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俗世奇人读书感受 俗世奇人的阅读
心得体会汇编(优质15篇)

导游词是旅游中负责向游客介绍景点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
导游词的表达要生动活泼，通过形象的描绘和形容词的运用
来增加吸引力。导游词不仅仅是对景点的简单介绍，它还能
传递着人文情怀和历史的印记，下面是几个令人动容的例子。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一

《俗世奇人》是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这本书写的是在天
津的码头上，没有才华就难以存活的故事人物，因此造就了
一群拥有高超才艺的人，俗称奇人，一奇就演出了各种匪夷
所思的事情，却全是真人真事。

这本书里有许多手艺高超的人，如：凭着精湛的医技赢得了
民众尊敬的苏金散;力大无穷的张大力;足智多谋的杨巴等等。
不过，最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是刷子李。刷子李是一个专干粉
刷一行，他刷墙的时候手臂悠然摆动，每刷一次，那长长的
带浆的毛刷便在墙上发出"啪啪"的声音，刷过去的墙，好比
平平整整地打开一面雪白的屏障。更绝的是他每次刷墙的时
候必穿一身黑衣服，干完活身上绝没有一个白点，也正因为
这样所以人们都叫他"刷子李"。

纵观此书，作者的笔风有趣、耐读，充满了地地道道的天津
味。书中的个个奇人，在作家冯骥才独到的眼里、幽默的笔
下，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而且将揭示道理和凸显手法合二
为一，让人读起来明了、清楚，不愧是一本好书!

回到现在，这样的奇才能士也大有人在。你看，出现在《最
强大脑》节目中的每个选手，水哥王昱珩，记忆大师王峰、
郑才千，魔方达人贾立平等等，个个是能人、奇人。可是，
他们也不是一生下来就那样本事过人，而是在不断的探索、



追求中，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才有如今的作为。所以，生
活中，我们也是一样，不但要勤奋、刻苦的学习，而且要相
信自己，坚定自己的信念，这样才会成功。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二

平凡的生活中是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俗世奇人》说得好，
“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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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作干净麻利的苏七块;力大无边的张大力;手巧灵活的泥人
张……读了《俗世奇人》这本书后，书中觉得让我最佩服的
人是——”泥人张“。一次，泥人张在饭馆里饮酒，忽然大
名鼎鼎的张五爷来了。大家都放下筷子看着他，唯独泥人张
没有。张五爷刚坐下来，就和其他两个人嘲笑起泥人张来。
泥人张没有生气，用左手摆弄着一团泥巴，不一会儿就捏出
了一个张五爷的脑袋，比张五爷的脑袋还像张五爷，就是比
较小。然后泥人张把泥人往桌上一摆，走了。张五爷对泥人
张喊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结果第二
天，几个小杂货摊上摆着一排排张五爷的泥像，摊上还都贴
着张纸条，上面写着：贱卖海张五。大家都乐了起来。张五
爷花了大价钱才把泥人全买走，这就是他嘲笑泥人张的后果。
我看完这个故事后，对泥人张的手艺钦佩不已，他捏泥人的
时候是那么灵活，真是心灵手巧。我平时玩橡皮泥，总是笨
手笨脚，捏半天捏不出个像样的人来。我跟泥人张一比，那
简直就是相差”九十万八百千里“啊!

只要有一技之长，我们就会是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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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四

前几天读书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很好看，很有意义的书。这
本书的名字是《俗世奇人》。这本书里有很多聪明、幽默、
独特的人。

这些人都是民间的艺人，比如刷梅、泥人张，他们只知道自
己擅长或者精通什么。有的是像张大力、杨这样的强者，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活生生的人，有能力有个性的
人，有的自信成熟，有的英气干，都是有魅力有能力的人。

我很喜欢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得好：
“工匠靠手，手里一定有绝活。”俗世奇人中的奇人，并不
是样样精通，但生活很好，受人尊敬。现在的社会也一样。
我们不能成为什么都涵盖的天才，但我们必须有一个精通技



能的人。在这个时代，才华横溢，恐怕才华比不上别人。随
着社会和自然选择的不断进步，在这个强者生存，弱者被淘
汰的社会里，我们必须有一门手艺才能活得好。这并不残忍，
这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以刷梅为例。如果刷梅的手艺平平，还特意保证‘身上没有
白点’，不仅可笑，而且没必要，所以没人会注意他这个傻
子。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他高
超的技艺，这也透露出他对自己的自信和自豪。这也算是对
自己的一种挑战，一种奋斗。再比如泥人让你捏海。

只要你有真本事，生活永远不会平淡。没有真本事就不好了！
会不会只是普通？麻烦会一次又一次的来，把生活搞得一团
糟。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五

在寒假中，我读过许许多多的书，但印象最深的，还数《俗
世奇人》。

这本书是著名作家冯骥才创作的。这里边的人物活灵活现，
十分得有意思。《俗世奇人》中有一句话写得好——“手艺
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得有绝活，各行各业，全有几个本领
齐天的活神仙。”这人物也非常有意思，例如：客砖刘、泥
人张、风筝魏、机器王等等。原来是天津人喜欢把这种人的
姓和他们拿手擅长的绝活连在一块儿，一起称呼。他们都是
身怀绝技的奇人。不过，他们也不是样样精通，偶尔也会被
百姓们称为“绝盗”。

在我们生活中，有许多的孩子们会有自己的拿手绝活，它们
往往都不是最好的，但是，却与别人与众不同。好比我最擅
长的是绘画，虽然我不是画得最好，但却是我的爱好。

只要有自己一技之长，就必定是俗世奇人。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六

《俗世奇人》是一本极为有趣的书，书中共有十八个人物，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却各不相干，每一章节都很短。主
要以事例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一人一章节，生动而不失风
趣，百看不厌。

整篇文章都是由人物的外号开头，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我
每翻到新的一篇，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面的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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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到这儿，一下来
了劲儿，有这么厉害?果不其然，泥人张在饭馆里饮酒，看
到“海张五”拿他找乐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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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极了。

“海张五”老远瞧见是他自己，又觉得实在太丑，泥人张真
是有力地反驳了他。冯骥才先生这种写作手法很好，通过对
比来突出人物性格特点。

还有一个“大回”，大回是个钓鱼能手，他无论钓什么都有
方法。即使是被钓上来三次，背上有三根红绳的“吉祥鱼”，
他也能钓上来。虽然他后来不幸身亡，但还是有人评价
他：“人家死也死在能耐上。”说明大回真是个聪明人，人
人都喜欢他，我也是。

这本书全是真人真事，我感到有些惊讶。其实生活中处处都
是俗人俗事，只是没有留意罢了，如果我们把这些都一一记
录下来，相信能与这本书一样精彩。

俗世奇人的心得体会范文五篇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七

读书给我们人生添加光彩，阅读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取信息、



掌握文章的内容，更是为了对文章有更深的理解。比如，从
书中学习到的真理和思想，从书中的内容中得到启发的思想。
你是否在找正准备撰写“冯骥才的俗世奇人的读书心得”，
下面小编收集了相关的素材，供大家写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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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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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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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上响当当和当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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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大力扔了石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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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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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上的人，不强活不成，一强就生出各样空前绝后的人，
但都是俗世俗人;小说里的人，不奇不传成，一奇就演出各种
匪夷所思的事情，却全是真事真人。”这就是《俗世奇人》
这本书的经典之处。

《俗世奇人》是中国知名作家冯骥才的一本巨作，也是当代
最著名的一本书，该著作分上下两册，共有36个故事。由作
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一册就有6万多字。书中着力描写了苏金
散、扬巴、贺道台、张金壁等人，写得传神，写得精妙，让
人一看就停不下来。

我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特别兴奋，几乎废寝忘食，连续
几天一直看，直到一字不漏的全部看完，仿佛进入了书中的
角色，让我深受感动和启发。

“刷子李是河北大街上一家营造厂的一位师傅，专干粉刷这
一行，别的什么都不会做。据说，他要是给你刷好一间屋子，



屋里任嘛甭放，单坐着，就赛升天一样美……听了一下。上
面的选文，是不是期待下面的文章呢?好!好!好!我这就给说
一下：“他刷浆时必须穿一身黑衣服，干完活身上绝不会留
一个小白点。别不信!他还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只要身上
留下了小白点，就白刷不要钱。”怎么样，听了第二篇选段，
是不是更好奇这个“刷子李”了呢?其实啊，他是一个刷墙高
手，也是有真本事，有能耐的手艺人!他是地道的河北人，也
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传说中，“码头上的神，全是手艺人。手艺人靠的是一双手，
手上。必有绝活……”。《俗世奇人》这本过往佳作世书，
让人百读不厌，我推荐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情节好看、传
神、有趣;二是人物生动、形象、朴实。怎样，是不是很想看，
如果想看，那就赶快到书店去买一本看吧!或者抽空到书架上
读一读也可以。

《俗世奇人》这本耗尽了十年心血才完成的巨作，堪称书海
中的无价之宝，特别是《俗世奇人》书中所记载的那36位人
的精彩故事!让人很受启发，给予一种力量，甚至永远铭记在
心理。这位杰出的作家值得我们举指点赞。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八

寒假里我看了一本很好看的书，它叫做《俗世奇人》。不知
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本书，不过就算没看过也没有关系。我
来帮你们介绍一下主要内容。

《俗世奇人》主要讲了水陆码头，居民五方杂处，性格迥然
不同。然燕赵故地，血气方刚;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近百余
年来，举凡大灾大难无不首当其冲，因而生出各种怪异人物。

当我看到苏大夫有个各色的规矩，凡是来瞧病，无论贫富亲
疏，必得先拿出七块银元放在桌子上，他才肯治病，否则绝



不搭理。这叫嘛规矩?就这规矩人家骂他认钱不认人。我就觉
得虽然他的医术高明可是这钱也太贵了吧!真是认钱不认人。
可看到后来我才觉得他其实也是很善良的，他还免费给人看
病呢。又当我看到忽然三轮车夫张四闯了进来，往门上一靠，
右手托着左胳膊肘，脑袋瓜子直淌汗，显然摔坏了胳膊，疼
得够劲。这句话使我充分地体会到了三轮车夫张四的痛苦，
还将他的表情写的很传神。这句话让我觉得作者写的很好。

这本书让我知道了古代的'许多人物的故事如泥人张，刷子李，
背头杨，蓝眼，张大力，苏七块等人的故事。让我知道了许
多民间故事。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九

《俗世奇人》的天津工匠都有特长，让我佩服。快看！张大
力喜捧石锁，因人情淡薄而抑郁，冯师傅因贼身而苦恼。在
这些角色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杨八和刘道远。

金门度假村买茶汤的师傅有两个，一个胖黑老实，叫杨琦，
手艺很高，只辛苦；一个很好的白人，叫杨八，口才很好，
负责外场照顾。虽然只有两个人，却做了一笔很红火的生意。
有一天，正厅来到天津，官员们请杨岐、杨霸为李、泡茶喝。
但是李却大发雷霆，因为他把碎芝麻当成了脏东西。大家都
没明白，只有杨霸明白，三言两语解决了尴尬，让正厅赏了
他一个银两，让自己在天津扬名，但杨起渐渐被埋没了。杨
霸没有宽广的胸怀和合伙人分享自己的名声。

著名的文学流氓刘道远，想知道他死后别人的态度，就请两
个徒弟帮他装死。结果奇怪的事情就来了。一是没有姓名的
人来看热闹；因为他一张纸差点破产，老板在地上留了一大
把黏痰；一个大汉牵着一条狼狗说，他欠刘道远十块钱；平
日里，彼此十分亲密的刘道远的“一朵花”并没有显露出一
面。不仅如此，邻居乔二龙甚至带着儿子来“买房产”。七
天之后，刘道远终于要举行葬礼了。没想到平时和朋友说话



的滕黑子竟然站在队伍前面。他的哥哥“一朵花”，也站在
其中，试图抢夺金笔判官。刘道远最终接受了这一切。原来
这些人表面上和他谈过，他死后却是这样。

一种是因为说话尖刻而出名却不考虑同伴的人，另一种是想
知道别人对自己的真实态度是什么，但知道结果后几乎崩溃。
虽然经历不同，但都告诉了我们一些道理。事情，但都是真
实的故事。码头上的人没有力量是活不下去的。他们强大了，
就会生出各种前所未有的人物，但都是俗世的人；小说里的
人不能不让人惊奇地传承下去，可以不让人惊奇地表演各种
稀奇古怪的东西。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

今天我读了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这本书。书中写的是在这
平凡的世界里不平凡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如：
苏七块、大回、杨背头、杨巴在这些奇人中，我认为最绝的
是泥人张。

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
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我读到
这，来了劲儿，难道他真的这么厉害?果不其然，一天，泥人
张和往常一样在天庆酒馆吃饭，听到权贵海张五说自己的泥
人就算是贱卖也没人要，便从鞋底扣一块泥，用左手几个手
指飞快地捏起来，比变戏法的手指还要快，一会儿功夫，便
捏出一个海张五的脑袋，只有核桃仁大小，比张海五还像张
海五，并且第二天他捏了两百来个张海五，还写着贱卖张海
五。

我还喜欢大回，他是钓鱼高手。人说钓鱼凭的是运气，他凭
的是能耐，无论钓什么都有绝活，甭管水里的鱼多杂，他想
要那种鱼就专上那种鱼，还能钓完公鱼钓母鱼，钓的大鱼比
他还沉，钓的小鱼比鱼钩还小。虽然他后来不幸身亡，但还
是有人评价他：人家死也死在能耐上。说明大回真是个聪明



人，人人都喜欢他，我也是。

泥人张和大回的绝活不是天赋，不是生下来就有的，而是靠
自己的勤奋一点一点练出来的。但是，如果只是靠练，想要
练出一样的本事，又有多少人能坚持下来呢?答案一定是：极
少数人。所以，想练手艺，除了靠勤奋和刻苦，还要有坚定
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能成功，不能半途而废，要坚持下去。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一

语文老师给我们推荐了《俗世奇人》，我两天就看完了。

我很喜欢《俗世奇人》这本书。太美了。书中的语言有一种
独特的味道，作者描述了每个活着的人，仿佛站在我们眼前。
《俗世奇人》主要讲一些关于天津的趣事，比如画墙功力高
超的《刷梅》，大有实力的《张大力》，专门辨别古董真伪的
《蓝眼》。

在众多角色中，印象最深的是“泥瓦匠张”。有一次，泥人
张在饭馆里喝酒，突然有名的张来了。大家都放下筷子看着
他，但泥人张没有。张一坐下，就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嘲笑那
个泥人张。泥人张并不生气，左手拨弄着一团泥巴，不一会
儿就挤出了张的一个头像，跟张的头像差不多，只是更小。
然后张把泥人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张吴冶对着泥人
喊：“这破手艺也要赚钱，没人愿意便宜卖。”结果第二天，
几个杂货铺摊上摆了一排排五老爷的泥塑，摊上还贴了一张
纸条，上面写着：便宜卖五本书。大家都开心。张花了很多
钱买了所有的泥人，这是他嘲笑泥人张的后果。看完这个故
事，我笑了，佩服张的手艺。他捏泥人的时候那么灵活，真
的是别出心裁。我通常玩橡皮泥，但我总是笨手笨脚的。时
间长了找不到像样的人。我跟泥人张仪比，简直是“九万八
千里”的差别！

原来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人，不仅仅是电视和报纸上，



我们身边也有。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二

“哐!”随着一声关门声，我回到了家。家里没有人，只有一
个包裹静静地躺在沙发上，我打开包裹：里面是一本书，封
面是深蓝色的，旁边用繁体行书写着“俗世奇人”，书上有
许多小插画，突出了它的年代感。我十分好奇，既然大家都
说开卷有益，我便打开书读了起来。

开卷后，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苏七块的故事，他的绝活就是
治骨折。可人有了能耐就是任性，苏七块虽有妙手回春之术，
却没有悬壶济世之心。他给别人看病非得要七块银元，真是
利欲熏心。当然这里面也不只有反面形象，还有正面形象，
比如泥人张，海张五戏弄他，他就用自己高超的技艺进行回
击，真是聪明机智。

在书里面，作者冯骥才既赞美了泥人张、刷子李等人的技艺
高超，还讽刺了像苏七块这样爱财如命和当时人的愚昧无知。
现在的人们都是用知识证明真理，高科技使生活各处更加便
捷。可我也不得不承认，一支笔有时比高科技更厉害，你能
用这把“刀”讽刺人，还可以让它变成一束花去致敬一个人，
唉，笔才是最厉害的武器。

在生活中，像这样身怀绝技的奇人也不少，俗话说“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你尽力，去热爱你的这份工作，
你也能成为一个“奇人”。

小说《俗世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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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三

最近我读了一本书叫《俗世奇人》，这上面的人物各色各样
的奇人，都是硬碰硬的来，手艺人靠的是手，手上就必须得
有绝活，有绝活的吃荤，站在大街中央;没能耐的吃素，靠边
呆着，这一套规定可不是谁家定的，它可是地地道道码头上
默认的一种活法。

让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刷子李》这个故事，刷子李是河北
大街一家营造厂的师傅，专干粉墙，别的啥也不干。最绝的
是他刷墙必穿一件黑色衣服，刷好后身上竟然一个白点都没
有，若有白点就全当白刷不要钱，我是佩服的狠，刷墙这么
脏的活竟然有人身上可以一个白点都没有。刷子李有一个小
徒弟叫曹小三，曹小三一直半信半疑，不信师傅有这本事，
他时刻关注的刷子李身上干完活到底有没白点。有一次刷完
一面墙师傅抽烟休息时，曹小三看到了一个白点，他突然觉
得师傅如山般的形象没了，最后刷子李看出了他的心思，说：
“以为这是白点吗，你在仔细瞧瞧”。原来是师傅抽烟烧了
一个小洞，里面映出的白衬裤。

看完这个小故事，我不得不说刷子李真牛，别人认为不可能
完成的事，他都可以轻松的做到，可想而知他背后付出的努
力，除了佩服他之外，我想更应该学习他努力和对自己非常
的自信。

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四

合上《俗世奇人》，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又再一次浮现在



我脑海中。“酒婆”的遭遇让我匪夷所思；“泥人张”智斗
海张五的场面引我开怀大笑；李金鏊的义气使我心中泛起丝
丝敬意。

当然，这一个个看似平凡的“俗世奇人”让我触动最深的
是“死鸟”。起初读这个故事，不禁泛起万千个疑问：到底
是写人的还是写鸟的？若是人，为什么叫这个名？读完，我
不禁皱起眉头，油然而生的则是层层的罪恶感。文中的“死
鸟”只会巴结、讨好上司，让上司把气撒在自己身上。别人
都是以自己的能耐步步高升；他呢，凭的是一张只会拍马屁
的嘴，一副阳奉阴违的姿态。即使升官发财，也只能遭到世
人的白眼，让自己的自尊尽失。不过，应了那句古话“好人
有好报，坏人有坏报”。“死鸟”养的一只八哥学尽了他的
话，在上司来他家的时候报出了“死鸟”曾经咒骂上司的话，
使上司大怒。读到这里，我拍手叫好，如果“死鸟”因这句
话而官财尽失，有谁又会去同情他呢？“死鸟”为了报复那
只八哥，把八哥抓了起来，大骂“死鸟”。不料八哥逃走了，
并学会了刚才的那句话，因此，“死鸟”这个名称也从此传
开了。

有让我厌恶的人物，那必然也有让我敬佩的人物――好嘴杨
巴。一看这个绰号，想必你心里也知道了，这人定是巧舌如
簧类的。不错，那你听我细细道来：中堂大人视察天津卫，
为了让中堂大人高兴，知府特地让杨氏兄弟（杨七杨巴）进
献香茶。但那茶上面撒了一通芝麻，却说中堂大人不知道，
以为是脏东西，勃然大怒。这好嘴杨巴心知肚明，说他不知
道中堂大人不喜欢吃芝麻。这句话简直妙不可言，即替知府
解了围，又让中堂大人知道那是芝麻，给中堂大人台阶。

空前绝后的俗世奇人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充满天津味
且言语风趣的文字引我进入了民国初年的天津卫。由文字与
人物组成的故事，使我牵肠挂肚、魂牵梦萦。

小说《俗世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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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世奇人读书感受篇十五

这个学期，我读了《俗世奇人》。读了这本书，我非常有感
触。

这本书主要讲述了清朝时期一个小码头上各种各样身怀绝技
的活神仙。比如妙手回春的苏七块;刷浆不漏的刷子李;力大
无穷的张大力;捏泥神态逼真的泥人张;能说会道的好嘴杨巴
他们虽然都是俗世俗人,却个个身怀高招,有独门绝活，在码
头上享有盛名。

读了《俗世奇人》这本书，我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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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了这两点，我想我们就可以
取得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