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读老残游记有感 老残游记读后
感(模板5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
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
友。

读老残游记有感篇一

作者刘鹗，字铁云，号洪都百炼生，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
但自幼受到西方文化、近代科学的影响，精通医学、数学、
水利工程、音律等，博学多才。小说以老残的见闻为线索，
描写了晚清各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对于所谓的清官，进行了
无情的揭露。小说渗透了浓重的佛教思想，解脱、放下、自
在，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慈悲救世的佛教精神。从行医
救人、姑子逸云关于“住世出世”的许多言谈，环翠的最终
去向，及续集中老残梦游阴间等多个章节都有集中体现。小
说对音乐、景色、心理等描写都非常精彩动人，鲁迅说
它“叙景状物，时有可观”。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提
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
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
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小说中出现的几个女性颇具亮点，都是集美貌、才艺、智慧、
修养于一身的优秀女性形象，她们是男性眼中的艺术上登峰
造极的表演者;可以是谈古论经博学多识不亚于男子的红颜知
己;是对佛教思想领悟透彻、在出世入世中游刃有余的独立女
子;是相夫教子恩惠贤德的大家闺秀。小玉、玙姑、逸云、德
夫人等完全不同于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封建社会里“三从四
德”对男人的依附或从属，或纠缠在感情世界里不能自拔的
女子形象。个个德才兼备，有胆有识，且具有异于同时代人



的独立精神和觉醒意识。从作者的男性视角来看，作者对这
些女子的态度是欣赏、钦敬、尊重，赞叹的，具有极强的平
等意识，其实也寄托了自古到今男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知识分
子层面男人对女性形象完美的期望。这一点，即使在今天，
也同样极具时代性和代表性(笑)。

一、专才“小玉”。小玉说书有多好呢:“别人的好说的出，
白妞的好人说不出。别人的好处人学的会，白妞的好处人学
不到”。小玉的相貌不过中人之姿“秀而不媚，清而不寒”，
眼睛如“秋水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
左右一顾一看，脸那坐在远远强角子里的人，都觉着小玉看
见我了”。听小玉说书会怎样呢: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
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
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她的演唱技艺之高:他于那
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
叠，节节高起。陡然一落，又极力骋于千回百转的精神，如
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
数遍，此后越唱越低，越低越细，那声音渐渐听不见…约两
三分之久，这一出忽又扬起，如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
百道五色火光，纵横乱散，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究其小
玉特色由来:什么西皮、二簧、梆子腔一听就会，又把南方昆
曲、小曲、种种腔调都装在大鼓书里面。好一个博采众家之
长，善融会贯通，技艺登峰造极出神入化的女艺人，金口一
开迷倒众生。这是从观众视角看偶像，可看不可及的“梦中
情人”。

二、聪敏智慧的玙姑。书中第九回、第十回用子平之眼描出
了一个多才多艺、能言善辩、有思想的女子形象。这是
个“口颊只见若带喜笑，眉眼之间又颇似振矜”的女子，通
音律、会弹琴、懂茶道，解人意、饱读诗书、对时事有着独
特理解、对儒释道有着精准阐释，可以说经论理，“幸见姑
娘如对名师”，尤其论“理”“欲”，美人与子平握手一段
尤为精彩: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
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这样亦师亦友的红颜知己世



间难寻，让人”肃然起敬“，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坦率泼辣通佛理的逸云。在续集第三回里出现了一个斗姥宫
的姑子逸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又风雅又活泼“，在
逸云和德夫人卧谈的内容涉及逸云的情爱观、对佛理的初禅
与变通。她对三爷的炽烈情感到分手前柔肠百转的心理剖析
真是率真可爱，对出世入世的理解参透了佛理，与”精神上
有戒律形骸上无戒律“有异曲同工之妙，是老残眼中”曲高
和寡“之人。她能干、洒脱、伶俐，悟道修行，并影响和指
引环翠最终的归宿。书中逸云引用《维摩诘经》中‘天女散
花’之典故，和《金刚经》”无人相无我相“，‘世间万事
皆坏在有人相我相’之语。这个人物表达了作者深受佛教思
想的影响，和对人生终极境界的向往。于男性视角来说，这
样的女性无异于人生的精神导师吧。

四、夫唱妇随、有德有慧的的德夫人。却说这德夫人宽怀大
度，对逸云欣赏疼爱有加，以至于生了收逸云做偏房的打
算:”世间哪有这样好的一个文武双全的女人?若把他弄来做
个帮手，白日料理家务，晚上等下谈禅;他若肯嫁给慧生，我
就不要他认嫡庶，姊妹称呼我也是心甘的“。书中只字未提
慧生对逸云的评价，倒是这夫人替夫君主动安排纳妾，根本
无嫉妒之意，只有相惜之感，把世间好女子收入府中共同侍
奉夫君。后通过对逸云的试探、深谈，到最后逸云对德夫人
的开解，”‘德’为万教根基，种子有德，再从德里生出慧
来，没有一个不成功的“”夫唱妇随“等言论，促使夫人认
逸云为师父，如此德夫人倒也可无冒犯和冲撞佛门中人之忧，
最终各得其所，功德圆满。若从男性视角来看，这样的夫人
岂止是知书达理，简直是旧时代男性心理代言人，可心的解
语花、肚里蛔虫，男人完全不担心”茶杯们“磕磕碰碰，倒
是一派理想世界的和谐融乐。

读老残游记有感篇二

这本书是在暑假读的，其实，暑假花点时间读几篇比较有意



思的名着是很不错的，我是在朋友的介绍下读了刘鹗写的
《老残游记》，颇有收获。文章虽有些难懂，但韵味十足。

先看看作者吧，作者的真名叫刘鹗，字铁云，清末江苏丹徒
人，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却无意于以科举博取功
名，懂得算学、医药、治河等实际学问。在这些方面都有着
作，有天算着作《勾股天元草》、《孤三角术》，治河着作
《历代黄河变迁图考》等，金石着作《铁云藏龟》、《铁云
藏陶》、《铁云泥封》等，诗歌创作《铁云诗存》。《老残
游记》其实是刘鹗的不经意之作，但是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刘鹗在当时可以说思想比较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是一个实业
家，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郁郁不得志，有过多次创业
的计划，但最终都一一失败了，衷心于清政府的他由于当时
的不惜有损主权以维护清廷腐朽统治的主张，被视为“汉
奸”，最终流放新疆，在19死于迪化(即今乌鲁木齐)，作者
的一生可以说是充满坎坷。

作为一个思想开明、勇于进取、具有富国救民热情的实业家，
刘鹗的事业艰难坎坷，屡屡失败。《老残游记》是他为中国
的命运也为自己的命运而痛惜，希望唤醒沉睡中的民众，补
救残破的国家的“哭泣”之作。其视角独特，着重揭露所
谓“清官”之罪恶和所谓“好官”的昏庸，把批判的矛头直
指封建政治的统治支柱，可谓切中要害。不过更让我欣赏的
是它的描写艺术，可谓是登峰造极，无论是景色描写、形象
刻画，心理活动，还是气氛渲染，都突出了刘鹗文笔的举重
若轻，清新朴素，情境逼真，气韵生动。而且作者的语句都
抛弃的旧的套语烂调，融入文章的都是新词，并真实的描写，
因此我们在读这篇文章时会有独到的享受。

通读全书，你会惊叹刘鹗对于自己作品体裁定位的洒脱与随
意。正篇加续集短短二十九回，小说的身份屡屡变换。一个
世纪前的刘鹗仿佛和一个世纪后的文学评论家们较上了劲:你
说我是世情小说，我偏给你来个断案;你刚把我划进公案小说，
我这里奇峰陡起，再掺和点神怪色彩;你要开始讲神魔小说，



我又谈情说爱起来……一套迷踪拳从头忽悠到底。

首叙述老残一梦，见海上一船将沉，水手在那里趁火打劫，
抢夺乘客财物。有一种人又高谈阔论演说，煽动船上人反抗，
结果“不过用几句文明的话头骗几个钱用用罢了”。老残去
献罗盘救人，反被诬为汉奸，只好落荒而逃。这种谴责小说
笔法，状物要影射时局，故而倘恍迷离，未辨梦醒，乃当时
几十年间文坛惯用的手段。

第二回主写明湖湖边美人绝调，说两个小姑娘说书精彩，曲
调优美，摄人心弦，声音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
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
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声音虚无缥缈，峰回路转，听后余音绕
梁而三日不绝，宛如天籁之音，实在是完美的描写，从这回
我们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刘鹗优美的文笔，无可挑剔。

从第三回至第六回，作者称为“玉贤传”(六回原评)，一反
传统批赃官之恶而揭清官之恶，“清官之可恨，或尤甚于赃
官”，突出表现了表面上是清官，实际上却比赃官更可恶的
玉大人，表达出作者对社会黑暗的新观察和新观念。

后文老残继续游历，在黄河遇到冰封河面被阻，遇黄仁瑞，
救翠环，了解到黄河漫堤的惨剧。设计谋，识真相，为齐河
县十三口人命案查明真相，解救了魏家翁媳，救活了众人，
惩治了酷吏刚弼、花花公子吴二，让人拍手称快!

续集里讲老残挟夫人翠环与德慧生夫妇上泰山烧香，救下斗
姥宫，遇到尼姑逸云靓云，谈道入迷，翠环出尘。其中讲到
逸云着魔，由要入男欢女爱到看破红尘，讲得很是细致。由
此就知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不能太下贱，必自爱然后人
爱之然后写了老残游地狱，其中关于地狱刑罚的描写显然有
劝人向善的意味。可惜现在的人不愿看，否则倒是蛮好的教
训。后来讲到现实生活中的弊端，也不过发发牢骚罢了。



书看完了，余音绕梁，主人公的经历引人入胜却偏偏娓娓道
来，不觉间让人忘却俗尘，神清气爽。老残给我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一个人缘极好，做事有分寸、热心、开朗、大方、
口直心快的一个人，在写到玉大人时，老残直言不讳的表达
出了对于他的看法:这个玉贤真正是死有余辜的人，怎样省城
官声好到那步田地?煞是怪事!我若有权，此人在必杀之例。
当时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已是少数，由此可以看出，老残并
不是等闲之辈，淡泊名利更是他的特点，在文章结尾，老残
帮魏，贾两家逃脱险情，之后两家各送三千银子，但是老残
丝毫不收，无奈之下，两家只好准备戏班子，预留着给老残
过年，没想到老残在那天夜里就回了齐河县，显示出一代英
豪的风范。不仅如此，老残看淡男女之情，文章结尾写道老
残的一封信，内容是: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是前生注
定事，莫错过姻缘。潇洒的老残在离开朋友后留下了这样一
封信，正如徐志摩的名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老残游离大江南北，在许
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丰功伟绩，离开时清袖一挥，不留下一
丝痕迹，高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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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老残游记有感篇三

毋庸置疑，清官者，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皆因人们拥戴清
官、热爱清官，《老残游记》读后感2000字。黑脸的包龙图，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片惩奷除恶的“大青天”。奷
臣者，遭人唾骂，遗臭万年，皆因人们憎恨奷臣、厌恶奷臣。
残害忠良的秦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是跪在岳飞墓前的
(前些时候，看到网上传言，秦桧在家乡已站起来了，现在的
社会价值取向真得让人迷惘和心寒)。

刘鹗的《老残游记》中写了二个清官，读后，却让人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个“清官”是玉贤。该人是因为“办强盗办的好”
而“补曹州府”(见第三回)。他办强盗究竟办得怎么样好呢?
书中写道：“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

在《资治通鉴》中有一个描写李世民的故事，也说到“路不
拾遗”。故事名称是《上与群臣论止盗》，发生在唐太宗李
世民的“贞观之治”年代，经过是这样的：

上(指李世民)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
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市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
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
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贞观之治”时代，李世民是否真得做到路不拾遗了，我们
姑且不论。但是，李世民对“止盗”采用“疏”的方法，让
百姓富起来，“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李世民的观
点显然是合乎情理的，只是听起来太过于理想化而已。“穷
人”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消失的，又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有效消
失的。即便历史发展到现在，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穷
人”的故事却仍然时有耳闻，此仍由于合理的贫富差距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如果果真具备孔子所倡导“天下大同、
天下归一”，社会还能否发展，却是真正的令人心存疑虑!我
们所要做的是让“穷人”成为“相对穷”，而不是“绝对
穷”!

玉贤大人对于“止盗”采用却是与李世民截然相反的方法，
他用的是“堵”。他在“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
空”(见第五回)，“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见第三
回)。就曹州府这么一个小地方，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玉贤
拿住并站死的所谓强盗有两千多人。这么一个地方哪里来的
这么多强盗，全都是由于“他(指玉贤大人)随便见着什么人，
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
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见第五回)以至于老百姓非常



怕他，大家如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不敢有丝毫差错。然而，
即使这样，还是有众多的良民百姓被错当作强盗而被怨站死。
对此，老残深有感慨，对曹州府百姓深为同情，他看到雪地
中鸟儿无以觅食，“躲在屋檐下，也把头缩着怕冷，其饥寒
之状殊觉可悯。”然而，他认为“这些鸟雀跃然冻饿，却没
有人放枪伤害他……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象这
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们一个
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用站笼站杀，吓得
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
比这鸟雀还要苦吗?(见第六回)”玉贤虽然做到了“路不拾
遗”，在上级眼中能干的，在百姓眼中却是残暴的。此人表
面清廉，实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吏，为了让自己升官，
竟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问青红皂白，用百姓之血染红自己官
帽上的顶珠。老残在客店的墙上写下一首诗，对此进行了无
情的批判：“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
顶珠红。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
戎。”

第二个“清官”是刚弼。此人不同于玉贤，玉贤是一心为升
官，急于干出一番政绩来，以博取上级欢心，因此以残酷治
民，是一个实足的“酷吏”。而刚弼却不为升官，以“清廉
自命(见第十六回)”。此人清廉确也真得清廉，然而，此人
却是刚愎自用，却又昏庸无能之辈。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
的巨案，由于贾家的亲家魏家佣人急于想救出自己东家，就
对刚弼进行巨额贿赂，刚弼凭此就主观臆断，判定魏氏父女
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他的逻辑是“这
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一个人
钱。”(见第十八回)幸亏此案被老残知晓，就写信向抚台反
映情况，抚台派出白太尊白子寿来主审此案，才让魏家沉冤
得雪，救了魏家父女之命，最终又救了贾家十三条人命(这十
三人是被一种类似蒙汗之类的“千日醉”所害，通过雪得解药
“返魂香”而救活)。

对于刚弼这种所谓“清官”，白太尊有一段分析很是精辟，



也很是一针见血：“清廉人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
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有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
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

对这些昏庸、残暴之辈，老残认为：“官愈大，害愈甚。守
一府则一府伤，抚一市则一市伤，宰天下则天下死!(见第六
回)”在那样的年代，能说出如此之话，实为不易，真可谓是
震聋发馈之声也!

《老残游记》是中国四大讽刺小说之一，作者刘鹗学识渊博，
在算学、医道、治河等方面均有出类拔萃的成就，因此，就
小说内容而言，涉及各种自然科学范围颇广。尤其难能可贵
的是，作者的文采也是相当不错，特别是对北京济南一带的
风情描写，让人印象深刻，过目不忘，读后收获颇丰。当然，
刘鹗对于所谓“清官”的讽刺，悠悠以为，多少有些过了。
清官毕竟是人人诵之，人人赞之。纵观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之渊源历史，清官不是多了，而是少之又少，恰如当代社会
中的珍稀动物。刘鹗所写的“清官”实非“清官”也，这些
人充其量不过是沽名钓鱼之辈而已。

读老残游记有感篇四

刚刚读完了《老残游记》，老实说我以前对一些谴责小说是
不大感兴趣的，也没有认真去看过一部。我会选择它，是因
为以前经常听到人谈论它吧。不过当我看完它的自叙，我就
知道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它一定是一本能吸引我的小说。那
自叙太有文采、太有艺术性，且逻辑性极强，由婴儿堕地时
的哭泣，引写灵性生感情，感情生哭泣，再写到由于自己感
情极深，哭泣愈痛这个原因，于是写了《老残游记》。

《老残游记》是清末四大著名谴责小说之一，里面塑造了两个
“清官”形象。玉贤是个不要钱的“清官”，办案十分尽力，
手段也十分毒辣。先头还办了几个强盗，后来给强盗摸着他
的脾气，反倒被强盗利用，做了强盗的兵器。(五回)“玉太



尊所办的人，大约十分中有九分半是良民，半分是这些小盗。
若论那些大盗，无论头目人物，就是他们的羽翼，也不作兴
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七回)即使玉大人知道某人是冤
枉的，也不能放了他，要“斩草除根”，以防他们不甘心，
将来误了玉大人的前程。刚弼也是个“清廉得格登登”
的“清官”，但他办案全凭主观武断，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刻画了玉贤、刚弼这两个不要钱的“清官”丑恶嘴脸，揭露
了他们刚愎自用、视民如贼、惨无人道的酷吏本质。

另外，在《老残游记》里面使我感触比较深的是玙姑、黄龙
子与申子平的谈论，他们不仅说到佛经，还说到阿修罗。黄
龙说，有一位尊者，比上帝和阿修罗还要了得的，阿修罗与
上帝是平等之国，而势力尊者在他们之上。这里边还谈及儒
家的“无极”和“太极”，还有日心说。由此可见，作者不
仅非常了解中西方文化，上知天文，还对上帝和阿修罗的关
系作出独特的理解，我很喜欢那个说法，很独特，新颖，而
且很贴切。势力尊者，还隐喻势力的力量和对人的吸引力，
隐射出人们为了追求更高的势力，可以不择手段，由此出现
腐败，黑暗的官场，出现了许多另类“清官”。

在续集里面作者描写一段阴间的场景，从阿修罗这样的西方
文化转到了阴阳间的中国文化，这应该是作者在思想上的一
大改变吧。我并不喜欢用阴阳界来描写故事，因为我并不相
信和世上有鬼。不过在这里面，我认为作者只是用它作为背
景来写自己的观点。里面说到(八回)人身性上分善恶两根，
都是历一劫增长几倍的。若善根发动，一世里立住了脚，下
一世便长几倍，历世既多，以致成就了圣贤仙佛。恶根亦然，
历一世长几倍。由此说出善恶的重大区别，对于恶人一定要
重重惩罚，否则会害很多人。这是一种新鲜的善恶论，也体
现了作者的创新。里面应该还包含了作者渴望那些贪官污吏
得到重重的惩罚，渴望善良的本性。

除了上面这些，作者还塑造了玙姑与逸云这两个转型时代的
特别女性。玙姑是一个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大为不



同的女性，刘鹗是把玙姑作为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有很高
的文学水平，居家待客，细心有礼，鼓瑟、吹角。须提到的
是，玙姑身上所表现出的这些多方面的卓异的才华实际上也
是刘鹗所具备的。与玙姑的尽美尽智相比，泰山尼姑逸云就
要生活化，也要普通的多了。逸云这位女性的经历是极有意
味的，她的爱情结局不同于我们在以往爱情小说中看到的悲
剧模式。逸云的选择是一种离经叛道的选择。

读老残游记有感篇五

毋庸置疑，清官者，名垂千古、流芳百世，皆因人们拥戴清
官、热爱清官。黑脸的包龙图，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始终是
一片惩奷除恶的“大青天”。奷臣者，遭人唾骂，遗臭万年，
皆因人们憎恨奷臣、厌恶奷臣。残害忠良的秦桧，在中国人
的心目中，永远是跪在岳飞墓前的(前些时候，看到网上传言，
秦桧在家乡已站起来了，现在的社会价值取向真得让人迷惘
和心寒)。

刘鹗的《老残游记》中写了二个清官，读后，却让人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

第一个“清官”是玉贤。该人是因为“办强盗办的好”
而“补曹州府”(见第三回)。他办强盗究竟办得怎么样好呢?
书中写道：“不到一年竟有路不拾遗的景象。”

在《资治通鉴》中有一个描写李世民的故事，也说到“路不
拾遗”。故事名称是《上与群臣论止盗》，发生在唐太宗李
世民的“贞观之治”年代，经过是这样的：

上(指李世民)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晒之，曰：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
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市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
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
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贞观之治”时代，李世民是否真得做到路不拾遗了，我们
姑且不论。但是，李世民对“止盗”采用“疏”的方法，让
百姓富起来，“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李世民的观
点显然是合乎情理的，只是听起来太过于理想化而已。“穷
人”是任何社会都希望消失的，又是任何社会都难以有效消
失的。即便历史发展到现在，经济发达，物质丰富，“穷
人”的故事却仍然时有耳闻，此仍由于合理的贫富差距是社
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如果果真具备孔子所倡导“天下大同、
天下归一”，社会还能否发展，却是真正的令人心存疑虑!我
们所要做的是让“穷人”成为“相对穷”，而不是“绝对
穷”!

玉贤大人对于“止盗”采用却是与李世民截然相反的方法，
他用的是“堵”。他在“衙门口有十二架站笼，天天不得
空”(见第五回)，“未到一年，站笼站死两千多人”(见第三
回)。就曹州府这么一个小地方，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被玉贤
拿住并站死的所谓强盗有两千多人。这么一个地方哪里来的
这么多强盗，全都是由于“他(指玉贤大人)随便见着什么人，
只要不顺他的眼，他就把他用站笼站死;或者说话说的不得法，
犯到他手里，也是一个死。”(见第五回)以至于老百姓非常
怕他，大家如小心谨慎、噤若寒蝉，不敢有丝毫差错。然而，
即使这样，还是有众多的良民百姓被错当作强盗而被怨站死。
对此，老残深有感慨，对曹州府百姓深为同情，他看到雪地
中鸟儿无以觅食，“躲在屋檐下，也把头缩着怕冷，其饥寒
之状殊觉可悯。”然而，他认为“这些鸟雀跃然冻饿，却没
有人放枪伤害他……撑到明年开春，便快活不尽了。若象这
曹州府的百姓呢，近几年的年岁也就很不好，又有这们一个
酷虐的父母官，动不动就捉了去当强盗，用站笼站杀，吓得
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于饥寒之外，又多一层惧怕，岂不
比这鸟雀还要苦吗?(见第六回)”玉贤虽然做到了“路不拾
遗”，在上级眼中能干的，在百姓眼中却是残暴的。此人表
面清廉，实则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吏，为了让自己升官，
竟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问青红皂白，用百姓之血染红自己官
帽上的顶珠。老残在客店的墙上写下一首诗，对此进行了无



情的批判：“得失沦肌髓，因之急事功。冤埋城阙暗，血染
顶珠红。处处鸺鹠雨，山山虎豹风。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
戎。”

第二个“清官”是刚弼。此人不同于玉贤，玉贤是一心为升
官，急于干出一番政绩来，以博取上级欢心，因此以残酷治
民，是一个实足的“酷吏”。而刚弼却不为升官，以“清廉
自命(见第十六回)”。此人清廉确也真得清廉，然而，此人
却是刚愎自用，却又昏庸无能之辈。他审讯贾家十三条人命
的巨案，由于贾家的亲家魏家佣人急于想救出自己东家，就
对刚弼进行巨额贿赂，刚弼凭此就主观臆断，判定魏氏父女
是凶手，严刑逼供，铸成骇人听闻的冤狱。他的逻辑是“这
魏家既无短处，为什么肯花钱呢?卑职一生就没有送过一个人
钱。”(见第十八回)幸亏此案被老残知晓，就写信向抚台反
映情况，抚台派出白太尊白子寿来主审此案，才让魏家沉冤
得雪，救了魏家父女之命，最终又救了贾家十三条人命。

对于刚弼这种所谓“清官”，白太尊有一段分析很是精辟，
也很是一针见血：“清廉人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
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有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
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

对这些昏庸、残暴之辈，老残认为：“官愈大，害愈甚。守
一府则一府伤，抚一市则一市伤，宰天下则天下死!(见第六
回)”在那样的年代，能说出如此之话，实为不易，真可谓是
震聋发馈之声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