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模板18
篇)

保护生命，从环保开始。环保宣传语应该简洁明了，能够直
接传递核心信息。下面是一些环保宣传活动的执行方案，希
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一

心路成长的过程，有多少人感动了我这颗易受感染的心。李
白的豪情壮志、文天祥的大义凛然但令我最难忘的还是那颗
乐观、耐心、积极向上的心!

上帝制作出许多健全的孩子后，也许累了，就心不在蔫地制
作出了可怜的海伦凯勒。海伦，一场大病结束了她仅有19个
月的光明和声音，她的命运是悲惨的，每天只能生活在黑暗
之中。但她从不抱怨上帝的不公，仍乐观地微笑面对生活。
在她看来，苦难是最好的试金石，是对自己的一种磨练、一
种提高自我的东西，当她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竟有别人无
法体会的欣喜，是呀，没有含辛茹苦的耕耘，哪能领会到甜
入心田的快乐?海伦，你真是个乐天派!

你们相信吗?又盲又龙聋海伦竟然考上了哈弗大学!这是多少
健全儿童梦寐以求的事情啊!但是在她那闪光的背后，却有着
一个艰难的学习过程。

海伦，一个多么积极向上、不屈不挠的名字。她激励着我，
让我在人生的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二

“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的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

——题记

合上《目送》这本书，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想到日渐苍老
的父母在目送我离家时的背影的不舍，想到终有一天我也要
看着他们的背影渐渐走远，最后消失不见。从温情的开始到
残酷的结束，人生就是这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

我不知道龙应台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写下这七十四篇散文，
把欢乐的痛苦的回忆一字一句的剥开。也许人到中年的她早
已懂得了时间的无言，生命的无奈，所以才可以用如此冷静
而又温情的文字写下这些记忆。从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
子的离，到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前行。每一篇都不仅是
对亲情友情的怀念，更是对自己人生的反思。而这其中最让
我感动的还是家和亲情。

她写“家”，小时候，我们觉得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长大
了，有了伴侣，觉得有伴侣的地方就是家；再后来，有了儿
女，有儿女的地方就是家。可是后来这些家会怎样呢？。大
多数慢慢地就散了，父母会离开，伴侣会离开，儿女也会离
开，到最后也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人生，独自面对这人
生的“寒色”。

我想起我的小时候，那个天真无邪的年纪，最爱的是饭桌上
香喷喷的饭菜，每天早上热腾腾的牛奶，还有爸爸妈妈温暖
的怀抱；后来长大了，却越来越想逃离，最爱的变成了哪个
明星，哪件衣服，哪个新发型，开始拒绝父母的关心，讨厌
他们的唠叨，把他们拒之千里之外；而现在十七岁的我背上
沉重的背包，踏上去远方的列车，开始人生的新旅程。离开
了家，离开了那两棵为我遮风挡雨的大树，一个人面对生活，
最爱的变成了每天晚上家里打来的那一通电话，是他们从家
乡寄来的小吃，是每次回家的相聚。家真的是只有离开了才
会想念，那样温和的踏实感也只有家才能给的了。



可是有一天我终将远走，而他们也终将离开，家就只变成了
一个符号，一段记忆，告诉我在这段孤单的旅途中也要坚强
的义无反顾的走下去。

而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让我在这本书中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让我知道了父母的无奈，艰辛，隐忍，付出。曾经种种不理
解，种种埋怨都化为乌有，曾经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怄气，
都变成了愧疚。他们用他们的青春养育了我，我开始懂得了
他们的眼神，开始明白他们每一次的目送。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三

最近，我读了龙应台的文章——《目送》，读完之后，我深
有感触。

本文主要说“我”送儿子上学，希望他能回一次头，看
看“我”，对“我”说一声再见。可是，十几年他都没有回
一次头，只有“我”在目送，渴求有一次回头。多年后，儿
子上大学了，“我”在窗子边看着他，只是看一个高瘦的背
影对“我”说不用追。

是的，天下所有的父母不都是爱孩子的吗?他们永远对孩子充
满关心和爱护。就像龙应台看着儿子转过街才放心，就像母
亲不放心我第一天骑自行车上学，她一直跟着我到教室门口。
后来，她还是放心不下，我们就搬到离学校比较近的房子去
住，虽然这个房子又小又旧，但是里面充满了妈妈对我无限
的'关爱。

母爱如春风，如目送的深沉，有孩子的天真，有一颗最热忱
的心，滋润着我！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四



龙应台女士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喜欢他叙事的方式、很细
密的用语、以及文章中缜密的心思,读它的书总让我有无限的
想法,总让我灵魂在心灵深处摆汤,一面读著书,也一面思考,
是否有哪里和我的生活中相同? 所以这次选了很喜欢的龙应
台的作品—目送,为我的阅读主题.

一开始觉得要批判这本书实在很难,母子的亲情哪有批判的馀
地? 後来,当我在一次的仔细阅读,很惊讶的发现,这一次的阅
读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以前的这本书,在心中是惊不起多大的
波澜的,而现在,读完这本书,种种思绪却纷纷如潮水涌入.上
了大学之後,离乡背景之後,对於一切的观感都变了,对父母的
爱也不再认为是理所当然,很珍惜回家的时光,对於父母,总觉
得对他们亏欠许多.

其实这本书中常常说的是父母对子女离去的叹息,可是,子女
也和不是如此感叹?因为有自己的命运,不得不离开家乡,离开
父母,我们身为子女也是如此失落,常常在夜半人生尽绝时,默
默的流下思乡的眼泪,每一次回家,都觉得父母为何以如此衰
老?为何父母也是如此的渐渐离去? 总是为了不让他们担心,
让他们觉得自己过得很好,游子在它乡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
总是在告别时微笑的说再见,在上车时独自在心中流泪.

想讨论的第一点,这本书可能是叙述著父母的情感,以她有个
倔强的青春期孩子做对比,却总忘了,世上多少孩子,有多少人
是如此的目送父母亲的离去,对於孩子,那更是痛苦,又有多少
人曾如此公开的表明孩子的想法? 我知道有一些书有类似的
想法,但是通常被归类为心理教育用途去了.相信有许多人和
我一样,每次回家,最不忍心去面对的是父母又更白了的头发,
而父亲因为工作产生了无尽皱纹的双手,每一次回去总是担心,
是否他已渐渐垂下的肩膀也洩漏了她的苍老.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五

“这世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唯有父母之爱是为了别
离”，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绵长的目送，以及转身的怅然。

从前母亲与我不习惯相互陪伴，每次假期回家，她要么忙碌
着，要么得空能坐下来陪我坐坐说说话的时候，她宁愿到邻
居家去闲聊或者打牌。母亲与我也不习惯互送，从小到大外
出上学她从不曾送。而她每次来武汉，我总是安排好行程告
诉她怎么坐车然后自己去上班她坐车回家。然而有了孩子后，
这些却开始发生变化，每次离家母亲在车窗镜里的身影越来
越小直到看不见，每次相聚母亲絮絮叨叨说不完的七大姑八
大婆和街坊邻里的八卦，有时候甚至嫌她重复的啰嗦让她去
打牌都不去，起初我以为是为了孩子，后来我发现原来是她
老了。

是的，母亲老了，越来越像记忆中的外婆，头发花白，每一
次在离开时的村口看着我，走了很远还在身后喊，要听爸妈
的话路上要小心。外婆这样送母亲离家，也这样送我们每一
个做客的孙辈，年复一年。我体会不到老人久久站在那里，
我们从来不回头，母亲兴许回头去说回去吧别送了的情景。
如果说父母之爱是为了别离，那么这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便
把别离的滋味尝了透。

而怀中稚子，不曾离开半步，时时刻刻都粘着妈妈，无论走
到哪里都带在身边。连断奶和上幼儿园这两次本该初尝父母
之别离滋味的时刻，我都没有机会感知。感谢生活和孜孜不
倦的自己，让这番滋味自觉的推迟到孩子的小学阶段。有一
天我也会习惯送他一次又一次，而他不回头也不给
我m。simayi。net拥抱，任我原地惆怅。那又如何？生命，原
就是一种延续，一场轮回，于是有了这亲子间对父母恩的感
知和对子女情的感触。我们或许在父母那里得到的爱是粗糙
不精致的，我们给予孩子的爱或许并不是她们想要的。但是，
无论是为别离还是为相聚，就像隐瞒不了的咳嗽和贫穷，爱



是从来掩饰不了光芒的。

春风十里，总不及你，不及你送别离时，微噙的泪光；也不
及你，不及你依赖的目光里，稚嫩的期许。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六

我读了龙应台所写的《目送》以后，有一些感想，我觉得除
了第一篇《目送》和最后一篇《魂归》跟“目送”有些关系，
其余都很杂乱，几乎与“目送”没有关系，所以，大致内容
我也概括不出来。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他讲的是龙应台目送她的孩
子——华安小学到大学，然后作者的父亲住院还有火
葬。“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
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
段让人心酸和感动的文字说了：年幼的孩子长大到成人，让
她牵挂、让她失落、让她懂得怎么放手。和她父亲的去世，
在火葬场最后一次目送他——父亲的时候，明摆她和他的缘
分也就终止了。

原来，龙应台的“落寞”与儿子、父亲有关。儿子逐渐得长
大，离“我”愈来愈远，机场龙应台目送儿子的背影一寸一
寸地往前挪，直到消失。儿子都不愿意回头看“我”一眼，
感到非常失落。当龙应台大学教授的那一天，父亲开车
送“我”，但是父亲并没有把“我”送到大学的大门口，而
停在侧门的巷边，因为他认为，这种廉价的小货车不是送大
学教授的的车子。父亲生病住院，“我”每个礼拜都去看父
亲。有一次，龙应台帮父亲清理排泄物，结果让自己的裙子
也沾上了粪便。父亲对“我”对我的爱和“我”对父亲的愧
歉都告诉了“我”：不必追。



最让人感动的是最后一篇文章《魂归》，它说了龙应台的父
亲死了，村民们说，根据家乡的习俗，儿女不能亲手埋了父
母，但是，但是作者——龙应台和她的母亲却说：“最后一
次接触父亲的机会，我们不会以任何理由给任何别人代
劳。”这一天清晨，“父亲”上山了，当司仪长长地
唱“拜——”时，“我”和“我”的母亲深深地跪下，眼泪
决堤。

虽然我看得是“电子书”，有一些重复的，我不知道是故意
重复还是无意重复的。但是，这“本”《目送》十分感人。
虽然我还不是完全理解《目送》，可是，这里面有些路我可
能会走，我希望我以后也有一颗感恩和回报的心。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七

读《目送》，能让你在还可大大咧咧品尝世事时有一种意识，
去留意那些你们还未读懂的过往。小编与你分享这份感悟。

重读《目送》，总有一种静默而细腻的温暖。

似乎，一切关于生命的细碎与美好都被作者收藏于对这文字
的目送之中。

我们在人生的驿站上，亦行亦别，又目送过多少温暖与心酸。

落花缤纷，大雨滂沱，秋叶飞旋，冬雪轻拂，一场目送，几
许流转。

或许，挚爱总是深沉和凝重的，因为有这些份量，所以亲情
不会走远。

龙应台的《目送》，会让亲情的微光再次闪耀于你心中。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
间，物走星移。”

时间是残忍的，又是仁慈的，我想，如果不是龙应台的阅历，
她一定写不出“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
的地方”这样的句子。

这是一本苦涩又温暖的书，读她的书，就像读着人生。

女性的气质，学者的深度，作家的情怀，三者的完美融合，
使她的文字一直有着后土的力量：生命与思索，关怀与感恩。

无意间在室友的桌上看到这一本书，首先吸引我的就是这本
书的名字——“目送”，那一刹那让我联想到朱自清的《背
影》，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心头，带着一种好奇心，我
开始翻阅起这本书来。老实说，平时看书时，我很难有耐心
读完一本书，但很奇怪，我竟如饥似渴、如痴如醉般地看完
了这本《目送》。

我很庆幸我看了这本书，因为它让我有了更深的感悟。

《目送》是作家龙应台的作品，深邃，忧伤，美丽。书中，
龙应台写父亲的死亡，母亲的衰老和失智;写对父母的怜惜，
写兄弟情，儿子的离别，朋友的牵挂;写自己的失败和脆弱，
失落，以及一个人的走路、赏树、拍照、生活等。从牵着孩
子幼小的手，情意满满的亲情，到青春后期孩子与自己渐行
渐远的背影;从陪着年迈母亲如带着女儿一般，思及自己也曾
是父母眼前一去不返的背影，龙应台都写在了里面。

“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
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
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看到这段话，我的心颤动了一下，



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更多的时候是我
们承受爱我们的人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的不舍得、不放心，
满眼的目送，但我们从小到大只管着一心离开，从未回头张
望过。

想起，刚上大学的时候，每次放假回家都很激动，然而，快
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总感觉每个回家的假期都过得飞快，
快临近开学，背起书包，拖着行李箱离家那一刻或是父母送
我到火车站那一刻，总是很不舍很难过，父母目送着我，心
里满满的牵挂，回头看看他们，他们依然站在那里望着我，
我回头了，我害怕爸妈看到我眼睛里打转的泪水，这样会更
不舍。总觉得很奇怪，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但每每离别就感
觉自己还是小孩一样，舍不得离开父母的怀抱。有父母家人
的留恋、牵挂、等待，心里总是很温暖。

轮转那一年，国庆放假回家待了几天，感觉有被奶奶捧在手
心一样的疼爱，年迈听力变差的她听着我大声讲着我在外面
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走的那一天，奶奶坐在路边石凳上，我提着东西说了
声，“奶奶，我走了，记得吃药。”奶奶应了声，有点哽咽，
我只敢转身看了一眼，就走了。谁知道，那竟是我看到奶奶
的最后一眼，那也是奶奶最后一次目送我的背影，而我再也
没有机会去看奶奶苍老慈祥的背影。其实，想念奶奶好久
了……无论是爸妈还是奶奶，尽管是背对着离开，但我总是
能感受到背后目送我的那双双热切的眼神。

我总说自己已经长大，可仔细想想，没有给爸妈做太多，我
是否真的.感受到他们期待的眼神，我有凝视过我们的亲人离
开的背影?这些，都需要我去反思，不要让我们的家人也因我
伤心和失望，不要让那满腔的祝福变成没有回应的失落，不
要让亲人的目光从期盼变成伤感……。

现在的我，可能还不能完全体会龙应台“目送”中饱含的深



意，但是，我想，那些路我一定会走，那些目送背影的瞬间
我一定也会经历，只是我希望我以后，自己也能有龙应台那
颗感动的心，感恩的笔。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
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
又说不出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太疼的伤口，你不
敢去触碰;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
候，你不敢去注视。”这些句子忧伤带着优美，我喜欢读书
的时候把他们摘抄下来，之后，回来翻翻，又可以细细地品
味一番。

时间消失的如此之快，我们的父母终究会挂上一个共同的名
字—老人。时光荏苒，过不了几年，他们的头发会发白，牙
会掉，脸上会呈现皱纹，趁着父母还在陪伴我们，好好爱他
们，好好回报他们，好好珍惜他们，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
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离我们远去后，不要那时才后悔当初没
有好好爱，好好回报，好好珍惜。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八

对于龙应台的了解是由她的《目送》一文。后来才知道，
《目送》是一本散文集。集子里，满满的都是作者对于人生
的感悟。其中龙应台将对亲人真挚、又很复杂的情感表达得
十分真实。

朱自清在《背影》中写道，因看到父亲为自己担心操劳的背
影而油然而生的心酸；龙应台则写了两种背影。一种是目送
父亲离开人世，另一种则是看着儿子慢慢长大。渐渐只能远
望儿子高大的背影。文章抒发的是一种不舍，却又不得不舍
的心情。作者身为人子，身为人母，经历了大半辈子，回首
往事，内心泛起点点涟漪。



“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在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当作者倏地发
现当年的小男孩已经长成大人、自己也无法随时随地的陪在
儿子身边了，心里有几分落寞。全文的感情基调有些压抑，
语言却十分真诚。如今我们也生活在父母庇护的翅膀下。却
未曾报答过什么，小时候我们总自顾自地一往直前，好像探
险之路丝毫不艰险，我们去忘了回头看看保护着我们的父母。
我们快要在社会中变得独立，在将来又会目送我们的孩子。
或许真的像龙应台所说的那样，我们间的缘分就是在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中行渐远——记得回头看看关心我们的人。

……

这本书自始而终，像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将人间酸甜苦辣一
一尝遍。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九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
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这是龙应台在她最近出版的一部书《目送》中的一段。龙应
台，这支亚洲最犀利的一支笔，也会有最柔软和难以言尽的
时候。在此之前我读过她的《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
安德烈》，都是用尽了深沉和喜悦的笔锋，写尽了一个母亲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点滴惊叹和感慨。而《目送》却是思考
着生与死的人生大问题，在写父亲的逝去、母亲的垂老、儿
子的远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进的同时还写失意、
失败、脆弱和放手，这是一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美丽。

其实，《目送》只是这本书中的开篇。开头作者是写自己在
孩子第一天上学时看着他慢慢地一步一回头地走进校门，消



失在自己的视野中;再到孩子十六岁时在机场目送他离开;当
孩子慢慢地不再粘着父母，不再愿意和父母齐头并进的时候，
这个做母亲的人，慢慢地独自咀嚼着这份落寞，慢慢地眼前
出现了另一个背影，这个背影也是落寞的。在被泪水湿润而
模糊了的视线里，我们都看到了那个背影，是被长大了的我
们无意时怠慢了的父母的背影。他们从不打搅我们，总是在
离我们十步之遥的地方缓慢前行，是为了看我们是否安全，
是确保我们在无助的时候能第一个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是在
看到我们欢乐时他们也能偷着乐……是的，养儿方知父母恩。
在我们目送着孩子远离了自己的视野时，才知道这样的滋味
父母已经尝过了很多遍。

感谢龙应台的《目送》，让我们下定决心再对父母好一点，
再好一点。穷尽我所有，爱他们，因为我们是爸妈最亲爱最
疼爱的孩子!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子母女一场，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
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销售在小路转弯的
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的告诉你：不必追”

这段话，我认为是该书的精神所在，书中描述的龙应台与父
母、与孩子，一起与朋友经历的很多事情，都可以从这句话
里找到答案。因领悟到目送的必然，她在对待自己的父亲、
母亲上、与周边朋友相处上、看待生与死、周游世界时，都
能用更加深刻、更加理性的思维，更加柔和的方式，来面对。

通过龙应台的'人生感悟，我们多少能预测未来的我们，当一
个人知道自己未来可能是什么样的时候，往往能更加坦然、
更加坚强、更加乐观的面对身边的一切。因为可能预测未来，
所以更加淡定，更加懂得珍惜。



目送，站在人生的尽头，扭过头来，看看这一路。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一

偶然，发现书架上静静地躺着一本淡绿色封面的书---《目
送》，我在我的记忆中搜索着，想要寻找一点关于这本书的
记忆。可是很不幸，我似乎并没有读过这本书。静静地坐下，
拿起它，发现腰封上有这么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
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
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
诉你，不必追。”这是全书的主旨所在。

读完，发现这本书讲的是父爱与母爱。可是这世间的爱又岂
止父母对我们的爱呢?我的思绪又被拉回了那个雨天，大雨倾
盆，浇弯了树枝，浇折了小草，浇落了蝴蝶，浇湿了人群。
因为雨势过大，所以我不得已，才急忙跑到一幢大楼底下，
这才阻止了调皮的小雨滴再跑到我的衣服上来嬉戏玩耍。

不，不可能!那他是为了……我正想着，就听见老人“哎呦”
了一声，我望过去，就看见老人一手扶着腰，眉头紧皱，脸
色惨白，我连忙跑过去，扶着老爷爷，关切地问他：“老爷
爷，你咋么了，没事吧?”爷爷头上布满了汗珠，虚弱地
说：“年纪大了，不中用了，想当年一手就能提一辆呢!”我
说：“爷爷，要不我扶您过去坐坐吧，我来搬这些“大块
头”。

老爷爷也点头了。我正要搬时，才发现那些自行车凭我一个
人根本就搬不动。也许是老爷爷的感染，大家你一辆，我一
辆地搬自行车，通道也渐渐宽敞通畅了。

搬完，大家都默默离开了，我目送着大家的背影，眼眶也渐
渐湿润了，心里感到一阵阵的暖意。也许，这就是爱带来的
感动吧!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二

龙应台的《目送》是一部对亲情和周边人物的感悟性散
文，“把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
逝’和‘舍’“化作”刻骨铭心的痛”。

也许这部书正应了书中一句话——“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
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
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不同的年龄对这句话(正如这本书)，
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而这些理解也会因人而异。

生命中常常会有朋友的离去，亲人的离去，顾名思义——生
离死别。“天下无不散之席”，总不会有永恒的相聚，而我
们，活在当下，应该珍惜自己所拥有的。时光的流失是世间
万物的规律，它会带走我们的亲人朋友，还有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那是因为我们不断在成长，当我们正感叹周围
的一切都变了，其实不知不觉我们也在改变。

一生目送——我的理解也许并不够深刻，并不够成熟，还没
有经历深思熟虑的锤炼。但我往往会经过仔细思考，来写下
这些阅读中的心得，理解中的体会。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
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慢
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我们的一生都在目送。

人生的道路中，我们怀揣欣赏的眼光看世界，看世间形形色
色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成就背后，也许还有必不可少的奋
斗过程;他们华丽的外表下，也许还有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
只有从人生中理解他人的人，才能拥有自己的一番成就，总
是无用的羡慕欣赏，对自己是毫无帮助和意义的。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
啊，只能一个人走。”我们知道他们的成就，但却不知道他们
“孤独”的人生。



目送一生——每个人都会随岁月的流逝而老去，也许没人回
望自己的一生会完完全全满足吧?人性都是贪婪的，尤其在可
贵的生命面前，他们往往叹息自己的财富不够，权利不大，
但在这时光中，我们丢失的最珍贵的是什么?难道你愿意拥有
永恒的生命?人生是旅程，一个旅伴在不断变化的旅程。可以
想象当你孤独的行走于人生，周围的景色变了，亲人离去，
人生又有何意义?j.k罗琳在书中曾说：死亡对于勇敢的'人来
说是一次冒险。对于生命来说——最好的态度不是挽留，而
是珍惜，挽留不住的是生命的脚步，能留下的就是回忆。好
好目送自己的一生，同等于好好珍惜。

世间大大小小，起起落落的事，最终还是沉寂于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

凡是描写人所经历的故事，总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也许我们
有些伤痛不曾经历，但我们可以在别人的体会中体会，这岂
不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过早的体会让我们理解——再多的遗
憾与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填
补过去的空白与伤口，带着爱与释怀，与生命和解!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三

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
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适中，
把台北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
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的显露。

貌似不着边际的表述里，安置了上下三代人的默默温情。没
有浓墨重彩的去扬厉爱深爱切的感受，只是随手把捡起日子
里的点滴，然后，你会在无意之间被貌不惊人的文字打动，
会报以会心一笑，会默然神伤，会被柔软的孝顺所温暖。

写亲情一般都回难以自持在浓的化不开的情感里。但是，
《目送》不会让你如此，即便笔者的母亲脑萎缩不认识自己



的儿女，但是你也会在作者那智慧而又充满爱意的孝顺中，
看到灿烂的人性，把你温暖的留下含笑的热泪。书的最后写
到作者的父亲埋葬故里，族人把这个从台北回来的`孩子按照
当地风俗荣光下葬。你会为乡里人们那打不断的骨肉相连而
浩然落泪，那是自豪的泪，交织着民族大义的泪。一句，族
人们就像迎接自家里十几岁走丢的孩子一样的，在几十年后
接来了从台北回来的骨灰。你不能不为之动容！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四

“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
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
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的是她个人的情感。写她与儿子一起
逛街时，儿子不愿跟她牵手过街，儿子大了，有了疏离感;写
她母亲得了老人痴呆症，反反复复的问她是谁，写她与母亲
逛街，母亲的那个爱美样子;写她与父亲同样在过街时，要牵
她的手，而她已经人在中年，写她父亲最后病重生活不能自
理时，由于佣人的疏忽，眼屎黏住了眼。等等。

龙应台的文笔优美而细腻，将这些生活中的点滴娓娓道来，
那些情感也如流水般涌出笔端，跃然纸上。只是让人不禁为
之唏嘘的是，父母老后的情形。我甚至觉得在美丽文字的背
后，龙应台是不是也想到了她老时的情景?由此，你不得不想
到自己。

这个社会是需要关怀老年人的。虽都说老人像孩子，但孩子
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老，那是英雄迟暮，美人易老时。那是
一个成年人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时刻，那是垂垂老去等待死
亡的时刻。那时，多少预示了人生的悲怆。或者，说的白一
点，人，要有个好死!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五

《目送》一文，写的是作者作为母亲和女儿两个角色的感受。
下面是本站小编给大家整理的读龙应台目送有感，希望能帮
到大家!

龙应台的《目送》是本生死笔记，它深邃，忧伤而美丽，在
她的文章中我读懂了什么叫孝敬。

爱父母，孝敬他们，就是爱30年后的自己;爱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就是爱五十年后的自己。孝在心中，心存敬意。

继《孩子你慢慢来》，龙应台又创作了这本《目送》，之前
也有品读过龙应台的文字，她的文字“横眉冷对千夫指”时，
寒气逼人，如刀光剑影。“俯首甘为孺子牛”时，却温柔婉
转，仿佛微风吹过麦田，又仿佛像妈妈的手，轻轻的抚摸着
你的脸。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篇，他讲的是龙应台目送她的孩
子——华安小学到大学，然后作者的父亲住院还有火
葬。“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
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
段让人心酸和感动的文字说了：年幼的孩子长大到成人，让
她牵挂、让她失落、让她懂得怎么放手。和她父亲的去世，
在火葬场最后一次目送她父亲的时候，也就是说她和他今生
缘分也就终止了。

读《目送》懂得了对于生命，最好的态度不是挽留，而是珍
惜;读《目送》有些更深的感悟：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
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走，用现在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
口，带着爱和释怀与生命和解。



且行且珍惜!

印象中龙应台的作品都是词锋犀利，寒气逼人，直到读了她
的散文集《目送》，那温婉深沉的文字，让心有了一些温暖，
也有了一点伤感。

在《目送》的七十多篇散文中，她敞开心扉，满纸温情，细
腻地书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远离、朋友的牵挂、
兄弟的携手、自己的脆弱，还有无奈的放手等诸多心境。书
中的情节都是我们非常熟悉却常常会忽略的小事儿，看似平
淡如水，微不足道，读后感受到的却是深刻的思想和厚重的
情感：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书中有许多篇幅是讲作者与母亲的，她那年迈患了老年痴呆
症的母亲像个小孩。她牵着惶恐不安母亲的手，走在川流不
息的香港车站，带她回家。她提前24小时和母亲道别，给皱
纹密布的母亲涂粉红的指甲油和润润的口红。她哄着她，就
像当年母亲哄着儿时的她一样，耐心、细致。还有她写自己
的父亲背井离乡隔海相望的离愁，漂泊一生遥念故土的游子
之情，让人想起余光中笔下的乡愁。

最喜欢开篇的《目送》一文，写的是她作为母亲和女儿两个
角色的感受。作为母亲的她，在儿子从小学、中学，十六岁
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直到现在二十一岁就读于她教课的大
学期间，她一次次目送孩子的背影离去，一次次目送他成长。
而作为女儿的她，追忆自己成长岁月中，与父亲一次次别离，
总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在殡仪馆的炉
门前，深深地凝望，希望记住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作者写父亲时，父亲已经走了;写母亲时，母亲已认不得自
己;写孩子时，看到的只是他们的背影。于是她说：“人生走
到这样的年龄阶段，是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不会忘记书中的那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



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
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
诉你：不必追。”这样的感悟，既有遗憾，又有坚定，让我
们也为之动情。

想到自己从前每一次的离家，即使知道身后那一直注视的目
光，却都没有回头一看，现在情节重演，才能明白为人父母
心中的那份失落与欣慰。孩子长大了，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
的视线，父母日渐老去，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的世界。生命
就是一场爱的接力，我们目送自己的孩子，同时自己也被父
母目送，每个人都在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体会最复杂的人生
情感。再多的遗憾不舍都不过是生命的过程，我们只能往前
走，带着爱和释怀，用现在的努力来填补过去的空白和伤口。

这是一本好书，感谢作者，为读者带来一份亲情的感动。

这个暑假，一本名叫《目送》的散文集伴我成长。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

华安上小学的第一天，母子手牵手，当铃声响起，儿子奔跑
在人群中，妈妈在穿梭纷乱的人群中无比清楚地看到自己儿
子的背影，而儿子也在不断地回头看妈妈。

华安十六岁，到美国做交换生，当妈妈在机场与儿子拥抱告
别时，“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我一直在
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

华安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母亲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
同路，他也不愿意搭母亲的车。母亲只能在高楼的窗口望到



儿子的背影。“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在文字中看到一个孩子的长大，更读到一个母亲的深情。
我不仅想到了我自己。幼儿园里，爸爸放下我后坚决地离开，
我的眼睛一直望到爸爸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小学时，当我独
自一人走过热闹的十字路口，不必回头，我知道，有一双眼
睛在望着我，直到我安全。爸爸说：“儿子，你要快快长
大!”妈妈却说：“儿子，你怎么这么快就长大了呢?” 这个
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
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当孩子长大，从父母的生命
中分离出去，父母任是不舍，也多欣慰。爸爸的厚望，哈哈
哈深爱，且珍惜。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
啊，只能一个人走。”

书中的那些生老病死聚散离合，那些恩恩怨怨坎坎坷坷，告
诉我，人生的漫漫长路，注定要一个人走。在我8岁那个暑假，
父母让我一个人搭飞机来回北京。虽然这边有爸爸妈妈送我
到机场，那边有奶奶来接，但心里还是忐忑，当然还有一些
小刺激。脖子上挂着无人陪伴的标志，随着空乘员上飞机，
找座位，下飞机，等到奶奶来接，一切都顺利。自豪感一下
子上来了，离开爸爸妈妈，我也可以。小升初报名，排一天
长长的队，独自进到陌生的环境，接受陌生老师的考试，当
老师说“不错”的时候，一天的劳累都烟消云散了。我知道，
这样的路，我还要一直走下去。

目送，当我们目送身边亲爱的人背影渐行渐远，只要珍惜曾
经相聚的时光，珍爱彼此，就不必遗憾;目送，当我们目送时
光的背影渐行渐远，只要我们曾经踏实走过，再回首，也坦
然。

读龙应台的《目送》，我沉思良久，也感悟良多。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
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
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淡淡的
文字，隐藏着浓浓的情感，带来了深深的忧伤。

《目送》是一本极具亲情、感人至深的散文集。由父亲的逝
世、母亲的苍老、儿子的离开、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
行，写出失败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写出缠绵不舍和绝然的
虚无。这是对一种情感的目送，更是对生命的目送。

《目送》一书，封面并不浮夸：一位年轻的母亲推着自行车，
车子后座上坐着她的孩子。那是两个幸福的背影，因为我看
见了母子微微显露的侧脸上那抹淡淡的笑容。倚着墙角默默
地一口气读完，仿佛又见到了朱自清笔下的父亲的背影，那
个拖着臃肿的身子，费着劲翻栏杆为即将远行的儿子买橘子
的老父亲的苍老的背影。龙应台这本堪比《背影》般动人心
弦的温情《目送》，又让我如同当初一般潸然泪下。

已身为人母的龙应台目送着渐行渐远的儿子去异地求学;她记
起当年，父亲目送着离家求学的自己;她想起几年前，目送着
棺木中的父亲——是她第一次目送至亲的死。人生五十多才
面对生死离别，到底有点迟了。作为中国台湾的外省人，龙
应台在中国台湾只有父母、兄弟。她从未目睹过亲人离世，
直到父亲逝世。在那之前，她极爱站在高处，审视批判这个
社会。她最后一次目送完父亲，目送长大远行的儿子，有太
多的无奈和失落，却必须放手。这才使她开始咀嚼生活，才
开始懂得了生死离别，才开始知道了那种黯然神伤的感觉。

当初远赴金华求学时，父母为我搬着行李，我的心中满是对
陌生环境的忐忑和对大学生活的憧憬，滔滔不绝了一路，而
父母全然没有多少言语。到了寝室，母亲默默地为我整理床
铺，父亲默默地为我添置了许多生活用品，忙碌了一个下午，
父母该离开了，直到看到母亲红着眼望着我的那一霎那，我



的心狠狠地揪了一下。挥手告别，看着父母离开的背影，心
中是复杂的心情。接到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很明显的哭
腔，告诉我要好好照顾自己。我理解母亲，但是我却体会不
到母亲那种依依不舍的心情。面对离别，面对孩子第一次离
开自己远赴他乡，她担心、她害怕、她牵挂。也许将来，我
也会深深地体会到母亲的这种依恋。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
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
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作为父母的子女，作为子
女的父母，彼此的身份，是在一生之中一次又一次的目送中
完成转换——只是第一次的目送是成长，最后一次的目送却
是永别。龙应台说，这就是生活和生命的本真。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六

曾经细细品味过龙应台的《目送》，书的扉页是印有一句话
的白纸，写着：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兄弟们，书的腰封上
摘录了一段文字：“我慢慢地、慢慢地的了解到，所谓父母
一场，只不过……。”如今重新阅读，逐渐体会到作者把那
些和父母、儿子相处的画面交错出现，描绘着时间的前行，
感受到一脉相承的感动和谈谈的忧伤，让人觉得每一个家庭
的喜怒哀乐，不过是无限循环。

我们曾经也是天真无邪，在父母的亲情呵护下长大，无忧无
虑，总喜欢依偎着他们，享受手牵手的幸福，但不知何时，
不再去拉父母的手，甚至经常的陪伴都变成了奢侈品，总是
认为絮絮叨叨、不厌其烦，随着时间的流逝，年幼的晚辈变成
“大人”，而我们的父母，却退化成了孩子。

当自己成为一名母亲后，慢慢地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看着
他们逐渐老去的背影，苍白的头发，心里有一丝酸楚，深深
地触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看到的是曾经的“他们”，我



也在沿着他们的老路而前行。在那段青涩的少年岁月，我的
父母也只能看着我的背影，让我独自走下去，他们心里明白：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可我知道，
他们眼中的担忧、眼中的不舍……。我的孩子也成为了一名
初中生，我很怀念他童年时期对我的依赖，亲密无间，像
个“跟屁虫”一样形影不离，现在，正处于青春期的他，不
再对我撒娇，不再像小学阶段一样什么都听取我的意见，距
离感油然而生，让我有些许的失落感，但我知道，他已经长
大，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将会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去面对各
种问题，这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作为母亲，我陪同他一
起成长，同时也要学会放手，以身作则，让孩子学会感恩，
学会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拥有一颗善良的心。

人到中年，会面临种种尴尬，有时苍白无比。近两年，因家
中老人生病，辗转于医院之中，看到太多的生老病死，越发
觉得生命的可贵，健康的重要性，一代又一代，新陈代谢，
老人渐如婴儿，但却得不到婴儿般的照顾。“不必追”就是
不能追，我想告诉孩子这一切的感受，却不知他能理解多少，
所以，用行动告诉他，亲人需要我们的陪伴，不要让自己留
下遗憾，时间会让我们懂得一切，珍惜相互的关爱，从点滴
做起，从理解做起。

公众号：重庆珊瑚中学初级15班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七

整本书，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除代序《你来看
此花时》外，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有些路啊，只能一个
人走》，《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漫山遍野
茶树开花》。其中第一部分蕴含着亲情，友情，爱情等我们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却不曾被端倪的感情，以及一些我们看似
微不足道却在作者笔下开出花来的动人故事。

第二部分，可以说是此书最核心也是作者倾注心血最多的部



分。属于这一部分的主人公，是作者的父亲，一位历经了人
间沧桑的父亲。这一部分的每一篇散文，无不记载着作者对
父亲的难忘的记忆。从父亲患病到他病危，再到他的逝世，
无不饱含着作者对父亲生前的关爱和逝后的悲伤。每一篇散
文，我感受到了作者些许的幽默，然而更多的是割心的伤痛
和离别的无奈。尤其是《注视》一文，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
起了外公逝世时的场景。我的妈妈又何尝不是和龙应台一样
伤心却无奈地注视着自己父亲一动不动的躯体呢!

第三部分，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稍显多余的插入内容。这
一部分减少了对作者自身情感故事的描写，增加了对映入作
者眼帘的外部世界的描述。有关寻找杜鹃的经历，有关记叙
杜甫的文章，有关说时间的，有关谈距离的，有关普通人的
事迹，有关孟买人的境遇……虽然这些内容仿佛与第一，二
部分截然不同，没有了对儿子的目送，没有了对父亲的注视，
但是我们却不妨可以理解为作者对社会，对事物，对他人的
目送。目送时光的流逝，目送世事的变迁，目送不同国家不
同人民的不同命运的变换。

当我看到作者龙应台的名字时感到亲切，或许不仅仅是因为
曾经读过她的一些文章，我想，更是因为我们的祖籍都是湖
南，我们都是身在异地的游子!她对儿子的目送让我想起了来
上大学的时候爸爸妈妈对我的目送，她对父亲的目送让我想
起了外公离开时妈妈对他的目送，而这些目送的目光中，都
深深地烙着不舍与牵挂的痕迹。

湖南的山岭很多，每到春天，满山遍野的茶花争相开放，最
常见的是白色和红色。外公最爱的是白山茶花，他说白色纯
净漂亮。是啊，他的一生也正如白山茶一样，平平淡淡，却
总在花开的时候散发着淡淡幽香。我想龙爷爷最爱的应该是
红山茶花吧，激情洋溢，娇艳似火，就像当初那个十六岁远
走他乡，为国争光的热血少年一样!



龙应台目送共老的读后感篇十八

似乎龙应台正在用一种软绵绵的台湾话诉说着那些情感，那
些为人子、为人妻、为人母的情怀，在那里，她不再是作为
台湾文化部长这一政客的身份。

即使如此，这也是一本能够睡前午后浅尝辄止的小品文，读
起来清雅舒心，做一次心灵小憩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