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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你好嗎？好啊。」「學校如何？沒問題。」…… 

 

  曾幾何時，親子間的溝通變得形式化了？低著頭滑著手機，不言不語已成

慣例？為了不讓兩代的隔閡加深，作家龍應台與德國籍的兒子安德烈開始了三

十六封家書，為的是重新認識這個十八歲青少年，也希望藉此讓兒子更認識自

己。這是一本跨越兩國與兩代隔閡，適合親子共讀的好書，透過語言的四重轉

換、觀點的相互討論，龍應台與兒子在三年間逐漸學會更多的體諒與對彼此的

了解。 

 

二●內容摘錄： 

  我知道他愛我，但是，愛，不等於喜歡；愛，不等於認識。愛，其實是很

多不喜歡、不認識、不溝通的藉口。因為有愛，所以正常的溝通彷彿不必了。

不，我不要掉入這個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沒有關係，但是我苦以以認識

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認識這個人。我要認識這個十八歲的人。（P．3） 

  父母親，對於一個二十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裡面，

它為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

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討好它。 二十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開始注視這

沒有聲音的老屋，發現它已殘敗衰弱，逐漸走向人生的「無」、宇宙的「滅」

（P．138） 

 

三●我的觀點： 

  我知道父母的嘮叨、責備、比較，都是因為關心我們，怕我們缺乏競爭

力，將來出社會，沒有立足之地，無法過著幸福的生活……。而我們卻常常因

為沒有耐心聽這些看似一成不變的話，而產生不快，增加彼此心中的芥蒂。看

完了這本書，我覺得龍女士對父母的形容十分貼切:父母親就像舊房子，不會重

視它，搬傢俱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等到許多年後，

自己也為人父母時才發覺他們的用心良苦，卻為時已晚，所謂「樹欲靜而風不

止，子欲養而親不待」就是這樣的感慨吧！雖然很多人都認為青少年代表著叛



逆，往往不珍惜父母所給予的一切；但我認為很多青少年並非如此。他們也知

道父母的辛勞，也知道感恩，只是說不出口罷了！或者像龍應台在書中所形容

的:「糖加太多就會膩！」每天聽著一樣的事情，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有時

候不免會覺得不耐煩，但同時又感到矛盾：雖然在當下，這些關心都像是加了

過多的糖；然而，想一想幾十年後，再也聽不到這些話語了，假如不珍惜當

下，豈不是徒留遺憾嗎？我覺得龍應台女士和安德烈能透過這三十六封家書互

相認識彼此，是非常有意義且難能可貴的事，因為許多人總是在真正失去後才

驚覺自己是多麼地不知惜福。 

 

  事實上，我認為良性的溝通就像一場球賽。當對方投出球時，我們就要努

力地擊出那顆球，比賽才能順利進行，如果只有單向的投球，將任憑球隨處滾

動、不了了之。在閱讀龍應台女士與兒子安德烈的書信往來時，他們的對話是

雙向的，他們能夠直言不諱地說出心中所想的，是件不容易的事。在第二十

五、二十六封家書〈裝馬鈴薯的麻布袋〉與〈孩子，你喝哪瓶奶？〉，他們直

來直往的對話，令人對親子之間的對話有了一番新的見解。其中，安德烈形容

龍應台穿衣服的品味就像在身上套了個麻布袋，而龍應台則理性回應，解釋童

年時是過著美援的貧困生活，自然無法在意梳妝打扮，並幽默地回說事實上不

是「馬鈴薯麻布袋」而是「麵粉麻布袋」。反觀日常生活中，有時直來直往的

對話反而會造成不必要的爭執，我與家人之間便是如此，有時可能只是因角度

的不同、思考的差異沒有善加處理，而讓彼此之間有了不愉快的爭執、冷戰。

我覺得讀著他們的回應、他們的風趣讓人不禁莞爾，也許這也是今後我們學習

溝通的一種方式。 

 

  兩代之間，隔閡是必然的。但我相信，如果彼此願意多花點時間相處，藉

著理性的溝通進而更了解彼此，即使有不認同的地方也願意以同理心去接受，

如果可以以對等的角度為對方思考，那麼雖然無法有完全一致的思想，至少可

以展開兩代的對話，而不是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如果願意為對方留個空間，

自己適度的退讓，那些令人後悔的、不必要的爭吵想必也將減少。閱讀這本書

時，有時會對那些直接、毫不隱諱的對話感到驚訝，但或許這樣才能打開那扇

門，走到寬闊的那片天地與他們對話吧？這本書實為適合兩代共讀的好書，希

望它能陪伴更多的家庭，讓那道無形的隔閡渙然冰釋！ 

 

四●討論議題： 

  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即使是難得的家族聚餐，常看到很多人面對的不是

家人而是手機上、平板上虛擬的世界，如何改善這個情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