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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之书讲演录》

内容概要

本书乃大学课堂实录，作者以“我注六经”式的学术态度，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了《圣经》的影响、
主旨、线索和各部分内容，既澄清了一些易引起混淆的概念，如：圣言、约、赎、超越方式等，又聚
焦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人性的善恶、人生意义、诚信道德、智慧情感等。
全书孜孜以求“《圣经》意味着什么”和“《圣经》与当代处境”，尤重与中国文化传统之对读。语
言上保留了课堂教学的口语化风格，举重若轻，删繁就简，为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精神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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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来这本书给我一个很立体的感觉。很推荐肢体一起来读，虽然只是很简单的来阐述，但是真的
很重要。
2、读着这本书，想着年青人接受启蒙的情形，南京师大的学子们有福了。
3、言简意赅，写得太好，请原谅我在这方面语汇匮乏。第二人读过。
4、我注六经式的解读《圣经》，带领大家进入光的世界
5、初信主很适合看一下这本书，齐宏伟教授写的。还有一本《信与思》也非常推荐！
6、一本浸透了真理的书，值得一读再读。
7、早点看就好了
8、以圣经为中心，对比中外文学名著和其它宗教，反映中外思维差异，从宏观角度认识圣经！无论
是讲教义还是讲圣经内容，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受益匪浅！
9、挺好的书，廓清了常人对圣经和上帝的很多误解。人如果心中没有上帝，他的灵魂就是荒芜的，
就必然会导向财富和享乐这些即不是永恒也毫无意义的东西，或是沉浸在自以为是中，生命便是虚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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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听见背后——读《书中之书讲演录&lt;圣经&gt;文化今读》这是一个害怕崇高的时代，这是一个害
怕神圣的时代，这是一个严肃不足娱乐有余的时代，这又是一个解构了悲剧消解了沉重的时代，无了
秩序，也无了约，这还是一个大家都知道信仰缺失的时代，却又不知道到底最缺失的是什么，又最终
要信什么，仰什么，所以，只是不断彷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到最后以“不信”为“信”。在一
定意义上，工业文明和现代社会发现了“个体”也解放了“个体”，但同时也消灭了“个体”，因为
“个体”不再生活在那个荣耀的光环后，也不再是有根基地生活，而只是存在。这本书不好读，起码
对我来说“不好读”，因为这本是讲信仰的，而我又是游离于信仰之外的。对于这本书，我只是想也
只能写下我“听”齐师的感受，因为这本书就是齐师上课的讲义，他怎么在课上讲的，就怎么写的。
我在这写下的，就是我“听”这本书的课堂笔记。毕业后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可以把齐师的笔记整出
来，可发现很困难，听还很吃力，何况再去梳理，只能听，不断地听，断断续续听了三年，也只是记
住了一些片段而已。正好出了这样一本讲演录，补上了我课堂笔记里失落的最重要的那一部分。谈到
《圣经》，不管我遇见的和仰慕的持无神论还是有神论的老师、学者、诗人和作家，推荐的最重要的
一本书几乎都是《圣经》，所以不管是从知识的源头，还是信仰的源头，都恰恰证明了它之所以存在
的价值。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本书了。看这本书，放佛又回到了在学校聆听齐师的时光。那时还不太了
解生命，不知生，不畏死，只有对知识的渴望，却忽视了很多生命的体悟。想起齐师一进教室，讲的
第一句不是知识，而是花——“来时，路边的花真美。”当时觉得仅仅就是一朵花，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要的是知识，不是花。而现在有点懂了，在齐师那里，一朵花，比一切理论的分量要重，那是真
，那是美，那是一种信仰所赋予的绽放，那是一种比知识还重要的存在。而我，总嘲笑别人对金钱物
质的追求，而那时自己对知识的追求在本质上和他们有何不同？不过是把金钱物质置换成了知识。知
识和金钱、物质一样，没有体温，都不过是一堆符号而已，参与不进我的生命和血液里，而信仰，却
是带温度的。或许，那时的我，还只是在知识的路上，而不是信仰的路上。在大学里上课，旁听，课
堂上不外乎是知识的散布，而少有信仰的传递。知识不断地被学术化、学理化，老师也不断学究化，
忽略了下面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可以对一本小说，一部电影，一种观点，一个圈子，津津乐
道，滔滔不绝，理论阐述得头头是道，唯独在一朵花面前失语。在理论里活得很猖狂，而在生命层面
却很荒凉，而且为发现这“荒凉”的底色而窃喜。我想，这知识是凉的，是不带体温的。那只是从一
种知识到另一种知识的繁衍，只是从一个逻辑到另一种逻辑的替换，而不是从一个人的体温到另一个
人的体温的传递，从一个生命到另一个生命的感动。齐师说：知识不改变知识，生命却改变生命。我
开始觉得，一朵花，比一切理论都要重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浮士德的知识悲剧却还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上演，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回到生活，回到生命，回到信仰。托尔斯泰说：艺
术是将真理从知识领域转化到情感的领域。而这种真理如果只是一种知识，那和金钱物质何异？不改
变生命的知识只是一种占有，而不是道，更不能超越。我们常人是从“生活”这条地平线以上看，而
齐师则是从“生活”的地平线以下看，或者从生活的“背后”看。我们看到的是生活层面的东西，而
齐师则是看到包含信仰的生活，比我们多一个维度，看到了我们的完整。我们只是生活在“生活”的
平面上，而信仰却是“生活”之“下”的东西。难怪齐师批评《活着》“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
，只是在被拉平的生活里活着。小说本身没有给出意义和答案。齐师讲课不单单是知识的传授，更多
的是经验和体悟的传递，还有真正常识的普及，那些在我们教育中升学考试中被挤占或屏蔽的知识，
比如人性，人文主义，这些最基本的概念，以及被主流价值观或史观所有意忽略一些常识，比如文艺
复兴前的中世纪历史。齐师本着对历史进行清算的态度，对知识进行反拨和延展，不是笼而统之，而
是分条缕析，是对这些看似常识地再审视、再深究，再进一步地向后追问。这是做学问的态度，也是
做人的态度。记得有一段时间和齐老师住得很近，隔街相望。我能从客厅看见齐师的客厅的窗户，每
天晚上都是很晚才灭，想必都是访客聊到很晚才走，早上，又是早早亮起了灯，齐师的规律和勤奋，
让学生汗颜。齐师的谆谆教导，犹在耳边。齐师更多的是身教，而非言传，你看他在做什么，而不仅
仅是他在说什么。齐师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他的生命里，他从来不主动传福音，这也是由于他教师的身
份决定的，他只会说去读哪些书，那些有关信仰的书。齐师会在每堂课前，从包里掏出一本书，然后
开始介绍，最后总归一句：“还是要自己去看”。“每课一书”已经成为上课开始前的惯例。我开始
接触时只是把信仰理解成一种比平常意义上的善更真实、更真切、更带有人情味的人道主义关怀，甚
至把那些触动我的经文当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心灵鸡汤。后来发现不是，它背后有支撑。现实里我们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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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说“伟大”、“宏伟”这些严肃的字眼，因为自己已卑怯，而齐师强调的就是信仰传统和生命自身
的神性尊严，就是要提出严肃，提出价值，建立坐标，重现衡量自己，重现发现自己的价值，包括内
心的幽暗，一齐直面。第一讲《漫谈“书中之书”的影响》里有这样一句话，“米开朗基罗的《大卫
》雕像，是用了被废弃的一块大石头，他从石头里看到了《圣经》中大卫的形象。”我对“废弃”二
字特别敏感，总感觉自己跟那些边缘化的东西暗中有种看不见的关联，同情或者理解。废弃这个字眼
，在我们这个现实里是一个“无用”的词，因为在这个被社会主流价值裹挟着走的人群里有太多人掉
队了，也有太多人得不到关注了，也太多人被废弃了。人人都坚信弱肉强食，相信竞争，都呼唤出身
体里的狼性，都要求自己要不断变得比别人心更狠、心更硬，自己才不吃亏不会被淘汰。但在《圣经
》那里，在基督那里，没有“被废弃”这一说，他们在乎“这一个”，他们关心的就是那些末尾掉队
的人，失落的“那一个”，这是信仰最吸引我的地方，关注每一个个体，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主流
价值观教育我们忽略那些末尾的人，末位淘汰，这是自然法则，但在绝对正确的竞争之上是否还有一
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所以书中说：“要公正地判断一个时代只有一个标准，即问这个时代能让人
的尊严发展到怎样的程度？”信仰就要找到废弃失落的“那一个”，然后恢复尊严，恢复神性。反观
自己，又被这个社会和它所标榜的价值改变和塑造了多少？识时务者为俊杰，经世致用，这些才是社
会上的信条，良心和尊严只是欲望缝隙里的一丝闪光而已。而我却在信仰里看到了闪光的耀眼。我身
边就有很多基督徒在做义工，不求回报，是真的在做善事，而我们平时所做的善事只是一种对自己良
心亏欠的慰藉而已，终究，还是为自己。我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和温暖。韩少功讲过一个例子，很有
意思，说一个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文革里写过《中国何去何从》，轰动一时，后来去美国当教授，提
出“人的利益最大化”这一基本前提，解释很多历史和现实的现象，但后来得癌症，由于妻子是基督
徒，得到很多教徒的关心和帮助，他突然发现利益最大化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至少在基督徒中有
大量的例子和反常，有另外的一种规律在起作用，他说一个俗人可能所看重的利益，一个教徒可能根
本不在乎，那些教徒帮助他、关心他，毫无利益可言。就是在跟着这些毫无利益可言的基督徒一起的
日子里，我觉得特别温暖，我更理解善的意义，更明白人之为之的原因。他们的关怀备至是真挚的，
跟他们在一起我总会不经意地感动流泪，但心里却很光明，很有力量。那是一种从软弱中善良中生出
的力量，特别坚硬，不再怕什么，像有光照。有时上齐师的课很痛苦，因为里面有很多自己没想过，
而且很多是超乎自身经验和理性，有时就想：这是文学课吗？文学艺术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吗？不就
是玩玩嘛？但有信仰的文学是艰难的，是痛苦的，是有信仰普照的，而这背后的信仰确乎是超验的，
它需要一跳——与旧有的经验决裂，与理性决裂，而且是“相信”和“放手”的一跳，由这岸到达那
岸。这一跳，我一直没跳，或许我的理性已经说服了我自己，感情上也顺从了自己，但还是对那一点
点的世俗的私欲留有念想，让我留在这岸，一拨又一拨的过河人过去了，唯独剩我自己。有时我在想
，为何觉得难，恐怕就是因为自己在世俗的道路上不断地妥协，不断地向下坠，如果自己不断向上，
不断向内思考，还会这么难吗？齐师这些有难度的讲学，不断地在提升自己。就像练琴，齐师上来就
带着我们这些不怎么会弹琴的练十级的谱，痛苦，艰难，但练着练着，虽然不好，磕磕巴巴，但再去
弹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就会很简单，因为你已经跟着老师在一个很高的阶段了，假如你一直练一级二级
三级四级，没有难度地练，永远进步很慢，所以，有时难度决定了我们的高度，而很多人就是遇难而
止，因为他们在乎的是书本上的知识点，和知识点背后的卷子上的分数，以及再背后的奖学金和荣誉
——老师，赶快划重点吧！我们所谓的“重点”是不是已经偏离了指向？而我却迷恋这种知识背后的
思考和过程。齐师上课不喜欢用PPT，顶多就是开着，然后干讲。站在那，或者说靠在一张桌子上，
看着我们，说：今天涉及到的内容稍微有点难，请大家认真听。然后带我们一起进入他的世界里，开
始旅行。听齐师的课，累，看齐师的书，痛。因为每一个字与每一个字的逻辑衔接都很紧，很密，很
实，没废话，让人紧跟着思维走，跟不上，再接，就差一截了。而且最主要还是他推着你走，带着你
跳，拉着你飞。你的能力不够，自己走，走不快，自己跳，跳不远，自己飞，飞不高。但看完了，会
沉静，会心安。这还是在听课，不是看书，看书还有停下来思考的时候，而听，就是一直带着你走。
像锻炼身体，这是锻炼思维。齐师一上来就把真理“哐哐哐”地砸在我们面前，不犹豫，不绕弯，干
脆，敢于说出，掷地有声，让我们直视。就像我推荐《文学回忆录》给朋友看，朋友说，怎么木心那
么敢说，啪啪啪，甩到你面前，干脆，直接。我就想起齐师，就是这种感觉，而不是教课书里还有学
术论文里那种循循序序，往往复复，最后还留一个可回旋的余地，恐怕说不周全，不圆满，笑人家
阿Q画不圆，自己也不是伏在地上疑心那个圆画不圆吗？他的书，不是消遣，不是随便，而是字字严
峻，句句认真。在齐师这里，真永远要大于美，在真上建立起来的美才真美，才最美。真是美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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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免谈。齐师是在捡拾每个字背后的神性，然后砌成阶梯，让学生们一步步登达信仰的高度，看
到美好，正是用信仰“引领我们飞升”。我是聆听者，也是见证者。齐师常喜欢这样说——“这句话
我再说一遍”——然后再重复一遍，这一遍几乎就是上一遍的回音，一字不差，就像复读机一样，所
以这本书上的很多语言确实是实录，我在想，是不是齐师在底下练过很多遍。初听齐师的课，就觉得
自己以前在学校家长帮我们垒起来的那些建筑在齐师的冲击下轰然倒坍，我们必须在废墟上重建。所
以有些人接触信仰后从废墟上建立起来新的世界，重新订下了约，而有些人却什么都不再信了——以
前信的那些都不可信，凭什么你这个就可信？我们更多是靠理性思考问题，但还有一部分是靠用理性
言说不出来的。能说出来的是由理性所支配的，而那些说不出来的却感觉到的又是由什么支配的呢？
在茶话会上，会经常听到很多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他们做见证时都说《圣经》里的话改变了他们的生
命，包括齐师，健峰，王磊，考凰等等，对我影响最大的一句经文就是——“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也是齐师一直
挂念的这句。我就是奔波在读书和知识的路上，一路饥渴地读下来，不知尽头，也无尽头，永远是山
外有山，天外有天，路外有路，书外有书，我在想有没有一本书是可以止住我这渴的——如齐师在书
里写——“那真是带着一个稚嫩少年的所有热情投入，来读这些他未必读得懂的东西，可以废寝忘食
，可以很着迷地读”。那确实是我一直的状态，一直想在书里找到答案，遇见了齐师，问，答：那就
读经吧。最喜欢这本书里的第三讲《“内向超越”，还是“外在超越”》和第七讲《“诗歌智慧书”
中的大智慧》。第三讲中国人自圣的情结与直视人性幽暗进而外向超越的中西对比，像两大派高手过
招，看得我直呼过瘾，也直点心中的痛处，传统的教育让我以知识分子为荣，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和
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看看现实和反观自己，知识的越来越富和分子的越来越多，道德水平
不升反降，欲望不是由知识所能控制住的。文革里的那些血腥和暴力，不是不识字的老百姓做的，反
而是那些拥有知识的分子们干出来的。知识的“审美”也越来越让我陷入到一个“诗意”又有“意味
”的“逍遥”里，我就开始思考，这一切到底缺失了什么？这一点，我觉得也是齐师对我最大的教导
，不关乎信不信的问题，而是一个开始反思的过程，是对一切的一切进行反拨和再反的过程，也是齐
师一直秉信鲁迅的一点，把刀子对准自己，解剖开来。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有一种吸引力，同时也有
一种强大的同化力，这种力慢慢浸透到骨头里血液里，就像镣铐戴身上戴久了，不以为重，反以为荣
，戴着镣铐舞蹈，舞久了反而自我欣赏起来，抚而唱之。别人帮他解时，他还要夸赞这个镣铐，这个
镣铐已经成为他身上的一部分，没了这部分，他也就不完整了。我觉得这才是传统文化最可怕的所在
。所以，我一直杜绝被同化，也一直徘徊于信仰之外，像失去了这个镣铐，又戴上另一个，只不过是
换了换样式而已——这是我的真心话。但齐师带来的外来信仰，又确实像刚从外面新鲜广阔的世界带
给一个沉闷屋子里的新鲜的空气一样，扑面而来。屋子里人满为患，空气污浊，但里面的人却不自知
，还以为从来就是如此，也已习惯这种气味，如果有别的气味的话就不对，因为从来如此，会有错吗
？但信仰的到来，带给我一种新鲜感。齐师就是那个屋外的人，帮我们开了一扇窗，一扇门，屋外的
新鲜空气漫进来。我需要一种异质异己的文化和信仰。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都不过生存经
验的总结，继而生成真理。“我们的真理是我们说了算，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的超越境界全是我的
心说了算，因此我们就没有非如此不可的更新，只有着中庸和经世致用的实用，以致我们没有那种‘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改革精神，只有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庸乃至圆滑精神，所以造成了一种向外
适应式的思维模式，而不是由内而外的突破更新模式”，“以致我们在境界式的超越中走向了迷失，
而这种迷失使我们越来越走向任性和堕落，就是超越的死结”，“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境界式超越模式
没有一个异质于我的超越真理对我有基本内在的要求，所以有一天我看透了，我就可以说一切都可以
玩，一切都是假的，没什么可当真”，最终走向的不是“超越”而是“虚无”。相比较中国文化传统
的“境界式超越”，基督教的超越模式是“对话式超越”，其“超越重在爱的关系中活出新的生命，
把个人从‘我们’式的‘拉平’中脱离出来，直接面对造物主，从而获得个体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所
谓超越就是生成个体的过程，也是受苦中与人连接的过程，但根本在于与上帝的关系，其次才是关乎
生存的观念和命题，言说观念和命题要力求表达鲜活的生存本身，不是为概念在体系里找位置、贴标
签，而是促使人去爱，去相信，去行动，去‘道成肉身’，爱和知识在践履中合一，教义成为立身实
存的生命意识”。读来还是动人心魄，这部分也是我认为最精彩的章节。第七章印象最深的就是《传
道书》的讲解，所罗门通过自己的实践寻找人生的意义。给我们以启示，我们不是君王，不是哲人，
但也有寻找生活意义的意愿，但寻找的都不过是短暂的快乐，而不是永恒的满足，我们大多就止于此
了，然后自己安慰自己或许我们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寻找”吧，而所罗门继续眺望。齐师引用英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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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路易斯的话说到我心坎上了，——“要是我们有一种盼望，这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不能满足，最合
理的解释就是，人乃是为另一个世界而造的，要是这个盼望满足不了，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荒
谬的假象，很可能这个世上一切的乐趣并非为了满足这个盼望而存有的，而只是用来呼唤起这个盼望
，让我们得到真正的东西。”所罗门的转身与那个日光之上的客观存在相遇了，看到了那世上影子和
回响背后的永恒事物。而我们呢？“如果人生是一条河，是因为它与大海有联系，才有了生命，所有
斩断这一联系的努力，只会使这条河泛滥成为沼泽而无法流动。但河的川流不息，似乎给了河流浪的
空虚的宿命。但反过来说，这流浪与空虚岂不恰恰印证了海的永恒与辽阔吗？在永恒和辽阔大海的呼
唤中，河的流浪成了一种神圣的流浪，因为那是通往归宿的流浪。这不是对自身流浪的神化，而是对
大海的崇敬。”我们自己的这条河大多早已斩断与大海的神圣关系，流着流着就干涸了。每次我站在
一条河边，旁人说这条河是通向大海的，那一刻，我就对这条河多了一份崇敬，不管它多么小多么窄
，因为我从这条河看到了海，还有比这更美的吗？我问自己，自己有过那种永恒的满足感吗？有过，
就是在茶话会上，一起祈祷，然后睁开眼再看这个世界，觉得身体轻了，心里亮了，一切都变得美好
和荣光。我感受到了背后，以及满足的意义。⋯⋯感谢这些课上生动的语言可以化成文字，从而使一
种存在于语言上的意义又多了一种文字上的意义，从而可以让我一读再读，一听再听，更加接近那个
背后的存在。一次偶然机会，看iphone的设计师艾维的采访，他说：“潜意识里，我总认为人类是非
常敏感的：他们会感知到倾注在设计上的关怀。”而“关怀”，艾维认为“是自那场发生在自己家乡
英国的工业革命之后，伴随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和‘无神论’盛行，而被遗忘的重要准则。”我想这种
准则就是在神圣信仰之下的关怀与荣耀。艾维还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去完成抽屉的背面。背面
，就是我们常人看不见的地方，但却又是显示我们价值的地方。越来越喜欢作家型的学者，因为他的
写作也是一种创作，而非知识的堆砌和理论的推衍，齐师即是如此，他在文本里创作出一种新鲜的有
生命力的文字，用齐师的话说就是文字的“滚烫感”。继而带着他的体温紧贴你的体温，用他的生命
紧握你的生命。这种文字，有温度，有力量，有光。越来越觉得知识不再是一个又一个点，而是一个
又一个的启示，在你有根基的土地上生长。而现实的我们却越来越在乎一个结论，不再关心其过程，
只在乎最后结论，然后针对你的结论开始批判。不管你对也好，错也好，能否坐下来看一看，听一听
别人的过程，然后再下结论。或许这就是齐师写下这本书的意义，或者说给我们提供一种更低的姿态
，——“听”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和方式。齐师常说：所有知识都是由下而上，但惟独信仰是由上而
下。因为恩赐，所以聆听。圣经不是看的，而是用来“听”的。从结论回到过程，从目的回到路上，
从信仰回到生命个体。感受一朵花的真和美。秋，一个带有神性的季节。站在秋里，不知道为什么，
总想俯下身来，自觉谦卑，感动，为这生命，为这土地。我不是有神论者，但我解释不清很多东西，
我只能感觉到冥冥之中这一切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而不是没有一个什么。这个什么，我看不见，却
能感受到，却能听到。看见树上结了果，好像显明了神的存在。——写于北方的秋
2、在大学里，我们把每个学生都必须要上的课称为必修课，而把那些由学生自主选择的课程称之为
选修课。齐宏伟老师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开设的“《圣经》文化今读”其实是一门选修课，然而我
认为这实在应该是一门必修课。当今大学生，多为“闯过独木桥”之“天之骄子”。然而他们从小学
到高中毕业，所学的知识无非是用来应付考试，作为踏入另一所学校的敲门砖。他们寻求过真理吗？
他们思考过“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将去向何方？”吗？面对生活的烦恼，爱情的迷茫，又有谁告诉
过他们答案？他们在懵懂中成长，又走向新的迷惘。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过：“人是会思想的芦
苇。”如今的大学生，仰望星空时，他们还会像康德一样去思考吗？齐宏伟先生，我曾经的大学导师
，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深知教育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选择在大学校园里讲授《圣经
》，便是给夜行者以一盏明灯。《书中之书讲演录》实乃大学课堂实录，齐老师以“我注六经”式的
学术态度，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了《圣经》的影响、主旨、线索和各部分内容，既澄清了一些易引起
混淆的概念，如：圣言、约、赎、超越方式等，又聚焦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如：人性的善恶、人生
意义、诚信道德、智慧情感等。虽然，我不能亲自聆听齐老师的讲课，但是摩挲着书页，他充满爱的
声音便会在耳畔响起。现代社会，人人都在追求着幸福，可膨胀的欲望，快速的脚步，让我们越来越
南辕北辙。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是否真的能圆自己的“幸福”梦？翻阅完该书，你便会知道，答
案是否定的。因为自从亚当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子后，人便堕落了。书上说“人在堕落之后，人已经与
上帝隔绝，若是靠着自己的话，人只能永远处在罪与苦痛里面，不能解决罪与死的问题。”齐老师指
导我们透过《约伯记》来看苦难，透过《雅歌》来看爱情，透过《福音书》来看救赎。如果说历史剧
教会我们尔虞我诈，家庭剧教会我们勾心斗角，那么本书教会我们的则是爱。有人以为“厚黑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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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自己走向成功，殊不知，背负十字架的路，才是通往幸福的大道。《马可福音》4:3—8说：“有
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齐老师的这本书，就是一个种子。落在每位读者心中，便
会有不同的结局。但愿，我们都能结实，有一百倍，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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