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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李淑婷老師編寫 

作者：龍應台 

出版社：時報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8 年 7 月 

 

一、必讀理由 

1. 2010 年全國高中職暑期閱讀書單，師長推薦「人物

傳記」類第一名。 

2. 2008 年亞洲週刊（年度十大好書）、新聞局第 30

次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推介（人文類）、馬來西

亞星洲日報讀者票選 2008 年最喜歡的好書第一、洛

杉磯世界日報圖書部暢銷書排行榜北美地區 2008 年度最佳華文暢銷書。 

3. 在《目送》的書頁上寫道：「這是一本生死筆記，深邃，憂傷，美麗。」龍應台以溫

柔婉轉的筆觸來寫此書，讀者云：「好像已經有很久了，很久不曾看一本書看到眼眶

泛淚。」而這是不同於「野火」的龍應台，值得深入究讀。 

4. 書中寫下的情感是美麗而憂傷的，在文中是三代之情的深知、相繫、相愛，不論是對

於父母或對於子女，不同的時空有著相同的感情，是令人不可遏止的痛，卻也無法解

除的傷。 

5. 《目送》的七十四篇散文，分了三部分。雖有著不同主題，但卻也令人思考「生死大

問」，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所啟廸的好書。 

 

二、背景搜索 

    龍應台父母一個來自湖南衡山，一個來自浙江淳安，於戰後移居台灣，育有四子一女，

在父母身上了解到鄉愁之苦。而龍應台自小在台灣苗栗苑裡長大，通台語，後來搬家到台

灣台南，為台南女中校友。1974 年，畢業於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後，赴美國求學，獲堪薩

斯州立大學英美文學博士。畢業後，曾任教於紐約市立大學、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淡江

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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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成長與經歷上已跨出國界，而其夫為德國人，育有兩子，長子為安德烈，次子為飛

力普，在《目送》一書中，可以清楚的看到龍應台用溫暖的筆寫下三代不同背景、國情，

卻情濃不分的親子之情。 

龍應台 1984 年於中國時報撰寫「野火集」專欄，引起熱烈迴響，隔年出版，21 天內

再版 24 刷，余光中稱之為「龍捲風」。後繼以《百年思索》、《面對大海的時候》二書，指

出台灣面對國際，人類應有的自覺與省思，令人反思。但其另有抒情的一面，如《孩子你

慢慢來》一書，由母親的角度，寫下對子女的細膩觀察及關愛之情，讀來讓人動容。 

 

三、內容提要 

  《目送》一書一改過去龍應台以辛辣的文風，來針砭時事、觀察社會，轉而以抒情溫

柔之筆，讓人了解其情深之處。文中分三部分，包括「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沙上

有印，風中有音，光中有影」、「滿山遍野茶樹開花」。在內容中，作者寫下父親的逝、母

親的老、兒子的離、朋友的牽掛、兄弟的攜手共行，寫失敗和脆弱、失落和放手，寫纏綿

不捨和絕然的虛無，書中盡是深情父母之親情與人生之感悟。  

其中〈目送〉一文，以華安的成長為主線帶出親子的不得不的「離」，並勾出父親與

自己的死別之痛。由小學時牽著的手，臨別「華安不斷回頭」，寫到十六歲時華安「明顯

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表現親子關係之親疏的轉折。再從轉折帶出作者博士讀完，而父

親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讓人為父愛之深而感到心疼。最後，作者

目送父親送入「火葬場」時，作者云：「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

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文中盡是

哀傷。 

在〈回家〉一文中，寫出母親年老回鄉，然母親已忘人、忘事，文中母親直露出惶惑

之情，說道：「我不認得這裡」、「我要回家」；而作者陪著風中殘燭的母親在鄉下散步時，

看見她踩著碎步窸窸窣窣低頭走路，知道母親每一步的艱辛。文中一句句的「這，是什麼

地方」、「不認得了」、「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是的，母親的回家是回到「在

那個時光的籠罩裡，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鬧、廚房裡正傳來煎魚的滋滋香氣……」最初

的家。 

 

四、名家導讀 

※時報悅讀網編者（摘錄） 

2008 年新作《目送》裡除了七十四篇精采散文，收錄了龍應台以相機在台港中各地所

捕捉的人生風景，圖文並茂地呈現「人生」，淡雅運筆寫出花枝春滿的「生活」。 

  作者曾說自己當上母親後開始上「人生的課」，且自謙成績不佳，而她口中這堂困難

無比的課，正是我們所有人必上且百味雜陳的一堂課，正如她在〈目送〉一文中寫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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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 

從牽著幼子的手，情意滿滿的親情，到孩子青春期與自己漸行漸遠的背影；從陪著年

邁父母親中體會自己為人女兒的過往，人生充滿一去不返的背影與目送，龍應台新書裡處

處是我們感同身受的親情滋味，篇篇有讓人沉吟難忘的人生情景。 

 

五、心得感想 

    如果說讀《野火集》是如臨清泉，讓人通徹警悟；那麼讀《目送》是如遇絕境，讓人

感痛領悟。這是一本生命之書，作者寫下了「人之初」的喜悅，如同其子與自己對於生命

的輕盈自然；但，人生的盡頭又走向何處？在最後一篇〈魂歸〉裡，「那十六歲的孩子，

終於回來。……不過是一個下午去巿場買菜的時間。」在父親回葬故鄉中，我們了解生命

只是時光流轉中的一部分。因此，我們也思考了親子關係、人群問題及相關的國家意識的

意義。 

龍應台用那明快簡約的文字功力，卻蘊含了令人心折的千鈞筆力。在母親的晚年，她

陳述了一位美麗愛家的八十歲婦人，在無法憶起摯愛親人之下，心中所念所繫仍是她那「母

親」的角色；而滿眼的美服在目，不禁一句：「你爸爸走了！」帶出了深情之憾。在此之

下，我們也透過作者的筆反思親子關係，在現代社會兒女如寶貝的父母甚多，而「相陪」

又能幾時，當分別的時候來臨，我們怎麼面對？又是否無憾呢？ 

如果，生命只是流光，親子只能「目送」，那我們除了「珍惜」這份難能可貴的親子

之緣外，我們是否也應為彼此深刻一些情意？而我們是否也應思考：什麼人是我們以為永

遠不變的？什麼人是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我們是否欠了什麼樣的情感還沒有回報？而

流光是否又稍縱即逝呢？ 

 

六、佳言錦句 

1.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

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

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目送〉 

2. 「曾經相信過愛情，後來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化為親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轉化為親

情的愛情，猶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塊──它還是那玲瓏剔透的冰塊嗎？」〈(不)相信〉 

3. 「幸福就是，頭髮白了，背已駝了、用放大鏡艱辛讀報的人，還能自己走到街角買兩

副燒餅油條回頭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沒空見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倉皇的電話，

什麼都不問，人已經出現在你的門口，帶來一個手電筒。」〈幸福〉 

4. 「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是的，我們都知道了：媽媽要回

的「家」，不是任何一個有郵遞區號、郵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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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段時光，在那個時光的籠罩裡，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鬧、廚房裡正傳來煎魚

的滋滋香氣。」〈回家)  

5. 「如果科學家能把一滴眼淚裡所有的成分都複製了，包括水和鹽和氣味、溫度──他

所複製的，請問，能不能被稱做一滴『眼淚』呢？」〈星夜〉 

6. 「在這裡，他的楚音與天地山川一樣幽深，與蒼天鬼神一樣宏大？司儀的每一個音，

都像父親念〈陳情表〉的音，婉轉悽楚，每一個音都重創你。此時此刻，你方才理解

了他靈魂的漂泊，此時此刻，你方才明白他何以為《四郎探母》淚下，此時此刻你方

才明白：他是真的回到家了。」〈魂歸〉 

7. 但是，總是別人牽掛你、照顧你的時候多。他，有時是她，時不時來一個電話，電話

絮絮講完了，你輕輕放下聽筒，才覺得，這其實是個「相見亦無事，不來常思君」的

電話──什麼事都沒有，扯東扯西，只不過想確認一下你還好，但是一句思念的話，

都沒有。（牽掛） 

8. 你們之中，今天最聰明、最優秀的四個孩子，兩個人會成為醫生或工程師或商人，另

外兩個人會終其一生落魄而艱辛。所有其他的人，會經歷結婚、生育、工作、退休，

人生由淡淡的悲傷和淡淡的幸福組成。（1964） 

9. 德國的《明鏡》首頁報導是這一則：「從醫生到歌劇演員，從老師到逃學的學生，都

曾經是二戰時屠殺歐洲猶太人的幫手。」（普通人） 

10. 此城原來不乏雄才大略之士，再加愛國愛鄉之情深重懇切，對國之將傾焦慮溢於言表，

起而行動者亦大有人在。然而近數年來，各巨室朋黨之間交相爭利，坐地分贓，藉公

營私之餘，黨同伐異，士林風氣丕變。諾諾者猶諾諾，敢言者已氣蔫。因氣蔫而退隱

林間、而浪蕩江湖、而寄情佛典禪寺者，不在少數，深隱於喧鬧巿井中沉潛不語者，

更為眾多。（江湖台北） 

 

七、延伸閱讀 

【書籍】 

1.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龍應台／天下雜誌 

2. 《父後七日》             劉梓潔／寶瓶文化 

3. 《愛‧生活與學習》              利奧．巴士卡力／譯者：簡宛／遠流出版社 

4. 《成績單—安德魯‧克萊門斯 3》   安德魯‧克萊門斯／譯者：吳梅英／遠流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