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 亲爱
的安德烈读书笔记(精选8篇)

自我介绍可以让他人更好地了解你，建立起更良好的人际关
系。大家好，我是xxx，一个热爱旅行的人。我喜欢探索不同
的地方和文化，通过旅行来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一

一位母亲，为了清除与儿子之间的隔阂，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以通信的方式建立了一座沟通的桥，重新认识了她18岁的孩
子。这就是《亲爱的安德烈》的前世今生――台湾作家龙应
台和儿子安德烈互通的35封家书。

母子俩交流范围丰富。他们在信中畅谈音乐、电影、民主、
权利、德国教育制度和东西方文化。母语是德文和中文的两
人，折中用英文交流。龙应台担心曲解了安德烈信中的意思，
常通过电话和邮件反复确认――她是多么强烈地希望了解自
己的孩子。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坦诚地交流观点，述说彼此的
经历。分别接受东西方文化教育成长起来的两代人，在思想
碰撞和观点冲突中愈加了解彼此。他们就这样通过信函走进
了对方的生活和内心，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
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两人之间的
“代沟”，在这一封封信函往来中被一点点填平，这位母亲，
终于“找回”了她的儿子。

父母与孩子沟通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曾看过一
部电视剧《爱情多米诺》，剧中的女孩，因母亲突然离世而
变得自闭。父亲想要走进她的世界，将她从自闭中带出来，
却发现女儿唯一愿意对话的，只有她的玩具。于是，他将自
己变成一名玩具设计师，让他设计的玩具代替他陪伴着女儿。
这些仿佛能说话有思想的玩具，每一款玩具都饱藏着父爱。



“虽然心中有爱，但是爱，冻结在经年累月的沉默里，好像
藏着一个疼痛的伤口，没有纱布可绑。”这是我最为触动的
一句话。很多人以爱之名，做着伤害彼此的事，最后扔下一
句：我这都是为你好！直到发现彼此渐行渐远才幡然悔悟，
为时已晚。不管是《亲爱的安德烈》，还是《爱情多米诺》，
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告诉我们爱要怎样正确表
达――沟通，读后感才是万事的解决之法；沟通，才是表达
爱的必经之道。沟通初始，观点第一次激烈碰撞，难免觉得
对方不可理喻，也许会争吵和受挫，后悔跟他/她说了那些话。
但是，请你下定决心。你有多爱对方，就需要付出多大的耐
心，想适合的方法，将爱出色地、毫无保留地表达出来。

“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
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
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
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
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我猜想
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
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
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读到这段，一时间泪水翻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看见世
间父母在孩子成长中深沉的注视，和目送他们远去的心酸。
带着些许悔恨，我第一时间想打电话给爸妈，跟他们说声对
不起，祈求他们的原谅。即便他们不曾怪罪过我，因为无论
我做过什么让他们心寒的事情，我始终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

你已经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聊了？你是不是一直厌烦他们
一次次的催促婚姻大事、叮嘱冷暖。不妨主动告诉他们，你
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告诉他们你会照顾好自己。一次不行，
那就两次、多次。不为别的，只为你们仍爱对方。

行动吧！为了彼此！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二

书中的安德烈已经长大了，成年了，可是龙应台这位母亲对
他的爱却没有变，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她开始学着认识名
为十八岁的儿子，书中里提到人生就像旅行，前半部分是平
原，和朋友嬉戏打闹父母的陪伴下慢慢长大，后半部分是荆
棘，需要一个人小心前行，在安德烈路途前半部分有龙应台
的陪伴，但是以需要她耐心的等待，把焦急藏在身后，在后
面不停地张望着安德烈，那越来越远的，越来越小的背影，
揣摩着那地平线有多远?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看到那坚实
的身躯不畏艰险的在前，想要拥抱他，却不敢声张。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三

龙先生的《孩子你慢慢来》中的安安才几岁，一个刚开始做
母亲的妈妈充满欣喜和好奇的看着儿子的成长，岁月悠悠，
可爱的安安已长成亲爱的安德烈，在《亲爱的安德烈》中，
母子的书信交流，龙应台对正处于叛逆的青春期孩子的教育
给我深刻的启示。

读了龙应台的《亲爱的安德烈》，我有一种找到了知音的感
觉，更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书中那些关于父母与子
女的关系的描写，那些在我独到的见解令我耳目一新，书中
那个既有成人的老道，又不乏孩子的偏激，既睿智幽默，又
不失天真烂漫的安德烈更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
此书中作者讨论的话题包罗万象，例如对感情世界的迷惑、
自我价值的追结、对全球化的看法及讨论，也有读者的回应
引申出人省思的议论。不仅动人，而且涤荡人的胸怀啊!

现实生活中，孩子的教育问题令多少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压
抑?身为教师的我也不知道如何去触动孩子的心灵，《亲爱的
安德烈》中母子之间的睿智对话，触及了我的神经。

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对孩子的尊重和肯定是多么的重要：



菲力浦在第34封信《独立宣言》中总结归纳出一个非常精辟
的结论：欧洲人看人是看年龄的，只要满十四岁了，连老师
也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的家长和老师却往往
忽略孩子的年龄，而是刻意的去强调辈分、尊卑，不管孩子
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只要站在爸爸、妈妈或是老师身边，他
的身份就永远只能是“孩子”，永远不能得到尊重，永远只
能选择服从。难道在中国人眼里，孩子只能算一个成人们随
身携带的物件?中国人之所以不肯尊称一个14岁以上的少年
为“您”，仅仅是为了保全那点少的可怜的面子吗?顺着菲力
浦的遭遇探究下去，我又发现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父母在
夸赞孩子时总是对他的父母说：“你的儿子真厉害!”，“你
的女儿真棒!”……诸如此类，真是可笑，这到底在夸谁呢?
由此看来，在东西方在对待孩子的观念真的有着巨大的差异。

其中最令我感动的篇章是《给河马刷牙》，内容是作者安德
烈对他的母亲说：“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和爸
爸……，要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
子。”而龙应台回答：“对我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你是否有
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我要你用功读书，不因为我要你跟
别人比，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能拥有有选择的权
利……”“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
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
二字。读完这一段，龙应台对要求儿子读书的精辟诠释，带
出另一种想法，“用功读书”其实是让自己有更好、更多的
选择权。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不是为了谋生，这才会在心
中产生成就感，而成就感会给我们快乐。为了传递这一信息，
我也特意让女儿也读一读这本书，特别是对于龙应台关
于“读书”的精辟见解，我们母子之间还进行了一次讨论：
想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竞争能力，就必
须努力学好本领。为了将来的快乐，今天必须用功读书。看来
“用功读书”并不是我们中国孩子的“专利”，我们崇羡的
西方人要用功读书。

不是每个母亲都能象龙应台这样成功、这样睿智地与孩子交



流的。如果你仔细地读这本书，会发现在太多的时候，那位
认真的母亲，正在努力与孩子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在《亲爱
的安德烈》中，龙应台不再有《孩子你慢慢来》中满溢的幸
福和满足，更多的是在面对一个叛逆的青春期孩子时，用尽
可能不伤及他感情的措辞去限制他的错误举止，用尽可能让
他感觉到信任的委婉语言给他的生活和学习带去帮助和指
导……所以，在我看来，龙应台的成功，就在她用一颗充满
母爱的赤诚之心，坦诚地面对已经成年的孩子渐行渐远的那
份不安，走进孩子的生活、心灵和世界，为孩子的成长减少
一分迷茫。

《亲爱的安德烈》一书所包含到的内容可谓包罗万象，大到
严肃的人生观、价值观，小到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在三十
多封书信中，说实话，里面涉及到政治内容和文化内容让我
收获颇多。但更让我感动的龙云台的良苦用心。

亲爱的安德烈读后感800字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四

：我们常常告诉孩子，读书的目的就是要挣一口饭吃，大多
数时候，人们给自己的孩子灌输的都是这样的思想，无非是
为了生活的容易点儿。而龙应台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反思，告
诉我们读书用功是为了长大之后有选择的权利，不用被迫去
谋生。

2、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
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
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五

文化，是个很沉重的东西，沉重的文化，决定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格调。经历了纳粹之后的德国，是严谨，低调的，



同时又深深忏悔的。人们甚至不愿意去触碰那段历史。我想
至少这点，让我对这个日耳曼民族深深的喜爱，深深的敬仰。
对于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他们能够深深忏悔，并一直牢记于
心。日本与之相比，又如何。

我们的文化呢?中国的文化是什么?身处国外，我能引以自豪
的是什么?我想，只有我们悠久的5000的历史了。可是悠久的
历史并不是我们的文化，历史已成过往，历史沉淀下来的有
什么?我看到的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中庸，隐忍，浮躁，麻木，
没有思想。甚至我自己都活在迷茫与麻木中。没有了思想的
文化，没有了思想的社会，多么可怕!

最近突然悟了一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爱玲说这句
话时是以一颗女人的心态，在见过无数次的个性签名以及后，
让我觉得这句话是在很酸很腻。现在想来，这句话说的很对。
因为体会过痛苦，受过创伤，所以懂得深受苦难的人。因为
懂得，所以有悲悯之心，所以以这颗慈悲之心去关怀他人。
若普天下人人可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想来这世间便多了
许多和谐，少了许多伤痛。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六

1.“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
识。”

——《认识一个十八岁的人》龙应台

2.“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
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
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
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十八岁那一年》龙应台



点评：去爱去悲悯去同情，去善待他人。

3.“我们这一代人，因为受过‘国家’太多的欺骗，心里有
太多的不信任，太多的不屑，太多的不赞成，对于所谓国家，
对于所谓代表国家的人。”

——《为谁加油》龙应台

点评：批判意识与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一个公民的优秀素质。

4.“我举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

——《对玫瑰花的反抗》龙应台

点评：“玩”，其实是生活的艺术。我们大了，不会“玩”
了，也逐渐变得没有那么快乐。

5.“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
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
务。”

“欧陆国家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
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时环
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
意贫穷时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又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
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时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
时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两种道德》龙应台

点评：如果，我们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持有
批判性，那么，也许我们会对弱者多一分同情与关怀，人与
人之间，也许也会多一丝温情。



6.“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
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
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
痛。”

“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
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
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
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阳光照亮你的路》龙应台

点评：“你”自己的感觉才是“你”应该追求的方向，不要
让他人的眼光和口水决定你的人生。

7.“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
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
的理想主义者。”

“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
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

——《向左走，向右走》龙应台

8.“我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和好朋
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在一个暖暖的秋天午后，感
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
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安德烈

点评：所以，我们不会“玩”，也难以领略生活的快乐和艺
术。



9.“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
立”。

——《缺席的大学生》安德烈

10.“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
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
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
的‘教养’和专制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
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大陆、台湾、新
加坡，都是的。”

——《下午茶式的教养》龙应台

11.“贫穷使得我缺少对于物质的敏感和赏玩能力，但是却加
深了我对于弱者的理解与同情。威权统治也许减低了我的个
人创造力，但是却磨细了我对权力本质的认识而使我对于自
由的信仰更加坚定，可能也使我更加勇敢，因为我知道失去
自由意味着什么。”

——《孩子，你喝哪瓶奶？》龙应台

12.“你最同情什么？

无法表达自己的人。

因为我觉得，人生最核心的‘目的’——如果我们敢用这种
字眼的话，其实就是自我的表达。”

——《二十一岁的世界观》安德烈

点评：你活出了自己么？



当你的工作在你的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当你的工
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
给你快乐。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没钱每
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
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
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在为自己找心灵安
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
庸’是跟别人比，心灵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
责对象，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
字。”

——《给河马刷牙》龙应台

14.“‘失败启蒙’给我的教训，不是打入‘成功者’的行列，
而是，你要去挑战、质疑‘成功者’的定义。”

——《两只老虎跑得慢、跑得慢》龙应台

15.“可是，我很少看见有什么认真的讨论时冲着‘公民权’
来谈的。问题的核心反而好像没人在乎：政府应不应该有这
样的权利去规范公共空间的使用？政府有没有权利这样高姿
态地区‘指导’人民的生活方式？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里，
不吸烟的‘大多数’有没有权利这样去压制生活习惯不同的
吸烟‘少数’？”

——《政府的手可以伸多长？》安德烈

16.“有怎样的人民，就有怎样的政府”。（龙应台）

“有以道理干涉别人生活的人民，就有以道理干涉人民生活
的政府，小众永远首当其冲。”



——某读者

17.“我尊敬那些在群众鼓噪中仍旧维持独立思考的人，我尊
敬那些愿意跟别人分享最后一根蜡烛的人，我尊敬那些在鼓
励谎言的时代里仍然选择诚实过日子的人，我尊敬那些有了
权力却仍旧能跪下来亲吻平民的脚趾头的人……”

——《人生诘问》龙应台

18.“我评断一个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高的人，
我看他如何对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七

：这句话告诉我们，年轻人应该中流击楫，奋发图强，而年
纪大的人应该保守一点儿，不同的人生阶段，处事方式应该
有所改变。

5、农村中长大的孩子，会接触更真实的社会，接触更丰富的
生活，会感受到人间的各种悲欢离合。

亲爱的安德烈读书笔记一千多篇八

：人生轨迹是很难把控的，我们每一个决定都牵动了另一个
决定，因此偶然发生的事情，也需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因为
它可能改变我们的计划。

4、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
了却不保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