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读后感(精选10篇)
读后感是种特殊的文体，通过对影视对节目的观看得出总结
后写出来。当我们想要好好写一篇读后感的时候却不知道该
怎么下笔吗？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
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目送读后感篇一

翻开《目送》，竟然让我从头到尾保持眼睛酸楚的那种感
觉——仿佛一个饱满欲滴的石榴果。

龙应台的文字温暖隽永，仿佛和煦的微风拂面，带着淡淡的
伤感，一点一点地浸透到灵魂深处。优美的文字，除了能够
撩拨人的心弦外，还能让人有一种美的享受。

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淡淡的文字，凭吊的语调，细腻的感受，
完全没有华丽的影子，也没什么大悲大喜，但却能让人很认
真地读下去，在无形间净化我们那被尘埃腐蚀的心灵。

这是一本记录她生活点滴的散文集。这本书中，她用优美的
文字记录了自己作为母亲在面对日益成长的孩子时所遭遇的
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自己作为女儿在面对日益苍老的
父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自己作为采访者所熟悉付出
的那份真切；记录了自己作为敏感细腻的女人在面朝大海，
耳闻杜鹃时感受到的那份凄楚和伤痛。

《目送》七十二篇散文，文字抚过了父母、子女的亲情，知
己好友的友情、周围世界的植物、动物、风景……用那最细
腻柔软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出最动人的心弦的那种感觉。读
起来，连呼吸都充满了共鸣的激动。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也成为
了那个凝望背影的人时，才会真切的体会到父母那份痛楚与



沉默。小时候父母把我们当孩子，父母老了我们把它们当孩
子。我们会懊悔，懊悔曾经的无知，但时间不留给我们一点
机会。我们想告诉自己的孩子这一切的感受，可被时间悄无
声息的挡住了。时间让我们改变，让我们懂得了一切，也让
我们失去了很多。

人生是一场别离。真的是这样，有些感受只能一个人体会，
有些泪只能一个人掉，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
个人过，有些路啊，真的只能一个人走。明白了这些，才算
是真真正正成长了吧。

人生这场离别，谁也逃不过。爱父母，爱孩子吧。相聚的时
候，请珍惜；离别的时候，请珍重。

目送读后感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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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读后感篇三

望了望墙角拥挤的书柜，我将一摞新书放在书桌上。第一本是
《目送》。目光流离，墙上的万年历已将近撕去一半。今天，



是农历谷雨。视线停滞在底部一行清晰的楷体小字：谷雨，
谷得雨而生也。

夏至之后，我才有机会掸去书上覆罩的薄薄灰尘。翻动着书
页，我犹如成为一个隐形的观众，凝神注视，龙应台在拥有
女儿与母亲这双重身份时所做的一切：给母亲描黛眉，抹胭
脂，点口脂；替父亲擦拭残留的污渍，买棉衣棉鞋；为孩子
制作点心，接送上下课在她行云流水的文字间，我们知道了
三代人的故事，他们像是三条曲线，不管距离多远，都会在
某个时刻交错重合，遗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与震撼。

当曲线在无限靠拢时，总有些意外，使得它们加速般地峰回
路转。当母亲与孩子再次相会时，那个熟悉的小人儿已经不
知踪迹，换回来的，是一个比她还高，棱角分明的十七岁少
年；当初那黑白分明，水清见底的欢快眼睛，也转变得深邃
而深藏不露；以往黏人的小宝贝，如今，即使是同车，也会
戴上耳机，把自己隔绝在另一个时空中，听只有一个人能听
的音乐。

在青涩少年的岁月里，我们都开始任性地展现自己的风格：
上街时，甩开了父母习惯性牵起的手；冬天的早晨，对递过
来的衣服视而不见，头也不回地奔向晨雾中。当我们为自己
这种彰显成熟的行为而沾沾自喜时，父母不会多说什么，他
们会偷偷把衣服藏进书包，在清晨准备好营养具备的丰盛早
餐。默默地做着一切。天底下的父母，在我们不会察觉的地
方，都在扮演着相同的角色。

曾在《读者》看到过一篇同名文章，其中的一句话，我将它
选作文章的题记。相似的处境，相似的目送。龙应台告诉我
们的是，不必追，而这位作者却告诉我们，自己走下去。

我们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得到了想要的一些，却失去了不
想失去的一些。那熟悉的背影与面容中所承载的离别、怀念
与重逢，铸就了我们在未来的目送中，所赋予的形象。



可是。习惯于被目送的我们，有曾注意过身后的一切吗？当
我第一次在目送中回首时，心中，有了异样的感觉。

我的外婆与我们分居两地。因此，只有在假期中，工作繁忙
的父母才会把我送到外婆那儿。外婆并不善表达，是个少言
寡语的人。在炎热的夏天，她会及时的端上一盘爽甜的西瓜。
然后，继续手中的针线活。时不时，还会抬头看看我，嘴角
处，是浅浅的微笑。

每当我不得不回杭州时，外婆也不会多挽留，只是默默地帮
我收拾好行李，再将我送上到车站的计程车。透过车窗，我
看到她眼底的不舍。就在车子在公路上匀速行驶时，我猛然
想起，还有一个箱子落在了外婆家，又折了回去。在接近时，
没想到，我看见，外婆依旧站在屋外的那颗大树下，姿势没
多大变化。我知道，她的腿一直不怎么好。她看到我，脸上
的惊喜再也隐藏不住了，笑容绽放。事后，我问司机，司机
回答说，当时，我们已经行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路程。听到回
答，忆起那个树下的人影时，我的眼睛里，不知何时，蒙上
一层薄薄的水雾。

每次，在我们离家时，有没有注意到背后的人一直目送着你
消失，收入眼底的，只有父母那的模糊身影。脸上的表情，
仿佛一直笼罩在偌大的阴影中，是真的如此？还是我们一直，
不曾留意。

龙应台在自己当了母亲后，才明白父母当年的所作所为，她
后悔，想弥补，因此，才在他们风烛残年之时，尽了最大努
力，令他们能不留遗憾。龙应台知道，我们也将会知道，在
被目送中成长，纵然，只有失去才会懂得珍惜。

当父母站立在我们的背后，在目送中，凝进他们的无限爱意。
当时光流转，我们的位置进行转变，做着当年相同的事情时，
所有人心里都清明如镜。有时，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那一次
的暮然回首。稍纵即逝间，无须再，来去匆匆。



目送读后感篇四

今天，我在家里读完了《目送》这本书，感觉对我的写作文
有很大的帮助，目送 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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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文字让我得到了感悟：当大家长大了的时候，家长们应
该学会放手，让我们自己闯出一片新空间，而不能扼杀在对
孩子的溺爱的摇篮里，读后感《目送 读后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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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深跪下，眼泪决提。读到这里时，我



不禁发现，全国各地的人们，对自己的长辈都是无比的孝顺，
因为，没有了他们，就等于没有了他们自己。这也是都长辈
的一种尊敬。

虽然我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读透这本书，但，它却深深的留在
了我的心里，一辈子也不可能忘记。

目送读后感篇五

而今的龙应台，在《目送》中，有了更加丰富多变的内涵。

这是一本记录她生活点滴的散文在这本书中，她用优美的文
字记录了自己做为一个母亲在对待日益成长的孩子时所遭遇
的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自己做为一个女儿在面对日益
苍老的父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自己做为一个采访者
所悉心付出的那份亲切；记录了她做为一个敏感细腻的女人
在面朝大海耳闻杜鹃时感受到的那份凄楚和伤痛。

翻开这一本《目送》，竟然能让我从头到尾都保持眼睛酸楚
的感觉——仿佛一个饱满欲滴的石榴果，轻轻挤一挤，眼泪
就要往下掉了。

《目送》，七十三篇散文，文字抚过了父母、子女的亲情，
知己好友的友情、周围世界的植物、动物、风景……用那最
细腻柔软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处最动人心弦的那种种感觉。
读起来，便连呼吸，也充满了共鸣的激动。

最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最柔软的时刻。当孩子一天天地长大，
她的忧伤却与日俱增。昔日为了孩子，她辞去文化局长的官
职，抛开博士高官的美丽光环，毅然离开，重归学者作家的
生活，仅仅是因为她突然之间的反思：“会不会你赢得了全
世界，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她是这样优秀清醒的女人，明确地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



段有着怎样的责任，知道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事业的成功
和虚浮的掌声，所有的精彩，在繁华落尽时，也许留下的不
过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一份遗憾。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象她这
样清楚地获知生命的本象。

在面对孩子时，优雅知性的她，和所有平凡的母亲一样，困
惑而挫败

不同的`是，她聪明和懂得控制的头脑，使得她在面对孩子的
独立和疏远时，懂得用压抑自我的方法去尊重他们做为一个
独立的人所理应拥有的自由和尊重。而她的骄傲和锐气，在
汹涌的母爱面前，也只能委屈地选择让步。《母亲节》，原
本以为会是一个温暖感人的故事，没想到透过安德烈寄来的
一封电邮，让人在一篇既凸显了母亲的琐碎，又记录了母亲
的无奈的幽默小文中，读到她心底深处那份无从说起的寂寞。

目送读后感篇六

这是一个关于光阴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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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也慢慢地变成
了别人眼里的背影。

翻开《目送》，一本记录龙应台生活点滴的散文。她用优美
的文字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在对待日益成长的孩子时所
遭遇的种种困惑和小小的失落;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女儿在面
对日益苍老的父母时耐心温柔的守候;记录了自己作为一个敏
感细腻的女子在面朝大海、耳闻杜鹃时感受到的伤感和彷徨。
她用最细腻柔软的笔触，写尽了幽微处动人心弦的种种感悟。
读起来，连呼吸也充满了与之共鸣的渴望。

她，拥有着不凡的骄傲和锐气，然而在汹涌的母爱面前，也
心甘情愿地作出了让步。在浮华的万千世界中，她常常这样
反思：“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但你却失去了你的孩子?”
因此，她辞去了文化局局长的官职，抛开了博士高官的耀眼



光环，重归学者作家清新淡雅的朴素生活。素雅如她，淡然
如她，她明白在虚浮和掌声过后，在繁华落尽之时，留下的
也许只是一份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她用淳淳的真情，让孩
子感受到温暖细腻的母爱;她的优雅知性，也使孩子拥有了作
为一个独立的人理应得到的尊重和自由。

也许是随着岁月的增长，人的心也变得容易忧伤罢，曾经视
若无睹的东西，不知不觉间也在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我
们开始在乎起父母越来越多的皱纹，也开始担忧起孩子越走
越远的脚步。所以，书中的一字一句仿佛踩在我们最柔软的
心房上，让人流下暖暖的泪来。

人生是一趟旅程，每分每秒，我们的旅伴都可能在前方的转
角消失。有的人懂得珍惜，能与亲爱的人相伴走完整个旅程;
然而，有的人只顾着留意峭壁上那丛艳丽的花，等突然惊觉
四下阒然无声时，却早已“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
处”了。

目送的读后感3

世上最令人觉得悲哀的事，若要排个名次，那么送别肯定能
位居前三名。无论是送亲人还是送朋友;送得远还是送得近;
暂时送走还是永远再见，多少都是令人悲哀、叹息甚至掉泪
的。我们送走一个人后，回来的可能是希望、可能是失望;可
能是成功、也可能是失败;可能是任何东西，也可能什么都没
回来。

我也经历过送别。送别我的爷爷、太爷爷(他们再也没有回
来)，送别我的幼儿园、小学(我还可以进去，但再也不能回
去了)。我也被送别过：上学、出门(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反
正，不论是送别还是被送，滋味都不好受。

每周，这样的一幕都会上演，我还是忍不住想到：为什么以
往妈妈天天送我去上学、上课，我也常常送她上班、出差，



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不舍和难过的感觉呢?她想必也很不舍吧，
看着那个以前天天被自己牵着、护着的人儿的背景越来越小，
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拐弯处，心里怎么踏实的呢?这个问题
的答案，我想，只要是经历过目送或被目送的人，心里都有
底——现在我们能感知到这种情绪。送别会令我们难过，但
这是成熟的路上必须迈过去的一道坎儿——放下。

其实，目送别人渐行渐远，就是一种放下。他会用默默的背
影告诉你“不必追”。无论是谁都会有不舍的时候，但是放
下一个人，让他走，自己只是目送他离去，也必须学会。只
要我们领悟了目送的真谛，就会发现：送别，真的很美。

目送读后感篇七

之前看到一篇小文章讲述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男生回去老家
过年，当要回老家时，他的奶奶含着泪告别表现的是十分的
不舍他走，而男生心想的是：又不是不回来了，干嘛那么严
肃。之后的.几天他听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奶奶走了，离他
而去了。这时的他才知道自己的错误，为什么当时自己不好
好珍惜呢。

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小时候总是盼望着赶紧长大来保护
家人，可是越长越大，发现自己的矛盾与父母的矛盾越来越
大，他们有时很烦，很多话，甚至小到每一件事都要管，就
越反感他们厌恶他们，但是他们有些事情对我们却很关心，
吃了吗？天冷了多穿衣甚至去超市也按照着我们的口味来买
东西，不论那件东西有多贵，他们总是舍得。

而我们有时却忘了这份他们对我过分的关心，我们不懂得如
何去体谅他们，珍惜他们对我们的这份关心。

我们都应该自己慢慢的走，等后面的父母走上来，不应该让
自己的背影渐行渐远。让他们看着我们目送到下一个路口。
还记得小时候不去上幼儿园，父母是一步一步鼓励我去上回



家后还有当天的奖励，如果获得小红花，还会带我出去玩儿，
其实这些都是她盼望我们早日学成，但之后越长大就越不懂
珍惜。

珍惜可以挽留，不是吗？我们应该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事物，
所拥有的每一天，珍惜父母对我们的照顾。

目送读后感篇八

初中时，课文里就有朱自清的《背影》这篇文章，起初，是
怀着那份对课文的任务式心态去读，更多的，也只是对于那
些生僻词而咬文嚼字地费心注释，读了一遍又一遍，不过是
味同嚼蜡。可是，随着年龄的一点点增长，生活阅历的不断
丰富，渐渐地，我似乎可以在生活中找到朱自清与他父亲当
时的影子，竟与如今我和父母之间的每一次离别都何其相似。
于是，我渐渐喜欢上了这种无言的背影，无声的爱。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龙应台老师的文字。在她的笔下，我感
受到的，是类似《背影》散文似的柔情，却又不仅仅是一份
亲情的温暖可以简单概括的。她的文字如黑暗中的一道光，
照亮了我整片天空，让我的青春因有了亲情的陪伴而不再叛
逆，不再迷茫。

看过龙应台文章的人大概都了解，她的文字风格大多是写她
遇到的人或事，取其温暖可爱处写，黑暗和阴霾与她的文字
是隔绝的。你能够透过她的文字，看到生活是平稳而美好的，
感情是舒缓而沉静的，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而今天，我要谈的，便是包含了七十三篇散文，
被称为“二十一世纪的《背影》”的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
书——《目送》。

龙应台于《目送》这本书里，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
的离、朋友的牵挂与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她的失败和脆弱、
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绝然的虚无。她写尽了幽微，如



烛光冷照山壁。正如书的封面所言：“这是一本生死笔记，
深邃，忧伤，美丽。”

很喜欢书中的那篇名为“你来看此花时”的代序，她说，要
想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因为只有一个人走路，才
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很巧，我也喜欢走路。每当读
书累了，亦或是闲暇之余，与其窝在宿舍睡觉打游戏，我更
喜欢的是，出门走路。值得叹息的是，那时的我，当遇到迎
面走来三三两两的人在嬉笑聊天的情景时，总有些孤独的情
愫涌上心头。

人生不过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旅行，旅途中，总会遇到形形色
色的人与风景。从前，车，马，邮件都很慢，在慢下来的时
光里，我们用心去感受每一份美丽，惊喜于每一份来自大自
然的馈赠。可转眼现如今，社会满是喧嚣浮躁之气，在利益
的诱因下，人们找到了一种记录美的快捷方式——相机。

不可否认，相机的确很便利，它可以将大自然中那一刹那的
美丽定格在一张张照片里，供日后慢慢欣赏。可又如何知道，
这样的美，却是失了灵魂的，这些尘封在记忆里的，终究会
随着时间消散。因为啊，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不是那机器，
而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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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放下手中的相机，它不过，
是心的注解，眼的旁白罢了。

《目送》这本书里，最经典的那段话莫过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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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着儿子华安的离开，身为最爱他的母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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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着父亲的离开，在距离炉门不过五米的地方，深深、深深地
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每一次看似深情的目送
背后，却是无法割舍的亲情与怅然若失般的留恋。

这本书里，作者的主题是生离死别。于是，在人生的大命题
之下，龙应台的文字是伤感的，但这份伤感也渲染着温情的
基调，并不是冷漠而生硬的。纵然以强硬的姿态插入人类的
生命，她的描写也是温和的。生命的大悲凉，因她的文字，
而染上了一层暖色。

目送读后感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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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
地方，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原来，父母正在老去……

每次母亲、父亲用温柔的目光望着我远去的背影，我可能不
以为然。但他们用最深沉的目送真挚地传达一份对渐行渐远
的那个人的爱，是滚烫的泪，炽热的爱。《目送》通过时间
的描写顺序，记录了华安从小到大的过程，作者一次又一次
地目送，一次又一次去爱。然而，从粘着母亲，从熙攘的人
群中迫切地去寻找妈妈踪影的小华安，似乎随着华安的逝去，
而变得孤傲，“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我们
知道，他变了。“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他消失前点的那一瞥。
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这个羽翼还未丰满的懵懂少年，
厌倦了母亲温暖的怀抱，而去想飞出紧锁的鸟笼，他的内心
世界，也许那样波涛深邃，但是年迈的妈妈，已进不了他的
内心世界。

作者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她的落寞，与另一个背影有关。



课文中曾这样提到：“女儿，爸爸觉得对不起你，这种车子
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父亲的自责，似乎像一把锋
利的刀扎在她的心上，有种隐隐约约的痛，淡淡的辛酸。但，
这融入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是悔恨，也略带歉意。像苦
味巧克力，浓稠的味道糊在心头。甚至比天高，比海阔。但
目送父亲高大且强壮的背影，慢慢地矮小了。变得更加幼稚
了——————“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的裤腿，但你
能做的，是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可他对你的爱
仍在沸腾，在轮椅上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也许累了，只能等
待时光的安排，不能再目送“我”——————消失在他的
视线。而他这个样子所渴望的，是你对他深远的再次目送。
只是意味着，谁和谁的缘分在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
渐远。你在这一头，目送着他，直到消失在你的视线，而回
答却是：不必追。

曲折的山路只能自己走，不管路途遥远，道路泥泞，都要勇
敢地向前迈出。到达终点时，你会为自己的勇敢而骄傲！

或许这本书，在诉说着自己酸甜苦辣的人生，而我们，要用
心体验······

目送读后感篇十

中风后的父亲不得不承受躯体瘫痪和语言障碍的双重折磨。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的老人不复往昔戎马倥偬，横刀立马的革
命英雄形象。父亲的一生所有的大起大落和悲欢离合汇聚成
一首英雄迟暮的悲歌。

那丰满的皮肉被病痛榨成干瘪可怖的枯槁，不言语和情绪在
咿咿呀呀的沉吟中失了最后一点声息。而那曾经笑靥如花的
母亲早已在记忆的漩涡中走散，她那返老还童般着上一层童
稚的神情透露着被时光抛弃的哀怨。

她常常一个人发呆，时而欢喜，时而一副悲从中来的样子；



她时而失意，时而又因为忆起子女而恢复欢喜。

病痛和衰老的残酷一齐折磨着他们。

父亲和母亲竭力融入这个早已不属于他们的瞬息万变的时代，
可是世界却残酷地一丝一缕地斩断着和这些老人的联系。而
他们的孩子，束手无策。

当父亲经历了几起惊心的交通事故之后，女儿义无反顾地劝
他远离爱车，晚年仅有的乐趣业已不复存在；挽着母亲走在
熙熙攘攘的现代商城之中，满眼当下潮流，她的女儿会毫不
犹豫地向她解释高跟鞋如何不适用于她，直到她滴溜溜的目
光转回女儿仅仅攥着她的手。

老人们更像是上一代失落在这个世界的孤儿，妄图融入社会
却又格格不入，儿女成了他们和新世界牵线搭桥的主要媒介，
同时也是把他们和新世界隔开的挡板。

减少与世界的牵绊，避免给儿女制造麻烦是很多老人平静面
对人去灯灭之宿命的唯一慰藉。

世界上的人几乎都历经这样的轮回，送走上一代人，做下一
代的引路人，这也成了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使命之一。父母
托举着生命的光亮却不是太阳，因为他们时时刻刻有消耗殆
尽的危险。终此一生，他们所留下更最多的还是精神的永恒。

缘深缘浅，能行多远我们未可知。但是人人可以明确的是死
亡终有一天会拉开两代人紧紧攥着的手。而在这种终结之后
我们所赖以支撑，砥砺生命严冬的却还能来源于永恒的温存。

我想起很多年以前，有人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饼卷肉的故事。

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建筑队工人，在离家几十公里的县城依靠
粗重的体力活养活全家人。终日忙碌的父亲少有机会见到儿



子。直到儿子考上了当地县城的中学，父子俩离得近了，父
亲忙里偷闲也来学校探望儿子。

父亲每次前来都会带上一种叫做饼卷肉的当地小吃，薄薄的
饼皮裹着细碎的牛肉，咀嚼之后满口留香。儿子每次除了期
待父亲，多了一分对美食的期待。

几次看到父亲只给自己买，儿子便问：爸爸，你都不给自己
买吗？

父亲告诉他，建筑队每天的午餐都是饼卷肉，他都快吃厌哩。

儿子听了后甚至有几分羡慕父亲的工作。

偶然的一次，儿子去工地找父亲，正赶上工人们吃午餐。父
亲不在的空当儿，儿子拿起父亲吃剩下的半个饼卷肉咬了一
口，牙齿一下被咯地生疼。他发现薄皮里包的并不是他平时
吃的牛肉，而是牛筋和碎骨。

儿子问工人们怎么不买包牛肉的饼卷肉。工人们告诉他，这
种牛筋和牛碎骨做成的饼卷肉不但便宜，而且耐饥，不容易
被消化，一个吃下去能顶半天不饿。

儿子硬生生咽下了那个满是碎骨和牛筋的饼卷肉，五味陈杂。

也是那段关于饼卷肉的记忆砥砺着他一直奋斗，永不停息。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人生本来就是旅程。夫妻、父子、父女一场，情再深，义再
厚，也是电光石火，青草叶上一点露水，只是，在我们心中，
有万分不舍：那撑伞的人啊，自己是离乱时代的孤儿，委屈
了自己，成全了别人。

如龙应台所言，儿女的恩情、妻子的思念，他已惘然。我们



只好相信：蜡烛烧完了，烛光，在我们心里，陪着我们，继
续旅程。

亲情本不需要太多歌功颂德，一切所求无非是在来的时候坦
然用爱开头，在结束的时刻划下恰到好处的原点，像所有圆
满故事的结尾，既不冗长，也不拖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