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龙应台送别读后感 龙应台读后
感(通用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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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读后感文章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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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二

今天，我读了一本名叫《目送》的书，读到了这样一段
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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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的心
剧烈的颤动一下。

这本书是龙应台老奶奶写的，她分别以一个母亲和一个女儿
的视角，用细腻的情感之笔勾勒出每寸光阴中触动自己
的“背影”阐述在她的认知里最为珍贵的东西，亲情。

《目送》中没有歇斯底里的`语气，却在你读每一句时，心灵
总是一次次地被滚烫地冲刷，从头至尾，眼眶都是湿润的。
那一字一句间隐隐的悔恨和忧伤，仿佛不是龙应台的忧伤，
而是我们的父母的忧伤：读得也仿佛不是别人的心情，而是
我们父母的心情。

是否父母子女之间的爱，在孩子尚未领悟之前，总是这样：
一方予取予求，一方感觉这些是天经地义?我小时候爱吃虾，
却很讨厌剥麻烦的虾壳。于是每次吃虾我妈总是最忙的那一
个，她要帮我剥虾壳，弄得满手酱油也顾不上吃饭，而我还
厚脸皮地说：“妈妈，虾没了。”她一个劲地往我嘴里塞，
即使自己不吃也显得相当愉快。

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三

我真喜欢龙应台的文字。平凡的小事，细心的观察，微小的
心理活动瞬间，然后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浮想联翩的深
深思考。她能说出许多我们也有同感但却说不出来的东西。

比如我们这一代人兄弟姐妹之间，虽然是同根生，在一个家
庭里长大，虽然能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但随着求学、
走向社会、结婚成家，各自后几十年的境遇、生存状态不同，
因此造成了思维状态各异，看问题角度、处理问题的方式都
不尽相同。每当过年、过节，每当父母生日或祭日，兄弟姐
妹汇聚在一起，东拉西扯地谈着一些不不疼不痒的话题。心
灵的交流，精神上的共鸣往往还不如与自己很说得来的朋友。
尽管如此，但我们之间毕竟血管里有着一脉相承的的东西，



因此互相之间的牵挂又无处不在。

龙应台在《共老》这篇散文中，对兄弟间的关系如是说“如
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询问，打电话、发短讯、写电邮、
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
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因为情人之间是一种如胶似漆的
黏合。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
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
运紧紧缭绕。”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会跟好朋友一样殷勤探问，不会跟情
人一样常相厮磨，不会跟夫妻一样同船共渡。所谓兄弟，就
是家常日子平淡过，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做各自
的抉择和承受。我们聚首，通常不是为了彼此，而是为了母
亲。聚首时即使是促膝而坐，也不必会谈心。即使谈心，也
不必会有所企求——自己的抉择，只有自己承受，我们这个
年令，已经了然在心。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
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的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
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龙应台在文章的开始，有这样一个镜头：兄妹（还是姐弟）
三人，相约走进一个公园，都暂时放弃了个人的忙碌，决定
一起出来走走。那是一个微风徐徐的下午。各选一个角落，
坐了下来。一个仰望天，一个俯视地，一个看一株树。龙应
台自己说：我看见他们两鬓多了白发，因此他们想必也将我
的日渐憔悴看在眼里。龙应台还在这篇散文中，描述了兄妹
（还是姐弟）三人，立在一棵树下，仰着头，屏住呼吸看一
只野鹦鹉吃杨桃的全过程，她把它比喻成好象三人刚经历了
一个秘密的宗教仪式，生动而有趣。

龙应台最后用南美的一种树来形容同根生的关系：雨树，树
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
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缝落下，所以叶
冠虽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



交叉的铁轨，倒象同一棵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米，但
是同树同根，日开夜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
挺好。

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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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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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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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送别读后感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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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