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送的读后感(优秀17篇)
辩论可以锻炼我们的逻辑思维和辨析能力，培养自信心。辩
论应该是一个相互学习和协商的过程，我们要注重对对方观
点的倾听和理解，做到平等对话。这些范文中的观点并不一
定代表小编的立场，我们鼓励大家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观
点。

目送的读后感篇一

前段时间去朋友家做客，在书柜中发现了这本人生之书，然
后在朋友的极力推荐下，我拜读了台湾作家龙应台先生“人
生三书”之一的《目送》，这本书用七十三篇散文写出
了“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它是一本生死笔记，
文字间更透漏着深邃，忧伤和美丽，更被称作二十一世纪的
《背影》，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

读完这本书，令我最感动的还是第一篇。作者目送儿子华安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大学的成长，到最后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
远。然后目送父亲的.衰老和逝去，在火葬场炉门前的最后一
次目送。正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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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就是生命的轮回，一个生命的诞生，见证生
命的成长，陪伴生命的逝去。

当我阅读《目送》，想起自己的父亲时，我的眼泪不自觉地
流了下来。印象中的父亲身材挺拔无所不能，但岁月的流逝，
父亲慢慢衰老，而身体也逐渐弯曲。还记得这次元旦假期结
束时，父亲送我到车站，当我放好行李，上车和父亲临别后
忍不住透过窗户望向父亲，映入眼帘的画面瞬间让我泪目，
父亲一手扶腰，然后斜歪着身躯佝偻着身体一点点向回走，



突然觉得父亲真的老了，常年的操劳让他身体已经变形，但
他在我面前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少年的我们正如华安一样，在成长中总想脱离父母的怀抱，
奔向属于自己的天空，留给父母的只有渐行渐远的背影。长
大后的我们有了自己的家，有了孩子后，当我们作为父亲或
者母亲时，也许才能体会到那时父母对我们的爱永远是无法
用言语表达的。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一篇文章，文中写到“现在呀，好
像只有春节这七天才可以真正回家陪陪父母，其实每天真正
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也就五六个小时，一年也就四十个小时，
就算二十年，也就三十天左右。”。我们总觉得二十年还很
长，当子欲养亲不在发生时，我们才意识到时间不够用。所
以趁现在多回家看看，多陪陪父母吧。

目送的读后感篇二

《目送》是一本美丽，忧伤，深邃的书，里面收录了七十三
篇散文，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平淡之事、常人之情。儿子的离、
母亲的老、父亲的逝、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脆弱、
失落，犹豫和放手，坚强和通达……这些在龙应台的笔下都
用最朴素的方式绽放出了最动人的诗意。也像作者所言“整
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书中一共写了六次“目送”，每次“目送”都是一次意味深
长的离别。龙应台把这场离别安放在儿子背着书包远去的背
影里，安放在母亲失忆后把“女儿”叫作“雨儿”的声音里，
安放在父亲安眠的那个雨天中响起的楚歌里……而这些片段
正是我们每个人情感共鸣的基石。那牵念的目光，连接着生
命的起点和终点。生命在这一程又一程的目送里，成长、成
熟、衰老乃至死亡，由此产生的阵痛也让我们和作者的心灵
相近相通，因为这温馨的日常、感伤的离别和悲切的失去是
龙应台的人生，同样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龙应台最终将



对子女和父母的全部感情都凝结在“不必追”三个字上，这
是最真实的无奈，也是最超然的领悟。

在《寂寞》一文中，龙应台说当她一个人寂坐时，常想到晚
明张岱写的《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
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于是，龙应
台感悟到“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
际无着落，人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我想也许正
是这种一个人的寂寞，使她开始了人生终极的思考，“面死
而思”让她对生命的寂寞和短暂抱有一种“向死而生”的积
极。

《山路》里有这样一句话，“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
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在我看来，
这就是她给我们上的一次“人生大课”。我们每个人都是这
样：“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
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
托。”于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孤独面对，素颜修行”，要
懂得珍惜当下，尊重生命。

除了关注“人”的生命，龙应台的目光也关照到了那被变成
测雷器的小草“阿拉伯芥”；她宽容地让浣熊一家在她的厨
房里嬉戏；她为“狼来了”拍手称快……因为悲悯，她的文
字中也就充满了对生命的尊重。书中也收录了她捕捉的各种
风景和日常，这些照片不得不说也是她对人生的一种驻足凝
视和对生命的关照尊重。

我为龙应台朴实细腻的文字而沉醉，我为龙应台“素养修
行”的领悟而感慨，我为龙应台普世的人文关怀而感动。她
的诗意的生命情怀，是广博的，也是丰厚的。

当我们逐渐长大，离开父母去求学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当然
能深刻地体会“不必追”的坚决和苦涩；当我们在生活中遇
到困难时，父母不再有力气为我们遮风挡雨，最终要去应对



困难的只能是自己。因为我们终究是在过自己的人生，有些
事，只能一个人去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去闯。我们能做
的只有珍惜当下，尊重生命，像史铁生一样“好好活”，像
海伦·凯勒一样勇敢坚强，像朱自清笔下的“春”一样明媚
灿烂。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爱自己身边的花鸟鱼虫，爱身边的每一
个人，爱生命中的每一天。

目送的读后感篇三

提起《目送》，最有名的莫过于这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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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后来。

原来是因为怕自己会想念，所以宁愿离开。多无奈。

但有时候牵挂是忍不住的啊，你在不知不觉间心就飘了我身
边。

牵挂牵挂，牵肠挂肚。

可我现在渐渐长大，腻烦于你的牵挂，认为你大可不必如此
担心，我已经不是小孩子。

想着想着，思绪便无边际无目的地蔓延开去……

于是再后来，我看见你老了也累了倦了，再也不会像从前一
样嘱咐我这些那些。



而我居然不习惯。少了你的牵挂，似乎缺了什么很重要的东
西。曾经没感觉，那是因为拥有，所以不珍惜、不在意；失
去以后，才发现你融入爱的牵挂，已经一点一滴渗透了我的
日子，没了它，叫我如何安心。

散漫的思绪被惊了回来。

我明白，牵挂在母亲的生命里，已经潜移默化成一种习惯甚
至于一种本能，她没有办法不去想我念我。

幸好我还是在现在，没有再后来。

可依然觉得心惊肉跳。

记忆里的母亲是一个很恋家的人，在有了我之后，恋自己家，
也恋父母家。

“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
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
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
煎鱼的嗞嗞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住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
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

这样温馨的场景，一辈子只有一次，过去了就过去了，不能
重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
程车的旅人。”

万一有一天，她回不去了，我是不是也要开始牵挂，害怕她
找不到了？

于是我才醒悟，平日里让我厌烦的母亲的叮嘱和关心，其实
就是她的牵挂。可我却毫不留情推开她关切的手，这样的我



实在是不够成熟不够懂事，居然没意识到母亲的牵挂是这样
珍贵。因为时间有限生命有限，她终究会走，终究会不能再
牵挂。

所以我，是不是也该学会去关心她，不辜负了那份真挚的牵
挂？

答案是肯定的啊。

成熟懂事后的你离她那么远，母亲能给你她不忘的想念——
牵挂已很好，其余的，也只有你回报的感情，才同样重要。

不论身在何方，母爱就是不顾一切、跨越千山万水也要来到
你面前的温热牵挂，所以请你，千万别辜负了它。

目送的读后感篇四

《目送》是我在网上阅读之后决定购买的第二本书。今天，
我把它完整的读完了，我知道等新书一到，我会像如获至宝
一样，捧在手心，再细细的读上一遍，然后封存在记忆里。

《目送》是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一本散文集。我最早读到其
中的一篇是在《名作欣赏》上。那篇散文就叫《目送》，很
经典，作者也就以此作为更宽泛的理解，命名了整本书。因
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龙应台
在这本散文集里，亲情占了绝大部分，而且是纯粹的母女、
父女、母子和父子之间的亲情，与丈夫妻子无关。我还没有
孩子，从书中没有读出多少做母亲的共鸣，但作为女儿，我
从中读到了太多的愧疚和不安，总是有一种力量在叩击我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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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我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我第一次过年没回家。父亲第一
次打电话说：我想你了!当我泣不成声的时候，父亲第一次用
温和的口吻安慰道：暑假我去看你吧!我有十七天的公休假，
带你去看海吧!这使我二十九年来第一次感受到父爱，这种我
日夜盼望的充满温情的父爱。所以之后我继续哭，哭伤了心
肺，只是因为感动，而不再是感伤。我一直埋怨父亲的严肃
甚至冷酷，不然我不会如此叛逆而越走越远。可是我从来没
有想过父亲的失落：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虽不娇惯但也
是全部的希望和寄托。是我让他们不断地目送我的背影，让
他们孤独，让他们的心随着我的远去像被掏空了一般。

20xx年的那个夏天，父亲目送了他的两位至亲。奶奶在我高
考前十二天去世，我于9月11号(拉登们撞五角大楼的那天)踏
进了大学校门。

十年后的今天，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在我和奶奶之间奔波的身
影，看到了父亲当年在希望和绝望中挣扎的样子。

父亲觉得一生都无法偿还奶奶的恩情，觉得如果用对待子女
的一半对待父母心里也会安静许多。可是父亲在我们眼里的
确是个孝子，我儿时记忆里永不磨灭的是他每个周末都骑自
行车从城里回到乡下，经常带着我，去看他母亲还有被母亲
留下的另一个女儿。奶奶去世已经十年了，父亲也到了该当
爷爷的年纪，但他始终觉得愧疚，觉得奶奶从没跟他享过一
天福。我曾经想了一个特别好的道理安慰他。我说：这大概
就是轮回吧。你欠父母的都给了孩子，孩子们有一天也成了
父母，他们仍然还不上这份情债，只好又给了孩子。爱就是
这样一辈一辈的传递，其实也是公平的。你觉得亏欠爷爷奶
奶，我不也一样亏欠你和母亲?父亲没有说什么。

《目送》用细腻的笔触书写了年迈父母的孤寂，他们每天盼
望子女回家，打电话抱怨孩子不会来看他们，甚至糊涂到孩



子刚走就问：你怎么也不来看我!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呵呵。

远处传来了父母的责问：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啊?

我很抱歉的说：暑假我就回家。

目送的读后感篇五

却又充满了点点滴滴的爱与温馨也许这也是父母对我们的一
种爱，也只有在父母的目送中，那时候，这条路上的艰辛，
但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但现在我上初中了，而这条路，父
母也只好放手，篇篇有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龙应台在
书中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段：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
到。

哪怕被伤得遍体鳞伤，小学的时候，却让我读懂了龙应台的
那句话，哪怕前方是深渊，所谓父女母子一场，父母的目光
也跟着我的背影渐行渐远。

没那么严重。看了半天，可是，我不停地回头。虽然有些艰
辛，我慢慢地走着，才能觉得不后悔；这路上的风景，只有
经历过。只不过意味着。我已经选择了一个人的征途，父亲
都会送我到校门口，直到我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是，他们爱
我们，我看着他们的目光是那么的不舍和无奈，那天，但是，
只能一个人走，母亲的老，有些关，前方充满了太多的困难、
挫折和孤独，当时。而且，也绝不回头，可是，记叙了父亲
的逝，父母不忍心让我们出去受苦，人也是同一个人，处处
是感同深受的亲情滋味。看的是同一本书，他们懂，直到拐
角处，才发现。就要勇敢的面对这一切，就在开学的那一天，
但我从不后悔。

原来，可是，第一次接触龙应台的《目送》，只是我一直没
有注意到罢了，总是读不懂这段话，只能一个人做。才觉得
甘甜，这一别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星期，才体会到父母对我



的重要性。父母是看着我消失在学校的拐角处才离开的，他
们只能选择放手，你站立在小路的另一端，却有了不同的感
受，满心期待地打开那本书，我清楚地记得。

小学的时候，因为这条路的艰辛，其实仔细回想起来，舍不
得我们，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根本没那么严重，因为，
总是想：怎么可能，却又充满了期望，离开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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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
自己采摘，只给父母留下不必追的背影。只能一个人过，只
有自己欣赏才觉得美丽；这条路上的果实，迈出第一步，我
既然选择一个人走这条路，。我错了，朋友的牵挂字字有刻
骨铭心的人生道理，因为他们要让我们明白：有些事，是悬
崖，让我们飞向我们自己所谓的辽阔天空，还是在小学六年
级的时候，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就像我在重
庆读初中，儿子的离。

自从在重庆上初中后，选择离开家，我就没发现我父母目送
我的背影啊，尊重我的选择，去接受岁月的洗礼，哪怕路程
中困难重重，生活就是这样平平淡淡，每天造早晨，肯定是
作者夸大化了，却还是只好放手，上了初中却渐渐理解了这
句话的含义。

龙应台说得没错：父母的确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目送我离开的
背影。

有些路啊，也没悟出什么道理。

目送的读后感篇六

喜爱龙应台并不是由于她委婉，细致的艺术手法吸引住了我，
只是在她的书里找到另一个自己。

我第一次见到这本书的小说名字——《目送》，就感触颇深：
或许仅仅一种行動，一种眼光，一点执念，冥冥中却包括着



出乎意料的慎重考虑。“目送”看起来简易，但它连同着父
母给你的爱和这些没法言表的辛酸。

我还记得她在书里提及过：自身送孩子前去英国，在检票处，
她紧抱孩子，感觉自身变成孩子的阻拦，他不会再像刚进中
小学的那般靠自己了。从而，我想起了自身：父母长期在外
面，仅有新春佳节时才会回家了一趟，并待上几日。每一次，
她们又要出门时，我便觉得深深舍不得。但是见到龙应台那
样想，我便搞清楚：我何尝不是她们心里的压力呢！

人的一生何尝不是在目送与被目送中渡过的呢！仅仅我出世
到现在都还没觉得到被目送的味道，向来都是我目送他人离
去。有一些事儿，你不想，但就那般发生了。大大家常常不
专车接送我念书，只有我自己上幼儿园的情况下，会专车接
送我上放学，但是，就是我看见她们摆脱幼儿园，直至她们
的身影消退在我的视野里。也有如今，父母尽管每一年都是
会回家，但是陪我的世界都很短。她们的暑假仅有几日，又
要忙这忙那的，陪我的世界就过虑得寥寥无几了。她们每一
次走全是“鬼鬼祟祟”的，不愿被我发现了，但我已经并不
是小朋友了，每一次我都是在窗边看得一清二楚。我能感受
到，龙应台那时候的体会——送出小孩时的情绪，那类“有
话说不出，有泪流满面下不来”的觉得。

人的这一辈子，只不过便是在一次次目送中留有一生一世的
直接证据。

目送的读后感篇七

一本龙应台的《目送》散文集，捧在手上不算厚重，但细细
阅读后，书中的内容却重若千斤，令我感触良多。既然我们
生命中那些“目送”——至亲至爱的渐行渐远，甚至离去，
都注定是必然，那么行孝更需要及时。

自古以来，孝就是中华传统美德之一。而及时行孝更是当今



社会人们所必须学会的。

及时行孝，是指孝顺父母不能等，一些于心底许下 “对父母
行孝”宏愿的人，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再孝敬父母，
从容尽孝，可是他们的千算万算却没料到父母已经等不及那
些 “来日方长”了。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那位20xx《感动中国》人物——背着母亲去
上班的陈斌强老师。他用感人至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及时行
孝的含义。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有孝的意识，更别提及时行孝了。新修
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正式实施，其中第18条规定：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也就是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

纵使我们都可能逃不过生老病死的轮回，我们都可能无奈心
酸地面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但是，我们可以在再多的遗
憾和不舍下，凝住泪光，用充满爱意与释然的眼眸，去目送
那些我们生命中最爱的人，去目送那些我们今生今世的难得
缘分。

生命中一次又一次的目送是必然。而目送所教会我们的是：
行孝须及时，且行且珍惜。不要为“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
养而亲不待”而懊悔。

珍惜现在。

珍惜每一个相处的朝夕。

珍惜目送的缘分。



目送的读后感篇八

这个寒假，我读了著名女作家龙应台的散文集《目送》。它，
是一本适合三代人共读的人生之书。

《目送》收录的七十三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老
去，儿子的成长单飞，朋友亲人的离散牵挂，兄弟的重逢携
手……整个寒假，我虽然只读了其中二十六篇，却已经深深
感动。

所以她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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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13岁的我来说，人生才刚刚起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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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经历。只是我希望以后，自
己也能有龙应台的那颗感动的心，那支感恩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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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猛地一震，继而
涌出一股莫名的伤感——华安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可是，他没有再像小时候那样不断的回头，而是选择了将背
影送给他的妈妈。因为，他已经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了，
他早已淡忘那个依赖母亲的小华安了，他不再是那个用怯怯
的眼光看周围的那个小孩子了，是这样吗？还是他忘记了？
他没有看到，妈妈的眼神一直都随着他的行进而移动；他没
有注意到，妈妈的眼神一点点的燃起希望然后又一点点的暗
淡下来。

记得在作者回家那天，父亲骑了很破的车子送她，将她送到
离学校很远的地方，原因就是车子太破，怕影响女儿的形象。
而当时的作者呢？她是这样写的“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



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虽然她知道父亲出于好心，
不想让她蒙受阴影，但她是多么希望父亲能把她送进校园啊，
懂事的作者知道父亲的苦衷，没有央求，而是默默的理解了
父亲，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没有追。这应该就是亲人之
间的理解吧，这样的背影，凄凉且难忘。

想要珍惜这些关爱，就要从点滴之事做起，从理解做起。

目送的读后感篇九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抚平心中的焦躁，细读龙应台的《目
送》。等一朵花开的时间，悟一场人生的别离。

目送，就是用目光送别离去的人。龙应台的书里，写了许多
种目送。她目送着父亲一步步走向了死亡。目送着母亲一天
天老去，直到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再记得。目送着儿子长
大，看他从离不开母亲成长嫌弃母亲是个孩子。目送着朋友，
目送着世间万物的离开……字里行间满满的忧伤、寂寞与不
舍。

或许人们提到《目送》，想起的总是那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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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通读全文，我最喜欢的却是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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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总有一天会目送着父母、朋友、亲人离去，若他们
都离开了，孤身一人的我们是否会张皇失措?是否会悲痛万
分?生活总是会教会我们要珍惜当下，却从没告诉我们该如何
面对失去。或许面对着失去我们也只能是在心底宽慰自己、
告诉自己总有一些路，要勇敢独自闯吧。

书中的作者也曾独行走过一条条或繁华或萧条的道路，这种
感受或许就是“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



际无着落，人们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的文字，时而如刀光剑影，时而却温柔婉转。她的散
文，细腻而深沉，或许反复品读才可体会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读目送，悟出人生之珍惜当下，悟出失去时勇敢面对，悟出
独行之寂寞忧伤。

弹指一挥间，你竟已遥远，青丝蘸白雪，来路生云烟。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

20xx年的第一本书，已经是第三遍读了。一是觉得需要重复
阅读家里的书籍，二十本年度下目标读完二十本。选择目送
事因为这本书容易上手，却还是一个月才结束。

第三遍阅读，发现文章结构略微生硬。就是很明显的每篇用
个什么由头引入再来抒发自己的感觉。比起汪曾祺的散文，
我会觉得龙大师的文章有点工匠风不自在。可能散文比不得
有些诗歌来的灵动。这本书吸引我以后还想读的两个点是真
挚的情感，家国皆是和许多精确描述的词语和段落。这些是
我无法企及的高度。

书中涉及到的情感有对历史的回顾，国家热爱，人民的关怀，
对儿子的护犊之情，对父母年老甚至逝去的不安甚至恐慌，
对人生的探索中的迷茫等等。每一个都是我浅浅思索不知如
何是好的议题。

佩服龙先生拼命苦读至博士，写书，教人，全世界转。带完
孩子了还要去努力学习的这股劲头。再想想自己每天都要沉
迷一会工业大麻短视频，睡十几个小时就好羞愧。

我最终也要目送我的父母，虽然不确定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意
外是否会有。如果命够长，要看着现在可可爱爱的小朋友转



身探索自己的世界。

所有不能丢是坚定自我，努力生活面对世界的心。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一

这是一本关于亲情的书——《目送》，它深深地吸引了我，
让我只能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而且停不下来。它让人们在无
形之间就被它纯纯的蚊子打动了。

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我们也成为
那个望背影的人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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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老了我们把他们当成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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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时间悄声无息地
挡住了。时间让我们变了，让我们懂得了一切，也让我们失
去了很多。

真的是这样，有些感受只能一个人体会，有些眼泪只能一个
人掉，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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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是真真正正的成长了吧。

这是一次关于亲情的坦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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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么朴实的文字，却触动了我内心最脆弱
的地方。

仔细想想，好像也真的是这样。年幼时的我们，总是走在最
前面的那一个，向着朝阳迈去，而顺着我们的背影一直倒退
回去就会发现，在那个最隐蔽的角落里，总有一个或两个人，
他们的眼神，从我们出现在这世界上时，就从未离开过。他



们或许期待，或许渴望我们的一回眸，一丝观注，但我们一
直没给过。即便如此，每一次看他们的眼神时，那里总是带
着说不清的深情与期盼。

这是一个人生命的历程。不管是时间也好，亲情、爱情、友
情也好，该经历的会经历，该遗失的会遗失。生命是一条无
法回转的轨道，我们必须按照这轨道上的路标走，经历生老
病死，悲欢离合。《目送》这个光阴岁月的故事是属于别人
的，但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在时光消逝中成长度过，我们的
皮肤会由光滑到粗糙，我们的背影会由高大到佝偻，我们曾
经拥有的也都会一一消失。这看起来是一场永恒的遗憾，但
我们却能从这一次次的目送中提炼出最纯净的心灵，最温馨
的回忆。

《目送》给我的感觉就是清新，淡淡的清新，但是又扣人心
弦，让人无法忘怀。读完之后就是深深的感悟，深深的思
考……我想这本书真的值得大家都去读一读，认真读一读!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二

《目送》，看得人心酸，几度忍不住落下泪来。的确，并不
只是为书里的描写，而是想到未来可能遇到的窘境。人的生
老病死，是不可避免的，能够自己掌控，方是有尊严有幸福，
否则，即使是老来有靠，有龙应台这样的孩子照拂，也还是
不够的，无知无识地度过岁月，岁月其实没有意义。

我在今天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我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因
此我心存敬畏，不敢轻忽。我看到老人时，我也会心存敬意，
不敢怠慢。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知道他们曾经幼小，曾
经年轻，曾经走过曲折漫长的路，不应该因老弱无力而被轻
视。

我想，现在的我，太低落，也许过一段时间，走过了这个坎，
会慢慢好起来，再读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想法。希望，一切



好起来。目送的，也是这段人生路。

人生的课，直至死亡，没有休止，所以，不断学习。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三

读了《目送》的第一篇，我就情不自禁地继续看下去，作者
能把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事描绘的感人肺腑。

《目送》收录的七十三篇散文，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老
去，儿子的成长单飞，朋友亲人的离散牵挂，兄弟的重逢携
手。

第一篇叫《目送》的文章让我最记忆深刻。作者的儿子第一
天上小学进教室和出国上大学的两个情景，她一次次目送孩
子的背影离去，却一次次与儿子疏远。作者记得她也总是总
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行渐远，直到父亲生命结束。

也许，每一个父母都会经历孩子长大疏远他们这个事实，经
历自己的父母离开人世。可又有几人会把这样刻苦铭心的事
记录下来，用感情记录下来。一般情况下我们看一篇文章，
主要看故事内容，新颖的题材才会吸引我们，让我们喜欢。
可这本书，只有朴实的文字，简单的故事，平滑的叙述，也
能成为家喻户晓的读物，赢的就是真情与文字功底。

我们之所以要读课外书和学习课文，不仅仅是看故事，更要
学习，学习语文知识，学习思想内容，学习审美。这样你才
没白学。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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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五

到的窘境。

我可以不怕死，也可以说不怕老，但我怕老了会麻烦别人，
会因为不能自理生活而让别人受累《。我不想要那样的生命
质量，但是也要承认，有些时候，不由自己作主。

。而当她们长大，情感上虽然不变，但是会有不耐烦，有她
们自己的想法，也会象大人一样教育我：姑妈，你这样是不
对的——我得承认，我伤过心。

看着书里的描写，触动我自己的心怀。而且我也知道，不只
是我自己。

所以书里的“爱生”，于我心有戚戚焉，也许我也可以成立
一个这样的组织，互助互扶，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以自己想要的方式。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六

“我慢慢地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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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世的情缘早已注定在目送下消失殆尽。

记忆里最难忘的便是年少与母亲归家时，外婆扶着墙泪光盈
盈，不停地张望着我们离去的背影。穿过矮屋、过完大桥，
拐角时回头依旧可以看见变成小点的外婆，不知道她是否悄
悄向前走了几步……而母亲却不愿回头，只是怕回头便会泪
流。

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哪怕是火做的，仍是小棉袄。记忆中
每次归去离开之时，外婆总是准备大包小包的东西，出发时
外婆一遍遍抚摸妈妈的手，叫她在婆家多做事，少说话，没
事就常常回家，只怕妈妈受委屈。我一直觉得这种感情很是
奇怪，直到远嫁才明白什么叫儿行千里母担忧。

每一个离家的女儿，就像是父母丢失的孩子，从此只能问候，
再也不能膝下环绕……

生命的长河像极了一辆奔驰的火车，很多人还没好好告别，
就消失不见。她的身影在你流动的生命中渐渐变长变长，最
终却像雾一样消失不见。

第一次见到你是一种期待，从此全是目送着你的离开……

目送的读后感篇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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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