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世奇人读后感(汇总10篇)
认真品味一部作品后，大家一定收获不少吧，不妨坐下来好
好写写读后感吧。那么该如何才能够写好一篇读后感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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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一

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上海有许许多多的牛人，俗世奇人读
后感700字。他们文武双全、身怀绝技，在上海是出了名
的“能人”，或许在世界也很出名呢。

这本书是按照记叙文的格式来写的，所以没有主人公。但这
本书写了十八个人的十八般武技，那十八个人的武技都不同。
他们有的用武技来教训坏人；有的用武技来逞能自己；有的
还用武技来赚钱……总之，他们的“活技术”不得不让人当
头叫好。

在十八个人当中，我最喜欢泥人张这个人。泥人张这个外号，
是当地人称赞他捏泥人技术高超而起的。而泥人张的真名就
叫做张明山。但在手艺道上的人，他排第一，没有第二。第
三是有的，但差他十万八千里呢，读后感《俗世奇人读后
感700字》。其实泥人张背后也有一个搞笑的故事。有一天下
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当地的名馆）里喝酒，看见有三
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来，说要老板来，要酒喝。原来这三位
都是贵客，其中一位是海张五。而且海张五也是当地出了名
的人，于是他们三个就坐在一张大圆桌上吃喝起来。不到一
会儿，贵客海张五就开始在骂泥人张。说泥人张他捏泥人往
袖子里捏，往裤裆里捏……泥人张把这些话听得清清楚楚，
可是他还是在很淡定地喝酒。不一会儿，泥人张一手拿着酒
喝，一手在捏着泥人，并且都不看着泥人。结果他捏出来的
泥人是海张五的头，捏得有形有象，简直就像真的一样，就



付了钱，马上走了。在酒馆里的人凑近来一看，纷纷叫好，
叫赞。而海张五过去一看，脸都变了。就说这破手艺，还想
赚钱，就气哼哼地走了。可故事还没那么快就完。

第二天，泥人张就把很多海张五的泥人拿去摊子买，有头有
身，足有一两百个，排了一排又一排。让过去的路人见了就
笑，还请别的熟人，一起来乐。过了三天，海张五不得不花
大价钱把所有的泥人张的泥人和泥模全给买了。这就告诉我
们，不要在背后乱说别人的坏话，不然会得到相应的报应的。

人都有他的特长、熟练的技巧。不是说你的职位很高，很富
有，就在那里乱侮辱别人的特长、技巧。而别人有可能用他
的技巧来“报答”你呢。或许别人的技术特长特别好，你比
不过他，就在那里胡说八道，虚张声势，想让天下所有人都
知道你很牛。

这十八个人，除了泥人张，其它十七个人的武技我都没说出
来。如果全部说出来的话，准让你们吓得跌倒！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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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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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一点白色粉末都不会落到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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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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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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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将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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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握锁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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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四

近日，我读了一本书，名字叫《俗世奇人》，书中的刷子李
令我印象深刻。

俗话说的好：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刷子李技艺高超，
是他多年练就的本事，他的徒弟曹小三亲眼目睹了师父刷墙
的绝技。 为了证明自己的名气，刷子李给自己立下了一条规
矩：假如刷过墙之后，身上有一个白点，就不收钱。刷子李
刷墙多年，刷的墙始终天衣无缝，令曹小三佩服的五体投地，
写到这里作者忽然笔锋一转，写到刷子李身上有一个白点。

令曹小三没想到的是，师傅却主动说：“小三，你是看到我
裤子上有一个白点了吧。”说完，师父一扬手，那个白点就
不见了，一放下手，那个白点又有了，原来，那个白点只是
师父抽烟时烧的一个小洞，映着里面的白衬裤，就跟刷墙时
滴上去的白浆一样。

读完了故事，我觉得刷子李的本事技艺超群，并且书中的泥
人张、刻砖刘、风筝魏等他们都是凭自己本事来赚钱的，因
为他们勤学苦练，才能有今天的一番成就，我们要像他们学
习，学习他们勤学苦练，精益求精的精神。

今天，我读了有冯骥才撰写的《俗世奇人》之《好嘴杨巴》。
让我明白了：会做得不一定比会说的强，但是做生意的，不
仅要有一手好本领，还要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杨七和杨
八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在清朝末年的天津卫，有两个兄弟卖茶汤。一个手艺了得，
名叫杨七：一个口才了得，名叫杨八。生意非常红火，像做
大买卖的一样。一次，杨八在给李中堂送茶汤时，李中堂因
为不知道茶汤上的是碎芝麻，误以为是尘土，就摔碗大怒。
杨八见此情景，连忙跪下，用委婉的语言告诉了他“小的该
死，不知道大人您不吃芝麻！真是该死！”就这样，中堂大



人知道后，没有怪罪他，还赏赐给了他一百两银子。从此，让
“杨家茶汤”这个名字变为了“杨八茶汤”。而杨七呢，渐
渐的埋没，无人知晓。

有一句话说得好“有绝活的，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
没绝活的，吃素，发蔫，靠边呆着。”真是这样，杨八之所
以能让“杨八茶汤”闻名天下，是因为他有一张好嘴。而这，
就是他的绝活，一个让他可以吃荤，亮堂，站在大街中央的
绝活。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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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六

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一书，每篇都着墨不多，个个人物活
灵活现，都快从书里跑出来了。这真可谓是一部佳作！

“俗事奇人”顾名思义，就是平凡世界中的奇人。从生动幽
默的故事里，揭示出许多深刻而严肃的道理。

张大力一把举起石锁，却粗心大一没看下一行字，细心多重
要，让张大力白欢喜一场；刷子李教导徒弟：苦练才能出真
功，其实也在教导我们这些读者；苏七块虽立下规矩，还是
待人宽容，私底下给华大夫七银元，我可是打心底佩服他，



宽容又不是原则，华大夫那种记牙不记人，将他对职业尊重、
负责的精神给栩栩如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想到这儿，我感由心发。小时候我练字，当时我还是各新手，
有几次，我怎么写也写不好看，老师批评我，教育我，我无
地自容。回到家里，便对着笔赌气“写什么写，我不想练
了！”看了《俗事奇人》，我悔当初，才知道学好本领就要
勤学苦练、坚持不懈。当初的想法真是不应该！和《俗事奇
人》中的“奇人“相比较，我这一点点苦能算个什么呀！

让我们在赛道上赛跑，摔倒了，要爬起来再跑。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七

这世界可称俗，可称奇。“奇”，我认为指的是大自然，是
一粒粒原子。“俗”，我认为指的是人，是和人有关的事。

也许很多人认为“人”才是奇迹，我不反对。但读完《俗世
奇人》，他们一定也会明白“人俗”、“世奇”。

“事”上显“俗”。其实任何事的本质都“俗”——世俗。
冯五爷再怎么聪明，还是被偷贼厨子戏耍了;蓝眼再怎么刁尖，
还是被险诈的黄三爷坑了……俗世，世俗;俗事，事俗，无论
怎么颠倒，读起来却照样通顺。

“俗”中显“奇”。“俗”只是人之事的本质，许多人的事
与众不同，一枝独秀，才让人称“奇”。苏七块让人
称“奇”，是因为他对规则的严格遵循;泥人张脱“俗”
而“奇”，是因为他用自己超群的手艺教训了蛮横的海张
五……由天津卫的奇人奇事中可以看出，想要“奇”，都不
能少了别的“俗”人，不然“奇”就衬托不出来了。

“奇”而显“理”。“理”即道理，是“奇”的升华。仔细
品读《俗世奇人》，我发现每桩“奇”事都在无形中引人



思“理”。“见风使舵”的社会现象大家都见过，刘道元通过
“活出殡”这件事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世态，同时也让
读者深深体会到了悲凉。道理仅靠说教不免有些空洞，但如
果从“奇”中反映出来，就有声有色了。

由此看来，冯先生这样写，并不显得重复，而是为了让我们
悟出“事”中之“理”，让我们通过一次次的透悟，成
为“俗世奇人”。我们也应该按《俗世奇人》里反映的'一条
条道理来修养身心，让自己不被世俗迷了眼障了目，不至于
成为一个俗世中的庸人。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八

想必大家都认识当今大作家――冯骥才吧，他的作品有很多
很多，最近我又迷上了一本他的书――《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人物都是在天津。天津本是水陆码头，居民五
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赵燕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
风习强悍。天津在近百年走出了各种怪异人物。余闻者甚颗，
久记于心；尔后虽多用于《神鞭》、《三寸金莲》等书，仍
有一些故事人物，闲置一旁，未被采纳。

本书里有《苏七块》、《刷子李》、《酒婆》、《死鸟》等
众多人物，这些人物在作者不描写得栩栩如生。最让我感兴
趣的是《刷子李》，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
如：“刻砖刘”、“泥人张”等前面是行业后是姓。听
到“刷子李”大家知道他的行业了吧。对，他就是刷墙的活
神仙。他是一家营造厂的师傅，有一次到英租界镇南道给李
善人干活。到那刷子李的派头可十足了，一天只刷一间，共
九间，要刷九天。他穿着一身黑，他立下了一个规矩，刷墙
时，身上有白点，白刷不要钱。奇就奇在这里，他还有个徒
弟。在刷完时徒弟在检查时，发现竟没有一个白点。

这件事让我明白了，要成一件事必要下苦功夫，才可成大事。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九

《俗世奇人》这本书是由我的老乡冯骥才写的。这本书写的
是天津的劳动人民都有自己的特长，他们喜欢将人的`特长和
姓结合在一起。如:泥人张、刷子李、背头杨、蓝眼。

在这么多身怀绝技的人中，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苏七块》，
看了这题目的人都知道他姓苏，可为什么叫他七块呢?原来他
是位医生，每次给人看病都要七块银元。有一天苏七块去与
人打牌，牌打到一半，门外来了一车夫张四，张四的一个胳
膊断了，要苏七块治，可车夫都是赚一天吃一天，而且我听
爸爸说七块银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牌友华大夫是出了名
的心善，他推说去上厕所，其实偷偷塞给了张四七块银元，
张四将七块银元交给苏七块时，苏七块就帮张四接好了骨头，
还送了张四许多药。晚上别人走光了，苏七块取出七块银元
还给了华大夫，说：不要以为我这人心地不善，是我定的规
矩不能改。我这才知道苏七块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还有很多能人：油漆功夫好的刷子李，力大无边的张大力冯
骥才把这些人描绘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我仿佛就看见他
们站在我面前。真是本好书!

俗世奇人读后感篇十

读了《俗世奇人》我心里充满了变成伟人的`志向。

在这本书让我记忆深刻的俗世奇人就是刘道远，刘道远被众
人称为文混混。有一次他想看看自己死后会发生什么。于是
他的徒弟出了一个主意他照办了。在他准备出殡那一段时间
邻居听到他“死”了于是三更半夜去他家偷东西，可是被他
发现了。于是他发出女音把领居吓走了。到了早上有一群人
说他借了一笔钱没还，刘道远听后大吃一惊说自己没有借别
人一分钱。终于到了出殡那天，有一群人拦住了车，并让他
们把棺材里的笔给他他才走。这事在棺材里的刘道远实在耐



不住了于是打开盖子站了起来。路人都被吓坏了，而刘道远
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了只要你想知道一些事
情你就得勇敢的做出行动来看到事情的结果。读了这本书让
我知道了很多的俗世奇人，比如：泥人张，小达子，刷子李，
苏七块……从中我知道了古代人是如何生活。也让我明白了
一幅上海名画《点石画报》和天津百姓喜闻乐见的《醒俗画
报》。说起醒俗，就要提到当时的社会。由于政治的软弱，
世风不好，外侮日切，一些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便站出来，或
兴办教育，或立坛宣讲，或创办报杆，主张铲除社会恶习，
开启民智，振兴中华。

《俗世奇人》这本书隐含着许多知识去等我们揭晓。但是俗
世奇人并不是样样精通，只要有一技之长，我们就会是俗世
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