的。华大是一个良医，人善、
正派、规矩。可最大的毛病却是记性差。本正奇怪着，向后
读却发现，他并非记性差，而是“只认牙，不认人。“如此
我便颇为奇怪：这世上哪有这样自找麻烦的？但仔细想想，
华大夫之所以如此，无非是因为只关注自己要做的。只认牙，
是因为精力只放在治牙上，不为其它。有这样的医德，在现
在看来，实属罕见，这无疑又是一绝。

“绝”不止是奇人的“绝技”。更是华大夫，苏七块那般规
矩独特，有自己的处世原则，有自己风格的“绝唱之人”。

书中任意一篇，无不是又一些拥有真本事的奇人。倒是应了
那句话：“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四

《俗世奇人》这本书主要讲了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近年来，
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而生出各种怪异人物，
这些怪异人物就是冯骥才笔下的“俗世奇人”。

天津卫里的奇人十分的'多，有苏七块，冯五爷，蓝眼，张大
力，刷子李，龙袍郑，泥人张，好嘴杨巴，神医王十二等。
他们一个个身怀绝技。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关于酒婆
的事情了。

天津卫有俗世奇人，我们六小五年一班也有俗班奇人。就让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的俗班奇人之一——鼻血特。“鼻血
特”原名叫郑特，身高1米5，听这外号就知道他爱流鼻血。
可不是嘛，他上课流，下课流，写作业的时候也流鼻血。他
一流起鼻血来，就像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五

《俗世奇人》是一本极为有趣的书，是现代作家冯骥才写的
一部短篇小说集。书中共有十八个人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特点，以事例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不失风趣，让我
非常着迷，百看不厌。

整篇文章都是由人物的外号开头，正如“泥人张”，“手艺
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
八千里。”果不其然，泥人张在饭馆里饮酒，当“海张五”
拿他开玩笑不尊重他的时候，便拿一块泥用左手飞快地捏起
来，一会儿工夫，捏出一个“海张五”的脑袋，栩栩如
生！“海张五”都惊呆了！其实，每个奇人背后都付出了许
多。像泥人张，他的手艺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不断练习，
坚持付出才得到的。在生活中。我们做事要持之以恒。只有
不断坚持努力才能获得回报。我有时也会半途而废，现在，
我彻底明白了坚持的重要性。

读了《俗世奇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学成本领，就
要脚踏实地去干，不能总想着走近道。其次便是坚持，不可
半途而废。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六

窗外的细雨，慢慢地落下，形成一个又一个的小水坑。霏霏
雨丝的下午，米白色的书页在指尖缓缓翻飞，我与《俗世奇
人》相遇。

认牙就像学习一样，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成绩一定会更好的，
如果整个人心不在焉，学习将会一败涂地了。我写作业的时
候，总是会心不在焉想着其他的事，完成效率不高，成绩一
直不稳，以后我要用功，把不会的知识都补回来。知识就是
力量!成翡翠，你可以碧如青山、澄澈似海;成沃土，你可以
默默奉献，培育生灵;做自己，你就能成为独一无二的"人间



神人"。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七

这几年，我订过杂志也买过很多书，我最喜欢的当属《俗世
奇人》。

开始，我只是在五年级下册的语文书中学过一篇《俗世奇人》
里的一篇文章《刷子李》，文章后面还有这本书的介绍，它
是消遣性的读物，一般这类书读完一次就扔了，但我对它特
别钟爱，因为它情节有趣而不低级，高雅而不低庸，所以使
我急切的让爸爸买给我看，爸爸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第二
天就给我买回来了。

这本书作者是冯骥才，他将每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
惟肖。书的封面很朴素，有着淡蓝色的底，上面有一个长方
形的花边，俗世奇人四个黑色楷体大字，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一拿到这本书，一看到封面就喜欢上了它，就迫不及待地
翻开第一页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这本书语言风趣幽默，这让整天奋战在学海里的我很放松，
这高雅通俗的文笔无疑使我注入了一支清爽剂，让我全身的
细胞跳跃起来得到放松，并且，让我知道世界上有很多平凡
的人用他们平凡的双手创作出不平凡的业绩。

这本书中总共介绍了十八个人物，如：酒婆、蓝眼、泥人张=
绝盗、刷子李等。酒婆是指一个奶奶每天都到酒楼喝酒，酒
量惊人，但她侠肝义胆，爱打抱不平，所以深受当地居民的
爱戴;蓝眼是一个古玩店老板，一眼就能看出任何古玩的真假
无一差错;泥人张的拟任则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还经常送给家
里很穷的小朋友一些泥人;绝盗是一个团伙的人每一次都冒充
被盗人家属，说被盗人不孝顺，所以去他家偷东西。

书中所有的人我最佩服刷子李，因为他苦练刷墙技术，最终



他刷墙要穿一身黑衣服，但白浆从未滴到他的.衣服上，而且
他刷的墙非常均匀。刷子李刷墙的浆是他自己研发的，不稠
也不稀，颜色也适中，让人一看就心旷神怡，仿佛到了仙境。
人们看到刷子李刷墙那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因为他刷墙的
声音像大师演奏的乐曲一样格外优美。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八

很多外国朋友都说中国卧虎藏龙，一听这些话，我就想起
《俗世奇人》，一想起《俗世奇人》，就想起刷子李，一想
起刷子李，我就想起另一个人——“积木赵”。

“积木赵”可不在《俗世奇人》里，他只是我的一个普普通
通的小伙伴，不过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长处，而他的长处
就是搭积木。他对自己的能力感到非常骄傲呦。就说那次吧，
那天我们三四个小伙伴一起玩乐高积木，拿材料时我们几个
串通好，把有用的都拿走，给他剩一点基本不用的，看他怎
么搭。

没想到他却一点也不慌张，还用眼睛瞟了我们几眼，一副自
信满满的样子。我拼到一半，想回头看看他没有材料怎么搭，
并准备趁机好好嘲笑嘲笑他！但一回头，我简直不敢信自己
的眼睛了，那几个零零散散的材料被他的“魔术手”一装后，
竟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快要完成的小汽车，而且是一辆老
爷车，十分精致帅气，跟真的没什么区别，只不过一个大一
个小，一个能开一个不能开。我的眼睛都看直了，哇，他真
神了！用这么一点零件都搭出了一辆豪华的车，那如果给他
多一些零件，是不是就能搭成房子了！我的'大脑开始无限幻
想。从那时起，我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而且再也没有人
敢嘲笑他了，他“积木王”、“乐高王”的地位也没有人可
动摇了！

说到现在你应该很好奇他几岁吧，告诉你们，他只比我大两
岁，长得还没我高。当然，“积木赵”的传奇仍在续写，今



天搭车，明天搭房，那后天呢。

在我所读过的小说中，我觉得《俗世奇人》这本书最富有传
奇色彩，让人百看不厌。

这本书的作者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主要说了在天津卫码头上，
发生了许多奇人奇事，这些人的故事，无一不让我们啧啧称
赞，有个顺口溜：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
样空前绝后的人物，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头的人，不奇
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都是真人真
事。说的正是这本书。

读完了这本书，我不禁感叹：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啊！
天津卫这个小地方，藏龙卧虎，中间的泥人张，他的名声流
传至今，捏泥人已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书中的那些奇
人，如果按照古代学位来称呼，他们个个都是状元。连钓鱼
的、治牙的、粉刷的、造假画的。都有状元，可以说，我们
只要有一技之长，也可以获得成功。每个职业都有它的状元，
这让我不禁想起了前几年在黄山的时候。在黄山，穿着橙色
制服的清洁工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他们随时都拿着一把专
门夹垃圾的钳子，不管在黄山的任何景点，都能看见他们忙
碌的身影。他们打扫的速度极快，并且十分干净。在他们辛
劳的劳动之后，黄山留给中外游客的是中国名山的美好形象。
他们就是清洁工中的状元！

同时我也感受到从古到今，社会上是弱肉强食，天津有许多
与书中人物同行的人。为什么不写其他人呢？就是因为书中
人手艺高超，有十分传奇的故事，所以，其余人都被遗忘了。

想到蓝眼、绝盗、泥人张。这些“状元们”，我感受到阳光
总在风雨之后。就像绝盗，他吸取了多次教训，到后面不露
风声，满载而归。他们勤学苦练就得一身的本领，都是自己
一人打拼出来的。他们谁不是从无名小卒成了一代宗师？他
们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完成不了的事。“世上无难事，只



怕有心人。”这使我想起了学骑自行车的那段经历。那天，
我突发奇想，让妈妈教我骑自行车，可是我连连摔跤，导致
我信心全无，是妈妈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
名言来鼓励我，让我可以骑自行车了，再骑的过程中，我刹
车不当，腿被铁丝划了一道十厘米的口子，当我想到“世上
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时，我全身充满了力量。

阳光总在风雨之后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我在《俗
世奇人》中悟出的道理。

俗世奇人读书心得篇十九

最近，我买了好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俗世奇人》，我读
完之后深有感触。

这本书的作者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作家——冯骥才，冯老先生。
据说，他写这本书是因为写完长篇小说《神鞭》、《三寸金
莲》后肚子里还有好些人物，便写了本书。

《俗世奇人》讲述了清末民初年间，每一位来自五湖四海
的“奇人”在天津卫所发生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每人一
篇，互不相关，类似短篇小说集。

《俗世奇人》全书讲究一个“奇”字，书中的内容全是真人
真事，却都让人摸不着头脑，如：技艺精湛的刷子李、足智
多谋的杨巴、认牙不认人的华大夫、善于认画，却被人忽悠
的蓝眼等。

在《苏七块》一章中，我觉得苏大夫真是刀子嘴豆腐心，拥
有高明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嘴上说张四不给钱就不接骨头，
后来却又“唰唰唰”地给他接了骨头，并把钱还给了华大
夫(这钱原来就是华大夫给张四的)。

在另一篇《泥人张》中，我认为海张五实在是欺人太甚，简



直是无理取闹，竟然无缘无故说泥人张卖的泥人是拿鞋底的
泥巴在裤裆里捏的。同时，泥人张的机智又让人拍手叫好：
连夜用泥巴做了几百个海张五的泥人像分放在各个摊位叫卖，
让海张五下不了台。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