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 俗世奇人
读书心得(优质12篇)

撰写培训心得是对自己学习成果的一种总结和检验，也是对
培训机构的一种回馈与评价。在这里，我们分享了一些值得
阅读的读书心得范文，希望能够给大家的写作提供一些启示
和指导。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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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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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三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正如《俗世奇人》中说
的：“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齐天的活神仙。刻砖刘、泥



人张、风筝魏、机器王、刷子李等等。天津人好把这种人的
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行当连在一起称呼。叫长了，名字反
没人知道。只有这一个绰号，在码头上响当当，当当响。”

在这本书中，我最佩服的，还要数捏泥人的泥人张了，他的
大名叫张明山。这则故事主要说：海张五仗着自己是大官的
亲戚，随口骂人。泥人张看不惯仗势欺人的海张五，就把泥
巴藏在袖口里，迅速捏了一个海张五的`头，“就赛把海张五
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鼓眼，一脸狂
气，比海张五还像海张五。只是只有核桃大小。”而海张五
却依旧嘲笑、贬低泥人张。几天后，泥人张在最繁华的街头
摆了个摊，卖得就是各式各样酷似张海五的泥人。还挂了旗
子，写了五个大字：贱卖张五。许多人都来围观，海张五恨
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只好把这些泥人都买走了。泥人是没
了，可“贱卖海张五”的故事却流传至今。

把坚如磐石的锁，上面刻着一行字：凡举起锁者赏银万两。
话虽如此，可这把石锁极为沉重，甚至没有人摇动过它，你
说这锁有多重?可有一次，张大力来到了这里，只见他手握锁
把，腰一挺劲，石锁就被他轻松的举了起来，之后他去要银
子时，老板说：“张大师，您难道没看到锁底的那一行字吗?
张大力一看，果然有一行字：唯张大力举起来不算。张大力
看到这话，知道别人在表扬他，放下石锁，开心的走了。我
觉得这个故事说明了不要靠别的途径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也许一本好书真能成就一个美好的暑假，但是读书要做到先
读，后感。你呢?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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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骥才就将它活
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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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
这刷墙的人无论是蘸浆还是粉刷，总会掉一两滴在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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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上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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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事情好象并不如此，“当刷子李刷完最后一面墙坐下来，
曹小三给他点烟时，竟然过自已精湛的认牙、看牙技艺，帮
助侦探们抓住了犯人。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人做任何
事都要细致和认真。它让我不由得想起了一个关于我自已的
故事。

记得有一次，我的画画班里举行画人速写比赛。老师在讲台
上讲着作画要求：要把眼睛画对称，鞋底要有厚度……大家
都在认真听讲，而我一个人坐在那里，迫不及待的开始了作
画，心想：哎，老师又在老生常谈了，这还不容易，啰嗦半
天只会浪费时间。我先用铅笔把人的轮廓勾画出来，接着画
头发，五官……不一会儿，好了！大功告成了！看着周围的
同学们还在理头苦干，我心里可高兴了。我一边美滋滋的'想
着：老师肯定会为了效率吃惊，一边得意扬扬的把作品交给
了老师。老师看完了画，皱着眉头，指着作品说到：“怎么
这么不细心呢，头发方向要一致、眼睛要对称呀，画前讲的
要点要注意！回去重新画一幅吧。”同学们听到了老师的点
评，纷纷停下画笔看向了我，我顿时感到不好意思，也非常
羞愧，心想：哎，早知道就该认真听讲了。我回到座位上，
静下心来，细细回想老师讲的注意事项，然后认真的把厚度、
头发、眼睛、鼻子、嘴巴这些小细节都细心的按老师的要求
重画了一次，等我再交给老师时，她才满意的点点头，脸上
绽开了如花一般灿烂的笑容。我回到座位上，窗外的阳光明



媚，鸟儿们歌声优美动听，是呀！只要认真，细致，什么事
都难不倒我。

这一次读到这篇故事后，让我更加深信一个人只要努力细致，
必能学有所收获！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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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看这本书的第一章《苏七块》时，我就一直在想：难道
这本书里的这些人都有自己先天的能力?最让我感动的是：刷
子李和苏金散，刷子李他刷完之后就绝不会有一个白颜色的
小点;苏金散凭着他精湛的医技赢得了民众的尊敬。读完了这本
《俗世奇人》我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我们一个个生下
来并不是天才，而是靠后天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和
百分之一的汗水。”

这不正体现出我可爱而又宽松的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吗?在我刚
开始学习舞蹈平转的时候我练了不到五分钟，我就不耐烦了，
我觉得肯定练不好了，妈妈并没有逼着我练，而是在在网上
查了一个有关平转的杂技表演拉出来给我看有句俗话说的好：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想：她们居然能在舞台上表演
杂技而且还是我连不好的平转。于是我信心十足的开始练平
转，一遍练不好，练第二遍;第二遍练不好，练第三遍;三遍
练不好练第四遍……。我练了十遍终于练成了平转。

让我们在赛道上赛跑，即使摔倒了，不要气馁也不要懈怠，
爬起来继续跑。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六

《俗世奇人》是我最喜欢看的一本书。这个暑假，我已经将
这本书读了好几遍。

这本书主要讲了几位厉害的手艺人，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杨
七、杨八和刷子李。先来说说刷子李的故事吧，刷子李是刷
白墙的，在他的行业里，就数刷子李最厉害了。只要有刷子
李，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

刷子李给自己刷墙定了一个规矩，只要刷墙时身上有一个白
点，白刷不要钱，刷墙的时候，他穿一身黑衣。刷子李收了
个徒弟，名字叫曹小三。曹小三一开始不信刷子李有这种厉
害的功夫，后来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刷子李真的有这种特技。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次，徒弟曹小三发现师傅身上有一个白
点，黑中白比白中黑更加刺眼，师傅如山般的形象在他心里
轰然倒去，为了给师傅挽回面子，他决定不把这件事情说出
来。可是，师傅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小三，我想你也
看见这个白点了吧。”说完，他把黑衣往上一提，原来是衣
服破了个小洞，小三看见这副模样后，一切都懂了。

刷子李的手艺令人佩服，原本刷墙的人都是满身白，他却是
满身黑，而且粉刷的质量也很好。

再说说杨七和杨八的故事吧。杨七和杨八是两位卖茶汤的高
手。有一件事使他们的茶汤店火爆了起来。有一次，一位大
官要喝他们家的茶汤，他们就做了一份给那位官人，大官人
误以为那里面的芝麻是脏东西，见了就恶心，这可怎么办呢？
杨七和杨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如果直说那是芝麻，那会
让大官人觉得自己没文化没见识。这时，杨八突然急中生智，
对大官人说：“小的不知大官不喜欢芝麻。”这一句话，缓
解了这份尴尬，从此以后，杨八和茶汤店出了名。

读完这则故事后，我想：“杨八真是个聪明的人啊，简单的



一句话就成功地消解了那段尴尬，还给茶汤店做了一次美妙
的广告。同时，这则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只要善于思考，没
有什么是做不成的'。”

俗世奇人读书笔记在漫长的寒假期间，总会有几本好书伴随
着我度过愉快而又漫长的寒假，在这寒假期间，我读了一本叫
《俗世奇人》的书，这本书主要讲的是：在平凡的世界里，
一些奇人有哪些不可思议的绝活，处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停地叫觉。

正如书名，在这凡俗的世界里，奇人异事真不少，在这些人
物中，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泥人张，他的大名叫张明山，有
一天他坐在天庆馆里喝酒，外边来了三个人，中间一位穿着
大气上档次，大家都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海张五
非常的嚣张说道：“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泥人张
听了这话，非常快的去捏了海张五，往桌上啪的一戳，转身
就去结账。

他们并不是一出生就是个奇人，而是不断的努力和坚持，才
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所以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一定要坚持
不懈，这样才能取得成功，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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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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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起了每位人物
的神奇、奇特的特点，每读完一个章节后，奇人异事就像放
片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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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拿出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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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严守自己立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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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墙时必需身穿一身黑，假如干完活后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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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得不足，被刷子李刷过得墙，不放什么装饰品，呆在屋子
里，就像仙人一般美。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要象刷子李一
样给自己订一套规矩，必需当真仔细，有不合错误的地方必
需及时改正，做到完美无瑕。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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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得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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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的将来打好基础。

俗世奇人读后感

俗世奇人读后感

《俗世奇人》是冯骥才的作品，收录着几个小故事。本书生
动、活泼，让人爱不释手。

本书有《刷子李》、《张大力》、《大回》等17个经典的小
故事。这故事里面的人物各有各的特长。难怪冯骥才说：码
头上的人，不强不活不成；小说里的人，不奇传不成。虽然
都是道听途说的真人真事，但冯骥才把他们演绎得活灵活现，
惟妙惟肖。在他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鲜活的。

《俗世奇人》中的人物，真奇、真棒、真有趣！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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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张
大力不算!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十一

这周我看了著名作家冯骥才创作的小说集——《俗世奇人》。
这本书的《序》里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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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咸土碱，风气强悍。

《俗世奇人》中共记录了18位奇人，有因立下规矩为人瞧病
必先得七块银元的大夫——“苏七块”;有天天嗜酒的“酒
婆”;有有情有义的小杨月楼义结李金鏊;有记性差、不认人
只认牙的华大夫;还有能耐特别，倒卖家产做生意的蔡二少
爷……一个个人物个性鲜明，一个个故事让人啼笑皆非。天
津卫方言中常用“赛”和“嘛”两个字，什么赛什么，嘛这
样?嘛回事?有着浓郁的当地气息。

我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被书中人物的豪情仗义感动，被好气
又好笑的故事情节笑破肚皮。有时候我仿佛置身于百年之前
天津卫的大街小巷，眼看着这一个个普通平凡的做着一件件
稀奇古怪的事情。

看了《俗世奇人》，我有一番感触。我们身处如今这个年代，
和当年天津卫百姓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但我们各有各的乐
趣，各有各的精彩。在这个暑假里，我读了《俗世奇人》这
本书，它给我带来了清凉。每天睡觉之前，我都要读3个故事。
有一天，我读了“刷子李”这个故事，真是令我感到意味深
长。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一家营业场的师傅，专干粉刷一行，
别的不干。他给你刷好的屋子，什么也不用放，就像是天堂
一样美。最厉害的是，他刷浆的时候会穿一身黑衣干完活，
身上没有一个白点，否则不要钱。刷子李就是靠这本事挣钱
的。

有一年，刷子李身后有多了一个徒弟，叫曹小三。曹小三只
不过是个端茶，点烟的。曹小三早就听说过师傅的绝活，一
直都半信半疑，非要亲眼瞧一瞧。有一次师傅出去干活，到
了那，才知道师傅每天只刷一间房子。干活前，他都要把随



身携带的小包袱打开，果然一身黑衣。

刷子李有一个习惯，刷完一面墙就要做下来休息，曹小三就
趁着给师傅点烟的时候偷偷看看有没有白点。在师傅刷完最
后一间房的时候，曹小三不小心看到了一个白点。黑中白比
白中黑更扎眼，曹小三总是偷偷地看，不小心让师傅发现了。

“小三，你是不是认为师傅名气有诈。傻小子，你再仔细看
看吧！”师傅把“白点”向上一揪，“白点”神奇的消失了。
原来那时才小三给师傅点烟的时候不小心烫的，黑裤子露出
了白秋裤。

刷子李的技术高超，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俗世奇人张大力读书心得篇十二

《俗世奇人》为当代著名作家冯骥才所著的短篇小说集，文
章单独成篇，所述背景为清末民国初天津码头市井生活，每
文只述一奇人，风格诙谐幽默，句式多以短句为主，语言文
白相间，精炼传神，故成记人叙事文之典范。

读罢此书，引我如观一部来往匆匆、地道津味的黑白色民国
电影，于我而言，只有一个字——奇，新奇于奇人，惊奇于
奇事，无奇不成事，无奇不成文，奇到隔着这些黑白文字，
就令我目瞪口呆，满脸茫然状。

想当年，天津码头，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然却
生活着一群靠自己手艺生存的底层人，刻砖刘，刷子李，泥
人张，风筝魏，机器王等，这手艺一亮，就是绝活，为常人
所不能，恐神仙见之，也退却三分罢了。

很难说，这些奇人奇事没有经过艺术的加工，但，我却宁可
相信，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在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



的人身上，我还读到了他们的善良和朴素，这种折射出伟大
至真人性光芒的美感，让我沉醉其中，不可自拔。

于人必善良，于事必认真，做一个诚实而努力向前的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