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优秀9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
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
看吧。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一

继《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后，龙应台再推出
思考“生死大问”的最强新作，花枝春满、悲欣交集，跨三
代共读的人生之书。被誉为二十一世纪的'《背影》。

《目送》的七十三篇散文，写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
离、朋友的牵挂、兄弟的携手共行，写失败和脆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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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作者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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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目送，是为了更加美好的相聚。正所谓“三千流水流
不尽，三千落花终离别”，目送和离别即使是痛苦的，无奈
的。但是如若没有离别，那么我们又怎会学习去珍惜身边的
人呢？人生路上，不能事事如意，但是每当目送过后，我们
应摒弃心中的眷恋并送上最为诚挚的祝福，而不是沉溺在那
无穷无尽的思念旋涡。正如龙应台所讲：“有些路啊，只能
一个人走。”于是对于父母，作为子女能给予他们最好的回
报就只有不要辜负他们的期望以及祝福，踏上自己的人路。



因此在人生路上，我们应懂得适时地陪伴；适时地放手； 适
时地“珍惜眼前人”；适时地目送。当我们老了，当我们陪
伴子女走过一段人生路后，我们又变成了目送子女的那一个
了。这其实是一个轮回，是让每个人成长的不二法门。虽然，
我们经常把“永不放弃”挂在口边，但是事实上有时放弃，
才是一种更伟大的温情，才是人生路上的延续。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二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目送》读后感范文，欢迎阅读参
考!

整本书，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龙应台《目送》

在寂寞而困惑的青年少年时光，我希望可以碰到这样的一本
书：

它所展现的，正是眼前我们所经历的生活。友谊，亲情，爱
情;生活，学习，娱乐。

它最好不要说教意味太重，一定不要有阅读障碍，内容应该
简洁却有力，有着直指人心的力量。

它当然不能太过简单、空洞、荒诞、离奇，或者只是单纯地
讲个故事，至少在我阅读过程中或者阅读过后，有一种随时
想要再打开重新阅读一遍的冲动。

它让你忍不住拿起笔，在深深触动你的句子处来回咀嚼、反
复诵读，然后誊写在自己最宝贵的笔记上。

它引起你的深深思索。



幸运的，在我高三那段晦涩的岁月，我遇到了这样的书。

它在我三点一线的生活中，增添了一番色彩。在所有所有空
闲的时光，都有它的陪伴，每每手指触及到它，就有偌大的
充实感和满足感。

把它放在枕边，睡前翻几遍，嘴角带着笑意，安然进入甜甜
的睡梦中。

它是《目送》，一本散文，写友谊，写亲情，写失败的脆弱、
失落和放手，写缠绵不舍和决然的虚无，写尽幽微，如烛光
冷照山壁。

它告诉我，要真正的注视一切，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
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
眼里。

读《目送》，你能感悟到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
可言喻的“伤逝”与“舍”，一种刻苦铭心的痛。

作者如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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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在作者与儿子，作者与父亲三代人角色扮演中，
在消逝的时光中，他们目送一个背影，看着另一人走下去。

在那段青涩的少年岁月，我的父母也只能看着我的背影，看
着我独自走下去。他们心里冰雪般的透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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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段迷茫困惑的时光里，我只能一个人走。可是我知道，
他们眼中的担忧，他们眼中的不舍，他们眼中一逝而过的伤
痛，纵然我看不到。



读《(不)相信》，你能领悟到人生心灵旅程里最大的关卡，是
“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正如书中所诉，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
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
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
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
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
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
心月圆。”

对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
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
了。因此，在一人走的路上，你只能是对时光的无言，对生
命的目送。

有人说，少年时读过的书，奠定了我们少年的底色。如果沐
浴过瓦尔登湖的晨光，奔跑过聂鲁达的黄昏。任凭世间万象
映射心间，你仍旧能以梦为马，踏遍天际的绛紫与金黄。去
读书吧。去找到这样的书，深深的沉迷其中，回味每个你也
曾经经历的当时。因为当时，稍纵，即逝。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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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四

最近，我在看龙应台的《目送》一书，读了其中的“目送”
一篇，我感慨万千。文中作者回忆了三个送别儿子华安上学
的情景：

情景一：华安上小学第一天，和母亲手牵着手，进入校园后，
他边走边不断地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妈妈。

情景二：十六岁，华安到美国做交换生。在机场告别时，母
子俩照例拥抱，但是儿子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情景三：华安二十一岁时上的大学，正好是作者任教的大学。
但即使同路，他也不愿搭母亲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
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

虽然只是简单的三个情景，但是却勾勒出孩子成长中的心理
变化。孩子小的时候依恋父母，而母亲也同样依恋孩子。在
孩子逐渐长大后，他们更加独立，便尝试摆脱父母的呵护，
而母亲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在孩子能完全独立后，他更希
望拥有自己的空间，而母亲却被拒之门外，她感觉很无奈。

读完文章之后，我一方面感叹这是孩子成长的必然规律，另
一方面又很同情这位母亲那无处安放的母爱。孩子在成长，
在走向独立，而母亲对于孩子的爱的方式却永恒不变，这必
然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这两日，在朋友圈看到两条消息，其中一条是一年级孩子的
爸爸发的状态，带孩子去游乐场玩耍，在玩碰碰车的项目时，



小孩可以带一位家长同坐一辆车玩，也可以独自开车玩。在
以前，孩子总会选择让父母陪着一起开车，可是这一次，孩
子居然要求自己一个人玩。看着孩子一个人也玩得很开心，
做爸爸的心情有些复杂。另一条消息是，一位三年级孩子的
妈妈发的状态，妈妈第一次让孩子自己走着去上学，在楼上
看着孩子小小的背影逐渐远离，妈妈的心里一阵酸楚。

小时候孩子是完全离不开父母的，而父母也已经习惯并享受
着这种被依赖的感觉，可是，不知不觉中，孩子慢慢长大了，
一点一点地变独立了，父母感觉自己被孩子摆脱了，不被需
要了，尽管当时触动心灵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也足以伤感一
阵子了。

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心理落差呢?龙应台在书中写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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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作者的这种看似有些伤感的人生感悟，或许纪伯伦的
《致我们的孩子》里“你的孩子不属于你，他们是生命的渴
望，是生命自己的儿女。经由你生，与你相伴，却有自己独
立的轨迹。”所传达的对于孩子观念更为令人深思。“你是
生命之弓，孩子是生命之矢。幸福而谦卑地弯身吧!把羽箭般
的孩子射向远方，送往无际的未来。”或许父母只有怀着这
样的心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等儿女长大脱离自己的时
候才能淡然处之吧!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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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龙应台在



《目送》中写到的这段话，像小心地吹掉陶瓷上的灰尘一样
轻轻地飘入我的眼帘，但却软软地划开了我的心。

《目送》中的孩子踏上那条叫做成长的路途，他已充满力量，
蓄势待发，急着去披荆斩棘去开天辟地，再也不能忍受母亲
对他缠绵的爱。于是只是吝啬地留给她一个无情的背影。着
背影轻飘飘却冷得彻骨，灌入母亲的瞳孔里如同倒入一股寒
风。母亲只能目送他，最终她双眼中燃起的火光被寒风吹灭，
没有任何火星的残留光亮，只剩下一滩湿漉漉的灰烬，散发
着草木香灰的悲凉后调，沉淀出无奈心酸的轮廓。她不得不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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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绪被拉扯回那段生了锈的时光中。“文韵！走慢点，妈帮
你背书包送你进去吧！”母亲的嗓音突兀地闯入寂静的校园。
我不耐烦地转身对她翻白眼，“不用。”冰凉的声音反射出
冰雪更加凛冽的光。而后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用背影告诉她：
不必追。于是她站在原地目送我离开。而那句“不用”的话
语断在阳光里看不到痕迹，可是谁都听得到那些痕迹破裂在
她的内心深处，千沟万壑。唯独我选择捂住了耳朵。

后来我常梦到这样一个梦。梦中，我和母亲分别，我离去的
背影牵扯着母亲绵长的目光，我不断回头，瞥见她的目光里
盛满温柔，仿佛夕阳一般笼罩在我的身上，暖暖的。她涟漪
般徐徐散开的笑容抚醒了一大簇绚烂的野花。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但是请在离别时，回一次头，给那
个目送你的人一个微笑，哪怕只是轻轻的一瞥。趁现在，趁
她还在。当记忆的时钟缠上碧绿的爬山虎与白色的野蔷薇穿
插在我们灵魂的空隙时，才不会留下遗憾。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六

封面并不出彩，但奇怪的是，这本书总在我面前滑落，我不



得不一次一次从地上把它拾起来。候机时间尚有余，我翻开
了这本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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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文字，当场就挪不开脚步，眼泪哗哗地流
下来。还能追什么呢？还能追回爸爸妈妈吗？甚至连他们的
背影也不曾记得是什么模样。

最近总会这样，无端地就伤感起来，意识到时眼泪已流了一
脸。姐姐跟我说她也是这样“也许，过了妈妈的百天就好了
吧。”姐姐说。

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够痊愈，有很深的无助感，特别是
遇到让我纠结的事情的时候，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最记得
有一次跟妈妈讲一件我不太占理的事，本以为妈妈会有什么
相左的意见的，谁知道妈妈一点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毫不犹
豫地站在我的一边，根本一点原则性都没有，所想的只有一
点就是我的孩子不能受委屈。这才知道，世间真的只有爸爸
妈妈才会这样无条件地，无原则地爱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在《目送》里写到很多对爸爸，妈妈的那种细腻的情
感交流，很能共鸣。尤其是在她爸爸病后，妈妈老后，那种
对父母的依念与关爱。这在龙应台的作品里是比较少见的，
完全不同于她以前的写作风格。都说老人会返老还童，上了
年纪的老人逐渐变得像孩子一样偏执，简单，丧失独立性，
需要依靠，害怕孤单，害怕年轻时的创伤和阴影。每看到她
和妈妈打电话，妈妈说“你是我的雨儿（看完才知道这是台
湾方言发音，就是女儿的意思）吗”。这边应着“是的，我
是你的女儿。”“雨儿你在哪里，你怎么都不来看我，你什
么时候来看我？”不停地问，不停地问。啊，我想起爸爸走
后，妈妈是怎样地急切地等待着每一个周末，等待着我们回
去吃饭，让她看看我们，让我们看看她。每次总要做大桌菜，
囊括每个她爱的人的喜好。有时有事不能去，妈妈就好失望



地在电话那端“哦，那你们忙吧。”妈妈活着时都不曾好好
留意妈妈的等待，现在想到泪流满面，现在想到肝肠寸断，
现在想到一切都已成烟......

走在山路上，听到风声，看到叶飘零的样子，也会无由来地
想起我再也没有可以肆意撒娇的怀抱，可以容纳我任性的海
港，可以拒绝长大的空间，我就忍不住哭得很伤心。朋友看
着我，“你哭得真难看。而且是相当难看！”

那又怎样？那又怎样呢，又怎样呢？我们的这一生，被父母
目送着，然后我们会目送着我们的孩子蹦跳着离开。但是我
们都很难去回头张望，只因我们知道那份可以依靠的爱一直
坚实地存在着。然而就算我已经七老八十，就算我已经儿孙
满堂，我也依旧是个孤单的孩子，在心灵的一隅，等待着目
送的眼光，这样的我，才不会惧怕回头，这样的我，才敢一
直往前。

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我现在
发现，不是它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七

我在车站等车，身旁是一对等着过马路的母子。母亲在起步
的一瞬间握住儿子的手，儿子却不动，转头看她，眉一皱，
正要说什么，不料他此刻的神情被母亲尽收眼底，儿子转过
头，撇撇嘴，轻轻把手从母亲手中挣脱，大步向前。母亲的
身躯一怔，随即上前。我看到的是，她眸中掩不住的失落。

目送着他们的背影，思绪纷飞。

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也像那个儿子一样，不屑父母递过来的
关心。一件外衣是“不冷，拿走拿走”，一杯牛奶是“难喝，
不要”，一只关怀的手，也是不着痕迹地挣开。即使是一个



关切的眼神，一句询问的话语，也总是以无所谓的视线，不
耐烦的神情挡回。

也不知从何时起，那个捧着书跑来跑去问东问西的身影被时
光冲淡，支离破碎，渐渐清晰的是一个人翻书上网寻求答案
的背影。也不再是那个在商店里一手拿一个颜色的发夹，欢
快地跑到母亲身旁询问哪个漂亮的孩子，在母亲给出建议后，
仍然犹豫地左看看，右摸摸，狠不下心，抬起一张哭丧的脸
请求“妈妈，我选不好，两个都要行不行？”而是习惯一个
人作出抉择，再一个人承受。也不像儿时受了委屈跑到父亲
怀中大声哭泣并且寻求安慰，而是一个人辩解，一个人反击。

《目送》中的孩子告别母亲，一个人踏上那条每个人必经的
道路。在告别的时候，母亲目送着孩子渐行渐远的背影，站
在斑驳小路的这一端，看着背影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眼
睛里流露的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她舍不得孩子去受苦，
去接受岁月的洗礼。母亲太懂得这条路上的艰辛，当年的她
也向往过，义无反顾过，然而也跌倒过，流泪过，但，不后
悔。如今她只能放手，让孩子自己走，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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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八

窗外略显阴沉的天空，静静地望向大地。我翻过《目送》的
最后一页，不尽的感叹，却如鲠骨在喉，不言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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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
《目送》以后，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他，不再是骑在爸爸
肩上的小点儿，不再是躲在自己身后的“胆小鬼”，不再是
天真烂漫的爱闹笑话的活宝……一个母亲在看到子女不再依



恋自己，将展翅翱翔，是怎样的欣慰，是怎样的喜悦，又是
多么心酸不舍的无奈啊！而作为一个子女，看着父母步入天
堂，渐行渐远的背影时，又是一番心痛与怀念。朴实的语句
中涌动着一股平凡而动人的情感。

《雨儿》中，那位口齿不清、患老年痴呆的母亲和孝顺的女
儿令我难忘。母亲虽然患病，却一直心心念念着自己的儿女。
不断重复的对话，不厌其烦地叙述。作者轻声的话语中，除
了对待母亲的耐心外，更多的是无比的心痛和难以言喻的酸
楚。辛劳一生，年迈的母亲竟连自己的孩子都无法辨别。

《寂寞》一文中，让我认识了两种寂寞。一种是孤身一人时，
难以言喻的孤独。另一种寂寞，或许是独自一人面对事物，
却不感到孤独的修行过程。就像《湖心亭看雪》中，张岱独
自欣赏茫茫大雪，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却不感到寂寞。

泪水“嗒嗒嗒”打在干净的页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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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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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家庭的温馨，不是一间空房子可以给予的。对于一个
妻子，一个母亲而言，家是有爱人温度的地方，是有孩子欢
声笑语的地方。但是时光飞逝，小鸟学会飞翔，早已离去。
伴侣在天空对你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家，未必找得到了。

兄弟情，友情，爱情，亲情融于《目送》中，酸甜苦于心头
徘徊。

目送中爱情的读书笔记篇九

有一本书，书名短小精悍，这是本生死笔记，深邃，忧伤，
美丽。这就是龙应台写的《目送》。

《目送》中的七十三篇散文，有写父亲的逝世；有写母亲的



苍老；有写儿子的离别；有写朋友的深深牵挂；有写作者的
失败和脆弱；有写作者的伤心和放手。写对儿子离别时的'失
落，也写了作者对时间的见解。

在一篇名叫《时间》的散文中，十八岁的华飞和朋友去午夜
狂欢。狂欢，聚集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小孩子们也曾
有过一种测量时间的方法，在他们的卧室上挂一个一米高的
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其
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年一年的升高，时间也在一
步一步的流逝。同样，在南美洲的家庭中，也会有测量时间
的方法，二个大人和五个小孩，每一年的同一条，他们都会
轮流拍大头照，以此来纪念时间的流逝。

一杯热茶从热变冷是一段时间，一位老人从少年变老年是一
段时间，一只钟转一圈也是一段时间。时间过的飞快，来也
匆匆，去也匆匆。难道我们不应该珍惜这些宝贵的时间吗？
在生活中，一些人虚度光阴，到觉悟的那一刻才明白时间的
流逝，到那时候，却来不及了。时间不等人啊！

同时，当我读到另一句话时，也充满了对时间的感悟。”我
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的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
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世不断地在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这句话也许说到了那些辛苦劳动父母的心中。看到这一句
话，我感受到了作者的辛酸与无助，也只有真正的经历过，
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啊。时间流逝，父母都在慢慢地死去，
子女们会选择离开父母自己打拼，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身
边的人和事都在渐渐得离自己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