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冯骥才麻雀读后感(实用5篇)
写读后感绝不是对原文的抄录或简单地复述，不能脱离原文
任意发挥，应以写“体会”为主。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读后感范文，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冯骥才麻雀读后感篇一

书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泥人张”的`故事。虽之前听老师
大概讲过这个故事，但读起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怵谁？故此，
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西瞧东看，全然没有把海张五当个
人物。”瞧，多么神气的手艺人！天津的手艺人，都是一手
绝活，仅需口饭，没有过多的贪婪，并不需要趋炎附势，所
以泥人张在海张五面前，还能如此气定神闲，悠然自乐。

而海张五偏偏还拿泥人张找乐子。众人在赞赏泥人张时，海
张五却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如
此，便惹怒了泥人张。这不？立马，泥人张便捏出一个袖珍
型的“海张五”。这样，便是叫所有人都证实了泥人张的手
艺。

这还不算完，隔日，北门外估衣街便有了“贱卖海张五”。

天津的奇人，各自为生，不求人只求己，靠手艺吃饭，凭着
一门独特的技艺而独立于俗世。仅是这份安然的姿态，便叫
每个人都不得不称一声：“好一个俗世奇人！”

冯骥才麻雀读后感篇二

暑假里我读过很多书，有《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



传》……但这本《俗世奇人》让我难以忘怀。

它的作者是冯骥才，他主要介绍的是天津的奇人，有“刷子
李”等人，那些天津人为什么又要被称呼为齐人呢？那我们
来看看吧。

刷子李是一位粉刷匠，有很多人请他刷墙，刷完墙还赞不绝
口，传闻他刷的墙一尘不染，没有一点瑕疵，更让人不敢相
信的是，他刷墙不会弄脏自己的衣服。有一个店小二早就听
闻刷子里很厉害，于是想拜他为师。有一次他刚好碰到刷子
李，便拜他为师，刷子李也答应收他为徒，好传承他的手艺。
于是刷子李给他一份差事，那就是端茶倒水。

有一次刷子李接到了一份任务，于是带着徒弟去做任务，刷
子李有一个习惯，就是刷一面墙，抽一根烟，再刷下一面
墙……徒弟趁每次给师傅敲腿时，查看师傅的裤腿上有没有
斑点。第一次看没有斑点，第二次敲师傅腿时，竟然有斑点，
他很惊讶，难道传闻是假的吗？但师傅却不惊讶，因为那是
一个小洞。

看到这里，我被他的技术折服了，因为刷子李一丝不苟地做
每一件事情，而且没有一点瑕疵，令我非常敬佩，所以我也
要向他学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一丝不苟，专心致志，不
能粗心大意！（泰河小学周宣妤）

冯骥才麻雀读后感篇三

《俗世奇人》中的人物，不奇传不成。一奇就演出各种匪夷
所思的事情，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个名叫刘道远的人。

这个故事名叫《刘道元活出殡》，你们一定对这个名字很疑
惑吧!下面就由我来为你解说。

作者以独特的角度淋漓尽致的刻画出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



用通俗的语言讲述了这个俗世奇人刘道元。本文通过他的心
理、神态、语言、动作读出了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同时，
又明白了许多深刻的道理。

刘道元是一个文混混儿，买卖家打官司，谁使刘道元的状子
谁准赢，买卖家的命运全部掌握在他的手里。

一天，刘道元有一个古灵精怪的想法，他准备活出殡，他想
看看人们是怎样对待他的。他的两个徒弟中的金三帮他想出
一个办法，让刘道元藏在后院里，吃喝一切，两个徒弟每天
来伺候，等到出殡那一天，让刘道元往棺材里一钻。

七天出殡，在这七天中，那些给他打赢官司的大掌柜一个都
没有来，倒是一群没名没姓的人都来看热闹了。

出殡的日子终于到了，两个徒弟说哭就哭，好塞死了亲爹，
可走到半路，被武混混儿拦住了。喊着要刘道元那只判官笔。
刘道元听了，终于明白了人死了是这么回事。他轰的一声站
了起来，把临街的人全吓跑了，可刘道元呢?他站在棺材上大
笑不绝。

从这个故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世间的世态炎凉，真
心地对待别人，才能换来别人的真诚。

本文来源：

冯骥才麻雀读后感篇四

寒假里，我看了一本书叫《俗世奇人》，又看了电视节目
《中国达人秀》，感觉书中的俗世奇人就是当今中国的达人。
他们都是一些平凡的普通人，靠着自己坚持不懈的意志和毅
力，练成了一个个绝技，比如书中的刷子李、苏七块、泥人
张等。



我最佩服的是刷子李，他有个绝活，刷浆时必穿一身黑衣，
一天活干下来，衣服上居然没沾一点白色，真的让人匪夷所
思。刷子李新收的徒弟曹小三一开始半信半疑，头一次跟随
师傅出去干活，客户要求刷四面墙。站在地上，只见师傅的
手臂有节奏地摆来摆去，如同伴着鼓声，和着琴音，他刷过
的墙壁像一道雪白的屏障。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曹小
三发现师傅的衣服确实如民间传说的没有一个芝麻大的白点，
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决心跟着师傅练成这个绝技。

可是有一回，干完活后，曹小三发现师傅的裤子上有一个黄
豆大小的白点，他顿时感叹千里马也有失蹄的时候。但细心
的刷子李捏着裤子轻轻往上一提，再一松手，曹小三终于明
白，原来是师傅抽烟时不小心烧了一个洞，里边的衬裤露出
来像是用白浆沾上去的一样。

以刷子李为代表的一些中国达人的绝技不是天生就有的，是
他们平时经过千锤百炼才练成的。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是他们的永不放弃和持之以恒才有了对一门技术的熟
能生巧。想想我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只求速度不求精通，读了
这本书后，我决心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如果遇到自己喜欢
做的事，就要努力把它学精、学透，做一个成功的人。

冯骥才麻雀读后感篇五

昨晚在自习教室里翻看了冯老先生的几篇文章，心里的和弦
已然被拨起，久久未能平息。

记得冯老先生曾经说过，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
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
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我
不知道的，你是否能够读懂！也许明了，却也无可奈何，因
为爱情是一条单行道。然而纵使人生就像雨果的悲惨世界，
可我们也还是要笑着渡过的。



记得冯老先生曾经说过，孩童有童稚的美，青年有健旺的美，
你有你中年成熟的美，我有我老来冲淡自如的美。就像大自
然的四季，各有各的美吗？虽是如此，可我还是特想知道，
真的是到了什么季节就享受什么季节吗？如若无所偏爱，又
何必去希冀呢。

是的！对于一些人，故乡只属于自己的童年。它是自己生命
的巢，生命在那里诞生，一旦长大后羽毛丰满，它就远走高
飞。有一些人是注定要漂泊的，我记得的很多诗人就是如此，
像苏轼、杜甫。谈起诗人，也就莫名其妙地想起，郭沫若和
郁达夫。于是他们那个年代有名的争论就来了，像是一阵龙
卷风。两种思想巨龙似的，互相缠绕着、斗争着，闯入了我
的思绪。让人觉得难受。这到底是为艺术而艺术好、还是为
人生而艺术好呢？也许都好，只是风格迥异，就像大自然的
四季。可是如若无所偏爱，又何必去希冀呢？就算是冯老先
生，他不是也做出了一个爱好上的选择吗？人是为了听见自
己的心才写作，为了看见自己的心才画画。唉！冯老。

桂林是一座美妙的城市，才短短一年多，它就几乎占据了我
成长的全部。专业、兴趣、人际关系，它都给了我很大的提
高空间。仿佛什么都变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如果这个城
市再多一些淳朴，我想那将是十分完美的。所以我很是喜欢
桂林的郊区，譬如雁山，好像舒畅一些也自由一些。喜欢那
种纯朴，喜欢那种自由，貌似很像艺术里的`理想国是吗？不
知道了，只是仍然很倔强的认为，这只是一种关乎偏爱的选
择。于热闹的娱乐中，于静寂的书香之中。

刚开始我们都是一群没有归宿的孩子或者说是孤魂，久而久
之也就习惯了。漂泊。于是那一片新的土地便成了我们记忆
中的领域。无所畏惧。桂林也好，南宁也罢。只是还记得习
惯了以后，我们原来的紧紧相依便化为了漓江的烟云。它是
那样的飘渺，那样的虚无，风一过便什么都没了。于是你说，
你喜欢南宁的热闹，喜欢市区的喧嚣。你说，你受不了那种
安静的气氛。我们的渐行渐远与情感无关，只与偏爱。



初入桂林的时候，这座小城的季节轮回刚好到了秋天。你知
道吗？他们都说桂林是没有秋天的，或者是说桂林的秋意不
够浓，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这里的秋很深。阳光微凉似水、
也如泥。比起我们的老家要好多了。只是不知道它现在是什
么样子了？曾经在它怀里一起嬉戏一起奋斗的孩子正朝着不
同的方向走着他们各自的人生轨迹。我也知道，当时的很多
人已经渐渐地淡化出了我的世界，于是偶尔眼睛在百里之内
看到竟是朦胧。有人说，那是因为你近视。也有人说，难道
你不知道雁山的西边正在动土吗？灰尘染满了整个天际。还
有人说，那是江南的烟雨，独属于桂林。我努力地噙住眼泪，
看着那时的人一批、一批地离我而去。那一张张天真而又烂
漫的笑脸，每一种黑色、黄色都疑是你。曾经的你。

至于冯老先生的一些关于文人书法和绘画的文章，本着个人
鸡爪式书写的原因，不敢妄自猜测。记得丰子恺说过，能够
站在艺术殿堂的门口，略为窥探一番已算不错的了。只是一
种爱好的享受。且作为一种想你时候的消遣。在这个将睡未
睡的时刻。

叙给我的第一首歌，假装，像是鸵鸟一样相信时间是唯一解
药。视而不见，谁、傻到了这般无可救药。傻吗？像唐寅一
样的疯癫吗？不是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一切仿佛
都与我无关，用不着我自己去推卸。只是我也很想把那一份
最脆弱的感情珍藏在心里，然后笑着渡过，带着你对我的祝
福。一如冯老先生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